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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化密植果园摇摆变量喷雾机参数响应面法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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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矮化密植果园作业特点，设计了一种具有多角度变速摇摆喷头功能的电力驱动果园喷雾机。基于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原理设计四因素三水平的中心组合试验，并结合响应面分析法研究了喷雾流量、喷雾距离、喷雾机行走速

度和喷头摆动速度对雾滴分布均匀性的影响；以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为响应值创建二次多项式模型，并利用软件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对模型进行分析和优化，得到喷雾参数的最佳组合。结果表明：各因素对喷雾分布变异系数的影

响大小顺序依次是：喷头摆动速度、喷雾距离、喷雾流量、喷雾机行走速度；喷雾参数的最佳组合为：喷雾流量

３７５２０ｍＬ／ｍｉｎ、喷雾距离 １７２ｍ、喷雾机行走速度 ０１４ｍ／ｓ、喷头摇摆速度 １６１９（°）／ｓ，此时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为

１１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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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果树矮化密植是我国现代化标准果园栽培的主

要发展方向，一方面合理矮化密植可显著提高果园

经济效益，但其冠层低矮稠密，导致作业环境密闭，

喷雾机施药效果不佳。针对密植果园低矮稠密的冠

层特点，开发专用的高效施药技术装备是广大科研

工作者追求的目标
［１－５］

。

目前，现代化果园喷雾机械装备开发已取得较

大进展。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仿形喷雾、对靶喷雾

和变量喷雾等智能领域
［６－８］

，研制了一批新型风送

式喷雾机。如姜红花等
［９］
设计履带自走式自动对



靶喷雾机，研发出有效靶标的间歇性喷雾装置，节省

了农药使用量；周良福等
［１０］
将双侧气流辅助和仿形

技术结合，设计了可根据冠层尺寸来调节喷雾位置

的圆盘式喷雾机；李龙龙等
［１１］
研制了可独立调节风

量与喷雾量的雾化单元，并结合仿形技术，为果园植

保装备提供新方法。国外研究方面，ＤＵＧＡ等［１２］
研

究不同果树树冠结构特征下果园喷雾机雾滴沉积模

型，分析与树冠结构相适应的喷雾机机械特性是施

药均匀性和有效性的关键。ＣＲＯＳＳ等［１３－１４］
优化轴

流风机果园喷雾机风量以适应低矮果树喷雾，得出

树型对轴流风机喷雾漂移量影响巨大。但总体上，

前人所研制的喷雾机大多为柴油或汽油动力机具，

采用拖拉机悬挂或牵引配套作业，维护成本较高；机

具尺寸偏大，在低矮密植型果园中通过性能差；施药

人员需跟随机具入园，暴露在高浓度施药环境中，易

引发农药中毒。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研究一种适用于低矮果

园的摇摆式变量电力驱动喷雾机，以雾滴分布变异

系数为指标，分析各喷雾参数下不同水平及其交互

作用对雾滴分布均匀性的影响，获取关键影响因素

和最优喷雾参数水平组合，以期优化密植型果园喷

雾机工作参数。

１　试验装置与方法

１１　喷雾机
如图 １所示，矮化密植果园摇摆变量喷雾机装

置主要由喷射机构、摇摆机构、行走机构组成。喷射

机构包括轴流风机、喷头体及各输气、输液管等，其

图 １　摇摆变量喷雾机

Ｆｉｇ．１　Ｓｗ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ｓｐｒａｙｅｒ
１．轨道　２．后避障传感器　３．药箱　４．进液管　５．控制面板　

