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第 ４８卷 第 １２期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１２．００９

基于离散元的土壤模型参数标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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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离散元法（ＥＤＥＭ）建立土壤模型过程中部分土壤颗粒参数直接测量难度较大，若基于间接测量的土壤参数

值建立离散元土壤模型进行仿真，导致仿真结果误差较大。本文结合代理模型基本理论，提出一种离散元土壤模

型的参数标定及优化方法，步骤如下：根据基本试验测定的参数建立离散元土壤模型；结合堆积角及剪切试验，利

用模型仿真进行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以敏感性参数为变量，以真实试验测量值为目标值构造代理模型；通过高斯 牛

顿迭代法进行参数优化。由敏感性分析结果知，代理模型自变量为土壤颗粒半径、颗粒间静摩擦因数及滚动摩擦

因数，目标量为土壤堆积角、黏聚力、内摩擦角。以涿州保护性耕作试验站土壤（砂壤土）为原型，经优化建立的土

壤模型变量参数值分别为：颗粒半径 ５７ｍｍ，颗粒间静摩擦因数 ０４５，滚动摩擦因数 ０２１。将建立的离散元土壤

模型进行轮胎 土壤相互作用仿真模拟，分析轮胎 土壤接触面最大应力、平均应力，并通过田间试验进行验证，将

接触面最大应力值、平均应力的仿真值与实际测量值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虚拟仿真与实测值之间数值差异在

５１％以内，标定优化后的土壤模型能够近似代替真实土壤进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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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离散元是一种将散粒群体简化成具有一定形状

和质量颗粒的集合，解决散粒之间及散粒与边界间

的接触作用和散粒体与边界的不同物理机械性质的

方法
［１］
。离散元方法在散落物料流动性、固体破碎

及机器 土壤相互作用方面具有广泛应用
［２］
。由于

土壤特性较复杂力学特性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普

通的有限元土壤模型准确性不高，且只能模拟土壤

破坏行为，无法模拟土壤运动过程
［３］
。离散元能够

结合土壤颗粒接触力学模型，利用粘连颗粒模拟生

成土壤团聚体，极大提高了土壤模型准确性
［４］
，为

农机具触土部件设计及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５－７］

。

利用离散元土壤建模主要包括土壤颗粒本征参

数（密度、泊松比、弹性模量等）、颗粒之间及颗粒与

外界 材 料 的 接 触 参 数 （摩 擦 因 数、恢 复 系 数

等）
［８－１０］

。在 ＥＤＥＭ模型中，大多数土壤颗粒本
征参数与真实土壤参数数值一致，但由于颗粒间

接触特性复杂，所以部分参数需要进行重新标定

及优化。

目前针对离散元土壤模型参数的标定主要集中

于土壤颗粒大小（材料本征）、土壤颗粒间摩擦因数

（颗粒接触参数）以及接触模型选择方面
［１１］
。在颗

粒形状及大小标定方面，王燕
［１２］
结合自然界土壤颗

粒形态分类，通过离散元球形颗粒组合不同形状的

土壤颗粒进行模拟；黄玉祥等
［１３］
通过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创

建不同形状土壤颗粒模型，利用 ＥＤＥＭ软件内嵌不
同大小颗粒进行填充，并设置颗粒参数；还有部分学

者
［８，１４］

直接设置内嵌球状颗粒大小进行建模，并进

行模拟验证。在土壤摩擦因数标定方面，主要结合

文献对土壤摩擦因数的规定，选择合适的模型参数，

并通过休止角与土壤直剪试验进行模拟验证的方法

进行标定
［７，１５－１６］

。对于颗粒接触模型方面的研究

主要围绕 ＥＤＥＭ软件内嵌模型的优缺点进行研究，
ＵＣＧＵＬ 等［３，１４，１７］

通 过 对 Ｈｅｒｔｚｅ Ｍｉｎｄｌｉｎ 及
ＨｙｓｔｅｒｅｔｉｃＳｐｒｉｎｇ接触模型进行细致研究，解决了土
壤粘结力及无粘结力土壤受力塑性形变等问题。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对离散元土壤模型部分参

数标定方法进行了一些探索
［１８］
，但并未针对离散元

土壤模型系统提出土壤参数标定方法及符合土壤本

构关系的接触模型。本文基于代理模型的方法，提

出一种通用的模型参数标定及优化方法，并利用

Ｔｈｅ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ｌａｓｔｏ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ＥＣＭ）弹塑性接触模型表示土壤颗粒接触模型。
以河北涿州保护性耕作试验区特定土壤为例，建立

