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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茬地种床整备侧向滑切清秸刀齿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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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原茬地播种机种床整备侧向滑切清秸刀齿对机具作业过程中秸秆缠绕度、振动强度、功率消耗和覆秸

均匀度的影响，在阐述侧向清秸装置结构和工作原理基础上，对侧向滑切清秸刀齿结构及滑切面工作曲线进行了

设计，确定了影响刀齿工作性能的关键结构与工作参数。应用四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方法，选取初始半径、起始滑

切角、刀轴角速度和机具作业速度为影响因素，以秸秆缠绕度、振动强度、当量功耗和覆秸均匀度为评价指标，对影

响机具作业性能的刀齿结构和工作参数组合进行优化分析。结果表明：在初始半径 ２００ｍｍ、起始滑切角 ３０°、刀轴

角速度 ４２ｒａｄ／ｓ、机具作业速度 ７２ｋｍ／ｈ条件下，无秸秆缠绕，振动强度为 １５９ｍ／ｓ２，当量功耗为 ４９ｋＷ，覆秸均匀

度为 ００７５。对比试验表明，优化后刀齿组合振动强度降低了 ４６５％，当量功耗降低了 ２９７％，工作过程中未出现

机具堵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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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ＢＭＦＪ系列原茬地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机采用
秸秆侧向抛出的方式，一次进地可有效完成原茬地

种床整备、精量播种、侧深施肥、覆土镇压、化控防除

和秸秆均匀覆盖等作业环节。播种作业时，原茬地

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机侧向清秸装置的主要作用是种

床整备和秸秆均匀覆盖，在其工作过程中高速旋转

的螺旋分布刀齿交变冲击，对秸秆、根茬及土垡进行

切削、输送和抛扔等作业
［１］
。侧向滑切清秸刀齿是

侧向清秸装置关键零部件，由于刀齿结构设计不合

理及交变冲击载荷作用，导致机具作业过程中存在

刀轴秸秆缠绕、整机振动加剧和功率消耗大等问题，

影响机具的舒适性、可靠性以及经济性，同时，制约

了作业质量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顿国强等
［２］
针对刀齿排布旋向，对清秸覆秸装

置作业性能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参数优化试验研究。

陈海涛等
［３］
对 ２ＢＭＦＪ系列免耕精量播种机清秸覆

秸装置刀齿排布和刀齿数量进行优化试验研究，得

到影响工作性能的最优参数组合。吴广伟等
［４］
应

用正交试验方法，以刀齿入土深度和机具作业速度

为试验因素，对 ２ＢＭＦＪ ３型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机
功耗与油耗特性进行优化试验。王汉羊等

［５］
以刀

齿排布、刀轴角速度、机具作业速度为试验因素，对

２ＢＭＦＪ ３型麦茬地免耕防堵装置土壤扰动量进行
了试验研究。分析可知，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工艺

参数组合试验，原侧向清秸刀齿为直齿与直径

２００ｍｍ圆弧齿组合，其对秸秆、根茬及土壤为打击
式接触，容易造成刀轴秸秆缠绕、整机振动加剧和功

率消耗增大，导致机具作业质量降低，甚至无法正常

工作。需设计一种能够实现滑切连带功能的侧向滑

切清秸刀齿，以实现秸秆的侧向移位和均匀抛撒，同

时防止秸秆缠绕及降低机具振动和功率消耗。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对刀齿

结构进行设计，确定影响机具作业性能的关键结构

与工作参数，应用正交试验优化设计方法，确定侧向

滑切清秸刀齿结构与工作参数最优组合。

１　结构与工作原理

１１　侧向清秸装置结构
装置主要由机架、传动装置、刀轴、挡秸板、地轮

等主要部件构成，如图１所示。主要技术参数为：作

业幅宽 １３００ｍｍ，刀轴间距 ６５０ｍｍ，刀齿间距
９０ｍｍ，刀齿入土深度５０ｍｍ。

图 １　侧向清秸装置结构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ｉ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ｗ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传动系统　２．机架　３．刀轴　４．挡秸板　５．地轮　６．刀齿
　
１２　工作原理

应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软件 Ｍｏｔｉｏｎ模块对装置工作
原理进行仿真，如图 ２所示。侧向清秸装置通过三
点悬挂与拖拉机纵向浮动连接，机组作业时由拖拉

图 ２　侧向清秸装置作业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ｉ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ｗ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机提供前进牵引力和刀轴旋转动力。刀轴旋转动

力由动力输出轴经装置传动系统减速增扭后获

得，同时，刀轴旋转面与机组前进方向垂直，刀轴

上固装的侧向滑切清秸刀齿与刀轴回转面呈 １５°
夹角，回转刀齿对播种带内的作物残茬进行切削、

输送、抛扔等作业，挡秸板对刀轴抛扔的秸秆、残

茬进行梳理后均匀覆盖在已耕地表面，完成清秸

覆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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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刀齿设计

