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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设计的快速化和规范化，进行了基于喂入量变化的联合收获机轴流式脱分选装置的参数化设计研究。

通过建立喂入量与相关设计参数的数学模型，获得可用于参数化设计的各个参数。在分析参数之间层次关系和依

赖关系的基础上，利用 Ｐｅｔｒｉ网模型、通过参数传递构建了简化设计的计算机模型并开发了设计平台。应用结果表

明：当在程序界面中输入喂入量并选择相关数据后，能自动生成各种所需的结构参数（栅格式凹板包围面积、清选

筛面积、脱粒滚筒齿数）以及工作参数（风量、功率）；将某部件所得结构参数输入 ＵＧ环境平台，可获得该部件的三

维设计图样。经与现有成熟机型脱分选装置结构参数和工作参数比较可知，计算机模型生成的设计参数和工作参

数规范，获得的三维图样符合设计要求。参数化设计平台不但可以进行脱分选装置的规范化设计、提高设计效率，

还可以快速判别、修正现有机型脱分选装置的设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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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脱粒分离和清选装置（简称脱分选装置）是决

定稻麦联合收获机工作性能的核心工作部件。同类

型、系列化联合收获机的脱分选装置类似通用化、标

准化的定型产品，用于设计计算的数学模型及产品

结构相对固定，仅在结构参数和工作参数上存在差

异。喂入量是影响联台收获机脱分选装置工作性能

的主要参数，相关学者开展了许多研究。陈度等
［１］

探索了联合收获机喂入量与收获过程损失率之间关

系，用二次方程建立的喂入量与收获过程损失率的

数学模型能较好反映实际工况；江崎春雄等
［２］
的实

验结论认为：半喂入联合收获机随着工作流量（喂

入量）的增加分离率有所下降，排草口夹带损失急

剧增加；市川友彦等
［３］
对通用型（全喂入）联合收获

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文献［４－８］通过建立
输送槽主动轴与喂入量之间的数学模型，提出了联

合收获机喂入量测量方法和在线监测方法，通过试

验获得了与主动轴扭矩对应的喂入量值。ＧＯＭＥＺ
等

［９］
在联合收获机上安装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和

颗粒质量流量传感器，通过田间试验及相关数据处

理，建立了基于喂入量的作业速度控制模型。对于

以喂入量为前提的脱分选装置的参数化设计问题，

闵敏等
［１０］
以 ＭＤＴ３０为设计平台，利用 ＡｕｔｏＬｉｓｐ

等开发工具，建立了以数据库为中心的三维参数化

系统设计；陈田等
［１１］
以滚筒工作性能要求为依据，

提出了一种由用户确定整个脱粒部件的技术数据，

再根据系统存储的参数化结构模型及相应的参数库

进行检索、查询来确定设计参数的轴流式联合收获

机参数化设计的方法；徐静等
［１２］
采用功能分析的方

法对脱粒装置进行了模块的划分，结合参数化建模

技术，运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的二次开发技术对其变参提
高设计效率，达到缩短开发周期、减少生产成本的目

