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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玉米播深控制的农田地形模拟系统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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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了玉米播种单体试验台用仿形机构研究，设计了一种可适用于地形上下起伏和地形倾斜的农田地形模

拟系统。系统由地形模拟机构、液压系统、电控系统等组成。重点对地形模拟机构进行数学建模，得出了被仿形地

形倾斜角与液压缸伸缩的几何关系，并计算确定了地形模拟机构机械尺寸参数。对液压缸进行受力分析，在此基

础上对仿形机构的液压系统参数进行了理论计算，确定了液压系统参数，集成电控系统形成了农田地形模拟系统。

对农田模拟系统进行了地形模拟试验，在 ２０ｍ／ｓ作业速度下高程模拟误差平均值为 １６１ｍｍ，坡度模拟误差平均

值为 ０５６°。试验结果表明，农田地形模拟系统对地形高程和坡度模拟的快速性和准确性能满足农田地形模拟的

要求，为播种播深控制系统试验提供了试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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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播种深度是玉米播种机播种作业中的重要指标

之一
［１－２］

，对玉米产量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３－６］

。精

密播种作业质量是由仿形、开沟、排种、覆土及镇压

５个主要工作部件综合作用决定的，任何一个部件
结构性能存在问题都会影响精密播种作业的整体质

量
［７］
。种子的覆盖质量及播深的一致性对种子出

苗和作物产量有着重要影响。美国 ＭＯＬＡＴＵＤＩ
等

［８－９］
开展了玉米播种深度对出苗和幼苗活力影响

研究。德国 Ａｍａｚｏｎｅ公司研制的深度控制装置采用
超声波传感器实时检测开沟深度，通过液压系统主

动控制开沟深度
［１０］
。美国 ＡｇＬｅａｄｅｒ等公司［１１－１３］

采用销轴传感器感应限深轮状态，通过控制液压缸

提高播深一致性。美国 ＣＮＨ公司也申请了相关专
利

［１４］
。国外在播深理论与播深控制装备方面进行

了研究，并形成了相应的技术体系。

国内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开始播深控制技术研
究

［１５－１８］
。王熙等

［１９－２１］
研发的播种自动仿形系统通

过台架试验对流量控制阀开度和液压缸安装角度进

行了改进，提高了系统的平稳性和可靠性 。蔡国华

等
［２２－２３］

研制了开沟深度自控系统试验台，模拟开沟

深度过深或过浅时的稳态响应过程以及地表高低起

伏时的动态响应过程，通过模拟板的上下直线运动

模拟地形起伏。赵金辉等
［２４－２５］

构建的开沟深度控

制系统试验台利用机械仿形机构检测地形，通过

ＰＬＣ控制电液系统驱动四连杆仿形机构实现了地形
模拟。胡军

［２６］
设计了地面仿形传感装置，安装在播

种单体上与开沟器一起随机架向前运动。目前，播

深控制技术的研究仍以田间试验为主，工作量大，试

验周期长，控制单一变量较困难，且受季节影响大，

给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
［２７－３０］

，甚至部分研究受试验

条件限制仅进行了数字仿真和装置设计
［３１－３４］

。当

前播深一致性控制系统实验室测试以平行四连杆机

构或地表起伏的上下运动居多，而实际农田地表形

态在高程和坡度方面呈不规则变化。

鉴于此，本文对玉米播种单体试验台用仿形机

构进行研究，设计一种可适用于地形上下起伏和地

形倾斜的农田地形模拟系统，为播深控制技术深入

研究提供室内试验平台。

１　农田地形模拟系统设计

１１　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农田地形模拟系统主要由地形模拟机构、液压

系统、电控系统等组成（图 １）。地形模拟机构通过
液压缸安装连接在机架上，用来模拟农田地表起伏。

通过电液比例阀控制液压缸动作，驱动地形起伏模

拟机构。电控系统根据农田地形数据实时控制液压

系统，驱动地形模拟机构，实现玉米播种作业过程中

的农田地形模拟。

图 １　地形模拟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１．车载计算机　２．控制器　３．电源模块　４．液压阀组　５．液压