２１　刀齿结构设计
刀齿结构如图 ３所示，包括刀轴、刀座、刀齿和

锁紧螺栓等部件。

图 ３　刀齿结构及关键参数

Ｆｉｇ．３　Ｓｉ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ｗ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ｂｌ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ｋｅｙｄｅｓｉｇ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１．刀轴　２．刀座　３．刀齿　４．刀刃　５．锁紧螺栓

　
刀齿旋转过程中与秸秆、根茬和土壤交变接触，

为了保证秸秆及根茬被侧向清除并不出现堵塞，对

秸秆抛出条件进行分析，如图４所示。

图 ４　秸秆受力及运动分析

Ｆｉｇ．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ｒａｗ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选取 ＸＯＹ坐标系为定坐标系，其原点位于刀轴
中心，不随刀轴旋转，ｘＯｙ动坐标系设置于刀齿侧
面，坐标原点与刀轴中心重合，随刀轴一起运动。秸

秆相对刀齿滑切面运动为相对运动，刀轴旋转为牵

连运动，通过秸秆受力分析可知，其被抛出的条件为

在刀齿曲面切线方向分力大于秸秆与齿面之间摩擦

力。秸秆抛出条件为

ｍｇｓｉｎ（α－δ）－Ｆｓｉｎδ－Ｎ＝０
Ｆｃｏｓδ＋ｍｇｃｏｓ（α－δ）－ｆ≥０

Ｆ＝ｍω２ρ
ｆ＝μ










Ｎ

（１）

式中　α———离心力与垂直方向夹角，ｒａｄ
ｍ———秸秆质量，ｋｇ

δ———离心力与刀齿曲面切线夹角，ｒａｄ
Ｆ———离心力，Ｎ
Ｎ———正压力，Ｎ
ｆ———摩擦力，Ｎ
ρ———滑切半径，ｍｍ
ω———刀轴角速度，ｒａｄ／ｓ
μ———摩擦因数

其中，秸秆离心力随着回转半径和刀齿脱离土

壤后角速度增加而增大，离心力与滑切面切线夹角

随回转半径增大而减小，回转半径与 ｘ轴夹角、滑切
面工作曲线形式及材料属性有关，由式（１）可得秸
秆被抛出的极限条件为

μｇｓｉｎ（α－δ）－ｇｃｏｓ（α－δ）
μω２ｓｉｎδ＋ω２ｃｏｓδ

≤ρ （２）

由图 ４可知，秸秆被抛出后处于均匀重力场中
运动，在不考虑风阻的条件下可得其抛扔运动轨迹

方程为

ｘ＝ｘ０＋ωρｔｃｏｓα

ｙ＝ｙ０＋ωρｔｓｉｎα－
ｇｔ２{ ２

（３）

式中　ｘ０———秸秆抛出时水平距离，ｍｍ
ｔ———秸秆抛出后在空中运动时间，ｓ
ｙ０———秸秆抛出时垂直距离，ｍｍ

由运动轨迹方程可得秸秆水平抛出距离为

ｓ＝ω
２ρ２ｓｉｎ（２α）
ｇ

（４）

由式（２）和式（４）可知，秸秆抛出条件与抛撒距
离与刀轴角速度、滑切半径、夹角 α等因素相关，根
据秸秆抛扔极限设计距离要求，代入式（２）和式（４）
得秸秆抛出时滑切半径大于２００ｍｍ，由于滑切半径
越小，秸秆与刀齿滑切面接触概率越高，可有效防止

刀轴秸秆缠绕，故初步设计刀齿具有滑切性能初始

半径为２００ｍｍ，根据秸秆留茬高度及秸秆覆盖量，
设计刀齿旋转半径 Ｒ为３７０ｍｍ。

侧向滑切清秸刀齿起到剖切玉米根茬、松土作

用，为后续清茬刀齿挖茬创造条件。对玉米根茬切

茬的效果可用垂直于机具前进方向平面内刀齿切茬

节距和切土横截面积表示。刀齿回转半径速度在机

具前进方向和刀轴旋转方向分速度为

ｖｘ＝Ｒωｓｉｎβ＋ｖｍ
ｖｙ＝Ｒωｃｏｓ{ β

（５）

式中　Ｒ———刀齿回转半径，ｍｍ
β———刀轴与回转平面前进方向夹角，ｒａｄ
ｖｍ———机具作业速度，ｍ／ｓ

由式（５）可得回转半径线速度与机具作业速度
方向夹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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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ａｒｃｔａｎ
Ｒωｓｉｎβ＋ｖｍ
Ｒωｃｏｓβ

