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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动导航的小麦精准对行深施追肥机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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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冬小麦返青期地表追施氮肥使氮素挥发导致肥料利用率低的问题，结合目前在小麦追肥过程中缺少深

施氮肥作业装备的现状，进行了基于拖拉机自动导航技术实现精准对行深施氮肥的技术研究，设计了小麦精准对

行精量深施追肥机。追肥机采用安装有自动导航系统的拖拉机牵引实现精准对行，以 ＲＴＫ ＧＮＳＳ接收机测取的

作业速度为基准，通过液压系统驱动排肥机构工作，双圆盘开沟器开沟深施，采用 ＰＩＤ控制排肥轴转速与车辆行驶

速度实现实时匹配，达到精量控制追肥量的目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设置目标追肥量为 ２００ｋｇ／ｈｍ２，车辆行驶速

度为 ５ｋｍ／ｈ时，追肥机能完成对行深施追肥作业，机具对行作业误差在 ±６ｃｍ以内，追肥量偏差小于 ９％，可满足

实际生产需求；对照撒肥机表层撒肥作业，每公顷减施氮肥 ２５ｋｇ左右，小麦每公顷增产 ４８６５ｋｇ左右。

关键词：小麦；深施追肥机；自动导航；ＰＩＤ控制；精量排肥；精准对行

中图分类号：Ｓ２２４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６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１２ ３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 ０１ 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Ｄ０２００６００ ２０１６ＹＦＤ０２００６０４）
作者简介：冯慧敏（１９９０—），女，博士生，主要从事农业机械设计研究，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ｈｕｉｍｉｎ２０１３＠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郭玉明（１９５４—），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生物力学和农机装备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ｙｕｍｉｎｇ９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ｅｐ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ｅｃｉｓｅＲｏｗ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ＥＮＧＨｕｉｍｉｎ１，２　ＧＡＯＮａｎａ２　ＭＥＮＧＺｈｉｊｕｎ３　ＣＨＥＮＬｉｐｉｎｇ３　ＬＩＹｏｕ２　ＧＵＯＹｕｍｉｎｇ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ｉｇｕ０３０８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７，Ｃｈｉｎａ
３．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ｔ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ｓｔａｇ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ａｍｍｏｎｉａ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ｌｏｗ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ｉｓｌ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ｄｅｅｐ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ｗａ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ｈｅ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ｒｏｗ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ｄｅｅｐ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ｗａｓ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ｔｒａｃｔｏｒｍｏｕｎｔｅｄｗｉｔｈ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ｏｗ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ｐｅｅｄ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ｗａｓ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ｂｙｔａｋ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ＲＴＫ ＧＮＳ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ｓｃｏｐｅｎｅｒｏｐｅｎｅｄａｄｉｔｃｈ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ｅｅｐ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
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ｍｏｕｎｔ．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ｍｏｕｎｔｗａｓｐｒｅｓｅｔｅｄｔｏｂｅ２００ｋｇ／ｈｍ２，ｔｒａｃ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ａｔ５ｋｍ／ｈ，ｔｈｅ
ｒｏｗ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６ｃｍ，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ｍｏｕｎｔ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９％，
ｗｈｉｃｈｍｅｔ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２５ｋｇ／ｈｍ２，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４８６５ｋｇ／ｈｍ２．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ｃ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ｄｅｅｐ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ｈｅａｔａｎｄｂｅ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ｆｏ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ｈｅａｔ；ｄｅｅｐ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ｏｗ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０　引言