泵站　６．基座　７．限深轮　８．位移传感器（Ｆ）　９．液压缸（Ｆ）　

１０．Ｕ型固定架　１１．铰接件（Ｆ）　１２．地形模拟板　１３．铰接件

（Ｂ）　１４．位移传感器（Ｒ）　１５．液压缸（Ｒ）　１６．铰接件（Ｒ）　

１７．镇压轮　１８．倾角传感器　１９．玉米播种单体
　
１２　地形模拟机构设计
１２１　数学模型建立

地形模拟机构由地形模拟板支座、地形模拟板、

液压缸等组成。地形模拟机构可以简化为图２所示
四边形，Ｏ为液压缸（Ｆ）与基座焊接点处高度为 Ｈ２
的位置；Ａ、Ｂ、Ｃ为地形模拟机构 ３个铰接点；Ｈ１为
Ｕ形固定架与液压缸（Ｆ）连接点到铰接点 Ａ距离；
Ｈ２为铰接点 Ｃ到基座距离。几何关系如图３。

图 ２　地形模拟机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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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地形模拟机构运动参数几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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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３可以得出液压缸（Ｒ）等效长度 Ｌ３与被
模拟地形坡度 θ、液压缸（Ｆ）等效长度 Ｌ１间的函数
关系式

Ｌ３＝ Ｌ
２
１＋Ｌ

２
４＋Ｌ

２
２－２Ｌ２ Ｌ

２
１＋Ｌ槡

２
４ (ｓｉｎ θ (＋ａｒｃｔａｎ

Ｌ４
Ｌ ) )槡 １

（１）
式中　Ｌ４———液压缸（Ｆ）与液压缸（Ｒ）在地形模拟

板支座的固定点中心距，ｍｍ
Ｌ２———地形模拟板等效长度（即播种单体限

深轮与镇压轮中心距），ｍｍ
由图３还可以得出被模拟地形坡度 θ与液压缸

等效长度间的函数关系式

θ＝π２ (－ａｒｃｔａｎ
Ｌ４
Ｌ )
１

(－ａｒｃｃｏｓ
Ｌ２１＋Ｌ

２
４＋Ｌ

２
２－Ｌ

２
３

２Ｌ１ Ｌ２１＋Ｌ槡
)２

４

（２）
１２２　地形模拟机构机械参数取值

地形模拟板的最小长度不得小于玉米播种单体

限深轮与镇压轮中心距离 Ｌ２。玉米播种单体选择
神山大地公司的轻型玉米播种单体，其限深轮与镇

压轮中心距 Ｌ２为８１０ｍｍ。
液压缸（Ｆ）垂直固定在地形模拟板支座上，液

压缸（Ｒ）通过铰接方式与地形模拟板支座连接。依
据液压缸（Ｆ）与液压缸（Ｒ）在地形模拟板支座的固
定点中心距 Ｌ４不大于玉米播种单体限深轮与镇压
轮中心距离 Ｌ２的原则，Ｌ４取７８０ｍｍ。

适宜大型机械化作业地块坡度一般不超过

１０°，即被模拟地形坡度 －１０°≤θ≤１０°。基于此对
液压缸（Ｆ）等效长度 Ｌ１与液压缸（Ｒ）等效长度 Ｌ３
进行计算。由于播种单体仿形行程为 １９０ｍｍ，考虑
到安全因素，则液压缸（Ｆ）行程对应取 １６０ｍｍ，其
等效长度最大值取５４０ｍｍ，则其等效长度最小值取
３８０ｍｍ。

将液压缸（Ｆ）等效长度 Ｌ１、地形模拟板等效长
度 Ｌ２、液压缸（Ｆ）与液压缸（Ｒ）在地形模拟板支座
的固定点中心距 Ｌ４和被模拟地形坡度 θ取值范围
代入式（１），计算得出液压缸（Ｒ）等效长度 Ｌ３的最小
值不能大于３９９７ｍｍ，最大值不能小于５２１０ｍｍ。考
虑到液压缸机械参数约束，液压缸（Ｒ）长度最小值
和最大值分别取３５０、５３０ｍｍ。

将液压缸（Ｆ）等效长度 Ｌ１、地形模拟板等效
长度 Ｌ２、液压缸（Ｒ）等效长度 Ｌ３和液压缸（Ｆ）与
液压缸（Ｒ）在地形模拟板支座的固定点中心距
Ｌ４取值范围代入式（２）进行设计校核，得到 θ最
小值和最大值分别 －１０５８°、１３５０°，在 θ范围
内。由此 可以得出，被 模 拟 地 形 坡 度 θ满 足