６．回流管　７．输气管　８．上下摇摆机构　９．手动调节流量按钮

１０．喷头体　１１．限位开关　１２．左右摇摆机构　１３．前避障传感

器　１４．电源

中喷头体选用气液双流喷头。摇摆机构设计为由 ２
个步进电动机驱动喷头体旋转喷雾，电动机启动时

带动喷头体产生某一方向的转动，行程开关的触头

一旦碰触与其对应的限位挡片，将自动断开电路，沿

此方向的运动将被停止，同时沿相反方向的电路启

动，电动机开始反方向运转，其具体摇摆角度由２个
限位挡片的紧固位置来控制，根据实际施药环境调

节喷头摇摆角度范围以达到最佳的施药效果。行走

机构包括驱动电池、行走电动机和前后 ２个红外避
障传感器装置，红外探头接受信号后传达至单片机

以控制行走电动机达到前进、后退和自动返回

３种工作模式。整车采用蓄电池为动力，低碳节能，
作业危险系数低。喷雾机性能参数见表１。

表 １　喷雾机性能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ｐｒａｙｅｒ

　　　参数 数值

药箱额定容量／Ｌ １０

摆药泵流量／（Ｌ·ｍｉｎ－１） ０～６８５

摆动角度范围／（°） －１５～４５

喷雾流量／（ｍＬ·ｍｉｎ－１） ０～６００

喷雾距离／ｍ ０～８

喷雾机行走速度／（ｍ·ｓ－１） ０～０４２

１２　试验方法

雾滴在目标上的分布均匀性是影响病虫害防护

的关键，通常用分布变异系数表示。由于受实际施

药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影响喷雾质量的因素错综

复杂。雾滴分布均匀性受喷头类型、喷雾流量、使用

参数（如喷雾压力、行走速度等）等因素制约
［１５－１６］

。

因此，为验证喷雾机喷雾模型均匀性和获取最佳变

量作业条件，选取喷雾参数为因素，根据中心组合设

计原理优选不同水平组合试验，测试各试验条件下

的雾滴布分变异系数，采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
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建立数学回归模型，并对响应

面结果进行分析和优化。

１３　试验布置

试验采样点布置如图 ２所示。其中 Ａ、Ｂ、Ｃ代
表靠近喷雾机一侧的前冠层、中冠层、后冠层；ａ、ｂ、ｃ
代表沿喷雾机前进方向的前、中、后三冠层截面。

高度方向上，以果树冠径最大处（大约距树底

１０～１５ｍ处）为基准，将果树树冠分为上、中、下
３层，高度分别为０８、１２、１８ｍ；深度方向上，以树
干为中心，沿冠层内风送方向，间距 ０５ｍ，从靠近
喷雾机一侧依次将果树分为冠层前、冠层中、冠层后

３层；宽度方向上，沿喷雾机前进方向，间距 ０５ｍ，
在冠层内截取前、中、后３层截面。布样时认为树冠
对称分布，把３层面交叉点作为布样点，在其正、反
面布置直径１１ｃｍ的滤纸。

３２增刊　　　　　　　　　　　　　程浈浈 等：矮化密植果园摇摆变量喷雾机参数响应面法优化



图 ２　采样点布置

Ｆｉｇ．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４　试验仪器

ＵＶ ２１０２ＰＣＳ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采
集喷雾药液的浓度；Ｋｅｓｔｒｅｌ４５００型环境测试仪和
ＴＹＱ ０２型风速计用于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风速
的测量和记录。

１５　试验设计
通过单因素试验，确定响应面法试验设计的因

素和水平。选取喷雾流量、喷雾距离、喷雾机行走速

度和喷头摆动速度 ４个试验因素；选取雾滴分布变
异系数为响应值 Ｙ。根据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方案
进行四因素三水平响应面分析试验，共 ２９个试验
点，其中包括 ２４个分析因子，５个零点误差。中心
组合试验方案中的因素水平如表２所示。

表 ２　响应面分析法的因素与水平

Ｔａｂ．２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水平

因素

喷雾流量

ｘ１／

（ｍＬ·ｍｉｎ－１）

喷雾距离

ｘ２／ｍ

喷雾机行走

速度 ｘ３／

（ｍ·ｓ－１）

喷头摆动

速度 ｘ４／

（（°）·ｓ－１）
－１

０

１

２６５

３９５

５２５

１２

１８

２４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２０

１４

１８

２２

１６　试验流程
试验在中国农业大学植保机械实验室进行，试

验树种为纺锤形型果树，其结构特点是树冠上小下

大、平均冠幅约 １５ｍ，树高约 ２５ｍ。试验过程
如下：

（１）试剂配制
现场配制试剂，用 ０５ｇ／Ｌ的胭脂红溶液作为

模拟农药进行喷洒。

（２）确定试验条件
试验当天 １０：００—１８：００室内最高温度为 ２７℃，

最低温度为 １０℃，平均温度为 ２０５６℃；最大相对湿
度为２９７％，最小相对湿度为１７５％，平均相对湿度
为２３６０％；实验室内密闭无自然风，喷雾机风机稳定
工作风速５０ｍ／ｓ。喷雾机各机构正常工作。

