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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转速现场标定的玉米精密排种器电驱控制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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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有玉米精密电驱排种控制系统无法快速适应多类型排种器排种控制的问题，在玉米 ＣＡＮ总线电动排

种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对玉米排种器排种驱动进行现场标定的电驱控制系统。系统在排种驱动电动机控制信号

与排种盘转速之间的对应关系中，采用分段线性插值的方法现场获取排种器驱动曲线，实现排种盘转速标定与控

制。以国产气吸式玉米精密排种器和指夹式玉米精密排种器为试验对象，在模拟车速下，对系统排种盘转速现场

标定的控制准确性进行试验。电驱气吸式排种器排种盘转速控制性能试验中，株距设定为 ２５ｃｍ，车速设定为 ３～

１２ｋｍ／ｈ（间隔 ３ｋｍ／ｈ），结果表明，系统调节时间最长为 ０８０ｓ，稳态误差最大为 ０８１ｒ／ｍｉｎ，控制精度最低为

９７４２％。电驱指夹式排种器排种盘转速控制性能试验中，株距分别设定为 ２０、２５、３２ｃｍ，车速设定为 ４～９ｋｍ／ｈ

（间隔 １ｋｍ／ｈ），结果表明，总体排种盘转速平均调节时间为 １０９ｓ，标准差为 ０２６ｓ；总体平均稳态误差为

０３８ｒ／ｍｉｎ，标准差为 ０２３ｒ／ｍｉｎ；总体平均控制精度为 ９８３０％，标准差为 １０１％。与分段 ＰＩＤ排种转速控制系统

控制性能进行对比得出，支持转速现场标定的系统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平均调节时间减少 ０５１ｓ，平均稳态误差增

大 ０１６ｒ／ｍｉｎ，平均控制精度降低 ０６３个百分点。选用指夹式排种器，进行了播种均匀性田间试验，株距为 ２０ｃｍ，

车速范围为 ４～７ｋｍ／ｈ（间隔 １ｋｍ／ｈ），结果表明，播种合格指数大于等于 ８４２６％，变异系数小于等于 １８２９％，说

明系统能够完成对玉米精密排种器排种转速控制曲线的高控制精度现场标定，能够精准控制电驱排种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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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保证玉米播种均匀性对玉米根系发展，获取水

分、养分和光照具有积极作用，是提高玉米产量的重

要方法
［１－３］

。播种作业过程中，播种机具行距多为

固定值，根据播量、车速进行调整，播种均匀性主要

通过改变排种速率来实现。在玉米免耕精密播种高

产要求的背景下，对播种提出了向播种量更大、播种

均匀性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新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主要采取提高精密排种器性能和改进排种驱动