－１０°≤θ≤１０°设计要求，所给定机械结构的初
始参数合理。

基于此，Ｕ型支架设计高度 Ｈ１取 １００ｍｍ；铰接
底座设计高度 Ｈ２取 ５ｍｍ；则液压缸（Ｆ）最小设计
长度（Ｌ１－Ｈ１＋Ｈ２）为３１５ｍｍ，设计行程为１６０ｍｍ；
液压缸（Ｒ）最小设计长度（Ｌ３）为 ３５０ｍｍ，设计行程
为１８０ｍｍ。
１３　液压缸受力分析
１３１　液压缸所受切向力分析

假设播种单体质心位于液压缸（Ｆ）与液压缸
（Ｒ）支撑点之间，基于此对地形模拟机构进行受力
分析，如图４所示，Ｆｍｇ为玉米播种单体所受重力，Ｆｓ
为地形模拟板对玉米播种单体支撑力，Ｆｐ为地形模
拟装置对玉米播种单体的牵引力，ＦＦａ为液压缸（Ｆ）
所受轴向力，ＦＲａ为压缸（Ｒ）所受轴向力，ＦＦｔ为液压
缸（Ｆ）所受切向力，ＦＲｔ为液压缸（Ｒ）所受切向力。
由图４可以得出液压缸（Ｆ）所受切向力 ＦＦｔ与液压
缸等效长度的函数关系式

ＦＦｔ＝
（Ｌ２－Ｌ６）ｍｃｇ

Ｌ２
ｓｉｎθ （３）

式中　ｍｃ———玉米播种单体质量，ｋｇ
ｇ———重力加速度，Ｎ／ｋｇ
Ｌ６———播种单体质心到地形模拟板前支撑点

的距离，ｍｍ

图 ４　地形模拟机构受力分析

Ｆｉｇ．４　Ｆｏｒ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由图４还可以得出液压缸（Ｒ）所受切向力 ＦＲｔ

与液压缸等效长度的函数关系式

ＦＲｔ＝
Ｌ６ｍｃｇ
Ｌ２Ｌ３

（Ｌ２－Ｌ１ｓｉｎθ－Ｌ４ｃｏｓθ） （４）

玉米播种单体质量 ｍｃ取值１５０ｋｇ，播种单体质
心到地形模拟板前支撑点的距离 Ｌ６取值 ２００ｍｍ，
则液压缸（Ｆ）所受切向力最大值 ＦＦｔｍａｘ为 ２５８４３Ｎ，
液压缸（Ｒ）所受切向力最大值 ＦＲｔｍａｘ为 ６５３Ｎ。计
算结果表明液压缸所受切向力最大值为 ２５８４３Ｎ，
液压缸所受切向力在合理范围，计算结果初步验证

了地形模拟机构设计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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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液压缸负载分析
由图４可以得出液压缸（Ｆ）负载 ＦＦ与液压缸

等效长度的函数关系式

ＦＦ＝
（Ｌ２－Ｌ６）ｍｃｇ

Ｌ２
ｃｏｓθ （５）

由图４还可以得出液压缸（Ｒ）负载 ＦＲ与液压
缸等效长度的函数关系式

ＦＲ＝
Ｌ６ｍｃｇ
Ｌ２Ｌ３

（Ｌ１ｃｏｓθ－Ｌ４ｓｉｎθ） （６）

则液压缸（Ｆ）负载最大值 ＦＦｍａｘ为 １０７６４５Ｎ，
液压缸（Ｒ）负载最大值 ＦＲｍａｘ为 ３６２９６Ｎ。由此得
出液压缸负载最大值 ＦＦｍａｘ取值１０７６４５Ｎ。
１４　液压系统设计

如图５所示，试验台液压系统由液压缸、电液比
例方向阀、液压锁、分流阀和液压泵站等组成。

图 ５　液压系统原理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１．液压缸（Ｆ）　２．液压锁（Ｆ）　３．电液比例方向阀（Ｆ）　４．分流