冬小麦返青后追施氮肥对产量提高作用显著，

改变传统的氮肥地表撒施，采用机械深施技术可以

降低氮肥挥发速率
［１－２］

，有效提高氮肥利用率，减少

环境污染；还可以提高作物干物质积累量，提高小麦

产量，提升籽粒品质
［３－４］

，同时也是一种减少极端天

气造成农业生产损失的有效途径
［５］
。

目前，国内小麦追施氮肥以人工和机械表层撒

施为主，氮肥因 ＮＨ３挥发而浪费，肥效利用率低，增

产作用发挥不充分
［６－８］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氮肥深

施技术给予了广泛关注和研究
［９－１０］

，通过对氮肥施

用量的精确决策与合理施用，提高氮肥利用率，目标

集中在充分发挥效率，减少施肥量
［１１－１２］

。国内冬小

麦追肥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追肥方法对小麦生长性

状的影响
［５，１３］

和精确控制施肥技术方面
［１４－１７］

，针对

小麦深施追肥农艺与农机紧密结合的追肥技术作业

装备研究相对较少。小麦属于密植作物，在追肥作

业过程中存在因追肥机不易走直导致深施肥作业部

位不精准及小麦苗根严重损伤致使产量降低等问

题。

因此，针对冬小麦返青后深施追肥作业需求，基

于拖拉机自动导航技术
［１８］
，开展精准对行精量深施

技术研究，设计小麦精准对行精确深施追肥机，以小

麦追肥农艺要求为指导，精确控制排肥量，将氮肥准

确深施在两相邻小麦种植宽行行间，实现降低氮肥

施用量，提高氮肥利用率；同时降低小麦苗根损伤风

险，提高小麦产量和品质。

１　主要结构设计与工作原理

１１　总体结构
小麦精准对行深施追肥机包括精量排肥控制系

统、追肥装置、精准对行系统３部分。精量排肥控制
系统主要包括车载终端、施肥控制器、液压马达、电

液比例阀、角位移传感器、压力传感器、ＲＴＫ ＧＮＳＳ
接收机及天线等；追肥装置由肥箱、排肥轴、排肥器、

双圆盘开沟器、覆土轮等组成。追肥机与拖拉机三

点悬挂机构连接，其动力传动采用液压传动。总体

结构如图１所示，追肥机安装有 ７个排肥器，间隔
３０ｃｍ，在小麦种植宽行内进行深施追肥。
１２　工作原理

小麦精准对行深施追肥机根据小麦种植宽行分

布位置设定机具作业路径，在带有自动导航系统的

拖拉机牵引下，追肥机按照设定的路径前进；作业过

程保证拖拉机在精准对行的前提下，行驶速度与电

液系统控制液压马达转速实时匹配，实现精确控制

图 １　小麦精准对行深施追肥机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
１．ＧＮＳＳ天线　２．肥箱　３．外槽轮排肥器　４．液压马达　５．电液

比例阀　６．机架　７．覆土轮　８．双圆盘开沟器　９．车载终端　

１０．施肥控制器　１１．ＲＴＫ ＧＮＳＳ接收机
　

排肥量。车载终端接收 ＲＴＫ ＧＮＳＳ接收机数据，
实时获取拖拉机行进速度信息，根据追肥控制模型

计算出液压马达对应的目标转速，通过 ＣＡＮ总线将
目标转速指令发送给施肥控制器；施肥控制器根据

编码器测量马达的实际转速信号，通过调节电液比

例阀开度实现液压马达转速闭环控制；液压马达驱

动排肥轴，从而带动排肥槽轮转动，排肥器将肥料排

至双圆盘式开沟器在小麦种植宽行中间所开的肥沟

内，覆土轮覆土将肥料覆盖，防止肥料挥发。

２　追肥深施开沟装置设计

追施氮肥的施入深度达１０ｃｍ及以上时可有效
提高肥料利用率，达到作物增产的目的

［１９－２１］
。本追

肥装置主要实现在相邻小麦种植行间开沟作业，达

到深施肥农艺要求的落肥深度，尽可能减少开沟器

对土壤扰动作用。因此追肥深施装置由双圆盘开沟

器和覆土轮构成，通过两圆盘滚动前进完成切土开

沟，其开沟宽度较小，对土层扰动小，既有利于土壤

保水保墒又可减少苗根损伤。所用双圆盘开沟器参

数为：圆盘直径为 ３５０ｍｍ，圆盘夹角 θ为 １０°，聚点
ｍ位置高度为 １００ｍｍ，结构示意图如图 ２所示，所
开沟形轮廓如图３所示。

图 ２　双圆盘开沟器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ｓｃｏｐｅｎｅｒ
　

当双圆盘开沟器开沟深度为 １００ｍｍ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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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开沟轮廓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ｆｕｒｒｏｗ
　
图３及公式计算地面开沟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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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式中　β———圆盘位置夹角，（°）
Ｒ———圆盘半径，ｍｍ
Ｈ———开沟深度，ｍｍ
Ｌ———聚点位置对应弦长，ｍｍ
ｄ———开沟宽度，ｍｍ

代入上述圆盘参数，得出 ｄ＝５５１２ｍｍ，即理论
地面开沟宽度为 ５５１２ｍｍ，当小麦种植行距大于
２０ｃｍ时，可避免开沟器对小麦根系割伤，但实际中
表层土壤板结等原因会出现裂缝形成土块，开沟作

