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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传统搂耙式地膜回收机卸膜和装箱困难、作业连续性差等问题，设计了一种链耙式地膜回收机，可

以连续实现搂膜集膜、输膜抖土、卸膜过程。该回收机主要由机架、起膜铲、链耙、集膜箱等部件组成。为了使地膜

回收机的性能达到最佳，首先在土槽实验室内对回收机的结构参数和工作参数分别进行了单因素试验和响应曲面

优化试验，通过土槽试验得到地膜回收率、脱膜率、夹带土壤质量 ３个指标的二次回归方程、响应优化曲面及最佳

参数组合。最佳参数组合为：耙齿总成间距 ３００ｍｍ，单排耙齿数 ５个，耙齿入土深度 ８４４１ｍｍ，回收机前进速度

２５４２ｋｍ／ｈ，链耙线速度 ０４１７ｍ／ｓ。通过大田验证试验，得到优化后的地膜回收机性能指标为：地膜回收率

９０２％，脱膜率 ８８１％，夹带土壤质量 ０４１ｋｇ／ｍ。大田试验表明，链耙式地膜回收机满足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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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为了改善作物种植条件，我国引进地膜覆盖种

植技术
［１－２］

。然而，随着地膜覆盖技术在国内大范

围推广应用，地膜对土壤的污染成为不可忽视的问

题。为了减少残留地膜对土壤的污染，国内外很多



学者对残膜回收问题进行了研究
［３－４］

。

国外采用 ００１５～００２５ｍｍ厚膜种植，可以直
接打卷回收

［５－６］
。２０世纪末期发达国家开始使用

的降解膜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地膜污染
［７－１０］

。

然而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农业仍是以薄膜和超薄膜

为主，加之种植农艺的多样性，为机械化回收残膜带

来了技术上的困难，残膜回收原理与机构成为主要

技术难题
［１１－１４］

。

目前我国应用较为广泛的搂耙式地膜回收

机
［１５－１６］

搂膜率高、结构简单、成本低廉、质量可靠，

然而其机械化程度低，脱膜和地膜装箱均需要借助

于人力完成。

为解决垄作作物的地膜回收问题，本文借鉴搂

耙的基本原理，设计一种链耙式地膜回收机，耙齿在

链传动的带动下按照设定的轨迹旋转运动，连续完

成挑膜、输膜、抖土、卸膜功能。

１　结构设计

１１　机具结构及工作原理
机具由牵引机架、起膜铲、链耙、输送链、耙齿、

地轮、集膜箱等部件组成，如图１所示。

图 １　链耙式地膜回收机结构简图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ｉｎｒａｋｅｆｉｌｍ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
１．牵引机架　２．起膜铲　３．链耙　４．输送链　５．耙齿　６．张紧

轮　７．驱动地轮　８．主动链轮　９．集膜箱　１０．抖动轮　１１．从

动链轮　１２．链耙驱链轮　１３．反向滑轮
　

该机具为悬挂式结构，由小型拖拉机牵引前进。

作业时，首先由起膜铲将埋于地表的地膜与土壤分

离，回收机前进时地轮通过链条驱动主动链轮转动，

主动链轮带动链耙转动，链耙带动耙齿按照设定的

轨迹旋转运动，连续完成挑膜、输膜、抖土、卸膜共

４个作业过程。

１２　核心部件设计
１２１　链耙

链耙是地膜回收机的核心部件，由耙齿总成和

输送链组成。

耙齿总成示意图如图 ２所示，由耙齿和耙齿轴
组成，耙齿由平垫和螺母固定在耙齿轴上，每根耙齿

轴上均布有多个耙齿。单根轴上的耙齿数量为影响

回收性能的关键结构参数之一。

图 ２　耙齿总成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ａｉｎｒａｋ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１．耙齿轴　２．耙齿