模式两种方法。在提高排种器性能方面，研究者对

现有排种器的关键结构参数进行了研究
［４－５］

，利用

软件仿真的方式研制新型排种器
［６－７］

，设计新型排

种器进行试验验证
［８－９］

，对高速下玉米精密排种器

的排种性能进行研究
［１０－１１］

。高速精密排种器在保

证播种质量的同时提高播种速度，具有增大播种效

率的优势，但目前多处于试验阶段，受排种器加工流

程、工作稳定性、可靠性等因素影响，商品化大规模

推广仍需数据支撑，因此国内农机企业开始对现有

商品化精密排种器进行驱动方式升级，优先保证精

密播种机的播种均匀性。在改进排种驱动方式方

面，研究者对电驱排种试验系统进行研究，证明在实

验室环境下电驱排种能够提高播种均匀性
［１２］
，采用

ＰＩＤ控制方法对电动机驱动玉米精密排种进行了田
间验证

［１３－１５］
，并逐渐优化排种转速控制策略

［１６－１７］
，

电动机驱动排种技术因排种播量易控、播种均匀性

好的特点，将逐渐取代传统玉米精密播种机中地轮

传动的方式
［１８］
。不同播种机排种器的排种驱动电

动机多样，给播种电驱动系统的排种盘转速精确控

制带来困难。目前国内播种系统多针对专一类型排

种器，而国外农机企业的电驱动系统集成度高，不适

应国内农机企业对玉米电驱动应用系统的要求，国

内玉米精密播种机进行电动机驱动升级的难点主要

体现在排种盘转速控制系统与排种器的融合程度

上。播种机目前多为多行单体式布置，电驱动排种

系统的现场通信对保证工作可靠性至关重要。一些

利用 ＣＡＮ总线通信技术研制了播种机监测系统，但
通信协议缺乏标准化

［１９］
。一些遵循标准化的 ＣＡＮ

总线通信技术在拖拉机导航系统
［２０］
、玉米播深监控

系统
［２１］
、玉米收获系统

［２２］
、玉米电驱系统

［２３］
等方面

进行研究，农业装备的 ＣＡＮ总线通信模式成为目前
农业装备的主要现场通信模式

［２４］
，但国内精密播种

装备的 ＣＡＮ总线通信发展仍相对滞后。
为解决上述问题，在 ＣＡＮ总线通信的基础上，

本文设计一种能够对排种盘转速快速标定的电驱动

播种控制系统。以国产气吸式玉米排种器和指夹式

玉米排种器为试验对象，对电驱排种转速现场标定

方法进行研究，设计试验，对电驱玉米精密排种器进

行现场快速排种盘转速标定，并对系统性能进行验

证，通过 ＣＡＮ总线进行信息传输，增加电驱排种系
统的适应性，为地轮传动玉米精密播种机进行电动

机驱动排种升级提供参考。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平台
选用国产指夹式玉米精密排种器，设计了玉米

总线电驱动播种试验样机，如图 １所示。系统主要
由人机交互设备、排种驱动 ＥＣＵ和排种监测 ＥＣＵ
３部分构成。人机交互设备选用 ＰＰＣ ＧＳ１０５１Ｔ
ＪＫ４型车载计算机，运行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系统，用于现场
播种控制、播种状态监测、排种驱动曲线标定等人机

交互平台。排种驱动 ＥＣＵ选用 ＴＴＣ３２型车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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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用于监测排种驱动电动机转速、控制排种驱动器

排 种。 指 夹 式 排 种 器 的 排 种 驱 动 器 选 用

ＡＱＭＤ３６２０ＮＳ型有刷直流电动机驱动器，最大输出
功率２４０Ｗ（ＤＣ１２Ｖ时），适合标识额定功率 ９５Ｗ
及以下或标识额定电流 １６Ａ以下电动机长时间满
额工作。指夹式排种器排种驱动电动机选用 ８０Ｗ
有刷直流电动机，最大转速 ６０ｒ／ｍｉｎ，转速反馈编码
器选用Ｋ３８ ０８ ０６００ Ｂ Ｍ Ｔ ５２６电压输出型
编码器。

图 １　试验样机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１．车载计算机　２．指夹排种器　３．排种监测传感器　４．排种驱

动器　５．测速码盘　６．排种监测 ＥＣＵ　７．排种驱动 ＥＣＵ　８．排

种驱动电动机

　