（３）试验和采集样品
按照图 ２所示布置采点、表 ２所示的设计表调

整喷雾机试验喷雾参数。喷雾时，喷雾机沿水平直

线行走，喷头朝向果树上下摆动喷雾。喷雾后 １０～
２０ｍｉｎ待雾滴沉降、滤纸变干，将滤纸收集到干燥的
采样瓶中，并用１０ｍＬ的蒸馏水将滤纸上的胭脂红
洗脱下来。

（４）计算雾滴分布变异系数
收集胭脂红溶液，采用分光光度计测定液体中

胭脂红溶液的浓度，计算滤纸上的雾滴沉积量。本

文采用分布变异系数
［１７］
作为各采样区浓度分布均

匀性的指标，计算公式
［１８］
为

Ｃｖ＝
Ｓ

Ｘ
×１００％ （１）

Ｓ＝
∑
ｎ

ｉ＝１
（Ｘｉ－Ｘ）

２

ｎ－槡 １
（２）

式中　Ｃｖ———雾滴分布变异系数，％
Ｓ———滤纸雾滴沉积量标准差
Ｘ———滤纸雾滴沉积量平均值
ｎ———每层采样卡总数

２　试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试验结果
按照试验设计方案进行试验，采用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进行试验数据处理和响应面分析。表 ３
为响应面法试验设计及结果，表中 Ｘ１～Ｘ４表示各因
素的编码值。

２２　ＲＳＭ建模及分析
在各种响应面法中，二次多项式响应面法应用

较为广泛
［１９］
。二次多项式回归模型的一般表达式

为

　Ｙ＝βο＋∑
ｋ

ｉ＝１
βｉχｉ＋∑

ｋ

ｉ＝１
βｉｉχ

２
ｉ＋∑

ｋ

ｉ＜ｊ
βｉχｉχｊ＋ε （３）

应用式（３）对表 ３数据进行多项式回归分析，
建立喷雾机喷雾均匀性模型，得到分布变异系数对

编码自变量二次多项回归方程

Ｙ＝１１５６＋００５４Ｘ１＋０２４Ｘ２＋００２８Ｘ３＋０３１Ｘ４－
００７０Ｘ１Ｘ２－００４２Ｘ１Ｘ３－０２３Ｘ１Ｘ４＋００７３Ｘ２Ｘ３＋

００７７Ｘ２Ｘ４－００４２Ｘ３Ｘ４＋０４７Ｘ
２
１＋０８９Ｘ

２
２＋

０１７Ｘ２３＋０３９Ｘ
２
４ （４）

需要对该回归模型进行方差分析以验证它的适

用性
［１７］
。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如表 ４所示。Ｐ值

表示回归模型的显著程度，当 Ｐ＜００５时，表明该
该项指标显著。从表 ４的分析结果可知，模型的
Ｐ＜００００１说明模型极显著；模型失拟项表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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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响应面分析及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试验序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Ｙ／％
１ －１ －１ ０ ０ １２６２
２ １ －１ ０ ０ １２８０
３ －１ １ ０ ０ １３２９
４ １ １ ０ ０ １３１９
５ ０ ０ －１ －１ １１９５
６ ０ ０ １ －１ １１８７
７ ０ ０ －１ １ １２３９
８ ０ ０ １ １ １２４８
９ －１ ０ ０ －１ １１７７
１０ １ ０ ０ －１ １２４０
１１ －１ ０ ０ １ １２７２
１２ １ ０ ０ １ １２４５
１３ ０ －１ －１ ０ １２４２
１４ ０ １ －１ ０ １２５２
１５ ０ －１ １ ０ １２４２
１６ ０ １ １ ０ １２８１
１７ －１ ０ －１ ０ １２２３
１８ １ ０ －１ ０ １２２５
１９ －１ ０ １ ０ １２１６
２０ １ ０ １ ０ １２３５
２１ ０ －１ ０ －１ １２２
２２ ０ １ ０ －１ １２７１
２３ ０ －１ ０ １ １２９０
２４ ０ １ ０ １ １３７２
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５３
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７８
２７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７２
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３２
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４７