（６）

由式（６）可得刀轴上圆周均布 ４排刀齿时单排
刀齿切茬节距为

Ｌ＝
１５ｖｍ
ω
ａｒｃｔａｎ

Ｒωｓｉｎβ＋ｖｍ
Ｒωｃｏｓβ

（７）

由式（７）可知，刀齿切茬节距与机具作业速度、
刀轴角速度、回转半径、刀轴与回转平面前进方向夹

角有关。刀轴纵向布置 ３排刀齿，通过前期试验可
知机具能够实现清秸功能，机具不堵塞时极限作业

速度为７２ｋｍ／ｈ，将已知条件代入式（７）中，可得切
茬节距为 ９５ｍｍ，小于玉米根茬茎秆平均直径
１２ｍｍ，可以实现对根茬剖切。

刀齿回转切土断面在作业方向投影为一椭圆

形，其面积为

Ｓ＝∫
２ＲＨ－Ｈ槡 ２

－ ２ＲＨ－Ｈ槡 ２

（Ｈ－Ｒ）ｃｏｓβ＋ （Ｒｃｏｓβ）２－２ｙ槡
２

ｃｏｓβ
ｄｙ

（８）
式中　Ｈ———刀齿入土深度，ｍｍ

由式（８）可知，刀齿回转切土面积与回转半径、
刀齿入土深度、刀轴与回转平面前进方向夹角等因

素有关，根据玉米根茬平均深度，设定刀齿入土深度

为５０ｍｍ，将已知条件代入式（８）中得切土面积为
４７０１ｍｍ２，满足对根茬实现横向剖切要求。

刀齿入土时在机具作业方向受力，出现弯曲变

形，为了减小刀齿变形量，保证机具正常作业，需满

足梁刚度条件

ｙｍａｘ＝
ｐＢＨ（Ｒ－Ｈ－ｈ）３

３ＥＩ０

θｍａｘ＝
ｐＢＨ（Ｒ－Ｈ－ｈ）２

２ＥＩ










０

（９）

式中　ｙｍａｘ———挠度极限值，ｍｍ

θｍａｘ———倾角极限值，ｒａｄ
ｐ———土壤坚实度，Ｐａ
Ｂ———刀齿侧向触土长度，ｍｍ
ｈ———刀座高度，ｍｍ
Ｅ———刀齿弹性模量，ＧＰａ
Ｉ０———刀齿转动惯量，ｋｇ·ｍ

２

在不影响刀齿正常作业条件下，通过增加刀齿

固定座长度和刀齿厚度可以有效提高刀齿结构刚

度。根据秸秆覆盖量统计及刀齿入土深度可得刀齿

结构固定座高度为 １５０ｍｍ，刀齿厚度 ｂ为 １０ｍｍ。
同时，刀齿分为 Ｅ区和 Ｆ区两部分，调质处理为
ＨＲＣ４３～４８和ＨＲＣ４９～５９，通过热处理工艺进一步
强化刀齿刚度和表面硬度。将设计参数代入式（９）
可得最大挠度为９２ｍｍ，最大倾角为００８ｒａｄ，变形

量满足工作要求。

对刀齿进行强度校核，刀齿采用６５Ｍｎ材料调质处
理，许用强度极限［σ］＝５７０ＭＰａ，将已知条件代入

σｍａｘ＝
３ｐＨ（Ｒ－Ｈ－ｈ）

ｂ２
（１０）

计算得刀齿弯曲受力最大强度 σｍａｘ为 ５１０ＭＰａ，满
足设计要求。

由图３可知，侧向滑切清秸刀齿楔角过大，刀齿
与土壤接触面积较大，入土阻力与冲击载荷增加，不

利于机具正常作业。通过分析，作用于刀齿曲面的

正压力和刀齿侧向摩擦力合力为

ＦＮ＝
(ｐｂＨ ２μｃｏｓγ２

＋ｓｉｎγ)２
ｓｉｎγ
２
＋μｃｏｓγ２

（１１）

式中　ＦＮ———旋转方向刀齿受力，Ｎ
γ———楔角，ｒａｄ

由式（１１）可知土壤坚实度、刀齿厚度、接触面
积和摩擦因数均为定值，所以刀齿在旋转方向上的

受力与楔角大小有关，根据强度设计要求，通过计算

得最佳楔角为０８ｒａｄ。
刀轴旋转过程中由于机收后秸秆松散置于田

间，刀轴与接触秸秆之间摩擦力会引起秸秆缠绕于

刀轴上，秸秆缠绕会导致机具工作质量及可靠性降

低
［６］
。可以通过增大刀轴直径和减小摩擦因数来

降低刀轴秸秆缠绕，设计刀轴间距为 ５００～７００ｍｍ
可调，适应不同垄作行距要求，由于侧向滑切清秸刀

齿设计回转半径为 ３７０ｍｍ，为避免刀齿与刀轴干
涉，如图１和图 ２所示，以刀轴最小间距 ５００ｍｍ为
极限设计尺寸，刀齿与刀轴保证 ３０ｍｍ安全距离，
可得刀轴直径 Ｄ最大为２００ｍｍ，并应用特氟龙喷涂
表面，降低摩擦因数。