的；孙江宏等
［１３］
肯定了数字化技术实施的优点，分

析了其在农业机械中应用的不足，认为相对复杂的

领域而言，必须在数学模型上加以突破；阎楚良

等
［１４－１５］

详尽论述了参数化设计的理论和方法，指出

参数化为农机产品的可变性、重用性、并行设计等提

供了手段，可方便地改动模型生成系列产品；周丰旭

等
［１６］
在 ＵＧ环境下对风筛式清选装置参数化系统

进行了二次开发，可按设计要求自动生成或更新风

筛式清选装置三维模型，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

吴庆鸣等
［１７］
提出了变型设计过程中参数的提取和

传递的方法，但未能建立严格的模型，只能在一定条

件下避免参数的干涉。以上研究表明，喂入量是联

台收获机脱分选装置设计的主要依据，为规范设计

参数和提高设计效率，学者们以不同方法和手段进

行了喂入量检测、计算和以喂入量为前提的参数化

设计研究。但基于 Ｐｅｔｒｉ网进行参数化设计研究未
见报道。Ｐｅｔｒｉ网被广泛应用于控制科学和系统科
学的交叉领域，是对离散并行系统的数学表示，按引

发规则驱动离散事件的演变，能充分描述参数的层

次结构和多参数的异步传递关系。本文基于 Ｐｅｔｒｉ
网预设脱分选装置数学模型，利用多目标参数依赖

关系和相互传递的方法创建设计平台，对脱分选装

置参数化设计进行研究，以达到脱分选装置设计规

范化和高效率的目的。

１　喂入量与工作性能的数学模型

１１　杆齿式轴流脱粒装置的生产率
轴流式脱粒装置是依靠脱粒滚筒和栅格式凹板

对作物进行多次加工而完成脱粒和分离的，因此决

定其生产率的因素除与结构有关外，主要取决于脱

粒滚筒与凹板的作用面积，即栅格式凹板的包围面

积
［１８］
。轴流式脱粒装置的生产率 ｑ计算式为

ｑ＝Ｆａ＝ＬＲβａ （１）

其中 Ｆ＝ＬＲβ＝ｑａ
式中　Ｆ———弧形栅格式凹板包围面积，ｍ２

ａ———凹板单位面积生产率，ｋｇ／（ｍ２·ｓ），取
１４～２０

ｑ———轴流式脱粒装置的生产率，即联台收获
机允许的喂入量，ｋｇ／ｓ

Ｌ———栅格式凹板长度，ｍ
Ｒ———弧形栅格式凹板半径，即圆心至栅格

凹板横隔板上表面距离，ｍ
β———栅格式凹板包角，ｒａｄ

１２　清选筛的生产率
清选筛的生产率取决于清选筛面积，而清选筛

面积由进入清选筛的谷粒混合物的数量决定
［１９］
。

脱粒分离出来的物料都进入清选筛清选，所需清选

筛面积计算式为

Ｆ１＝Ｌ１Ｂ１＝
ξ
ａ１
ｑ （２）

式中　Ｆ１———清选筛面积，ｍ
２

Ｌ１、Ｂ１———清选筛长度、宽度，ｍｍ
ξ———喂入量中已脱粒分离的比例，取 ０４０～

０４５
ａ１———清选筛单位面积生产率（混合物），

ｋｇ／（ｍ２·ｓ）
联合收获机鱼鳞筛和编织筛的ａ１为１５～２５；

百叶窗式鱼鳞筛籽粒下落面积比传统冲孔鱼鳞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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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倍以上，根据经验数据，ａ１上限取 ５０ｋｇ／（ｍ
２
·ｓ）。

潮湿作物需减少３０％。
１３　清选风扇风量

清选所需的风量取决于谷粒混合物应清除的杂

质量
［１９］
，当联合收获机喂入量为 ｑ时，清选风扇所

需风量计算式为

Ｑ＝λｑ
μρ

（３）

式中　Ｑ———风量，ｍ３／ｓ
μ———带杂质气流的浓度比，取０２～０３
ρ———空气密度，取１２ｋｇ／ｍ３

λ———需清除的杂质在喂入量中所占的比
例，％

全喂入机型：水稻 λ为 １０％ ～１５％，小麦 λ为
１５％ ～２０％；半喂入机型：水稻 λ为 ８％ ～１２％，小
麦 λ为１０％ ～１５％。
１４　脱粒滚筒齿数