阀　５．油液泵站　６．电液比例方向阀（Ｒ）　７．液压锁（Ｒ）　８．液

压缸（Ｒ）
　

液压系统压力取决于液压缸负载，则液压系统

压力 Ｐｓ计算公式为

Ｐｓ＝
ＦＦｍａｘ
πＤ２

４

（７）

式中　Ｄ———液压缸内径，ｍｍ
根据液压缸所受的轴向负载和切向力大小，依

据机械设计手册选择液压缸内径 Ｄ为 ００３２ｍ，活
塞杆杆直径 ｄ取 ００１８ｍ。则由式（７）液压系统压
力设计最小值 Ｐｓｍｉｎ为１３４ＭＰａ。

液压系统流量设计取决于２个液压缸活塞截面
积与活塞伸出速度。根据一般播种速度和最大地形

坡度条件，液压缸往复速度最大值 ｖｍａｘ不低于
００６ｍ／ｓ，则液压系统流量不小于５７９Ｌ／ｍｉｎ。

由此，液压泵站设计参数为系统额定压力

６０ＭＰａ，液压泵排量选 ４２ｍＬ／ｒ，电动机额定转速

２８００ｒ／ｍｉｎ，工作电压２２０ＶＡＣ。
液压缸控制采用德国 ＡＲＧＯＨＹＴＯＳ公司的电

液比例 方 向 阀，型 号 为 ＰＲＭ２ ０６，最 大 流 量
１２Ｌ／ｍｉｎ（ΔＰ＝１ＭＰａ），工作电压１２ＶＤＣ。
１５　电控系统设计

电控系统由车载计算机、控制器、位移传感器

（Ｆ）、位移传感器（Ｒ）和倾角传感器等组成（图 ６）。
位移传感器（Ｆ）和位移传感器（Ｒ）分别固定在液压
缸（Ｆ）和液压缸（Ｒ）上，倾角传感器安装在地形模
拟板上。

图 ６　电控系统原理框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车载计算机采用台湾新汉公司的 ＶＭＣ１０００型

车载计算机，具有７英寸触摸屏，２路 ＲＳ２３２接口，１路
控制器局域网络（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ａｒｅ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ＡＮ）总线
接口，３个 ＵＳＢ接口，工作电压 ９～３６ＶＤＣ；操作系
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Ｅｍｂｅｄｄｅｄ；采用 ＶｉｓｕａｌＭＦＣ编程。
控制器采用北京凯商公司的 Ｃ１０１型控制器，主要
参数：６路脉冲宽度调制（Ｐｕｌｓｅｗｉｄｔｈ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ＷＭ）功率输出，２路 ＣＡＮ总线接口，８路量程０～
５ＶＤＣ的１０位精度模拟量输入接口，工作电压
（１２／２４±１）ＶＤＣ；编程环境为 ＯｐｅｎＰＣＳ，结合 ＳＦＣ
语言结构清晰与ＳＴ语言灵活的优势进行混合编程。
倾角传感器采用意大利 ＧＥＦＲＡＮ公司的型号为
ＧＩＢＡＯ±４５ＨＣ１倾角传感器，双轴倾角测量范围为
－４５°～４５°，精度为００３°。位移传感器采用台州西
域公司的 ＷＸＹ３０ １０００ Ｖ２型拉线式位移传感
器，量程范围１～１０００ｍｍ，输出信号 ０～５ＶＤＣ，线
性精度０１％ Ｆ．Ｓ。

电控系统工作流程如下：车载计算机根据地形

数据，计算玉米播种作业时不同作业速度下地形变

化对应的液压缸活塞杆位移和地形模拟机构姿态，

并将控制指令发送到 ＣＡＮ总线上。控制器解析从
ＣＡＮ总线接收控制指令，得到液压缸活塞杆目标位
移和地表模拟板倾斜角度目标值，通过位移传感器

和倾角传感器分别计算获取液压缸活塞杆实际位移

和地表模拟板倾实际斜角度，通过比较计算并输出

控制量，通过控制电液比例方向阀驱动液压缸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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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模拟机构动作，从而实现农田地形模拟。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将地形模拟系统安装固定在玉米播种单体试验

台上，将广州致远电子公司的 ＵＳＢＣＡＮ ＩＩ与数据
采集模块通过 ＣＡＮ总线连接，采用 ＺＬＧＣＡＮＴｅｓｔ软
件记录倾角传感器输出数据和液压缸行程。

２１　地形模拟装置模拟坡度范围
在空载条件下先后给电液方向阀通电控制液压

缸协调升降，对玉米播种单体试验台用地形模拟机

构模拟坡度 θ范围进行调节，地形模拟机构模拟坡
度范围试验测试数据见表１。

表 １　模拟坡度范围测试数据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ｓｌｏｐｅｒａｎｇｅ （°）