２２　滑切面工作曲线设计
通过分析，在实现秸秆侧向输送功能前提下，滑

切能有效解决防止秸秆缠绕，降低整机振动强度，减

少机组作业功率消耗等问题。刀齿滑切面工作曲线

合理形状应满足
［７－９］

：刀齿滑切工作曲线绕刀轴回

转中心由近及远与物料接触；切削过程中滑切工作曲

线各点滑切角度逐渐增大，并且绝对值小于刀齿与秸

秆的摩擦角；刀齿接触土垡时刀齿进给量波动较小。

为便于分析，做如下假设：由于刀齿高速旋转过

程与秸秆接触时会出现能量损失，应用拉格朗日方

程将受力转化为能量关系，可假设秸秆与刀齿工作

面之间做非弹性碰撞；由于刀齿厚度为 １０ｍｍ并有
０８ｒａｄ楔角，忽略空气流动对其产生影响，只对刀
齿工作曲线进行抽象研究；将研究的秸秆假设为一

个质量为 ｍ微小粒子。秸秆运动分析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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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运动学分析，选取滑切半径 ρ和相对转角 φ
为广义坐标系，刀齿接触物料处为势能零点，势能和

动能广义坐标表达式为

Ｅｐ＝ｍｇρ（ｓｉｎ（φ＋ωｔ）－ｓｉｎφ０）

ρ｜ｔ＝０＝ρ０
φ｜ｔ＝０＝φ０
Ｅｐ｜ｔ＝０













＝０

（１２）

Ｅｋ＝
１
２
ｍｖ２＋１

２
Ｉω２ｊ

ρ·｜ｔ＝０＝０

φ·｜ｔ＝０＝０

Ｅｋ｜ｔ＝０













＝０

（１３）

其中 ｖ２＝ｖ２ｎ＋ｖ
２
τ

ｖｎ＝ρ
· ＋ｖｍｃｏｓβｓｉｎ（φ＋ωｔ）

ｖτ＝ρω－ｖｍｃｏｓβｃｏｓ（φ＋ωｔ）

ωｊ＝
Ｒ＋ｒ
ｒ
（φ· ＋ω）

Ｉ＝１
２
ｍｒ















 ２

式中　Ｅｐ———系统广义坐标势能，Ｊ
φ———相对转角，ｒａｄ
φ０———初始相对转角
ρ０———初始半径，ｍｍ
Ｅｋ———系统广义坐标动能，Ｊ
ｖ———绝对速度，ｍ／ｓ
ｖｎ———径向速度，ｍ／ｓ
ｖτ———切向速度，ｍ／ｓ
ωｊ———秸秆转动角速度，ｒａｄ／ｓ
ｒ———秸秆半径，ｍｍ
Ｉ———转动惯量，ｋｇ·ｍ２