脱粒滚筒齿数 ｚ由脱粒装置的生产率（联合收
获机喂入量 ｑ）决定［１９］

。

ｚ≥（１－ψ）ｑ０６ｑｄ
（４）

式中　ψ———喂入作物中籽粒质量所占比率
ｑｄ———脱粒滚筒每个杆齿生产率，ｋｇ／ｓ，当

ψ＝０４时，全喂入 ｑｄ取００２５ｋｇ／ｓ
据测定，半喂入脱粒滚筒每个弓齿的生产率可

参照全喂入 ｑｄ计算。

２　脱分选装置参数化设计计算机模型

通过对模型进行参数化分析，研究了参数的传

输依赖关系并编写了计算机软件。基于喂入量的参

数化设计模型，为不同喂入量等级联合收获机系列

产品的轴流式脱分选装置建立了快速设计平台。利

用 Ｐｅｔｒｉ网模型，设计了符合参数传递规则和依赖关
系的参数输入系统，建立了三维模型图库。用户输

入喂入量和相关设计参数，系统可通过参数传递，驱

动完成模型的参数化设计并生成新的产品三维模

型，快速实现脱分选装置参数化设计。

２１　各部件结构参数选择

（１）关键尺寸
指结构设计开始时已知的结构参数或用户要

求的参数。这些参数与产品的目的功能有密切关

系，在设计阶段是通过计算或者设计师交互输入

给定。

（２）装配尺寸
由零部件装配关系确定的参数，其设计约束一

般为几何约束。

（３）标准系列参数
即标准件的尺寸系列数据，这些数据来自有关

企业的产品目录、设计手册或标准，经收集整理后，

可放入数据库中，通过查询程序检索。

２２　脱分选装置参数化设计的计算机模型
通过数学模型分析，可得到参数化设计中关键

尺寸参数及装配尺寸约束。参数化过程的实质就是

变形参数在整个产品模型中的传递，并且最终反映

到某些零部件的设计参数上。然而，一个复杂的机

械产品，其参数间有依赖关系并且互相制约。这种

有制约的依赖关系往往需要设计人员凭经验依据合

理的顺序和约束规则来进行人工调整。为了用计算

机软件 ＣＡＤ来辅助产品设计，帮助管理约束和关联
以实现参数驱动的自动化设计，需要对参数进行分

析。一般采用自顶向下分阶段的设计，即先部件级

设计，再组件级设计，最后元件级设计。为描述这种

级联的控制约束关系，采用 Ｐｅｔｒｉ网来建模（图１）。

图 １　参数分析 Ｐｅｔｒｉ网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ｅｔｒｉ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模型中，变迁表示一次成功的计算；库所表示一

次成功的计算需要获得的参数资源；用箭头变迁及

上标表示一次成功的计算需要消耗参数资源的数

量。基于 Ｐｅｔｒｉ网的参数分析模型能够表示出参数
依赖的层次关系和依赖关系。

（１）产品参数分析
在自顶向下的参数设计过程中，需要解决以下

问题：参数传递的顺序问题；参数对其它参数的影响

度。因此把参数分为４类。
总体参数：是影响整个产品功能、结构的主要性

能参数。喂入量 ｑ是影响整个产品功能、结构的主
要性能参数，直接影响关键部件脱粒滚筒的栅格式

凹板包围面积 Ｆ和清选风扇的风量 Ｑ以及清选筛
的面积 Ｆ１。因此采用以喂入量 ｑ为总体参数，依据
Ｐｅｔｒｉ图的结果，自然形成 ３个设计模块，即栅格式
凹板、清选筛、清选风扇模块。

辅助参数：辅助参数是 Ｐｅｔｒｉ图中影响一次计算
（变迁）的辅助因素。它的存在会影响到设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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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选取是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对设计结果进行微

调。例如变迁 Ｔ０的辅助参数是 ξ，喂入量中已脱粒
分离的比例，通常的取值范围是 ０４０～０４５，等等，
辅助参数需要在设计软件中进行参数范围的检查以

确保符合设计的要求。

中间参数：这些参数是上一层参数设计后计算

的结果，同时，也是下一层部件设计的约束。但它们

本身不是设计的结果。如栅格式凹板包围面积 Ｆ
和清选筛面积 Ｆ１。

目标参数：是产品模型的驱动参数，它是新的产

品设计参数，被用来驱动三维参数化图形软件形成

产品的三维设计模型。例如，在脱粒滚筒参数决定

模块中，先是由喂入量 ｑ这个总体参数来触发一次
设计，在辅助参数的作用下，完成一次变迁，形成中

间参数 Ｆ，继而进一步确定脱粒滚筒的参数 Ｒ、Ｌ和
β，这３个目标参数会去驱动三维建模软件，形成变
形后的新三维设计图。

（２）参数传递图
根据参数分析，给出参数传递图（图 ２）。该图

反映了自顶向下的设计结构。

图 ２　参数传递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３）参数计算序
Ｐｅｔｒｉ网是对离散并行系统的数学表示，适用于