　
耙齿是回收机的基本部件，耙齿结构图如图 ３

所示。在地膜回收过程中，耙齿插入土壤和地膜，完

成搂膜挑膜功能，耙齿的入土深度为待优化的关键

工作参数之一。耙齿的结构特性和强度直接影响到

残膜回收的效果。通过材料力学分析，耙齿参数设

计为：有效长度 Ｌ＝１６０ｍｍ，齿杆直径 Ｄ１＝６ｍｍ，两
齿间距 ｄ＝７２ｍｍ，材料为６５Ｍｎ。

图 ３　耙齿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ａｋｅｔｏｏｔｈ
　
输送链是耙齿总成的载体，输送链的作用是带

动耙齿总成按照设定的轨迹旋转运动，并完成地膜

回收过程。本输送链由４工作段组成，分别是：集膜
搂膜段 ＡＢ、输膜脱土段 ＢＣ、输膜段 ＣＤ、脱膜段 ＤＥ，
如图４所示。本输送链的旋转方向为顺时针方向，
图中尺寸 Ｌ′为耙齿总成间距，为待优化的关键结构
参数之一。

图 ４　输送链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ｖｅｙｏｒｃｈａｉｎ
　
集膜搂膜段与地表平行，利用耙齿将待回收的

地膜收集挑起。输膜脱土段，此工作段作用是输送

地膜，由于耙齿总成之间存在间距及回收机的前进

过程中的抖动，大部分土壤会被抖落与地膜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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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膜段作用是将回收的地膜输送到脱膜段。脱膜

段，由于抖动轮特殊的结构，会使此段的链耙产生自

激振动，并在重力作用完成脱膜。

１２２　抖动轮
抖动轮的结构如图 ５所示，该抖动轮为橡胶材

料三星轮，在输送链的脱膜段 Ｅ点两侧加入一对抖
动轮，起到支撑和抖动链耙的作用。

图 ５　脱膜抖动轮

Ｆｉｇ．５　Ｊｉｔｔｅｒｗｈｅｅｌｏｆ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ｆｉｌｍ
１．悬臂轴　２．橡胶三星轮

　
由图５可知链耙的抖动振幅取决于抖动轮的结

构参数。Ｄ０为链耙与抖动轮中心的最远距离，Ｄ１为
链耙与抖动轮中心的最近距离，Ｄ＝Ｄ０－Ｄ１为链耙
的理论振幅。本设计取 Ｄ０ ＝４０ｍｍ，经计算 Ｄ１ ＝
Ｄ０／２＝２０ｍｍ，因此振幅 Ｄ＝２０ｍｍ。

链耙的抖动频率取决于链耙的线速度，频率 ｆ＝
ｖ２／（３Ｌ′），ｖ２是链耙线速度，是影响回收机工作性能
的关键工作参数之一。

１２３　起膜铲
起膜铲在机具作业时，其铲部全部深入膜侧土

壤，将已经板结的膜上和膜下土壤疏松，并将压在土

里的地膜翻出地表，便于回收机可靠捡拾地膜。起

膜铲的结构如图 ６所示。根据试验使用情况，以及
在本机具上起膜铲的作业负荷的要求，确定起膜铲

立柱截面宽６０ｍｍ，厚度为 １２ｍｍ，松土铲铲翼与立
柱夹角 α为１０５°，起膜铲铲翼与地表夹角 γ为３０°。

图 ６　起膜铲

Ｆｉｇ．６　Ｓｈｏｖｅｌｏｆ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ｆｉｌｍｆｒｏｍｓｏｉｌ
１．铲柄　２．铲翼

　