试验次序 θ最小值 θ最大值 模拟坡度行程

１ －１０８２ １３４６ ２４２８
２ －１０８２ １３４４ ２４２６
３ －１０９２ １３４７ ２４３９
４ －１０８２ １３４５ ２４２７
５ －１０８２ １３４５ ２４２７
６ －１０９１ １３４３ ２４３４
均值 －１０８５ １３４５ ２４３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模拟坡度最小值均值、最大值
均值和模拟坡度行程均值分别为 －１０８５°、１３４５°、
２４３０°，与对应的计算预期值相一致。被模拟地形
坡度角 θ范围完全涵盖［－１０°，１０°］区间，满足设
计要求。

２２　液压缸活塞位移数据分析
在空载条件下分别给电液比例方向阀（Ｆ）和电

液比例方向阀（Ｒ）电磁铁输入最大控制电流，分别
测量液压缸（Ｆ）的活塞杆和液压缸（Ｒ）的活塞杆完
全伸缩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得到液压缸（Ｆ）和液压
缸（Ｒ）活塞杆位移时序图（图 ７、８）。从图７可以看
出，液压缸（Ｆ）活塞杆完全伸出所需时间为２４４ｓ，完
全收回需 １４８ｓ，对应的，活塞杆运动速度分别为
００６５、０１０８ｍ／ｓ。从图８可以看出，在加载条件下
液压缸（Ｒ）活塞杆完全伸出所需时间为 １７８ｓ，完
全收回需 １６４ｓ，对应的，活塞杆运动速度分别为
０１０１、０１１０ｍ／ｓ。

由此可以得出，液压缸活塞杆速度最大值 ｖｍａｘ
均不低于００６ｍ／ｓ，满足设计要求。
２３　电控系统阶跃响应

在加载条件下对电控系统进行阶跃响应测试，

液压缸（Ｆ）活塞杆位移范围 ２０～１４０ｍｍ，地形模拟
板坡度变化范围０°～－１０°。

从液压缸（Ｆ）活塞杆位移阶跃响应曲线（图 ９）
可以看出，活塞杆位移从 ２０ｍｍ到 １４０ｍｍ的调节

图 ７　液压缸（Ｆ）活塞杆位移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Ｆ）ｒｏｄ
　

图 ８　液压缸（Ｒ）活塞杆位移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Ｒ）ｒｏｄ
　

图 ９　液压缸（Ｆ）活塞杆位移阶跃响应

Ｆｉｇ．９　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Ｆ）ｒｏ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时间为 １８５ｓ，纯滞后时间 ０１０ｓ，误差 １６７％；活
塞杆位移从１４０ｍｍ到２０ｍｍ的调节时间为１１９ｓ，
纯滞后时间００７ｓ，误差 １６７％。从地形模拟板倾
角阶跃响应曲线（图１０）可看出，地形模拟板倾角从
０°到 －１０°的调节时间为１４２ｓ，纯滞后时间 ０１４ｓ，
误差１２９％；地形模拟板倾角从 －１０°到 ０°的调节
时间为１５３ｓ，纯滞后时间０１３ｓ，误差１５１％。

系统的纯滞后时间最大值为 ０１４ｓ，满足电液
比例位置控制系统的纯滞后时间一般不大于 ０２ｓ
的要求；系统控制的最大误差为 １６７％，满足控制
系统误差一般不大２０％的要求。
２４　农田地形模拟试验

采用 ＲＴＫ ＧＮＳＳ对北京市国家精准农业示范
基地农田进行测量，将测量数据通过高斯变换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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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地形模拟板倾角阶跃响应

Ｆｉｇ．１０　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为大地坐标数据后提取三维地形数据。将包含位

置、高程、坡度的目标地形数据以文本形式存入车载

计算机作为地形输入农田地形模拟系统。分别对

０５、１０、２０ｍ／ｓ３种播种作业速度进行农田地形
模拟，图１１～１４给出了 ２０ｍ／ｓ作业速度下的模拟
试验结果。从图１１～１４可以得出，高程模拟误差均
值为１６１ｍｍ；坡度模拟误差均值０５６°。试验结果
表明，农田地形模拟系统对地形高程和坡度模拟的

快速性和准确性能满足农田地形模拟的要求。

图 １１　目标地形高程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Ｔａｒｇｅｔｔｅｒｒａｉ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图 １２　地形模拟系统模拟地形高程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ｅｒｒａｉ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图 １３　目标地形坡度曲线