拉格朗日函数 Ｌ表征秸秆随着刀轴转动过程中
约束、运动状态和相互作用。选用广义坐标、广义速

度后，Ｌ被完全确定为势力系的运动。滑切半径 ρ
和相对转角φ作为广义坐标系中建立２自由度的拉
格朗日函数。

由式（１２）、（１３）可得拉格朗日函数为

Ｌ＝１
２
ｍρ·２－ｍａρ·ｓｉｎ（φ＋ωｔ）＋１２

ｍω２ρ２－

　　ｍｂ０ρｃｏｓ（φ＋ωｔ）－
１
４
ｍ（ρ＋ｒ）（φ· ＋ω）２＋１２

ｍａ２

Ｌ｜ｔ＝０













＝０

（１４）
其中 ａ＝ｖｍｃｏｓβ

ｂ０＝
ωｖｍｃｏｓβ{ ｇ

（１５）

对式（１４）进行拉格朗日广义动量微分

Ｌ
ρ
＝ｍω２ρ－ｍｂ０ｃｏｓ（φ＋ωｔ）－

１
４
ｍ（φ· ＋ω）２

Ｌ
φ
＝ｍａρ·ｃｏｓ（φ＋ωｔ）＋ｍｂ０ρｓｉｎ（φ＋ωｔ{ ）

（１６）
ｄ
ｄ (ｔ Ｌρ)·

＝ｍρ··－ｍａｃｏｓ（φ＋ωｔ）φ·

ｄ
ｄ (ｔ Ｌφ)·

＝－１
２
ｍ（φ··＋ω）（ρ· ＋ｒ









 ）

（１７）

将式（１６）、（１７）整理得拉格朗日方程组
ｍρ··－ｍａφ·ｃｏｓ（φ＋ωｔ）＋ｍω２ρ－

　　ｍｂ０ｃｏｓ（φ＋ωｔ）－
１
４
ｍ（φ· ＋ω）２＝０

－１
２
ｍρ·（φ··＋ω）－１２

ｍｒ（φ··＋ω）－

　　ｍａρ·ｃｏｓ（φ＋ωｔ）－ｍｂ０ρｓｉｎ（φ＋ωｔ）















＝０

（１８）
当 ｔ＝０时，对式（１８）分别积分得

ρ··－ρ０－ｂ０ｃｏｓφ０－
１
４
ｍω２＝０

１
２
ｒφ··＋ｒω－ｂ０ρ０ｓｉｎφ０{ ＝０

（１９）

对式（１９）合并求解得

ρ··＝
ｂ０ｒ
２ρ０
φ··＋
ｂ０ｒ
２ρ０
ω＋ρ０＋

１
４ω

２
（２０）

对式（２０）积分整理得
ρ＝κφ＋Ｃ （２１）

其中
κ＝
ｂ０ｒ
２ρ０

Ｃ＝ρ０－
ｂ０ｒ
２ρ０
φ










０

（２２）

式（２１）说明滑切面曲线为一段阿基米德螺旋
线。对其求导可以发现刀齿径向进给速度为定值，

并且大于零，这样可以减小刀齿切土过程冲击载荷

对机具振动影响，并保证秸秆物料能够沿刀齿曲面

向外滑出，避免了其向刀齿转轴处移动导致秸秆缠绕。

由式（２２）可知，不同 κ和 Ｃ值组合会得到不同的
滑切面曲线，为了秸秆能够沿着滑切曲面向外运动，还

必须保证滑切曲线上任意一点到转轴的径矢方向与秸

秆质点相对滑切面切线方向夹角（即滑切角），大于秸

秆与刀齿的摩擦角
［１０］
。图５所示为 κ等于６、初始半

径为２００ｍｍ、起始滑切角为３０°的刀齿滑切面曲线。通
过上述分析，选取初始半径、起始滑切角、刀轴角速度

和机具作业速度为影响因素进行试验研究。

３　试验

３１　试验条件
试验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２２日在哈尔滨市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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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刀齿滑切面设计曲线

Ｆｉｇ．５　Ｄｅｓｉｇ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ｌｉｄｉｎｇｃｕｔｔ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ｂｌａｄｅ
　
农业大学向阳试验基地实施，试验地块为机收后玉米

原茬地，如图６所示。土壤平均硬度２０３ｋｇ／ｃｍ２，土壤
平均湿度３０７％，秸秆平均覆盖量１２８ｋｇ／ｍ２，秸秆平
均留茬高度２７３ｍｍ，主根系平均深度６５ｍｍ，清秸刀齿
入土深度５０ｍｍ。

图 ６　田间试验环境

Ｆｉｇ．６　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
　
３２　仪器与设备

试验装置及仪器设备连接如图７所示。仪器设
备包括：纽荷兰 １１０４型拖拉机、２ＢＭＦＪ ＢＬ５型侧
向清秸装置、ＪＭ５９３７Ａ型动态信号测试系统、ＪＮＮＴ
０型应变式扭矩传感器、ＳＦＺ００１型应变式拉力传感
器、ＹＮ１２ ２Ｐ型齿轮传感器、Ａ００５型压电晶体加速
度传感器、ＪＭ３８２３型适调器、ＳＺ ３型土壤硬度计、
ＳＵ ＬＢ型土壤水分测定仪、艾德堡数字电子数显
推拉力计、数码摄像机、米尺等。

３３　试验方案
采用 四 因 素 三 水 平 正 交 试 验 方 法，应 用

图 ７　试验装置与仪器设备连接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１．应变式拉力传感器装置　２．齿轮式传感器　３．应变式扭矩传

感器　４．ＪＭ５９３７Ａ型数据采集仪　５．上位机
　

Ｌ２７（３
１３
）正交表设计试验，以初始半径 ρ０、起始滑切

角 τ０、作业速度 ｖｍ、刀轴角速度 ω为试验因素，秸秆
缠绕度 ｙ１、机具振动强度 ｙ２、当量功耗 ｙ３、覆秸均匀
度 ｙ４为评价指标，每组试验重复 ３次，共实施 ２７组
试验，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６０１０软件对试验数据处
理分析

［１１］
。试验刀齿如图８所示。

图 ８　试验刀齿

Ｆｉｇ．８　Ｔｅｓｔｂｌａｄｅ
　

试验因素水平如表 ２所示，试验方案如表 ３所
示。

表 ２　试验因素水平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

水平

因素

初始半径

ρ０／ｍｍ

起始滑切角

τ０／（°）

作业速度 ｖｍ／

（ｋｍ·ｈ－１）

刀轴角速度

ω／（ｒａｄ·ｓ－１）

１ １５０ ２０ ３６ ４２０

２ ２００ ３０ ５４ ５２５

３ ２５０ ４０ ７２ ６３０

　　各评价指标测量方法如下：
（１）秸秆缠绕度
作业过程中刀齿对秸秆进行侧向移位同时秸秆

沿着刀齿表面向刀轴处移动，造成秸秆缠绕刀轴，秸

秆缠绕严重将导致刀轴损坏和功耗增加。所以，本

文设定秸秆不缠绕刀轴或缠绕刀轴但不影响机具正

常作业定性为秸秆不缠绕，取值为 ０；若秸秆缠绕影
响机具正常作业（包括：可靠性降低、部件结构破

坏、油耗增加等）定性为秸秆缠绕，取值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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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试验方案与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ｌａｙｏｕｔ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号
初始半径 ρ０／