２　参数优化试验

２１　试验目的及方法
为了优化链耙式地膜回收机的结构参数和工作

参数，获得最佳的回收性能，以地膜回收率、脱膜率、

夹带土壤质量共 ３个指标为评价指标，以单排耙齿
数量（单个耙齿总成中耙齿数量）、耙齿总成间距

（耙齿总成之间的间距）、回收机前进速度、链耙线

速度、耙齿入土深度为影响因素对链耙式地膜回收

机进行试验研究。

采用土槽单因素试验
［１７］
，研究该地膜回收机的

结构参数（单排耙齿数量、耙齿总成间距）对评价

指标的影响规律并确定最佳的结构参数；采用土

槽响应曲面优化试验，研究地膜回收机的工作参

数（回收机前进速度、链耙线速度、耙齿入土深度）

对评价指标的影响规律并确定最佳的工作参数组

合；采用大田试验最终验证回收机的实际作业性

能。

２２　响应指标
地膜回收率

Ｙ１＝
ｍｓ
ｍｚ
×１００％ （１）

式中　ｍｓ———已回收的地膜总质量
ｍｚ———地膜的总质量

脱膜率

Ｙ２ (＝ １－
ｍｗ
ｍ )
ｓ
×１００％ （２）

式中　ｍｗ———被回收机回收但缠在耙齿上没有脱
落到回收箱里地膜的质量

ｍｓ———已回收地膜的质量
回收每米地膜所夹带土壤质量（简称夹带土壤

质量）

Ｙ３＝
ｍｔ
ｌ

（３）

式中　ｍｔ———回收的地膜中所夹带的土壤质量
ｌ———回收地膜的长度

２３　试验条件
室内试验部分于 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１日—２０日在新

疆阿拉尔市塔里木大学土槽实验室进行，如图 ７所

图 ７　土槽试验现场

Ｆｉｇ．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ｔ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ｉｎｓｏｉｌｔａｎｋ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示。该土槽长度９０ｍ、宽度５ｍ，全液压四轮驱动，无
级变速，最大行走速度 １２ｋｍ／ｈ，前后悬挂架升降高
度５００ｍｍ，提升９００ｋｇ，土槽车总功率９０ｋ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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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构参数单因素试验

３１　耙齿总成间距对回收性能的影响
对比试验了耙齿排间距为 ３００ｍｍ和 ６００ｍｍ

时地膜回收机的回收性能。试验结果：耙齿排间距

分别为 ３００ｍｍ和 ６００ｍｍ时，地膜回收率分别为
８８％和６７％，分析其原因：当耙齿排间距为 ３００ｍｍ
时，链耙的搂膜集膜段有 ２～３排耙齿，当纵向间距
６００ｍｍ时，搂膜集膜段有 １～２排耙齿。搂膜段耙
齿排数多时，更有利于搂膜集膜效果，因此地膜回收

率要较高一些；耙齿排间距分别为 ３００ｍｍ 和
６００ｍｍ时，脱膜率分别为 ８０２％和 ８８６％，夹带土
壤质量分别为 ０２１ｋｇ／ｍ和 ０１３ｋｇ／ｍ。分析其原
因：耙齿排列稀疏有利于脱膜和脱土。

综合考虑以上结果，优先考虑回收机的回收率，

本耙齿式地膜回收机耙齿纵向间距确定为３００ｍｍ。
３２　单排耙齿齿数对回收性能的影响

由图８可知，随着耙齿数量的增加，地膜回收率
逐步升高，分析其原因：集膜搂膜段耙齿密集时，有

利于提高搂膜效果。单排耙齿数增加时，脱膜率有

一定程度的降低，分析其原因：耙齿数增加，链耙齿

对已回收的地膜的牵拉力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地膜的脱膜效果。随着耙齿齿数增加，回收地膜

时所夹带的土壤质量逐渐增加，分析其原因：耙齿数

越多、越密时，更多的土壤夹杂在地膜里一同被输送

到地膜回收箱里。

图 ８　单排耙齿齿数对回收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ａｋｅｔｅｅｔｈ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ｗｏ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综合考虑以上结果，最终确定耙齿式地膜回收

机单排耙齿齿数为５个。

４　工作参数的响应曲面试验结果

４１　响应曲面分析方案
根据 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Ｄｅｓｉｇｎ试验（中心复合