表 ４　方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来源
响应值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

Ｘ１ ００３５ １ ００３５ １１６ ０２９９３

Ｘ２ ０６９ １ ０６９ ２２８１ ００００３

Ｘ３ ９０７５×１０－３ １ ９０７５×１０－３ ０３ ０５９２９

Ｘ４ １１８ １ １１８ ３８８７ ＜００００１

Ｘ１Ｘ２ ００２ １ ００２ ０６５ ０４３４７

Ｘ１Ｘ３ ７２２５×１０－３ １ ７２２５×１０－３ ０２４ ０６３２９

Ｘ１Ｘ４ ０２ １ ０２ ６６８ ００２１６

Ｘ２Ｘ３ ００２１ １ ００２１ ０６９ ０４１８９

Ｘ２Ｘ４ ００２４ １ ００２４ ０７９ ０３８８３

Ｘ３Ｘ４ ７２２５×１０－３ １ ７２２５×１０－３ ０２４ ０６３２９

Ｘ２１ １４４ １ １４４ ４７４６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５１６ １ ５１６ １７０３５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３ ０２ １ ０２ ６４４ ００２３７

Ｘ２４ ０９７ １ ０９７ ３２０８ ＜００００１

模型 ８２ １４ ０５９ １９３３ ＜００００１

误差 ０４２ １４ ００３

失拟项 ０２８ １０ ００２８ ０８１ ０６４４６

净误差 ０１４ ４ ００３５

总离差 ８６３ ２８

预测值与试验测量值不拟合的概率。表中失拟项

Ｐ＞００５，失拟项不显著，说明回归模型与实际拟合
良好。

　　各因素对响应指标影响的显著性由 Ｆ检验得
到，Ｐ值越小则自变量对响应值影响越显著。根据
表４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因素在所选取的水平范
围内对喷雾变异系数的影响大小顺序依次为喷雾摇

摆速度、喷雾距离、喷雾流量、喷雾机行走速度；在三

因素交互作用下，它们对喷雾变异系数的影响因素

大小顺序依次为：Ｘ１Ｘ４、Ｘ２Ｘ４、Ｘ２Ｘ３、Ｘ１Ｘ２、Ｘ１Ｘ３、
Ｘ３Ｘ４。对雾滴分布模型影响因素极显著（Ｐ＜００１）

的因素有 Ｘ２、Ｘ４、Ｘ
２
１、Ｘ

２
２、Ｘ

２
４；显著影响因素（Ｐ＜

００５）有 Ｘ１Ｘ４、Ｘ
２
３；不显著影响（Ｐ＞００５）因素有

Ｘ１、Ｘ３、Ｘ１Ｘ２、Ｘ１Ｘ３、Ｘ２Ｘ３、Ｘ２Ｘ４、Ｘ３Ｘ４。
在保证模型极显著、失拟项不显著的基础上去

掉不显著项，模型简化为

Ｙ＝１１５６＋００５４Ｘ１＋０２４Ｘ２＋００２８Ｘ３＋０３１Ｘ４－

０２３Ｘ１Ｘ４＋０４７Ｘ
２
１＋０８９Ｘ

２
２＋０１７Ｘ

２
３＋０３９Ｘ

２
４

（５）
优化后模型的决定系数 Ｒ２为 ０９５０８，反映数

据拟合度较好，表明模型可以解释 ９５０８％以上的
响应值变化，试验误差较小，因此，可用该模型对雾

滴分布均匀性进行分析和预测。

２３　响应曲面分析
根据回归方程绘制出相应的三维响应面，研究

各因数以及他们交互作用下对响应变量的影响。分

别如图３～８所示。
图３为喷雾行走速度和喷头摇摆速度位于中心

水平（ｘ３＝０１４ｍ／ｓ，ｘ４＝１８（°）／ｓ）时，喷雾流量与
喷雾距离对喷雾分布变异系数交互作用的响应曲面

图。图３中的３Ｄ曲面图显示响应曲面为山谷型曲
面，一定范围内随着喷雾流量和喷雾距离的增大，雾

滴分布变异系数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此外从

图３ｂ上看，等高线轮廓为椭圆形，响应面峰值处于
试验因素水平范围内，即喷雾流量为 ３９７３２～
４０５１０ｍＬ／ｍｉｎ，喷雾距离为 １７４～１８ｍ时，雾滴
分布均匀性最佳。