ｍｍ

起始滑切角

τ０／（°）

作业速度 ｖｍ／

（ｋｍ·ｈ－１）

刀轴角速度

ω／（ｒａｄ·ｓ－１）
秸秆缠绕度

振动强度／

（ｍ·ｓ－２）

当量功耗／

ｋＷ
覆秸均匀度

１ １５０ ２０ ３６ ４２０ ０ １２２ ３６ ００７４

２ １５０ ２０ ５４ ５２５ １ １９７ ５８ ００４５

３ １５０ ２０ ７２ ６３０ １ ３５９ ６４ ００８６

４ １５０ ３０ ３６ ５２５ １ １１０ ３０ ００６３

５ １５０ ３０ ５４ ６３０ ０ １５０ ４２ ００５１

６ １５０ ３０ ７２ ４２０ １ １８２ ５６ ００９１

７ １５０ ４０ ３６ ６３０ ０ １０１ ３１ ００７０

８ １５０ ４０ ５４ ４２０ ０ １３４ ３８ ００６７

９ １５０ ４０ ７２ ５２５ ０ １７８ ５１ ００８１

１０ ２００ ２０ ３６ ５２５ ０ １８９ ５１ ００６２

１１ ２００ ２０ ５４ ６３０ ０ ２５２ ６８ ００５３

１２ ２００ ２０ ７２ ４２０ １ １６４ ５６ ００９４

１３ ２００ ３０ ３６ ６３０ ０ １２０ ４５ ００６７

１４ ２００ ３０ ５４ ４２０ ０ １３４ ４３ ００５８

１５ ２００ ３０ ７２ ５２５ ０ １５０ ５４ ００８０

１６ ２００ ４０ ３６ ４２０ ０ １０１ ３６ ００７５

１７ ２００ ４０ ５４ ５２５ ０ １５１ ４１ ００５０

１８ ２００ ４０ ７２ ６３０ ０ ２１１ ３２ ００８７

１９ ２５０ ２０ ３６ ６３０ ０ １２０ ６２ ００６８

２０ ２５０ ２０ ５４ ４２０ ０ １３４ ４３ ００５５

２１ ２５０ ２０ ７２ ５２５ １ ２２８ ７２ ００７８

２２ ２５０ ３０ ３６ ４２０ ０ １０１ ３５ ００７３

２３ ２５０ ３０ ５４ ５２５ ０ １２０ ３８ ００４９

２４ ２５０ ３０ ７２ ６３０ ０ ２１０ ６５ ００８５

２５ ２５０ ４０ ３６ ５２５ ０ １０２ ３２ ００６３

２６ ２５０ ４０ ５４ ６３０ ０ １７０ ５８ ００５３

２７ ２５０ ４０ ７２ ４２０ ０ １２０ ５９ ００９３

　　（２）振动强度

如图 ７所示，在侧向清秸装置机架后主梁与地

轮连接位置下方轴承处分别测定机具工作过程中垂

直方向加速度，测定结果取平均值
［１２－１７］

。

（３）当量功耗

通过数据采集设备记录每个处理实施时动力输

出轴平均扭矩、上下牵引点行进方 向 平 均 拉

力
［１８－２２］

，当量功耗计算式为

Ｐ＝
Ｍｎ＋Ｆｖｍ
２

（２３）

式中　Ｍ———被测平均扭矩，Ｎ·ｍ

Ｆ———上下悬挂行进方向拉力之和，Ｎ

ｎ———动力输出轴平均转速，ｒ／ｍｉｎ

ｖｍ———机具作业平均速度，ｍ／ｓ

（４）覆秸均匀度

侧向清秸装置能够在机具回程过程中完成对已

播地秸秆覆盖功能，若秸秆覆盖不均匀，秸秆覆盖量

较大将导致出苗难，出弱苗。秸秆覆盖量较小不利

于蓄水保墒，难以防止风蚀水蚀。所以，本文采用秸

秆覆盖质量方差评价机具作业后地表秸秆覆盖均匀

度。机具作业后，在秸秆覆盖范围内选取有代表性

的１０个点，测量每点单位面积覆盖秸秆的质量 ｍｉ
（不包括根茬质量，后续在清茬刀齿研究中重点阐

述），可得覆秸均匀度计算式为

λ＝
∑
１０

ｉ＝１
（ｍｉ－ｍ）

２

１０ｍ２
（２４）

其中 ｍ＝
∑
１０

ｉ＝１
ｍｉ

１０
式中　λ———覆秸均匀度

ｍ———１０个被测点秸秆质量总和平均值，ｋｇ
规定覆秸均匀度小于０１为合格。
３４　结果与分析

试验如图９所示，试验结果如表３所示，方差分
析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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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试验过程及效果