相应的离散元模型并进行优化，利用该模型进行轮

胎 土壤压实模拟试验并进行相关验证，旨在为离散

元土壤模型建立提供一种通用的参数标定方法，为

建立土壤模型提供借鉴。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土壤基本参数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河北涿州保护性耕作试验地，

取０～５０ｃｍ土壤原状土（土壤类型为砂壤土）。在
实验室进行相关参数测量，为离散元模型建立提供

支持。０～５０ｃｍ土壤的基本特性见表１。

表 １　试验区土壤基本性质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

土壤深度／

ｃｍ

土壤团粒成分质量分数／％

＞２ｍｍ １～２ｍｍ ０２５～１ｍｍ ０～０２５ｍｍ

土壤容重／

（ｇ·ｍ－３）

土壤

孔隙度／％

土壤有机质质量

比／（ｇ·ｋｇ－１）

土壤含水率／

％

０～５０ ４２０ ７８１ ４４３０ ４３６９ １２０ ５３８ １３５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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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试验方法
本文主要以物料本征参数选择与标定及土壤颗

粒间接触模型两方面进行离散元土壤建模。土壤颗

粒自身参数依据代理模型方法进行标定与优化，主

要包括以下步骤：基于基本试验测定的参数建立离

散元土壤模型；利用模型结合堆积角及剪切试验，进

行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以敏感性参数为变量，以真

实试验测量值为目标值构造代理模型；通过高斯 牛

顿迭代法进行参数优化。

在经典土力学理论中，土壤受力变形过程符合

弹塑性本构模型
［１９］
。因此，离散元土壤颗粒接触模

型选择外接 Ｔｈ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ｌａｓｔｏ 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ＥＣＭ）模型。ＥＣＭ模型由爱丁堡大学发明，
专门用于研究土壤、有机材料等的压缩问题，是一种

将土壤应变滞后性、内聚力及范德华力等考虑在内

的应用广泛的非线性模型
［２０］
。

１２１　土壤直剪试验
ＺＪ型应变控制式直剪仪（图 １ａ）由土壤剪切

盒、应力应变传感器、加载装置、电动机控制装置及

数据储存装置等部分构成，测试时上部通过刚性加

载装置施加 ４种不同垂直压力（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
４００ｋＰａ）进行剪切，应变速率为 ０８ｍｍ／ｍｉｎ。土壤
直剪试验的理论公式为库伦公式

［２１］

τｍａｘ＝ｃ＋ｐｔａｎφ （１）
式中　τｍａｘ———剪切最大应力

ｃ———土壤黏聚力　　ｐ———垂直压力
φ———土壤内摩擦角

１２２　土壤堆积角
土壤作为一种弹塑性介质，农机具 土壤相互作

用过程中，会发生土壤形变现象
［２２－２３］

。土壤堆积角

是农机具 土壤相互作用过程中影响土壤应变的重

要参数
［２１］
，因此将土壤堆积角作为一个重要参数进

行测量。堆积角测量装置（图１ｂ）由提升装置、抓取
装置、自制铝桶构成，测试时将自制圆筒降到最底部

与底面贴合，将一定量的土壤装入圆筒内，电动机为

自制圆筒提供动力匀速上升，使土壤受重力自然降

落并堆积，土壤堆积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即为土壤

堆积角
［２４］
。

１２３　试验结果
土壤直剪试验中，测量不同垂直压力条件下土

壤剪切力，根据库伦公式计算土壤黏聚力及内摩擦

角。土壤堆积角测量过程中为了减少人为视觉误

差，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读取土壤堆单侧图像，依次对图像
进行去噪、灰度、二值化处理最终提取图像边界点，

并对边界点进行线性拟合，得拟合直线斜率即为土

壤堆积角正切值。每组试验重复３次，结果见表２。

图 １　试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ｅｖｉｃｅｓ
１．剪切盒　２．应力应变传感器　３．电动机控制装置　４．加载装

置　５．数据储存装置　６．提升装置　７．抓取装置　８．自制铝桶
　

表 ２　试验指标测量结果

Ｔａｂ．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ｇｌｅｏｆｒｅｐｏｓ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ｇｌｅ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试验序号 土壤堆积角／（°） 土壤黏聚力／ｋＰａ 内摩擦角／（°）