业时的扰动范围要偏大。由于双圆盘开沟器回土效

果较差，本机选用双圆盘覆土器，安装在对应开沟器

正后方位置，当肥料落入肥沟后及时覆土掩盖肥料，

避免肥效损失。

３　精量排肥控制系统设计

３１　精量排肥控制系统原理
精量排肥控制系统主要以目标施肥量和追肥机

作业参数等信息为依据，通过控制液压马达转速与

拖拉机行驶速度信息相匹配，达到精量均匀排肥的

目标，系统工作原理如图４所示。

图 ４　精量排肥系统原理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系统包括 ＲＴＫ ＧＮＳＳ接收机、车载终端、施肥

控制器、电液比例阀、液压马达、排肥轴等。由 ＲＴＫ
ＧＮＳＳ接收机完成拖拉机位置信息的实时采集，

ＲＴＫ ＧＮＳＳ接收机与车载终端通过 ＲＳ２３２串口实
现通信。车载终端通过解析 ＧＮＳＳ语句完成拖拉机
行进速度信息与经纬度坐标获取，通过控制软件中

的追肥模型计算液压马达目标转速，并通过 ＣＡＮ总
线将指令发送到施肥控制器。施肥控制器根据接收

到的控制指令，获取编码器采集的液压马达实际转

速，通过 ＰＩＤ控制算法计算控制量，控制电液比例阀
开度实现液压马达转速精确控制达到精量排肥。由

于精量排肥系统采用 ＲＴＫ ＧＮＳＳ进行速度测量，
采用液压马达驱动排肥装置工作，可有效避免由于

地轮打滑等造成排肥不均及地轮对土壤过度压实的

问题。

３２　硬件系统设计
３２１　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包括比例电磁阀、液压马达，其动力来

自拖拉机后液压输出，系统原理图如图 ５所示。系
统主要通过电控系统输出的电流信号改变电磁阀阀

门开度，调节电磁阀的流量，流量流经液压马达驱动马

达转动，达到精准控制马达与排肥轴转速的目的。其

中ＰＶ０８ ３０型比例型电磁阀最大控制电流为（１４００±
１５０）ｍＡ；ＡＧＭ ６型液压减速马达最大恒定转速为
１２０ｒ／ｍｉｎ，可满足农机作业中对排肥轴转速的需
求。

图 ５　液压系统原理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２　电控系统

电控系统通过 ＣＡＮ总线实现与车载终端的实
时通信

［２２］
，完成液压马达转速的实时采集与精确控

制，从而实现排肥过程的精准化控制。电控系统

采用北京凯商公司的 Ｃ１０２Ｎ型控制器，内置 １６位
微控制器模块，设置为闭式回路控制，比例电磁铁

输出经过脉冲调制（ＰＷＭ）实现阀门的高精度比例
控制，施肥控制器接收到由车载终端下发的目标

转速指令，根据编码器采集的液压马达实际转速，

通过 ＰＩＤ算法［２３－２４］
完成电液比例阀电流的计算

与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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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量排肥控制系统采用标准 ＰＩＤ算法，实时计
算并控制液压马达转速，根据液压马达通过流量与

转速关系求出比例系数在００５左右，根据实际输出
转速与转速阶跃响应数据分别对 ＰＩＤ参数进行整
定，最终确定比例系数 Ｋｐ为００５５，积分时间常数 Ｔｉ
为 ０００３，微分时间常数 Ｔｄ为 ０００３，控制频率为
１００Ｈｚ。施肥控制器流程如图 ６所示。被控对象为
电液比例阀和液压马达。车载计算机计算的液压马

达目标转速 Ｒｉｎ作为 ＰＩＤ控制器的输入信号，输出信
号 Ｉｒ（ｔ）为经 ＰＩＤ控制器计算得到的电磁阀输出电
流，输出信号 Ｒｏｕｔ为经液压驱动系统得到的液压马
达实际转速。控制器在执行过程中，通过液压马达

内置编码器实时测量马达的转速并反馈到 ＣＡＮ总
线构成闭环控制，系统控制偏差 ｅ（ｔ）为液压马达目
标转速 Ｒｉｎ与实际转速 Ｒｏｕｔ差值。

图 ６　排肥器转速控制流程图

Ｆｉｇ．６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ｒｏｔａｔｅ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７　马达转速测试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ｔｏｒｒｏｔａｔｅｓｐｅｅｄ