试验）设计原理
［１８－２０］

，对回收机的前进速度 ｖ１、链
耙的线速度 ｖ２、链耙齿入土深度 ｈ共 ３个工作参数
进行三因素五水平响应曲面试验分析，试验因素编

码见表１。

表 １　试验因素编码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ｃｏｄｉｎｇ

编码
因素

ｖ１／（ｋｍ·ｈ
－１） ｖ２／（ｍ·ｓ

－１） ｈ／ｍｍ

－１６８２ １３２ ０１３２ ４６６

－１ ２ ０２ ６０

０ ３ ０３ ８０

１ ４ ０４ １００

１６８２ ４６８ ０４６８ １１３６

４２　试验结果与回归分析
本响应曲面试验，采用１／２执行方法，包括 ６次

中心点重复，不分区组，试验运行次数为 ２０次。每
次试验重复３次，试验结果取算术平均值，共需６０次
试验，试验结果如表 ２所示，Ｘ１、Ｘ２、Ｘ３为因素编码
值。

表 ２　响应曲面试验方案与结果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试验

号

前进

速度

Ｘ１

链耙

线速度

Ｘ２

入土

深度

Ｘ３

地膜

回收率

Ｙ１／％

脱膜率

Ｙ２／％

夹带土壤

质量 Ｙ３／

（ｋｇ·ｍ－１）
１ １ １ －１ ８５１４ ９６１５ ０１４４

２ ０ ０ ０ ９８１４ ８０７９ ０１４２

３ －１６８２ ０ ０ ８７６４ ８７８５ ００８０

４ －１ １ １ ９０４２ ９７７６ ０３６２

５ －１ １ －１ ８４１７ ９４００ ０１３０

６ １ －１ －１ ８１６４ ９１６０ ０１３６

７ ０ ０ ０ ９６９７ ８１０１ ０１４０

８ －１ －１ －１ ７８１７ ８８４２ ０１２０

９ ０ ０ １６８２ ８８６１ ８２７４ ０４３４

１０ １ －１ １ ９０５８ ９１６５ ０３４４

１１ －１ －１ １ ８３８３ ８８９２ ０３２５

１２ １６８２ ０ ０ ９４２７ ８３３８ ０１１０

１３ ０ ０ ０ ９７５６ ８０９０ ０１４５

１４ ０ １６８２ ０ ８８０６ ９８４１ ０３７０

１５ １ １ １ ９０７２ ９７３４ ０４９８

１６ ０ ０ ０ ９５４２ ８０５７ ０１４６

１７ ０ ０ －１６８２ ８３７２ ８０６３ ０１０２

１８ ０ －１６８２ ０ ８０２５ ９０７２ ０２９２

１９ ０ ０ ０ ９４５８ ８１４６ ０１４７

２０ ０ ０ ０ ９３６４ ８００３ ０１３９

　　为了获得简化的回归预测模型，本文采用逐步
回归的方法保留方程中的高度显著因子项，逐步剔

除不显著因子项，建立回归方程。

４２１　地膜回收率的回归方程
拟合后的地膜回收率指标 Ｙ１的二次回归模型

为

Ｙ１＝９６０８＋１６６Ｘ１＋２１５Ｘ２＋２５４Ｘ３－２０１Ｘ
２
１－

４４１Ｘ２２－３７０Ｘ
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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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编码回归方程变换为因素实际值的对应方程