１ ２７８ ２３８ ２１３

２ ２５９ ２０４ １７５

３ ３２１ １９７ １８８

平均值 ２８６ ２１３ １９２

１３　建立土壤模型

１３１　颗粒参数
土壤模型参数的准确性是离散元（ＥＤＥＭ）模拟

的基础。土壤结构复杂且不均匀，研究表明，土壤颗

粒结构主要包括：块状土壤颗粒、核状土壤颗粒和柱

状土壤颗粒。为提高土壤模型准确性，根据 ＥＤＥＭ
软件自带的球形颗粒组合替代不同类型的土壤颗粒

形状，模拟土壤团聚体，如图 ２所示，设置球形颗粒
填充单元半径为 ５ｍｍ。土壤颗粒密度、土壤泊松
比、土壤屈服强度、摩擦因数通过室内实验测得，而

土壤刚度、土壤剪切模量、临界应力、恢复系数通过

参考相关文献取得
［２５－２７］

。

图 ２　土壤颗粒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ｄｅｌｓ
　

１３２　土壤接触模型
Ｈｙｓｔｅｒｅｔｉｃ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及 Ｈｙｓｔｅｒｅｔｉｃ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结合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ｈｅｎｓｉｏｎ模型常常被用作土壤颗
粒接触模型，因为该模型不仅能符合土壤弹性模型

特征，而且能体现土壤的粘结力特性
［３，１７］

。但研究

发现材料弹塑性模型更适合土壤受力条件下土壤应

力 应变特征，所以选择既能体现土壤弹塑性又能体

现土壤 粘 结性 的 Ｔｈ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ｌａｓｔｏ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ＥＣＭ）模型［２８］

。不同接触模型颗

粒法向力 法向重叠量关系如图 ３所示，２个土壤颗

０８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图 ３　不同接触模型颗粒法向力 法向重叠量关系曲线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

ｏｖｅｒｌａｐ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ｓ
　
粒受力接触时，颗粒受合法向力 ｆｎ主要包括滞回弹
力 ｆｈｙｓｔ和法向粘性阻尼 ｆｎｄ。

ｆｎ＝ｆｈｙｓｔ＋ｆｎｄ （２）
其中

ｆｈｙｓｔ＝

ｆ０＋ｋ１δ （ｋ２（δ－δｐ）≥ｋ１δ）

ｆ０＋ｋ２（δ－δｐ） （ｋ１δ＞ｋ２（δ－δｐ）＞－ｋａｄｈδ）

ｆ０－ｋａｄｈδ （－ｋａｄｈδ≥ｋ２（δ－δｐ
{

））

（３）
式中　ｆ０———粘性分离力常数

ｋ１———加载弹性刚度
ｋ２———卸载弹性刚度
δｐ———塑性颗粒重叠量
ｋａｄｈ———粘性刚度系数
δ———受正应力颗粒重叠量

法向粘性阻尼 ｆｎｄ计算公式为
ｆｎｄ＝βｎｖｎ （４）

其中 βｎ＝
４ｍｋ１

(１＋ π
ｌｎ )ｅ槡

２ （５）

ｍ ＝ｍｉｍｊ／ｍｉ＋ｍｊ （６）
式中　ｖｎ———法向速度　　βｎ———阻尼系数

ｍ———接触颗粒 ｍｉｊ的等效质量
ｅ———土壤颗粒恢复系数

同理，颗粒接触切向力 ｆｔ由切向刚度 ｆｔｓ及切向
阻尼 ｆｔｄ组成（ｆｔ＝ｆｔｓ＋ｆｔｄ），根据离散元素法的迭代理
论知，ｆｔｓ＝ｆｔｓ（ｎ－１）＋Δｆｔｓ，ｆｔｓ（ｎ－１）为在某一时间切向
力，时间步长为 Δｔ，Δｆｔｓ为切向力的步长增量，Δｆｔｓ计
算方法为 Δｆｔｓ＝－γｔｋ１δｔ，γｔ为切向刚度系数，δｔ为颗
粒切向重叠量。切向阻尼是由切向阻尼系数 βｔ、颗
粒切向速度 ｖｔ决定的，计算公式为：ｆｔｄ＝－βｔｖｔ。切
向阻尼系数计算公式为

βｔ＝
４ｍγｔｋ１

(１＋ π
ｌｎ )ｅ槡

２ （７）

土壤颗粒相互滑动时，颗粒间切向摩擦符合库

伦摩擦准则，所以在正应力作用下，颗粒剪切强度符合

ｆｃｔ≤μ（｜ｆｈｙｓ＋ｋａｄｈδ－ｆ０｜） （８）
式中　ｆｃｔ———切向极限摩擦力

μ———颗粒静摩擦因数
ＥＣＭ接触模型在 ＥＤＥＭ软件应用过程中主要

参数包括粘性分离力常数 ｆ０、粘性刚度系数 ｋａｄｈ、切
向刚度系数 γｔ、加载／卸载弹性刚度 ｋ１／ｋ２，参考文
献［２０，２８］，各参数为：ｆ０＝－０００１Ｎ，ｋａｄｈ＝４５ｋＮ／ｍ，
γｔ＝００５，ｋ１＝１００ｋＮ／ｍ，ｋ２＝６１３ｋＮ／ｍ。