Ｆｉｇ．１３　Ｔａｒｇｅｔ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ｌｏｐｅｃｕｒｖｅ
　

图 １４　地形模拟系统模拟地形坡度曲线

Ｆｉｇ．１４　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ｌｏｐｅｃｕｒｖｅ
　

３　结论

（１）设计的基于玉米播深控制的地形模拟机构
通过２个液压缸协同动作，可以实现地形上下起伏
和地形倾斜的动态模拟，被模拟地形坡度角范围完

全涵盖［－１０°，１０°］区间，满足设计要求。
（２）设计了驱动地形模拟机构的液压系统，试

验结果表明液压缸（Ｆ）和液压缸（Ｒ）活塞杆伸缩速
度满足液压缸活塞杆速度最大值 ｖｍａｘ均不低于
００６ｍ／ｓ的设计要求。

（３）对电控系统进行了阶跃响应试验，试验结
果表明，系统控制的最大误差为 １６７％，满足控制
系统误差一般不大２０％的要求。

（４）对农田模拟系统进行了地形模拟试验，在
２０ｍ／ｓ作业速度下高程模拟绝对误差平均值为
１６１ｍｍ，坡度模拟绝对误差平均值 ０５６°，农田地
形模拟系统对地形高程和坡度模拟的快速性和准确

性能满足农田地形模拟的要求，从而为播种深度控

制系统试验提供了试验平台。

参 考 文 献

１　杨丽，颜丙新，张东兴，等．玉米精密播种技术研究进展［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１１）：３８－４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
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１１０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１１．００６．
ＹＡＮＧＬｉ，ＹＡＮ Ｂｉｎｇｘｉｎ，ＺＨＡＮＧ 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ａｉｚｅ［Ｊ／Ｏ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１１）：３８－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增刊　　　　　　　　　　　　付卫强 等：基于玉米播深控制的农田地形模拟系统设计与试验



２　李宝筏．农业机械学［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　曹慧英，王丁波，史建国，等．播种深度对夏玉米幼苗性状和根系特性的影响［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２６（８）：２３９７－
２４０４．
ＣＡＯＨｕｉ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Ｄｉｎｇｂｏ，ＳｈｉＪｉａｎｇｕｏ，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ｗ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ｏｎ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ｔｒａｉｔｓａｎｄｒｏｏ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６（８）：２３９７－２４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曹慧英．播深对夏玉米产量形成及其生理特性的影响［Ｄ］．泰安：山东农业大学，２０１５．
ＣＡＯＨｕｉｙ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ｗ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ｏ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Ｄ］．Ｔａｉ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岳丽杰，文涛，杨勤，等．不同播种深度对玉米出苗的影响［Ｊ］．玉米科学，２０１２，２０（５）：８８－９３．
ＹＵＥＬｉｊｉｅ，ＷＥＮＴａｏ，ＹＡＮＧＱ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ｗ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ｓｏｎｓｅｅｄｉｎｇ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ｉｚ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ｉｚ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２０（５）：８８－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张瑞．一年两熟地区麦茬地玉米免耕播种播深控制机构的研究［Ｄ］．北京：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１６．
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ｏｒｎｎｏｔｉｌｌｐｌａｎｔｅｒｉｎ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ａｒｅ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王景立．精密播种机覆土与镇压过程对种子触土后位置控制的研究［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２．
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ｌｉ．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ｆｔｅｒｓｅｅ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ｉｎｇｓｏｉｌ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ｏｉ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ｅｅｄｅｒ［Ｄ］．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ＭＯＬＡＴＵＤＩＲＬ，ＭＡＲＩＧＡＩＫ．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ｉｚｅｓｅｅｄｓｉｚｅ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ｏｆ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ｏｎ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ｖｉｇｏｕｒ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５（１２）：２２３４－２２３７．

９　ＭＯＣＫＪＪ，ＥＲＢＡＣＨＤ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ｉｌｌａｇ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ｏｒｎ［Ｊ］．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７７，６９（３）：３３７－３４０．