描述异步的、并发的计算机系统模型。能够刻画出

参数驱动的本质。可以看到，本模型中，Ｔ０、Ｔ１、Ｔ２、

Ｔ３、Ｔ４就是一个合理的参数驱动顺序。另外，Ｔ０、Ｔ４、

Ｔ１、Ｔ２、Ｔ３也是合理的参数驱动顺序。
（４）局部辅助计算
在脱粒滚筒模块局部计算中，Ｔ１变迁需要被多

次执行，设计人员需根据经验反复测试这 ３个参数
的区间范围来获得理想的 Ｒ、Ｌ、β。为此，程序设计
了局部辅助解。

根据式（１），当 Ｆ被确定后，Ｒ、Ｌ、β存在多组
解。根据经验规则，给出如下算法：

给出 Ｌ和 Ｒ的初始值，Ｌ＝６００，Ｒ＝２００。
ＤＯＷＨＩＬＥ（Ｌ和 Ｒ在最大值以内）
ＩＦβＩＮ（２２０°～２３０°），则输出一组解并退出
否则增加 Ｌ和 Ｒ的值
ｓｔｅｐ＝２０
ＥＮＤＤＯ
ＩＦ无解
则将 β范围扩展到（１８０°～２４０°）
重复上述循环

ＩＦ仍无解，给出提示

３　设计平台构建

３１　设计流程图和程序界面
利用 Ｐｅｔｒｉ网模型开发符合参数传递规则和依

赖关系的参数输入系统和储有所需零部件三维模型

实例库，用户输入设计参数，系统通过参数传递驱动

产品设计，完成模型的参数化设计，系统能生成新的

产品设计参数，并在 ＵＧ环境下自动生成三维模型。
设计流程如图３所示，新的产品设计参数由程序界
面（图４）生成。

图 ３　设计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ｅｓｉｇｎ
　

图 ４　程序界面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ｐｒｏｇｒａｍ
　
３２　三维模型生成

通过结构研究与参数分析开发的设计平台已将

参数的设计流程融入到软件中。设计者输入总体参

数喂入量 ｑ，继而选择并输入各辅助参数，通过对输
入参数的判断、处理，系统在判定满足变迁的条件之

后，形成一次变迁，获得中间参数，最后对目标参数

进行分析和验证，得到新的产品实例。通过三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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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接口，可获得新设计产品的三维图。例如将在

程序界面上输入和将自动生成的栅格式凹板所有参

数打包储存于程序界面，将其输出并导入 ＵＧ环境
即可生成横轴流杆齿脱粒滚筒等 ８种三维模型，如
图５～１２所示。

图 ５　全喂入横轴流杆齿脱粒滚筒三维模型

Ｆｉｇ．５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ｉｎｇｅｒｔｏｏｔｈ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ｆｏｒｃｒｏｓｓｗｉｓｅａｘｉａｌｆｌｏｗ
　

图 ６　全喂入横轴流脱粒装置栅格凹板三维模型

Ｆｉｇ．６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ｒａｔｅｔｙｐｅｃｏｎｃａｖｅｆｏｒ

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ｕｎｉｔｏｆｃｒｏｓｓｗｉｓｅａｘｉａｌｆｌｏｗ
　

图 ７　全喂入纵轴流脱粒杆齿脱粒滚筒三维模型

Ｆｉｇ．７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ｉｎｇｅｒｔｏｏｔｈ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ｆｏｒ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ｘｉａｌｆｌｏｗ
　

图 ８　全喂入纵轴流脱粒装置栅格凹板三维模型

Ｆｉｇ．８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ｒａｔｅｔｙｐｅｃｏｎｃａｖｅｆｏｒ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

ｕｎｉｔｏｆ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ｘｉａｌｆｌｏｗ
　

４　联合收获机脱分选装置参数化

在选用栅格式凹板单位面积生产率 ａ（１４～
２ｋｇ／（ｍ２·ｓ））和清选筛单位面积生产率 ａ１（联合收获
机的鱼鳞筛和编织筛为１５～２５ｋｇ／（ｍ２·ｓ），百叶窗式
鱼鳞筛籽粒下落面积比传统的冲孔鱼鳞筛大一倍以