１４　构建代理模型

１４１　参数敏感性分析
离散元土壤模型主要通过表 ３所示的参数构

造，本文通过一系列筛选试验，选择对土壤模型影响

较大的参数代表实际土壤，并进行优化，确保土壤模

型的精确性。参数筛选试验借助于土壤堆积角及土

壤直剪试验（图４）。

表 ３　土壤模型及筛选试验参数

Ｔａｂ．３　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土壤颗粒

密度 ρ／

（ｋｇ·ｍ－３）

颗粒半径

ｒ／ｍｍ

土壤

泊松比

ν

土壤表面能

Φ／

（Ｊ·ｍｍ－２）

单位面积

法向刚度 Ｎ／

（Ｎ·ｍ－３）

单位面积

切向刚度 Ｓ／

（Ｎ·ｍ－３）

土壤剪切

模量 Ｇ／

ＭＰａ

土壤 土壤

静摩擦

因数 μｓ

土壤 土壤

动摩擦

因数 μｒ

恢复

系数 ｅ

数值 ２５５０ ５ ０３５ ４０ １×１０９ ５×１０８ １ ０５４１ ０３１ ０６

　　堆积角试验模拟所用钢管直径为 ２０ｍｍ，内含
５０００个土壤颗粒，钢管以 ５ｍｍ／ｓ的速度竖直向上
匀速运动，直至所有颗粒停止运动则模拟结束，利用

ＥＤＥＭ软件自带量角器功能对土壤堆积角进行测
量。土壤直剪试验上下直剪盒尺寸（长 ×宽 ×高）
分别为：８０ｍｍ×４０ｍｍ×４０ｍｍ和８０ｍｍ×４０ｍｍ×
２０ｍｍ。上剪切盒以 ０８ｍｍ／ｍｉｎ的速度进行土壤
剪切，通过软件后处理导出剪切过程中横向力 Ｆｘ变
化过程，则土壤破坏时最大剪切应力 τｍａｘ＝Ｆｘｍａｘ／Ｓ，

结合库伦公式求解土壤粘聚力及内摩擦角。为向直

剪过程中添加恒定竖向载荷，在 ＥＤＥＭ中利用新建
几何体垂直向下运动的方式向上剪切盒内土壤施加

压力，压动土壤颗粒，通过数据分析运动几何体与颗

粒接触力即为直剪试验施加载荷。

结合表 ３土壤颗粒参数建立的土壤模型，对土
壤堆积角及土壤直剪试验进行模拟试验，经 ３次重
复模拟取平均值得在该参数设置条件下土壤堆积角

为 ２８６°、内摩擦角为 ２２８°、黏聚力为 ２５１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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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试验设置方法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设置筛选试验参数值时，分别改变表 ３中某个相应
土壤参数，保持其余参数值不变（表３），根据变化的
土壤参数模拟土壤堆积角及直剪试验，每次参数变

化重复３次模拟，计算平均土壤堆积角、黏聚力及内
摩擦角，并分析不同土壤模型参数对土壤堆积角、黏

聚力及内摩擦角的敏感系数（表４）。敏感系数表示
土壤参数变化情况 ΔＡ／Ａ与参数变量变化情况 ΔＰ／
Ｐ比值，Ａ、ΔＡ（堆积角、黏聚力及内摩擦角）为筛选
试验模拟结果指标及指标变化，Ｐ、ΔＰ（表 ４）为筛选
试验模拟结果指标及指标变化。

１４２　建立响应面关系
由表４敏感性分析结果可知，土壤颗粒半径、静

摩擦因数及滚动摩擦因数对土壤模型特性具有显著

影响，所以确定此３个参数作为代理模型的自变量，
堆积角、黏聚力及内摩擦角为目标因素。

表 ４　土壤模型基本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筛选试验参数值
土壤堆积角 黏聚力 内摩擦角