１０　赵涵俊．装在开沟器上的超声波探测器［Ｊ］．粮油加工与食品机械，１９８９（１）：４５．
１１　ＡｇＬｅａｄ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ｄｏｗｎｆｏｒｃｅ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７ ０５ ２３）［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５］．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ａｇｌｅａｄｅｒ．ｃｏｍ．
１２　ＡｇＬｅａｄ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ＯＢＵＳ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ｄｏｗｎｆｏｒｃｅｒｏｗｍｏｄｕｌ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４）［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５］．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ａｇｌｅａｄｅｒ．ｃｏｍ．
１３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ＬＬＣ．Ｄｅｌｔａｆｏｒ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７）［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５］．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ｃｏｍ．
１４　ＡＤＡＭＳＢＴ，ＷＥＮＤＴＥＫＷ．Ｍａｎｕａｌｂａｃｋｕｐ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ｔｏ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ＵＳ

２０１２／１００４８１５９Ａ１［Ｐ］．２０１２ ０３ ０１．
１５　赵学笃，张振京．播种机开沟器平行四杆联接机构的最佳参数［Ｊ］．吉林工业大学学报，１９８２（４）：７５－７９．
１６　李林．播种机械的仿形机构［Ｊ］．粮油加工与食品机械，１９８１（６）：８－１７．
１７　张守勤，马成林，马旭，等．精密播种单体仿形机构的计算机仿真［Ｊ］．农业工程学报，１９９４，１０（１）：５０－５５．

ＺＨＡＮＧＳｈｏｕｑｉｎ，ＭＡＣｈｅｎｇｌｉｎ，ＭＡＸｕ，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ｏｇｒａｍｌｉｎｋａｇｅ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ｌａｎｔｅｒｕｎｉｔ
（ＰＬＰＰＵ）［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１９９４，１０（１）：５０－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农业机械设计手册（上）［Ｍ］．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９　王熙，张海玉，赵军，等．大豆播种机电液仿形机构研究［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０，３２（１）：２２７－２２９．

ＷＡＮＧＸｉ，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ｙｕ，ＺＨＡＯＪｕｎ，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ｅｅｄ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３２（１）：２２７－２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王熙，汪春，赵军，等．霍尔传感器在大豆精播机电液仿形系统中的应用［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０，３２（６）：３１－３４．
ＷＡＮＧＸｉ，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ＺＨＡＯＪｕ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ｌｌｓｅｎｓｏｒｓ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３２（６）：３１－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张海玉．大豆精播机电液仿形系统研究［Ｄ］．大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２０１０．
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ｙ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ｌａｎｔｅｒ［Ｄ］．Ｄａｑｉｎｇ：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Ｂａｙ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蔡国华，李慧，李洪文，等．基于 ＡＴｍｅｇａ１２８单片机的开沟深度自控系统试验台的设计［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
２７（１０）：１１－１６．
ＣＡＩＧｕｏｈｕａ，ＬＩＨｕｉ，ＬＩＨｏ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ｅｓｔｂｅｄ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ｅｐｔｈｏｆｆｕｒｒｏｗｏｐｅ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ＡＴｍｅｇａ１２８ｓｉｎｇｌｅｃｈｉｐ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１，２７（１０）：１１－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蔡国华．免耕播种机的开沟深度自控系统研究［Ｄ］．北京：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１１．
ＣＡＩＧｕｏｈｕ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ｏｐｅｎｅｒｄｅｐ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ｎｏｔｉｌｌｓｅｅｄｅｒ［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赵金辉，刘立晶，杨学军，等．播种机开沟深度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室内试验［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６）：３５－４１．
ＺＨＡＯＪｉｎｈｕｉ，ＬＩＵＬｉｊｉｎｇ，ＹＡＮＧＸｕｅｊｕ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ｅｓ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ｄｅｐｔｈｏｆｆｕｒｒｏｗｏｐｅｎｉｎｇ［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６）：３５－４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赵金辉，杨学军，刘立晶，等．基于 ＰＬＣ的播种机开沟器力学性能测试装置［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４，４５（增刊）：

４６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２９－３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４ｓ１０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
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４．Ｓ０．００５．
ＺＨＡＯＪｉｎｈｕｉ，ＹＡＮＧＸｕｅｊｕｎ，ＬＩＵＬｉ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ｐｌａｎｔｅｒｏｐｅｎ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ＬＣ［Ｊ／
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Ｓｕｐｐ．）：２９－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胡军．精密播种单体播深控制的理论与试验研究［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２．
ＨｕＪｕ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ｏｗ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ｅｒｕｎｉｔ［Ｄ］．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胡鸿烈，孙福辉．单体仿形压轮式播种单组的设计与试验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１９９６，２７（增刊）：５７－６１．
ＨＵＨｏｎｇｌｉｅ，ＳＵＮＦｕｈｕｉ．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ｒｉｌｌｕｎｉｔｗｉｔ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ｗｈｅｅｌ［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１９９６，２７（Ｓｕｐｐ．）：５７－６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李国梁，杨然兵，尚书旗．２ＢＹ ６型小区育种试验播种机仿形机构研究［Ｊ］．农业工程，２０１４，４（６）：１０－１１．
２９　黄东岩，朱龙图，贾洪雷，等．基于压电薄膜的免耕播种机播种深度控制系统［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４）：１－