为

Ｙ１＝－５３７２＋１５７４ｖ１＋３３３４９ｖ２＋１６１ｈ－

２０１ｖ２１－４４０９６ｖ
２
２－０００９ｈ

２
（５）

重新拟合后的回归方程决定系数 Ｒ２＝０９３４８，
拟合度良好。

４２２　脱膜率的回归方程
拟合后的地膜脱膜率指标 Ｙ２的二次回归模型

为

Ｙ２＝８０６１＋０００９Ｘ１＋２７５４Ｘ２＋０６６３Ｘ３＋

２８７６Ｘ２１＋６０４０Ｘ
２
２＋１４８６Ｘ

２
３ （６）

将编码回归方程变换为因素实际值的对应方程

为

Ｙ２＝１７１０６－１４１７ｖ１－３４１１８ｖ２－０５９ｈ＋

２８８ｖ２１＋６０３９７ｖ
２
２＋０００３７ｈ

２
（７）

重新拟合后的二次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 Ｒ２＝
０８５１５，回归方程拟合度较好。

４２３　夹带土壤质量的回归方程
重新拟合的地膜回收率指标 Ｙ３的二次回归模

型为

Ｙ３＝０１３２＋００１７２Ｘ１＋００２４９Ｘ２＋０１１４Ｘ３＋

００７２Ｘ２２＋００５Ｘ
２
３＋００２２Ｘ２Ｘ３ （８）

将编码回归方程变换为因素实际值的对应方程

为

Ｙ３＝１４３５－００１２４ｖ１－５２９ｖ２－００１９３ｈ＋

７０７８ｖ２２＋００００１２ｈ
２＋００１１ｖ２ｈ （９）

重新拟合后的二次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 Ｒ２＝
０９６０９，表明回归方程拟合度良好。
４３　各因素对响应指标的响应曲面分析
４３１　地膜回收率响应曲面

由图 ９分析可知，各因素对地膜回收率的影响
均较为明显；各因素对地膜回收率的影响规律均是

随着因素值的增加，地膜回收率呈现出先增加后降

低的规律。

图 ９　各因素对地膜回收率影响的响应曲面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ｏｒ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ｆｉｌｍ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ｉｏ
　
４３２　脱膜率响应曲面

由图１０分析可知，各因素在试验范围内变化
时，耙齿入土深度对脱膜率影响程度非常小；回收机

前进速度和链耙线速度值逐渐增加时，脱膜率呈现

先降低后升高的规律。

４３３　夹带土壤质量响应曲面
由图１１分析可知，回收机前进速度对夹带土壤

质量的影响程度非常小，链耙线速度和耙齿入土深

图 １０　各因素对脱膜率影响的响应曲面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ｏｒ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ｆｉｌｍ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度对该指标影响程度较为明显；随着链耙线速度逐

渐增加，夹带土壤质量先降低后增加；随着耙齿入土

深度的逐渐增加，夹带土壤质量也逐渐增加。

４４　各影响指标的综合优化求解
借助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的响应优化器，对建立

的二次回归方程进行优化求解，优化求解约束条件

如下：

目标函数：ｍａｘＹ１（Ｘ１，Ｘ２，Ｘ３）；ｍａｘＹ２（Ｘ１，Ｘ２，

Ｘ３）；ｍｉｎＹ３（Ｘ１，Ｘ２，Ｘ３）。

目标函数 Ｙ１优化区间为 ９０％ ～１００％，Ｙ１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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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各因素对夹带土壤质量影响的响应曲面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ｏｒ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ｓｏｉｌ
　
的权重系数设定为２；目标函数 Ｙ２优化区间为９０％ ～
１００％，Ｙ２函数的权重系数设定为 ２；目标函数 Ｙ３优
化区间为０～１ｋｇ／ｍ，Ｙ３函数的权重系数设定为１。

编码变量优化范围：－１６８２≤Ｘ１≤１６８２；
－１６８２≤Ｘ２≤１６８２；－１６８２≤Ｘ３≤１６８２，实际变
量优化范围：１３２ｋｍ／ｈ≤ｖ１≤４６８ｋｍ／ｈ；０１３２ｍ／ｓ≤
ｖ２≤０４６８ｍ／ｓ；４６６ｍｍ≤ｈ≤１１３６ｍｍ。