３２３　ＰＩＤ控制精度分析
为检验 ＰＩＤ控制精度，分别在静态和动态条件

下对马达转速进行了测试分析，结果如图 ７所示。
静态测试时间为 １ｍｉｎ，上位机下发转速指令后，串
口每隔１００ｍｓ回传一次指令并记录下马达实时转
速，图 ７ａ为转速设定 ２５ｒ／ｍｉｎ时，记录的马达实时
转速。试验结果表明，系统所用 ＰＩＤ控制方法可实
现马达转速精准控制，马达转速平均控制误差为

１４６％，最大控制误差为 ６５％。动态测试条件下，
拖拉机前进速度为５ｋｍ／ｈ，上位机根据拖拉机前进
速度每隔１ｓ下发一次转速指令，串口每隔 １００ｍｓ
回传一次指令并记录马达实时转速。图 ７ｂ为其中
一组试验结果，试验结果表明，动态条件下，ＰＩＤ控
制系统可以在 ０２ｓ以内完成转速调节，马达转速
平均控制误差为 １５２％，最大控制误差为 １０２％。
试验结果表明，本系统可满足精量排肥需求。

３３　测控软件设计
系统采用 ＶＭＣ１０００型车载终端，利用 ＭＦＣ集

成开发环境设计了精量排肥控制系统
［２５］
，系统包括

数据采集模块、参数配置模块、系统标定模块、追肥

控制决策模块、数据存储模块等功能模块，软件系统

工作界面如图 ８所示。系统主要完成：采集处理卫
星定位数据；追肥机物理参数设置；追肥作业参数设

置；通过 ＣＡＮ总线与施肥控制器进行通信；发送控
制指令；接收施肥控制器上报的反馈信息等。系统

根据模型

ｄＳ（ｔ）＝１０００
６０

×１０－４ＶＧ（ｔ）Ｗｄｔ

ｄＱ０（ｔ）＝Ｑ０ｄＳ（ｔ）

ｄＱ０（ｔ）＝ＮＴｑｎ０（ｔ）ｄ










ｔ

（２）

求得液压马达目标转速为

ｎ０（ｔ）＝
１０００ＶＧ（ｔ）ＷＱ０

６０ＮＴｑ
×１０－４ （３）

式中　Ｓ（ｔ）———ｔ时刻对应作业面积，ｈｍ２

Ｑ０（ｔ）———ｔ时刻对应目标追肥量，ｋｇ／ｈｍ
２

ｎ０（ｔ）———ｔ时刻液压马达目标转速，ｒ／ｍｉｎ
ＶＧ（ｔ）———ｔ时刻 ＧＮＳＳ采集的拖拉机行驶速

度，ｋｍ／ｈ
Ｗ———追肥机作业幅宽，ｍ
Ｑ０———单位面积追肥量，ｋｇ／ｈｍ

２

ＮＴ———排肥管数量，个
ｑ———排肥槽轮单转排量，ｋｇ／ｒ

图 ８　系统工作界面

Ｆｉｇ．８　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车载终端通过 ＣＡＮ总线将液压马达目标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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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发送到施肥控制器，完成精量追肥控制过程。

系统根据编码器反馈的液压马达实际转速，计算出

实际追肥量为

Ｑ（ｔ）＝
６０ｎ（ｔ）ＮＴｑ
１０００ＶＧ（ｔ）Ｗ

×１０４ （４）

式中　Ｑ（ｔ）———ｔ时刻实际追肥量，ｋｇ／ｈｍ２

ｎ（ｔ）———ｔ时刻马达实际转速，ｒ／ｍｉｎ

４　精准对行系统设计

４１　精准对行系统原理
由安装自动导航系统的拖拉机牵引追肥机在小

麦种植行中间位置行走，实现追肥机精准对行追肥

作业。系统由以车载计算机和 ＲＴＫ ＧＮＳＳ为核心
的导航控制部分

［２６］
以及转向控制器部分、转向液压

系统、执行机构等部分组成。以追肥机上第 ４个双
圆盘开沟器所在小麦种植宽行的中心线生成导航基

准线，系统根据拖拉机位置与导航基准线的偏差距

离、拖拉机前进速度及当前车轮角度等信息，通过

ＰＩＤ控制算法计算出当前车轮需要转动角度，采用
液压系统驱动车轮转动至目标角度，达到直线跟踪

的目的。该系统牵引追肥机进行追肥作业时，可以

实现追肥机按指定路线精确作业，最大直线跟踪偏

差为 ±２ｃｍ，保证开沟深施追肥部件在相邻小麦种
植行间作业，实现精准对行，最大限度降低了农机作

业垄间的重叠和遗漏，有效提高了作业效率，避免了

图 １０　机具对行作业偏差

Ｆｉｇ．１０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ｒｏｗ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开沟部件伤苗、伤根。精准对行系统原理如图 ９所
示。