Ｆｉｇ．９　Ｔｅ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
　

表 ４　方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ＡＮＯＶＡ

评价指标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 显著性

模型 ３５６ １２ ０３０ ３７３ ００１０８ 

ρ０ ０６７ ２ ０３３ ４２０ ００３７３ 

τ０ ０８９ ２ ０４４ ５６０ ００１６３ 

秸秆缠绕度
ｖｍ ０６７ ２ ０３３ ４２０ ００３７３ 

ω ０２２ ２ ０１１ １４０ ０２７９１

τ０ｖｍ １１１ ４ ０２８ ３５０ ００３５２ 

误差 １１１ １４ ００８

总和 ４６７ ２６

模型 ６５１３３８５ ８ ８１４１７３ ６５９ ００００５ 

ρ０ ３０９６０７ ２ １５４８０４ １２５ ０３０９５

τ０ １７９７１６３ ２ ８９８５８１ ７２７ ０００４８ 

振动强度　 ｖｍ ３００９８９６ ２ １５０４９４８ １２１８ ００００５ 

ω １３９６７１９ ２ ６９８３５９ ５６５ ００１２５ 

误差 ２２２４６４４ １８ １２３５９１

总和 ８７３８０３ ２６

模型 ２７３５ ８ ３４２ ４４５ ０００４１ 

ρ０ １９８ ２ ０９９ １２９ ０３０００

τ０ １０３３ ２ ５１７ ６７２ ０００６６ 

当量功耗　 ｖｍ １２５５ ２ ６２７ ８１６ ０００３０ 

ω ２４９ ２ １２５ １６２ ０２２５１

误差 １３８３ １８ ０７７

总和 ４１１９ ２６

模型 ５５２×１０－３ ８ ６９１×１０－４ １７３１５ ＜００００１ 

ρ０ ７６３×１０－６ ２ ３８２×１０－６ ０９６ ０４０２９

τ０ ３９４×１０－５ ２ １９７×１０－５ ４９４ ００１９５ 

覆秸均匀度 ｖｍ ４８２×１０－３ ２ ２４１×１０－３ ６０３６８ ＜００００１ 

ω ６６２×１０－４ ２ ３３１×１０－４ ８３０４ ＜００００１ 

误差 ７１８×１０－５ １８ ３９９×１０－６

总和 ５６０×１０－３ ２６

　　注：表示极显著（Ｐ＜００１），表示显著（００１≤Ｐ≤００５）。

　　由表４可知，对于秸秆缠绕度，因素初始半径、
起始滑切角和作业速度对试验结果有显著影响，交

互作用 τ０ｖｍ对试验结果有显著影响，影响顺序由大
到小为：起始滑切角、初始半径、作业速度、刀轴角速

度；对于振动强度，因素起始滑切角和作业速度对试

验结果有极显著影响，因素刀轴角速度对试验结果

有显著影响，影响顺序由大到小为：作业速度、起始

滑切角、刀轴角速度、初始半径；对于当量功耗，因素

起始滑切角和作业速度对试验结果有极显著影响，

影响顺序由大到小为：作业速度、起始滑切角、刀轴

角速度、初始半径。对于覆秸均匀度，因素作业速度

和刀轴角速度对试验结果有极显著影响，起始滑切

角对试验结果有显著影响，影响顺序由大到小为：作

业速度、刀轴角速度、起始滑切角、初始半径。

３４１　各因素对秸秆缠绕影响分析
为探究各影响因素与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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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机具作业效率和降低功率的消耗为原则，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中 ＴａｇｕｃｈｉＯＡ正交试验设计方
法，分析各主要显著性因素对评价指标的影响。

由图 １０ａ可知，当初始半径由 １５０ｍｍ增加到
２００ｍｍ时，秸秆缠绕度降低，这主要是由于较小的
初始半径提高了滑切面与秸秆接触概率，实现了较

好滑切功能，但降低了抛扔效果，阻止秸秆有效侧向

移出，导致秸秆缠绕度升高。起始滑切角与作业速

图 １０　因素对性能指标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ｅｓ

度交互作用对秸秆是否缠绕具有显著影响，机具在

中、高速作业时随着起始滑切角的增加秸秆缠绕度

降低，主要是由于滑切角越大滑切性能越好，有效防

止秸秆缠绕，在低速作业时随着起始滑切角增加秸

秆缠绕度先升高后降低。随着刀轴角速度升高，出

现秸秆缠绕，但刀轴角速度增大到一定程度秸秆缠

绕现象消失，主要是由于秸秆被侧向移出的时间远

小于秸秆滑移至刀轴的缠绕时间，高速旋转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防止秸秆缠绕。

３４２　各因素对振动强度影响分析
由图１０ｂ可知，当起始滑切角增大时，根据刀齿

滑切面工作曲线的导数可知，刀齿的进给量是定值

减小，入土比较均匀，降低刀齿单位时间切土量不等

导致的整机振动，并且起始滑切角的增大刀齿单位

时间切土进给量减小，冲击减小，振动强度降低。当

作业速度和刀轴角速度增加时，装置振动强度显著

增大。这是因为随着刀轴角速度增加，刀齿对土壤

冲击载荷增大，振动强度升高，同时，当作业速度加

快时，刀齿在机具前进方向接触土壤的时间增加，加

大了刀齿的纵向变形量，导致整机振动强度升高。

３４３　各因素对当量功耗影响分析
由图１０ｃ可知，当起始滑切角增大时，刀齿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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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及根茬的滑切效果增加，冲击载荷降低，功率消耗