车速探测采用地轮测速，测速码盘分辨率为

４８Ｐ／ｒ。排种监测 ＥＣＵ基于 ＳＴＭ３２Ｆ１０５ＲＢＴ６型微
控制器设计，用于接收排种监测传感器的信号进行

排种质量监测，转换为总线信号传送。总线通信设

计在文献［２３］已有详细描述，本文不再描述。试验
时，车载计算机运行上位机软件，对系统进行播量、

行距和排种标定等参数设置，利用 ＣＡＮ分析仪记录
系统在不同车速下对指夹式排种器的田间车速、排

种数据，记录玉米出苗后的株距变化，对系统田间播

种均匀性能进行评价。

１２　软件界面设计
使用 Ｃ＋＋语言 ＭＦＣ功能库设计了车载计算

机的上位机界面，如图２所示。主要包括排种标定、
工作两种模式。处于工作模式时，系统进行电动机

驱动排种车速随动作业，实时监测排种粒数、排种盘

转速、株距、车速、播种质量等状态，出现故障的播种

单体通过颜色变化显示在界面上，提醒用户进行排

除。选择标定模式时，系统拟合排种驱动曲线，获得

不同种类和工况下排种器排种控制曲线。排种标定

界面如图３所示，通过密码验证（图 ３ａ）进入参数设
置（图３ｂ），由于本系统中电动机驱动器的驱动信号
选择０～３３Ｖ的单端模拟电压信号，确定单端模拟
电压与排种盘转速对应驱动曲线即能够完成排种曲

线标定。参数设置界面包括模拟电压初值 Ｖｉ、模拟
电压峰值 Ｖｐ和转换系数 Ｋｖ。电动机受排种盘转动
启动所需扭矩的影响，当电动机输出扭矩大于排种

盘转动所需扭矩时，排种盘才能稳定转动，模拟电压

初值设置的目的是设置排种最低稳定转速时的模拟

电压驱动值。在０～３３Ｖ的模拟电压驱动信号范
围内，受到电动机功率和排种器类型的影响，电动机

转速与模拟电压驱动信号并不是始终呈现正相关

性，在电动机驱动器到达一定数值后，功率继续增

大，电动机驱动转速并不会继续增加，将该最高模拟

电压值设置为模拟电压峰值。转换系数为排种驱动

电动机转速反馈频率（单位为 Ｈｚ）除以排种盘实际
转速（单位为 ｒ／ｍｉｎ）所得的倍数。

图 ２　系统主界面

Ｆｉｇ．２　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图 ３　排种盘转速标定界面

Ｆｉｇ．３　Ｓｅｅｄｐｌａｔｅｒｏｔａｔｅｓｐｅｅ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开始标定时，上位机通过总线向排种驱动 ＥＣＵ

发送包含开始标定和该 ３个参数数值的报文，等待
标定完成（图 ３ｃ），排种驱动 ＥＣＵ根据设置的模拟
电压范围划分为１１个区间依次进行输出，标定程序
流程见１３节。排种标定完成，排种驱动 ＥＣＵ将系
统标定结果上传并显示至标定完成界面（图３ｄ）。

１３　分段线性插值排种盘转速标定程序设计

分段线性插值排种盘转速标定方法如图 ４所
示。Ｎ′为目标转速，Ｖ′为对应电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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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分段线性插值排种盘转速标定方法

Ｆｉｇ．４　Ｓｅｅｄｐｌａｔｅｒｏｔａｔｅｓｐｅｅ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ｙ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根据排种驱动模拟电压的设置范围，令 Ｖｐ＝

Ｖ１０，Ｖｉ＝Ｖ０，根据等差数列求出公差

ｄ＝
Ｖ１０－Ｖ０
１０

（１）

根据式（１），获得驱动模拟电压 Ｖ１为
Ｖ１＝Ｖ０＋ｄ （２）

由式（２）获得 Ｖ１，按照等差数列求值的方式依
次求出 Ｖ２，Ｖ３，…，Ｖ１０对应输出，同时，获取各个驱动
模拟电压对应的排种盘转速 Ｎ１，Ｎ２，…，Ｎ１０。以排
种盘转速为横坐标，驱动模拟电压为纵坐标，得到

１０个点的坐标，以该１０个坐标点作为分界点，分为
１１段线性区域，区域划分为

Ｎ′≤Ｎ１　Ｖ′＝Ｖ１
Ｎ１＜Ｎ′≤Ｎ２　Ｖ′＝ｋ１Ｎ′＋ｂ１
Ｎ２＜Ｎ′≤Ｎ３　Ｖ′＝ｋ２Ｎ′＋ｂ２
　　
Ｎ９＜Ｎ′≤Ｎ１０　Ｖ′＝ｋ９Ｎ′＋ｂ９
Ｎ′＞Ｎ１０　Ｖ′＝Ｖ