图 ９　精准对行系统原理图

Ｆｉｇ．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ｏｗ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４２　机具对行作业偏差分析

机具对行作业偏差来源包括拖拉机自动导航系

统自身误差，三点悬挂摆动和作业工况引起的机具

振动等。试验通过在追肥机具中心位置处安装

ＧＮＳＳ天线，拖拉机车头安装 ＲＴＫ ＧＮＳＳ接收机来
采集机具轨迹

［２７］
。所用 ＧＮＳＳ高精度接收机 ＲＴＫ

静态定位精度为１０ｍｍ＋１μｍ。试验分别选在平坦
的水泥路上和田间进行，将拖拉机速度控制在 ３～
６ｋｍ／ｈ，浮动范围为 ±０３ｋｍ／ｈ，分别沿着导航线方
向往返行驶１００ｍ，每个速度下往返行驶 ３组，记录
下轨迹数据。以标准轨迹线为依据，分别计算行驶

速度在 ３～６ｋｍ／ｈ时机具对行作业偏差结果，分析
结果如图１０所示。

根据偏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追肥机田间对行

作业偏差范围大于平地对行作业偏差，且行驶速度

越快，机具对行作业偏差范围逐渐增大。当行驶速

度为３ｋｍ／ｈ时，机具田间对行偏差范围为 －４５～
４０ｃｍ；行驶速度达到 ６ｋｍ／ｈ时，机具对行偏差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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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 －６７～６０ｃｍ。
以此分析结果和开沟器作业参数为依据确定追

肥机适宜的追肥作业参数，当追肥作业速度在 ３～
６ｋｍ／ｈ，追肥行大于２０ｃｍ时，可保证开沟盘准确行
驶在小麦宽行间，避免开沟器对幼苗根部的切割损伤。

５　试验

参照 ＧＢ／Ｔ２０３４６２—２００６《施肥机械 试验方

法 第 ２部分：行间追肥机》和 ＪＢ／Ｔ７８６４—２０１３
《中耕追肥机》对追肥机进行标定及田间试验。

５１　追肥均匀性测定
对追肥机在不同开度和转速条件下的排量进行

标定，选用尿素作为试验材料，粒度范围为 ０８５～
２８０ｍｍ，测定行数为 ７行，试验共设 ６个排肥槽轮

开度：１０、１２、１５、１８、２０、２４ｍｍ，６种马达转速：１０、
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４０ｒ／ｍｉｎ，用７个料桶在对应排肥管下
对肥料进行收集，对应排量通过称取料桶中肥量质

量求得。每个开度和转速下重复 ３次试验，共采样
７５６次。部分分析结果见表１。

表１为槽轮开度为１２ｍｍ和 １５ｍｍ时，不同转
速下各槽轮排肥量数据。在槽轮开度不变的情况

下，随着槽轮转速的提高，槽轮排肥量逐渐增大，各

槽轮间平均排量的变异系数减小。在槽轮转速一定

的情况下，槽轮开度越大，平均排量逐渐增大，各槽

轮平均排肥量变异系数逐渐减小。其他开度和转速

测定条件下，试验结果有相同规律。因此以外槽轮

作为追肥机计量工具时，应尽量选择稍大的槽轮开

度，以减小各槽轮间差异性
［１５］
。

表 １　各行排肥量一致性标定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ｒｏｗ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ｍｏｕｎｔ

槽轮开度／

ｍｍ

转速／

（ｒ·ｍｉｎ－１）

排肥量／（ｋｇ·ｍｉｎ－１）

槽轮１ 槽轮２ 槽轮３ 槽轮４ 槽轮５ 槽轮６ 槽轮７

平均排量／

（ｋｇ·ｍｉｎ－１）

单转排量／

（ｋｇ·ｒ－１）

变异

系数／％

１２ １５ ０１７３ ０１８７ ０１８９ ０１９０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０ ０１７４ ０１８２ ００１２ ３９

１２ ２５ ０２６７ ０２８３ ０２８０ ０２９１ ０２６９ ０２７５ ０２６９ ０２７６ ００１１ ３２

１２ ３０ ０３１４ ０３３１ ０３３０ ０３３４ ０３１６ ０３１２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２ ００１１ ２９