计算值／（°） 敏感系数／％ 计算值／ｋＰａ 敏感系数／％ 计算值／（°） 敏感系数／％
结果分析

ρ＝３０００ｋｇ／ｍ３ ２８７９ ３７ ２４６ １１５ ２１７ ０５８

ｒ＝１０ｍｍ ２５１２ １３８ １９３ ３０５ １９８ １５２ 

ν＝０１５ ２８５６ ０１１ ２５４ ０００９ ２３１ ０９９

Φ＝３０Ｊ／ｍｍ２ ２８５０ １０６ ２５２ １２１ ２２７ １４５

Ｎ＝２×１０１０Ｎ／ｍ３ ２８５７ ０１１ ２５６ １９９ ２２３ ２２４

Ｓ＝１×１０９Ｎ／ｍ３ ２８５８ ００９ ２３６ ３４ ２２６ １７７

Ｇ＝７ＭＰａ ２８５５ ０２０ ２４２ ４３ ２３４ ３１

μｓ＝０３ ３２１３ １５４ ２００ ３１７ ２８７ ３２２ 

μｒ＝０１ ３５７０ １３５ ２３９ ２２１ ３２２ ４１２ 

ｅ＝０３ ２８５２ ０２８ ２４５ ２４４ ２３３ ２２

　　注：表示敏感系数超标参数。

　　运用数理统计及线性代数等数学理论来优化参
数模型，是一种很好的数据分析方法。响应面法主

要在试验结果测量、数值分析及经验公式的基础上，

对试验设计空间内的设计点进行试验求值，构造测

定量的全局近似。响应面法能够提高优化算法收敛

速度，在对接触 碰撞这样复杂的动力学问题进行参

数优化设计时，响应面法是一种快速、高效的方

法
［２９］
。根据大量文献

［７，３０－３２］
可知，土壤颗粒间静摩

擦因数小于（等于）０７，动摩擦因数小于（等于）
０５，为确保仿真运行速度及准确性，土壤颗粒半径
范围取２～５０ｍｍ，结合各参数的取值范围制定仿真
试验因素水平表（表５），试验为全因素设置，响应面
表示方法为

ｃ（ｒ，μｓ，μｒ）＝ｆｃ（μｓ，μｒ）ｇｃ（ｒ） （９）

ｆｃ＝∑
ｉ＋ｊ≤２
ｃｉｊμｓｉμｒｊ （１０）

式中　ｆｃ（μｓ，μｒ）———包含 μｓ、μｒ的二元二次方程
ｇｃ（ｒ）———以颗粒半径ｒ为变量的无量纲函数

ｃｉｊ———待定系数，通过最小二乘法计算得到

μｓｉ———颗粒静摩擦因数

μｒｊ———颗粒动摩擦因数

表 ５　仿真试验因素水平

Ｔａｂ．５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水平
颗粒半径

ｒ／ｍｍ

颗粒静摩擦因数

μｓ

颗粒动摩擦因数

μｒ
１ ２ ０ ０

２ ５ ０１ ００５

３ １０ ０３ ０１

４ ２０ ０５ ０３

５ ５０ ０７ ０５

　　根据仿真试验结果，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二元回归
分析，分别对黏聚力、内摩擦角及堆积角求解回归方

程。通过对３种回归模型分别进行求解，并对回归

模型进行标准差比较，选择标准差最小的模型。　通

过比较确定３个参数的最优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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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μｓ，μｒ）＝（６７７＋１８９μｒ－２２４μｓ＋２１８４μ
２
ｒ＋