图 ９　半喂入脱粒滚筒三维模型

Ｆｉｇ．９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ｅａｄｆｅｅｄ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ｒｏｔｏｒ
　

图 １０　半喂入脱粒装置栅格式凹板三维模型

Ｆｉｇ．１０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ｒａｔｅｔｙｐｅｃｏｎｃａｖｅｆｏｒ

ｈｅａｄｆｅｅｄ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ｕｎｉｔ
　

图 １１　鱼鳞式清选筛三维模型

Ｆｉｇ．１１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ｃａｌｅｓｓｉｅｖｅ
　

图 １２　百页窗式鱼鳞筛三维模型

Ｆｉｇ．１２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ｈｕｔｔｅｒｓｓｃａｌｅｓｓｉｅｖｅ
　

上，故ａ１上限取５０ｋｇ／（ｍ
２
·ｓ））时，取上限值的８０％。

４１　全喂入机型

４１１　横轴流机型，喂入量 ｑ＝１８ｋｇ／ｓ
（１）程序界面生成设计参数
在程序界面中输入“喂入量 ｑ＝１８ｋｇ／ｓ”，选择

“全喂入机型”，输入栅格凹板单位面积生产率 ａ＝

１６ｋｇ／（ｍ２·ｓ）和鱼鳞筛单位面积生产率 ａ１ ＝

２０ｋｇ／（ｍ２·ｓ）（ａ和 ａ１取上限的 ８０％），进行相关
操作后程序界面可自动生成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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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格式凹板面积 Ｆ＝１１２５ｍ２；清选筛面积
Ｆ１＝０９ｍ

２
；栅格式凹板包角 β＝２１８５００９°；清选筛长

Ｌ１＝９１８３６７３ｍ；脱粒分离功耗 Ｎ＝１４４ｋＷ；风量

Ｑ＝０７０９０９０９ｍ３／ｓ；脱粒滚筒齿数 Ｚ＝７１９９９９９。
（２）４ＬＺＳ １８型全喂入联合收获机实际设计

参数

凹板内侧半径（圆心至栅格凹板横隔板上表面

距离）Ｒ＝２９０ｍｍ，凹板面积 Ｆ＝０９３ｍ２；栅格式凹
板包角 β＝２２０°，主筛鱼鳞筛宽 Ｂ１＝９８０ｍｍ，筛长

Ｌ１＝７３０ｍｍ，清选筛面积 Ｆ１＝０７２ｍ
２
；当清选风扇

转速为１１２０ｒ／ｍｉｎ时，计算风量 Ｑ＝０７２ｍ３／ｓ。轴
流滚筒齿数为７６。

（３）生成结构参数与实际结构参数比较
ａ值和 ａ１值取上限的８０％时，实际栅格式凹板

面积 Ｆ比计算面积小０１９５ｍ２；实际清选筛面积 Ｆ１
比计算面积小０１８ｍ２。
４１２　纵轴流机型，喂入量 ｑ＝２５ｋｇ／ｓ

（１）程序界面生成设计参数
在程序界面中输入“喂入量 ｑ＝２５ｋｇ／ｓ”，选择

“全喂入机型”，选择栅格凹板单位面积生产率 ａ＝
１６ｋｇ／（ｍ２·ｓ），选择百叶窗式鱼鳞筛单位面积生产
率 ａ１＝４０ｋｇ／（ｍ

２
·ｓ）（ａ和 ａ１取上限的 ８０％），进

行相关操作后程序界面自动生成以下参数：栅格式

凹板面积 Ｆ＝１５６２５ｍ２；清选筛面积 Ｆ１＝０６２５ｍ
２
；

栅格式凹板包 β＝１９７７３０９°；清选筛长度 Ｌ１ ＝
７９１１３９２ｍｍ；脱粒分离功耗 Ｎ＝２０ｋＷ；风量 Ｑ＝
０９４６９６９７ｍ３／ｓ；脱粒滚筒齿数 Ｚ＝９５９９９９９。