１５ １５ ０２５３ ０２６３ ０２６８ ０２７０ ０２６５ ０２６５ ０２６０ ０２６３ ００１８ ２１

１５ ２５ ０４０６ ０４１８ ０４１７ ０４２１ ０４０９ ０４１３ ０４０６ ０４１３ ００１７ １５

１５ ３０ ０４７８ ０４９３ ０４９５ ０４９２ ０４８１ ０４８４ ０４８３ ０４８７ ００１６ １４

５２　田间试验
为验证追肥机作业性能，开展了田间追肥试验。

２０１７年 ４月初进行追肥试验，小麦播种行距为
（１０＋２０）ｃｍ宽窄行，工作幅宽为 ２１ｍ，追肥面积
为０３ｈｍ２。２０１７年 ６月底收获，田间试验如图 １１
所示。

图 １１　田间试验

Ｆｉｇ．１１　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追肥试验时，拖拉机行驶速度为 ５ｋｍ／ｈ，追肥

深度１０ｃｍ，追肥量为 ２００ｋｇ／ｈｍ２，在 ２０ｃｍ宽行内
进行深施追肥试验，机具对行作业偏差在 ±６ｃｍ
内，通过测量，双圆盘开沟器开沟宽度范围为 ８～
１２ｃｍ，表层扰动范围为 ２３～３０ｃｍ。将试验地块划
分出１０个２１ｍ×１００ｍ的小区域，对施肥量均匀
性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２，施肥量偏差小于９％。

收获后对小麦产量等进行了测定，以１５ｃｍ等

表 ２　田间试验统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区域

编号

单转排量／

（ｋｇ·ｒ－１）

目标施肥量／

（ｋｇ·ｈｍ－２）

实际施肥量／

（ｋｇ·ｈｍ－２）

施肥量

偏差／％

１ ００１５ ２００ ２１７８３ ８９２

２ ００１５ ２００ ２０９６９ ４８５

３ ００１５ ２００ ２１２８５ ６４３

４ ００１５ ２００ ２０８８０ ４４０

５ ００１５ ２００ ２０８１９ ４１０

６ ００１５ ２００ ２１３０１ ６５１

７ ００１５ ２００ ２１４６７ ７３３

８ ００１５ ２００ ２０７９７ ３９９

９ ００１５ ２００ ２０８６９ ４３５

１０ ００１５ ２００ ２０８９１ ４４６

行距播种，撒肥机表层撒施追肥 ２２５ｋｇ／ｈｍ２处理为

对照组，深施追肥组小麦产量为 ５０８６５ｋｇ／ｈｍ２，对

照组小麦产量为 ４６００ｋｇ／ｈｍ２，每公顷追氮肥量减
少２５ｋｇ左右，小麦产量每公顷提高４８６５ｋｇ左右。

６　结论

（１）针对小麦深施追肥的需求，设计了小麦精
准对行深施追肥机，设计了配套精量排肥系统和精

准对行系统，通过合理调节 ＰＩＤ参数，实现了马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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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稳定控制，其中马达转速平均控制误差为

１４６％，最大控制误差为 ６５％；动态条件下，马达
转速平均控制误差为 １５２％，最大控制误差为
１０２％；优先选择槽轮开度１５ｍｍ，保证了各行排肥
量一致性。

（２）田间试验表明，在（１０＋２０）ｃｍ宽窄行种植
模式下，作业速度为 ５ｋｍ／ｈ，追肥量为 ２００ｋｇ／ｈｍ２，
机具对行作业偏差在 ±６ｃｍ以内，追肥量偏差小于
９％，与撒肥机表层撒施对照组相比，每公顷减少氮
肥施用量２５ｋｇ，小麦产量提高４８６５ｋｇ／ｈｍ２。

参 考 文 献

１　高凤菊，吕金岭．尿素追肥深施对小麦产量及氮肥利用率的影响［Ｊ］．耕作与栽培，２００６（１）：２８．
２　ＬＩＵＴｉａｎｑｉ，ＦＡＮＤａｉｊｉａ，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ｅｐ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ｒｅｄｕｃｅｓａｍｍｏｎｉａ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ｎｏｔｉｌｌａｇｅ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Ｊ］．ＦｉｅｌｄＣｒｏ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１８４：８０－９０．