优化后的最佳工作参数组合为：回收机前进速

度为２５４２ｋｍ／ｈ，链耙线速度为 ０４１７ｍ／ｓ，耙齿入
土深度为８４４１ｍｍ。各响应指标的综合优化求解
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 ３　响应指标优化结果

Ｔａｂ．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评价

指标

拟合

值

拟合值标

准误差
９５％置信区间 ９５％预测区间

Ｙ１／％ ９３４ １８４ （８９２９，９７５１） （８４６７，１０２１２）

Ｙ２／％ ９２２ ０９７５ （９００６，９４４０） （８７６２，９６８４）

Ｙ３／（ｋｇ·ｍ
－１） ０２８ ００１３２ （０２５，０３１２） （０２１９，０３４５）

　　由于优化求解后的最佳工作参数组合并非响应
曲面试验中的结果，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试验对优

化结果进行验证分析，为了获得最为真实、直接的结

果，通过大田验证试验的方法来验证优化结果。

４５　大田验证试验
对完成整机安装调试的链耙式地膜回收机进行

整机性能试验。按照 ＧＢ／Ｔ２５４１２—２０１０《残地膜回
收机标准》进行试验，试验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９月，选用
１８ｋＷ轮式拖拉机牵引，田间试验地点为河北省廊
坊市固安县，试验田为当年收获后的萝卜地，膜厚

０００８ｍｍ。试验地中每隔２０ｍ量取１ｍ×１ｍ的小
块地称量残地膜总量，共称取５块样本，然后取平均
值，试验现场如图１２所示，试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试验结果表明优化后的地膜回收机具有良好的
回收性能。由于大田环境比土槽环境恶劣，实际测

试的地膜回收率、脱膜率均低于土槽试验所获得的

优化拟合值，而且在大田试验中，回收地膜的夹带中

不但包括土壤而且包含一定量的杂草、秸秆残枝。

图 １２　链耙式地膜回收机大田试验

Ｆｉｇ．１２　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ａｉｎｒａｋｅ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ｍａｃｈｉｎｅ
　

表 ４　大田试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优化评价指标 优化拟合值 大田试验值 偏差

Ｙ１／％ ９３４ ９０２ －３２

Ｙ２／％ ９２２ ８８１ －４１

Ｙ３／（ｋｇ·ｍ
－１） ０２８ ０４１ ０１３

５　结论

（１）借鉴搂耙式地膜回收机，设计了一种链耙
式地膜回收机，主要由机架、起膜铲、耙齿、链耙、抖

动轮等机构组成，可连续实现搂膜集膜、输膜抖土、

卸膜等作业过程。

（２）采用单因素试验，研究了回收机的结构参
数（耙齿总成间距、单排耙齿齿数）对回收性能的影

响规律。确定了耙齿总成间距为３００ｍｍ，单排耙齿
齿数为５个。

（３）采用响应曲面试验，研究了回收机的工作
参数（前进速度、链耙线速度、耙齿入土深度）对地

膜回收率、脱膜率、夹带土壤质量的影响规律，进行

了响应曲面分析，并建立了 ３个指标的二次回归方
程，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依次为 ０９３４８、０８５１５、
０９６０９，表明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好。

（４）借助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的响应优化器，对
建立的地膜回收率、脱膜率、夹带土壤质量共３个回归
方程进行优化求解，获得最佳工作参数组合为：回收机

１７第 ２期　　　　　　　　　　　　郭文松 等：４ＣＭＬ １０００型链耙式地膜回收机设计与试验优化



前进速度为２５４２ｋｍ／ｈ，链耙线速度为０４１７ｍ／ｓ，耙
齿入土深度为８４４１ｍｍ。

（５）对优化后的参数进行大田验证试验，地膜

回收率为 ９０２％，脱膜率为 ８８１％，夹带土壤质量
为０４１ｋｇ／ｍ，试验结果表明，优化后的地膜回收机
具有较好的回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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