降低。当作业速度增大时，刀齿与土壤在作业方向

接触距离增加，对装置纵向阻力升高，牵引功耗增

加。刀轴角速度提高，单位时间内做功次数增加，功

耗升高。

３４４　各因素对覆秸均匀度影响分析
本次试验研究将挡秸板角度设置为原有刀齿机

型覆秸均匀度最优值 ６０°，由图 １０ｄ可知，覆秸均匀
度均在允许范围内，随着机具作业速度和刀轴角速

度增加覆秸均匀度先减小后增大，这主要是由于机

具以５４ｋｍ／ｈ作业速度工作时，刀轴与回转平面前
进方向夹角导致刀轴抛撒秸秆的初始速度大致与机

具前进方向垂直，提高了抛撒效果。

３５　优化结果
由试验结果分析，在保证机组不发生堵塞的前

提下，以提高作业效率、防止秸秆缠绕、降低振动强

度和功耗为原则，运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６０１０软件进
行优化，得出侧向清秸装置刀齿结构与工作参数最

优组合结果如表５所示。
３６　结果验证

按照最佳参数组合进行田间验证试验，试验重

复５次取平均值，结果如表６所示。由表６可知，最
优参数组合下，各指标值与优化结果相吻合，优化结

果可信。

表 ５　优化结果

Ｔａｂ．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项目
ρ０／

ｍｍ

τ０／

（°）

ｖｍ／

（ｋｍ·ｈ－１）

ω／

（ｒａｄ·ｓ－１）
秸秆缠绕度

振动强度／

（ｍ·ｓ－２）

当量功耗／

ｋＷ
覆秸均匀度

优化组合１ ２００ ３０ ７２ ４２ ０ １５９ ４９ ００７５

优化组合２ １５０ ２０ ７２ ４２ ０ １６５ ４４ ００８１

表 ６　验证结果

Ｔａｂ．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项目
ρ０／

ｍｍ

τ０／

（°）

ｖｍ／

（ｋｍ·ｈ－１）

ω／

（ｒａｄ·ｓ－１）
秸秆缠绕度

振动强度／

（ｍ·ｓ－２）

当量功耗／

ｋＷ
覆秸均匀度

优化组合１ ２００ ３０ ７２ ４２ ０ １４７ ４５ ００７１

优化组合２ １５０ ２０ ７２ ４２ ０ １６０ ４１ ００７５

３７　对比试验

将优化后刀齿与侧向清秸装置上直刀齿与圆弧

刀齿组合进行工作性能对比试验，如图１１所示。

图 １１　对比试验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ｅｓｔ
　

由图１１可知，现有直刀齿和圆弧刀齿组合在高
速作业条件下刀轴根部秸秆缠绕严重，直刀齿处刀

轴抱死，并且对清秸效果造成影响。测量振动强度

与当量功耗，结果如表７所示。
由表７可知，３种组合覆秸均匀度均达到设计

要求，优化后的两种结构刀齿较现有刀齿组合振动

强度降低４６５％和４１８％，功耗分别降低２９７％和
３５９％，并且整个作业过程中未出现秸秆缠绕，刀齿
设计及优化结果满足作业要求。

表 ７　对比试验结果

Ｔａｂ．７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项目
秸秆

缠绕度

振动强度／

（ｍ·ｓ－２）

当量功耗／

ｋＷ

覆秸

均匀度

优化组合１ ０ １４７ ４５ ００７９

优化组合２ ０ １６０ ４１ ００８２

直刀和圆弧刀组合 １ ２７５ ６４ ００９７

　　由于侧向清秸装置与播种装置固装同时作业，
振动强度对排种性能影响较大，为了提高播种粒距

均匀性，选取优化组合 １，即初始半径为 ２００ｍｍ、起
始滑切角 ３０°、作业速度 ７２ｋｍ／ｈ和刀轴角速度
４２ｒａｄ／ｓ作为侧向滑切清秸刀齿结构与工作性能最
优参数组合。

４　结论

（１）设计了一种原茬地免耕播种机种床整备装

置用侧向滑切清秸刀齿，并确定了影响其工作性能

的关键结构参数。

（２）对于秸秆缠绕度，影响顺序由大到小为：起
始滑切角、初始半径、作业速度、刀轴角速度；对于振

动强度，影响顺序由大到小为：作业速度、起始滑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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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刀轴角速度、初始半径；对于当量功耗，影响顺序

由大到小为：作业速度、起始滑切角、刀轴角速度、初

始半径；对于覆秸均匀度，影响顺序由大到小为：作

业速度、刀轴角速度、起始滑切角、初始半径。

（３）在刀齿初始半径 ２００ｍｍ、起始滑切角 ３０°、

刀轴角速度４２ｒａｄ／ｓ、机具作业速度 ７２ｋｍ／ｈ条件
下，无秸秆缠绕，振动强度为 １５９ｍ／ｓ，当量功耗为
４９ｋＷ，覆秸均匀度为００７５。对比试验表明，优化
后刀齿组合振动强度降低了 ４６５％，当量功耗降低
了２９７％，并且工作过程中未出现机具堵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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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王海梅，李政海，韩国栋，等．锡林郭勒盟气候干燥度的时空变化规律［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２３）：６５３８－６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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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ａｎ，ＷＡＮＧＸｕ，ＺＨＥＮＹ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ｒｅａｏｆ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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