３　王弘菲．冬小麦施用缓控释氮肥的环境效应及其经济效益研究［Ｄ］．保定：河北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ｉ．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ｓ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Ｄ］．
Ｂａｏｄｉｎｇ：Ｈｅｂｅ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ＹＵＡＮＷｅｉｌｉｎｇ，ＹＵＡＮ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Ａｍｍｏｎｉａ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ｏｉｌ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ｙｐｅ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ａｄｉｓｈｆｉｅｌｄ［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１７（４）：８９６－８９９．

５　ＢＡＮＤＡＯＧＯＡＯ，ＢＩＯＤＪＯＫＡＺＯＦ，ＹＯＵＬ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ｄｅｅｐ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ｕｒｅａｓｕｐ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ｅｏ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ｒｉｃｅｉｎＳｏｕｒｏｕＶａｌｌｅｙ（ＢｕｒｋｉｎａＦａｓｏ）［Ｊ］．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ｙｃｌｉｎｇｉｎ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５，１０２（１）：７９－８９．

６　梁靖越，张敬癉，王昌全，等．控释尿素对小麦籽粒产量和氮素利用率的影响［Ｊ］．核农学报，２０１８，３２（１）：１５７－１６４．
ＬＩ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ｕｅ，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ｑｕａ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ｏ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ｗｈｅａ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２（１）：１５７－１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ＲＯＣＨＥＴＴＥＰ，ＡＮＧＥＲＳＤＡ，ＣＨＡＮＴＩＧＮＹＭＨ，ｅｔａｌ．Ａｍｍｏｎｉａ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ｈｏｗｄｅｅｐｔｏ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ｕｒ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１３，４２（６）：１６３５－１６４２．

８　霍中洋，葛鑫，张洪程，等．施氮方式对不同专用小麦氮素吸收及氮肥利用率的影响［Ｊ］．作物学报，２００４，３０（５）：４４９－４５４．
ＨＵＯ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ＧＥ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ｓｏｎＮ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ｕｓ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ｏｆｗｈｅａｔ［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４，３０（５）：４４９－４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ＭＡＺＩＤＭ，ＧＡＩＨＲＥＹＫ，ＨＵＮＴＥＲＧ，ｅｔ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ｄｅｅｐ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ｒｉ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ｆａｒｍｅｒｓｆｉｅｌｄｓ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Ｊ］．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６，１０８（２）：８０５－８１２．

１０　舒时富，唐湘如，罗锡文，等．机械定位深施超级稻专用肥提高土壤肥力和稻产量［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２３）：９－１４．
ＳＨＵＳｈｉｆｕ，Ｔ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ｒｕ，ＬＵＯＸｉｗｅｎ，ｅｔａｌ．Ｄｅｅｐ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ｒｉｃ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ｓｏｉ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ｓｕｐｅｒｒｉ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３，２９（２３）：９－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朱兆良，金继运．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肥料问题［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１３，１９（２）：２５９－２７３．
ＺＨＵＺｈａｏｌｉａｎｇ，ＪＩＮＪｉｙｕ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ｕｓｅ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１９（２）：
２５９－２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张福锁，王激清，张卫峰，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肥料利用率现状与提高途径［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８，４５（５）：９１５－９２４．
ＺＨＡＮＧＦｕｓｕｏ，ＷＡＮＧＪｉ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ｃｅｒｅａｌｃｒｏｐ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Ｊ］．Ａｃｔａ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８，４５（５）：９１５－９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孙晓然，孙绿，赵长星，等．追肥深度对旱地小麦花后旗叶衰老特性及产量的影响［Ｊ］．华北农学报，２０１５，３０（增刊）：
４２０－４２４．
ＳＵＮＸｉａｏｒａｎ，ＳＵＮＬü，ＺＨＡＯ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ｏｎ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ｌａｇｌｅａｆ
ａｆｔｅｒａ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ｄｒｙｌａｎｄｗｈｅａｔ［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Ｂｏｒｅａｌ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０（Ｓｕｐｐ．）：４２０－４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陈满，施印炎，汪小禙，等．基于光谱探测的小麦精准追肥机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５）：２６－３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０５０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５．
ＣＨＥＮＭａｎ，ＳＨＩＹｉ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ｃｈａ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ａｔ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ｒｏｐ
ｃａｎｏｐｙ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５）：２６－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王秀，赵春江，孟志军，等．精准变量施肥机的研制与试验［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２０（５）：１１４－１１７．
ＷＡＮＧＸｉｕ，ＺＨＡＯ Ｃｈｕｎｊｉａｎｇ，ＭＥＮＧ Ｚｈ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ａｔ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４，２０（５）：１１４－１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陈立平，黄文倩，孟志军，等．基于 ＣＡＮ总线的变量施肥控制器设计［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８，３９（８）：１０１－１０４，１８５．
ＣＨＥＮＬｉｐ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ｑｉａｎ，ＭＥＮＧＺｈ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ａｔ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ＡＮｂｕ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３９（８）：１０１－１０４，１８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王金武，潘振伟，周文琪，等．ＳＹＪ ２型液肥变量施肥机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７）：５３－５８．