主要原因：在 Ｘ２、Ｘ３、Ｘ４因素相等水平下，随着
喷雾流量的增加，雾滴分布变异系数呈现先减小后

增加的趋势。原因是一方面单位时间内流量越大雾

滴越大，附着性能差，易发生滚落或中途下落至地

面，造成药液流失，另一方面流量过小则不易沉降，

同时降低单位面积上的雾滴覆盖率。在 Ｘ１、Ｘ３、Ｘ４
因素相等水平下，由于喷头设定在 ０°～４５°间摇摆
喷雾，喷雾机要把雾滴送达树顶须使喷头处于最大

上仰角（即喷雾角为４５°），此时若喷雾距离过小，喷
头处于最大上仰角喷雾时，吹送雾滴多沉积在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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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喷雾距离和喷雾流量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的交互影响

Ｆｉｇ．３　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４　喷雾机行走速度和喷雾流量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的交互影响

Ｆｉｇ．４　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ｓｔｓｐｒａｙｅｒｆｏｒｗａｒ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５　喷头摆动速度和喷雾流量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的交互影响

Ｆｉｇ．５　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ｓｗ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冠径最大处；高度方向上冠层最厚处以上的雾滴沉

积量比冠层中下部显著减少，同时伴随喷雾距离增

加；深度方向上，后树冠部冠层最厚处穿透性显著降

低，中靶率降低。

图４为喷雾距离和喷头摇摆速度位于中心水平

（ｘ２＝１８ｍ，ｘ４＝１８（°）／ｓ）时，喷雾流量与喷雾机行
走速度对喷雾分布变异系数交互作用的响应曲面

图。图４中的３Ｄ曲面显示增加喷雾机行走速度可
改善分布均匀性，但分布变异系数总体变化缓慢，喷

雾机行走速度对雾滴分布变系数影响较小，与表 ４

中方差分析结果一致。此外，从图 ４ｂ上看，当喷雾
机行走速度为 ０１４～０１５ｍ／ｓ，喷雾流量为 ４０２７９～
４０５６７ｍＬ／ｍｉｎ时，雾滴分布均匀性最佳。

图５为喷雾距离和喷雾机行走速度位于中心水

平（ｘ２＝１８０ｍ，ｘ３＝０１４ｍ／ｓ）时，喷雾流量与喷头
摇摆速度对喷雾分布变异系数交互作用的响应曲面

图。图 ５中的 ３Ｄ曲面表明分布均匀性良好，说明
针对低矮树型，改变喷雾摇摆角度对整个树的雾滴

沉积和分布模式产生了良好影响。其中在喷头摇摆

速度减小的过程中，雾滴分布变异系数先是迅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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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喷雾机行走速度和喷雾距离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的交互影响

Ｆｉｇ．６　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ｓｔｓｐｒａｙｅｒｆｏｒｗａｒ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７　喷头摆动速度和喷雾距离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的交互影响

Ｆｉｇ．７　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ｓｗ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８　喷头摆动速度和喷雾机行走速度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的交互影响

Ｆｉｇ．８　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ｓｗ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ｍｉｓｔｓｐｒａｙｅｒｆｏｒｗａｒ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小然后再缓慢增加，主要因为：一方面摇摆喷雾提高

了宽度方向雾滴的左右两边沉积量，整体分布均匀

性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当行走速度一定时，喷头摇摆

速度过大或者过小，会出现重喷漏喷的现象，降低喷

雾分布均匀性。此外，从图 ５ｂ上看，当喷头摇摆速
度为 １６９５～１７７９（°）／ｓ，喷雾流量为 ４０２７９～
４０５６７ｍＬ／ｍｉｎ时，雾滴分布均匀性最佳，且此时喷
头流量和喷头摆动速度交互作用显著，与方差分析