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１．
Ｈ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ｙａｎ，ＺＨＵＬｏｎｇｔｕ，ＪＩＡＨｏｎｇｌｅｉ，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ｅｅｄ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ｌｍｆｏｒｎｏ
ｔｉｌｌｐｌａｎｔｅｒ［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４）：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　李玉环，孟鹏祥，耿端阳，等．玉米播种深度智能调控系统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增刊）：６２－６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ｓ０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Ｓ０．０１０．
ＬＩＹｕｈｕａｎ，ＭＥＮＧＰ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ＧＥＮＧＤｕａｎ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ｒｎｓｅｅｄ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Ｊ／
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Ｓｕｐｐ．）：６２－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　温丽萍．基于 ＰＬＣ的精密播种机播种深度控制系统研究［Ｄ］．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２０１４．
ＷＥＮＬｉｐ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ｏｗ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ｅｒｕｎｉ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ＬＣ［Ｄ］．Ｈｕｈｈｏｔ：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　盛凯．播种机仿形机构仿形轮配置的研究［Ｊ］．吉林工学院学报，１９９５，１６（４）：２１－２７．
ＳＨＥＮＧＫａｉ．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ｗｈｅｅｌ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ｐｌａｎｔ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ｌ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１６（４）：２１－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　王林生，马瑛，汪小志，等．基于模糊控制的播种机精密单体播深控制仿真研究［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６，３８（１）：８６－８９．
ＷＡＮＧＬｉｎｓｈｅｎｇ，ＭＡ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ｉ，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ｓｏｗ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ｓｅｅｄ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ｕｚｚ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３８（１）：８６－８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　陈蒋，王淼森，赵明，等．玉米播种机电液播深调节装置运动仿真与优化［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７，３９（１０）：１２８－１３２．
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ａｏｓｅｎ，ＺＨＡＯ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ｏｗｉｎｇｄｅｐｔｈ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ｃｏｒｎｓｅｅｄ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３９（１０）：１２８－１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 ５１页）
１３　肖德琴，黄顺彬，殷建军，等．基于 ３Ｇ和 Ｗｉ Ｆｉ的高分辨率视觉传感器传输控制方案［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９）：

１６７－１７２．
ＸＩＡＯＤｅ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ｎｂｉｎ，ＹＩＮＪｉ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ｉｓ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３Ｇａｎｄ
Ｗｉ Ｆｉ［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９）：１６７－１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张水军．ＴＤ ＬＴＥ制式 ４Ｇ移动通信网络应用研究［Ｊ］．信息通信，２０１２（２）：２２８－２２８
１５　李红亮，王雨，梁涛．ＴＤ ＬＴＥ网络架构及关键技术分析［Ｊ］．黑龙江科技信息，２０１２（２４）：１０８．
１６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Ｒ，ＳＵＺＵＫＩＭ，ＮＡＫＡＮＯＫ．Ｌｅａｄｅｒ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ｖｉｒｔｕａｌ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ｕｌｔｉ

ａｇｅｎｔｓ［Ｃ］∥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３：７７３－７７９．
１７　王星明，杨玮，李民赞，等．集成 ３Ｓ，ＺｉｇＢｅｅ和射频识别的土壤采样远程智能管理系统［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３（增

刊 １）：１４３－１４９．
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Ｍｉｎｚａｎ，ｅｔ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３Ｓ，ＺｉｇＢｅｅ
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７，３３（Ｓｕｐｐ．１）：１４３－１４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张超．车载通讯服务器的设计与实现［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５．
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ｅｒ［Ｄ］．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李静林，孙其博，杨放春．下一代网络通信协议分析［Ｍ］．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０　罗丽琴，詹祖桥．Ｗｉｎｄｏｗｓ网络编程［Ｍ］．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８２－２３４．

５６增刊　　　　　　　　　　　　付卫强 等：基于玉米播深控制的农田地形模拟系统设计与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