６６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０７０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７．００８．
ＷＡＮＧＪｉｎｗｕ，ＰＡＮＺｈｅｎｗｅｉ，ＺＨＯＵＷｅｎｑｉ，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ｆＳＹＪ ２ｔｙｐｅｌｉｑｕｉ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７）：５３－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姬长英，周俊．农业机械导航技术发展分析［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９）：４４－５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
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４０９０８＆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８．
ＪＩＣ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ＺＨＯＵＪｕ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９）：４４－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ＮＫＥＢＩＷＥＰＭ，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Ｍ，ＢＡＲＴＡＬＡ，ｅｔ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ｒｏｐ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ａ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ＦｉｅｌｄＣｒｏ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１９６：３８９－４０１．

２０　ＰＡＮＳｈｅｎｇｇａｎｇ，ＷＥＮ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Ｚａｉｍａｎ，ｅｔ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ｄｅｅｐ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ｅｅｄｅｄｒｉｃ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ＦｉｅｌｄＣｒｏ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２０３：１３９－１４９．

２１　ＦＥＮＧＨｕｉｍｉｎ，ＧＡＯＮａｎａ，ＬＩＹｏｕ，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ｒｏｗｓｐａｃ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Ｄ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Ｃ］∥２０１７ＡＳＡＢＥ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ＳＡＢＥＰａｐｅｒ１７００９２４，２０１７．

２２　付卫强，孟志军，黄文倩，等．基于 ＣＡＮ总线的变量施肥控制系统［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８，２４（增刊 ２）：１２７－１３２．
ＦＵＷｅｉｑｉａｎｇ，ＭＥＮＧ Ｚｈｉｊｕｎ，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ａｔ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ＡＮ ｂｕ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８，２４（Ｓｕｐｐ．２）：１２７－１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梁春英，吕鹏，纪建伟，等．基于遗传算法的电液变量施肥控制系统 ＰＩＤ参数优化［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３，４４（增
刊 １）：８９－９３，８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３ｓ１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３．Ｓ１．０１７．
ＬＩＡＮＧＣｈｕｎｙｉｎｇ，ＬＰｅｎｇ，ＪＩＪｉａｎｗｅｉ，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ａｔ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３，４４（Ｓｕｐｐ．１）：
８９－９３，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陈满，鲁伟，汪小禙，等．基于模糊 ＰＩＤ的冬小麦变量追肥优化控制系统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
４７（２）：７１－７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２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０．
ＣＨＥＮＭａｎ，ＬＵＷｅｉ，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ｃｈａ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ｆｉｅｌ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ｕｚｚｙＰＩＤ［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２）：
７１－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左兴健，武广伟，付卫强，等．风送式水稻侧深精准施肥装置的设计与试验［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３）：１４－２１．
ＺＵＯＸｉｎｇｊｉａｎ，ＷＵＧｕａｎｇｗｅｉ，ＦＵＷｅｉ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ａｉｒｂｌａｓｔｒｉｃｅｓｉｄｅｄｅｅｐ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６，３２（３）：１４－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刘兆祥，刘刚，籍颖，等．基于自适应模糊控制的拖拉机自动导航系统［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０，４１（１１）：１４８－１５２，１６２．
ＬＩＵＺｈａｏｘｉａｎｇ，ＬＩＵＧａｎｇ，ＪＩ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ｃ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ｕｚｚ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０，４１（１１）：１４８－１５２，１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吉辉利，王熙．农机卫星定位导航精度评估方法研究［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６，３８（１１）：２４２－２４５，２６２．
ＪＩＨｕｉｌｉ，ＷＡＮＧＸｉ．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ｉｓａｂｏｕ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３８（１１）：２４２－２４５，２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６第 ４期　　　　　　　　　　　冯慧敏 等：基于自动导航的小麦精准对行深施追肥机设计与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