９７２μ２ｓ＋６２４３μｒμｓ (） ０４３＋ｒｒ０ －０２１
ｒ２

ｒ )２
０

φ（ｒ，μｓ，μｒ）＝（１７１３－６３１８μｒ＋２５６１μｓ－２０１４μ
２
ｒ－

２６３４μ２ｓ＋１０３３μｒμｓ (） ０８８＋０５１ｒｒ０ －０２７
ｒ２

ｒ )２
０

Ａ（ｒ，μｓ，μｒ）＝（１２１１＋８２１５μｒ＋２７６４μｓ－１６１９５μ
２
ｒ－

１５８７μ２ｓ＋７５６７μｒμｓ (） １－０１８ｎｒｒ )
０

（１１）

式中　ｎ———拟合系数，由最小二乘法求解
１４３　模型参数优化

为了优化土壤模型参数（ｃ，φ，Ａ）使其更接近
于土壤参数的实测值（ｃ０，φ０，Ａ０），围绕参数建立 ３
个目标方程

１（ｘ）＝
Ａ（ｘ）－Ａ０
Ａ０

２（ｘ）＝
ｃ（ｘ）－ｃ０
ｃ０

３（ｘ）＝
φ（ｘ）－φ０
φ















０

（１２）

土壤颗粒大小对仿真时间、精确度等均有重要

影响，所以为了优化土壤颗粒半径，目标方程为

４（ｘ） (＝１０ π
２
－ａｒｃｔａｎ（ｒ－５ )） （１３）

为了求解各参数误差的最小值，令

（ｘ）＝

１（ｘ）

２（ｘ）

３（ｘ）

４（ｘ













）

＝０ （１４）

根据牛顿 高斯优化算法最佳优化向量 ｘ＝（ｒ，

μｓ，μｒ），有

ｆ（ｘ）＝１
２

ＴＷ （１５）

其中 Ｗ＝０２５Ｉ４
式中　Ｗ———正定加权矩阵　　Ｉ４———单位矩阵

给定初始值 Ｘ０＝（ｒ０，μｓ０，μｒ０），根据牛顿高斯迭

代法，ｘｋ＋１ ＝ｘｋ＋Δｘｋ，迭代收敛条件‖Δｘｋ‖≤ε
（ε＝０００１）。其中

Δｘｋ＝－（ΦＴＷΦ）－１ΦＴＷ （１６）
式中　Φ———的４×３阶雅可比矩阵

Φ（ｘ）＝（ｘ）
ｘ

（１７）

经过计算迭代得 ｘ＝（５７，０４５，０２１），则模
型的堆积角为 ２８７°、内摩擦角为 １９０°、黏聚力为
２１５ｋＰａ。

２　试验验证

２１　试验地概况
在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１１５°５６′Ｅ、３９°２８′Ｎ）

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北部耕地保育科学观测试验站进

行试验，土壤质地为砂壤土，地势平坦，平均气温为

１１６℃，平均降雨量约 ４５０ｍｍ，主要种植方式为冬
小麦 夏玉米一年两熟制。

２２　试验目的及方法

为验证通过代理模型进行土壤参数标定建立的

离散元土壤模型是否能够准确反映土壤力学特征，

本试验结合真实试验与离散元试验进行土壤压实试

验，分析轮胎行走过程中轮胎 土壤接触面最大应

力、平均应力，将仿真值与实测值进行对比，利用误

差值指标判断离散元土壤模型准确性。

２２１　轮胎 土壤接触面应力测量
［３３］

对于轮胎 土壤接触面应力分布，在选定试验地

点，将宽度为５０ｃｍ、长度为１００ｃｍ区域，表层１０ｃｍ
土壤清除，制作１００ｃｍ×５０ｃｍ×１０ｃｍ土槽（图５）。
测量沿着轮胎行走方向竖直方向应力分布情况时，

将８个传感器平铺安装在土槽中轴线上。

图 ５　轮胎 土壤接触面应力测试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ｅｓｔｏｎ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ｔｙｒｅｓｏｉｌｃｏｎｔａｃｔ
１．数据传输线　２．数据接收站　３．数据显示装置

　
２２２　建立土壤及轮胎模型

设置土槽模型尺寸（长 ×宽 ×高）为３０００ｍｍ×
１００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共分为 ４层，０～２００ｍｍ颗粒
孔隙度为５５９２％，颗粒１～５的数量比为２∶１∶１∶２∶４；
２００～４００ｍｍ颗粒孔隙度为 ４７４４％，颗粒１～５数
量比为３∶１∶１∶２∶３；４００～６００ｍｍ颗粒孔隙度为
４５３４％，颗粒 １～５数量比为 ６∶１∶１∶１∶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ｍｍ颗粒孔隙度为４１２１％，颗粒 １～５数量比
为１２∶２∶２∶３∶１。通过三维软件建立不同颗粒形状，
通过软件球形颗粒进行填充，ＥＤＥＭ土槽模型中颗
粒 １～５的数量分别为 １９６８０６、６１３９１、４５１３９、
３４４８８、１８９１３个。

利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建立轮胎三维结构模型，型号
为１６９ ３４，保存格式为．ｉｇｓ。轮胎具体参数如
下：花纹类型为 Ｒ１；标准轮辋 Ｗ１５Ｌ；钢圈直径
８６４ｍｍ；充气外直径１５８５ｍｍ；断面宽４３０ｍ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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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压力２００ｋＰａ；最大负荷２０６５ｋｇ。
模拟仿真过程中轮胎与土壤模型接触参数分别

为：轮胎 土壤静摩擦因数为 ０５７，滚动摩擦因数为
０３１。
２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离散元仿真轮胎 土壤接触面最大应力、平均应

力与实际测量的应力值对比如表 ６所示。结果表
明，利用代理模型进行离散元土壤模型参数标定并

优化后，土壤模型力学特性与实际测量值差别较小，

数值差异在 ５１０％以内，经过模型参数标定，使离
散元土壤模型更精确，提高了仿真模拟准确性。

表 ６　仿真与真实土壤应力值对比

Ｔａｂ．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ｓｔｒｅｓｓ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ｒｅｓｕｌｔ