（２）４ＬＺＺ ２５型纵轴流联合收获机实际结构
参数

栅格凹板长度Ｌ＝１３７２ｍｍ，弧形栅格凹板半径
Ｒ＝３３０ｍｍ，栅格凹板包角 β＝２２０°，栅格式凹板面
积 Ｆ＝１７４ｍ２；主筛为百页窗式鱼鳞筛，筛宽 Ｂ１＝

７９０ｍｍ，筛长Ｌ１＝６６０ｍｍ，清选筛面积Ｆ１＝０５２ｍ
２
；当

清选风扇转速为 １３３６ｒ／ｍｉｎ时，计算风量 Ｑ＝
１０５ｍ３／ｓ；轴流滚筒齿数９０，１３３６ｒ／ｍｉｎ时，计算风
量 Ｑ＝１０５ｍ３／ｓ；轴流滚筒齿数９０。

（３）生成结构参数与实际结构参数比较
ａ１取上限的 ８０％时，实际清选筛面积 Ｆ１比计

算面积小０１０５６ｍ２。
４２　半喂入机型（四行机）

（１）程序界面生成设计参数
在程序界面中输入喂入量“ｑ＝４５ｋｇ／ｓ”（虚拟

值，籽粒流量 １５ｋｇ／ｓ），选择“半喂入机型”，选择
栅格式凹板单位面积生产率 ａ＝２０ｋｇ／（ｍ２·ｓ）；清
选筛为百叶窗式鱼鳞筛，选择单位面积生产率 ａ１＝
４０ｋｇ／（ｍ２·ｓ），进行相关操作后程序界面可自动计
算生成以下参数：栅格式凹板面积 Ｆ＝０６４２５ｍ２；
清选筛面积 Ｆ１ ＝０３７１２５ｍ

２
；栅格式凹板包 β＝

１６２２８０７°；清选筛长度 Ｌ１＝５６２５ｍｍ；脱粒分离功

耗 Ｎ＝４４５５ｋＷ；风量 Ｑ＝０５６２５ｍ３／ｓ。
（２）４ＬＢＺ １４５型半喂入联合收获机实际结构

参数

栅格式凹板宽度 Ｂ＝７５０ｍｍ、弧形栅格凹板半
径（圆心至栅格凹板横隔板上表面距离）Ｒ＝
２９５ｍｍ，栅格式凹板面积 Ｆ＝０５７ｍ２，栅格式凹板
包角 β＝１４６°；清选筛宽度 Ｂ１＝６６０ｍｍ，清选筛长

Ｌ１＝５９０ｍｍ，清选筛面积 Ｆ１＝０３９ｍ
２
；当清选风扇

转速为１１２０ｒ／ｍｉｎ时，计算风量 Ｑ＝０７４ｍ３／ｓ。
（３）生成结构参数与实际结构参数比较
ａ取上限时，实际栅格凹板面积 Ｆ比计算面积

小００７２５ｍ２；实际栅格式凹板包角 β比计算包角
小１６°。但实际结构在弧形栅格凹板的始端和末端
都设有多孔板，合计包角约 ４０°，一定程度也替代了
栅格凹板功能。

５　结论

（１）通过脱分选装置的理论方程式，可以建立
不同机型栅格凹板面积、清选筛面积、清选风机风

量、脱粒滚筒齿数等与喂入量之间关系的数学模

型，获得可用于参数化设计的各个参数。利用

Ｐｅｔｒｉ网开发的参数化设计平台，可实现脱分选装
置的三维参数化设计，快速计算所需的设计参数，

并在 ＵＧ环境下自动生成或更新机械零件三维模
型。

（２）程序在不同条件要求下生成的各设计参
数，经与相应的市售成熟机型脱分选装置相应结构

参数和工作参数比对，大部分数据相近，也发现实际

设计的参数还需修正。同时，参数化设计的预设条

件也可在一定范围内取值，扩大了设计平台的应用

范围。

（３）通过参数传递表弥补了简单 Ｐｅｔｒｉ网不能表
达参数分类的缺陷。参数化设计提高了设计的效

率，缩短了设计周期。利用 Ｐｅｔｒｉ网开发的参数化设
计平台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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