结果一致。

图６为喷雾流量和喷头摇摆速度位于中心水平
（ｘ１＝３９５ｍＬ／ｍｉｎ，ｘ４＝１８（°）／ｓ）时，喷雾距离与喷
雾机行走速度对喷雾分布变异系数交互作用的响应

曲面图。图６中的３Ｄ曲面显示当喷雾距离和喷雾
机行走速度过高过低时，分布变异系数都增加，因此

二者因素都要适当控制水平。从图６ｂ上看，当喷雾
距离为 １６６～１７９ｍ，喷雾机行走速度为 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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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４８ｍ／ｓ时，雾滴分布均匀性最佳。
图７为喷雾流量和喷雾机行走速度位于中心水

平（ｘ１＝３９５ｍＬ／ｍｉｎ，ｘ３＝０１４ｍ／ｓ）时，喷雾距离与
喷头摇摆速度对喷雾分布变异系数交互作用的响应

曲面图。图７中的３Ｄ曲面显示随着喷雾距离与喷
头摇摆速度的增加，雾滴分布变异系数呈现先减小

后增加的趋势，在特定范围内控制喷雾距离和喷头

摇摆速度可以改善分布均匀性，但响应面峰值上升，

整体分布均匀性下降。此外，从图 ７ｂ上看，当喷雾
距离为 １７４～１７８ｍ，喷头摇摆速度为 １７１５～
１７３１（°）／ｓ范围内时雾滴分布均匀性最佳。

图８为喷雾流量和喷雾距离位于中心水平
（ｘ１＝３９５ｍＬ／ｍｉｎ，ｘ２＝１８ｍ）时，喷雾机行走速度
与喷头摇摆速度对喷雾分布变异系数交互作用的

响应曲面图。图 ８中的 ３Ｄ曲面显示控制喷头摇
摆速度条件下，分布变异系数急剧下降，而控制喷

雾机行走速度条件下则变化缓慢，说明相比喷雾

机行走速度，喷头摇摆速度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

影响更为显著，与方差分析结果相同。从图 ８ｂ上
看，当喷头摇摆速度为 １７０１～１７２４８（°）／ｓ，当喷
雾机行走速度为 ０１４５～０１５７ｍ／ｓ时，雾滴分布
均匀性最佳。

２４　喷雾机最优参数确定以及模型验证
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对已优化的二次回

归归模型求解，得到矮化密植果园摇摆变量喷雾机

最优喷雾参数为：喷雾流量 ３７５２０ｍＬ／ｍｉｎ、喷雾距
离１７２ｍ、喷雾机行走速度 ０１４ｍ／ｓ、喷头摇摆速
度１６１９（°）／ｓ。此条件下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为
１１４７１％。

为验证模型的可靠性，采用上述最优喷雾参数

调整喷雾机进行试验，试验重复 ３次，结果见表 ５。
由表５可知预测值和实际值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
系，雾滴分布变异系数均值为 １２０３３％，相对误差
仅为４６７％。

表 ５　优化模型下预测值与真实值比较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试验序号

因素 响应值

喷雾流量／

（ｍＬ·ｍｉｎ－１）

喷雾距离／

ｍ

喷雾机行走速度／

（ｍ·ｓ－１）

喷头摆动速度／

（（°）·ｓ－１）

预测值／

％

真实值／

％

相对误差／

％

１

２

３

３７５２ １７２ ０１４ １６１９ １１４７１

１１９４５

１２０３２

１２１２１

４０４

４６７

４３６

３　结论

（１）应用响应面法优化喷雾机参数，得到各因
素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影响的显著性由小到大为：

喷头摇摆速度、喷雾距离、喷头流量、喷雾机行走

速度。

（２）以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为响应指标建立了关于
喷雾流量、喷雾距离、喷雾机行走速度和喷头摆速度优

化模型，分析求解后得到喷雾流量３７５２０ｍＬ／ｍｉｎ、喷

雾距离１７２ｍ、喷雾机行走速度 ０１４ｍ／ｓ、喷头摇
摆速度 １６１９（°）／ｓ。此条件下雾滴分布变异系数
为１１４７１％。试验证明该模型可靠，可用来对试验
结果进行分析和预测。

（３）响应曲面分析表明喷雾流量和喷头摇摆
速度、喷雾距离和喷头摇摆速度的交互作用、喷雾

流量和喷头摇摆速度的交互作用对响应面模型有

显著影响，可通过调整至上述参数优化喷雾机喷

雾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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