参数 应力模拟值／ｋＰａ 应力实测值／ｋＰａ 误差／％

最大值 １１８７０±５６１ １１３６０±８３１ ４２４

平均值 ８４６１±５２２ ８０５１±３６２ ５１０

３　结论

（１）基于代理模型相关理论，结合离散元虚拟
仿真，明确离散元土壤模型优化参数，通过对土壤堆

积角、直剪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响应面数学

模型，经过高斯 牛顿迭代法优化，最终得涿州地区

砂壤质地土壤半径颗粒大小为５７ｍｍ，颗粒间静摩
擦因数为０４５，滚动摩擦因数为０２１。通过该方法
能够快速准确找到目标参数，为 ＥＤＥＭ仿真建立土
壤模型提供一种途径。

（２）通过验证试验表明，经过标定优化后的离
散元土壤模型有效改善了土壤力学特征，使其综合

特征更符合真实土壤特征。通过对比仿真及实测轮

胎 土壤接触面应力值，虚拟仿真与实测值之间数值

差异在 ５１％以内。证明 ＥＣＭ颗粒接触模型符合
土壤本构关系，且标定后的离散元土壤模型能够近

似代替真实土壤进行试验模拟。

参 考 文 献

１　ＪＡＥＧＥＲＨＭ，ＮＡＧＥＬＳＲ，ＢＥＨＲＩＮＧＥＲＲＰ．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ｏｄａｙ，１９９６，４９（４）：３２－３８．
２　于建群，付宏，李红，等．离散元法及其在农业机械工作部件研究与设计中的应用［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５，２１（５）：１－６．
ＹＵＪｉａｎｑｕｎ，ＦＵＨｏｎｇ，Ｌ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ｓ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５，２１（５）：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ＵＣＧＵＬＭ，ＦＩＥＬＫＥＪＭ，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Ｃ．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ｔｉｌｌａｇ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ａ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ｓｏｉｌ［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２１（３）：１０５－１１７．

４　张锐．基于离散元细观分析的土壤动态行为研究［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０５．
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ｓｏｉ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ｓｏｃｏｐ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ＤＥＭ［Ｄ］．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李博．基于离散元法的深松铲减阻及耕作效果研究［Ｄ］．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６．
ＬＩＢｏ．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ｔｉｌｌａｇ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ｓｕｂｓｏｉ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ＤＥＭ）［Ｄ］．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方会敏，姬长英，ＦＡＲＭＡＮＡｌｉＣｈａｎｄｉｏ，等．基于离散元法的旋耕过程土壤运动行为分析［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
４７（３）：２２－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３０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４．
ＦＡＮＧＨｕｉｍｉｎ，ＪＩＣ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ＡＲＭＡＮＡｌｉＣｈａｎｄｉｏ，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ｉ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ｄｕｒｉｎｇｒｏｔａｒｙｔｉｌｌ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３）：２２－２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郑侃，何进，李洪文，等．基于离散元深松土壤模型的折线破土刃深松铲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９）：６２－
７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９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９．０１０．
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ＨＥＪｉｎ，ＬＩＨｏ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ｓｏｉｌ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ｂｌａｄｅｓｕｂｓｏｉｌ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ｂｓｏｉｌｉｎｇｓｏｉｌ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ＤＥＭ）［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９）：６２－７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ＳＭＩＴＨＷ，ＰＥＮＧＨ．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ｗｈｅｅｌｓｏｉ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ｒｏｕｇｈｔｅｒｒａｉ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ｅｒｒ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３，５０（５）：２７７－２８７．

９　ＢＲＩＥＮＤＲ．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ｗｈｅｅｌｓｏｉ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ｒｅａｄｓｈａｐ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１０　龚明．材料物料特性参数标定［Ｒ］．北京：ＥＤＥＭ用户大会报告，２０１３．
１１　ＣＯＥＴＺＥＥＣＪ，ＥＬＳＤＮＪ，ＤＹＭＯＮＤＧ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ｄｒａｇｌｉｎｅｂｕｃｋｅｔｆｉｌｌｉｎｇ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ｅｒｒ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０，４７（１）：３３－４４．
１２　王燕．基于离散元法的深松铲结构与松土效果研究［Ｄ］．长春：吉林农业大学，２０１４．

ＷＡＮＧＹａ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ｉ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Ｍ ［Ｄ］．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４８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黄玉祥，杭程光，苑梦婵，等．深松土壤扰动行为的离散元仿真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７）：８０－８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７１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７．０１２．
ＨＵＡＮＧＹｕｘｉａｎｇ，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Ｍｅｎｇｃｈａｎ，ｅｔ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ｓｕｂｓｏｉｌｉｎｇ［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７）：８０－８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ＵＣＧＵＬＭ，ＦＩＥＬＫＥＪＭ，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Ｃ．３ＤＤＥＭｔ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ｈｙｓｔｅｒｅｔｉｃｓｐｒｉｎｇ（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ａｓｗｅｅｐｔｏｏ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ａ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ｓｏｉｌ［Ｊ］．ＳｏｉｌａｎｄＴ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１４４：２２０－２２７．

１５　ＢＲＯＶＥＥＬ，ＴＩＪＳＫＥＮＳＥ，ＭＩＧＵＥＬＨＳ，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ｎ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ｏｎ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４，１０６（５）：１２０－１２７．

１６　ＳＨＭＵＬＥＶＩＣＨＩ．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Ｊ］．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１１１：４１－５３．

１７　ＵＣＧＵＬＭ，ＪＯＨＮＭ，ＦＩＥＬＫＥＣ．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ＤＥＭ）ｏｆｔｉｌｌａｇ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ｓｏｉｌ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１２９：２９８－３０６．

１８　张锐，韩佃雷，吉巧丽，等．离散元模拟中沙土参数 标定方法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３）：４９－５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３０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６．
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ＨＡＮＤｉａｎｌｅｉ，ＪＩＱｉａｏｌｉ，ｅｔａ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ａｎｄｙｓｏｉ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３）：４９－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李广信．高等土力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０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ＥＭＴｕｔｏｒｉａｌ：ｔａｂｌｅｔｐｒ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ＥＢ／ＯＬ］．ｗｗｗ．ｄｅ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ｍ．
２１　ＢＲＩＥＮＤＲ，ＲＡＤＺＩＳＺＥＷＳＫＩＰ，ＰＡＳＩＮＩ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ｏｉ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ｈｅｅｌｓｏｉ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ｍｐＳｐａ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５７（１）：５９－６４．
２２　ＺＩＹＡＥＥＡ，ＲＯＳＨＡＮＩＭ Ｒ．Ａｓｕｒｖｅ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ｆｏｒ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３（９）：１７８７－１８０１．
２３　姚艳．软粘土条件下的车辆驱动力学研究［Ｄ］．南京：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０９．

ＹＡＯＹａ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ｒｉｖ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ｉｎｓｏｆｔｓｏｉｌ［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王云霞，梁志杰，张东兴，等．基于离散元的玉米种子颗粒模型种间接触参数标定［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２２）：３６－４２．
ＷＡＮＧＹｕｎｘｉａ，ＬＩＡＮＧＺｈｉ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ｏｎｔａｃ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ｃｏｒｎｓｅｅｄ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ＤＥ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６，３２（２２）：３６－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ＭＡＫＪ，ＣＨＥＮＹ，ＳＡＤＥＫＭ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ａ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ｏｉｌｔｏｏ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１１８：１１７－１２２．

２６　ＬＩＢｏ，ＣＨＥＮ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Ｊｕ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ｏｉｌｃ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ＤＥＭ）［Ｊ］．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１５８：１７７－１８５．

２７　张锐，李建桥，周长海，等．推土板表面形态对土壤动态行为影响的离散元模拟［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３（９）：１３－１９．
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ＬＩＪｉａｎｑｉａｏ，ＺＨＯＵ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ｓｏｉｌａｈ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ｂｕｌｌｄｏｚ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７，２３（９）：１３－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ＪＡＮＤＡＡ，ＯＯＩＪＹ．ＤＥ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ｅ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ｏｈｅｓｉｖｅｓｏｌｉｄｓ［Ｊ］．Ｐｏｗｄ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２９３：６０－６８．

２９　陈潇凯，李邦国，林逸．改进响应面法在汽车正面抗撞性优化中的应用［Ｊ］．北京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１２）：１０７６－
１０７９．
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ｋａｉ，ＬＩＢａｎｇｇｕｏ，ＬＩＮ Ｙ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ＲＳＭ ｉｎ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ｒ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９（１２）：１０７６－１０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　曾德超．机械土壤动力学［Ｍ］．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１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农业机械设计手册［Ｍ］．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２　任露泉．土壤粘附力学［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３　王宪良，王庆杰，李洪文，等．基于 ＦＲＩＤＡ模型的轮胎 土壤接触特性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９）：１２１－１２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９１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９．０１８．
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ｅ，ＬＩＨｏ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ｔｙ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ＲＩＤＡｍｏｄｅｌ［Ｊ／Ｏ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９）：１２１－１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８第 １２期　　　　　　　　　　　　王宪良 等：基于离散元的土壤模型参数标定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