１０

（３）

其中 ｋｎ＝
Ｖｎ＋１－Ｖｎ
Ｎｎ＋１－Ｎｎ

　（ｎ＝１，２，…，９） （４）

ｂｎ＝
Ｎｎ＋１Ｖｎ－ＮｎＶｎ＋１
Ｎｎ＋１－Ｎｎ

　（ｎ＝１，２，…，９） （５）

系统获得目标转速 Ｎ′进行输出时，根据式（３）
对 Ｎ′所处的线性区域进行判断，对应区域内的直线
　　

控制方程进行 Ｖ′的输出。
　　排种标定子程序如图 ５所示，根据总线报文指
令（表１），进入排种标定模式或者排种驱动模式。
排种标定模式中，能够完成对排种驱动曲线的更新，

根据总线报文中解析的排种驱动模拟电压初值和模

拟电压峰值，按照上述排种标定方法计算出１０个等
差数列分布的模拟电压，针对每一个模拟电压，持续

输出３ｓ，待排种盘转速稳定后，读取排种驱动电动

图 ５　排种驱动 ＥＣＵ排种标定子程序

Ｆｉｇ．５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ｒｏｕｔｉｎ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ｒｉｖｉｎｇＥＣＵ
　表 １　排种标定子程序相关报文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ｒｏｕｔｉｎｅ

ＥＣＵ 参数组 ＰＧＮ ＰＤＵ标识 有效数据长度 数据含意

ＰＣ机 ００ＥＡ６４ ０ＣＥＡ６４６６ ８
ＤＡＴＡ１：启动排种标定 ０ｘ０１，停止排种标定 ０ｘ００；ＤＡＴＡ２、ＤＡＴＡ３：模拟电压初值；

ＤＡＴＡ４、ＤＡＴＡ５：模拟电压峰值；ＤＡＴＡ６、ＤＡＴＡ７：转换系数；ＤＡＴＡ８：预留

ＰＣ机 ００ＥＣ６４ ０ＣＥＣ６４６６ １ ＤＡＴＡ１：完成排种标定０ｘ０１

ＴＴＣ３２ ００ＥＢ６６ １８ＥＢ６６６４ ８
ＤＡＴＡ１、ＤＡＴＡ２：排种标定反馈转速；ＤＡＴＡ３、ＤＡＴＡ４：排种标定反馈模拟电压；

ＤＡＴＡ５、ＤＡＴＡ６：排种标定反馈转速；ＤＡＴＡ７、ＤＡＴＡ８：排种标定反馈模拟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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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反馈频率ｆ，由总线报文中读取的当前排种盘转速
Ｎ与反馈频率之间的转换系数 Ｋｖ，得出当前模拟电
压输出值下驱动的排种盘转速为

Ｎ＝ｆ
Ｋｖ

（６）

根据式（６）计算的结果，将坐标（Ｎ，Ｖ）保存到
ＥＥＰＲＯＭ，模拟电压输出坐标点数标志位 ｎ增加
１，更新排种驱动 ＥＣＵ输出的排种驱动模拟电压。
当 ｎ增加到１０时，系统即获得了１０组（Ｎ，Ｖ）坐标
点，根据式（３）～（５）构建分段直线标定公式，并
将 １０个坐标点数据依次传送至 ＣＡＮ网络，用户通
过上位机界面观察排种盘转速标定结果在最大值

或最小值时，是否具有重复值，逐渐调整模拟电压

设置范围，消除重复值，最终获得排种转速标定

曲线。

排种标定完成后，切换至排种工作模式，根据排

种目标转速的数值范围确定位于排种驱动曲线的控

制区间，对应控制方程计算模拟电压输出数值，排种

驱动 ＥＣＵ对应引脚进行输出，定时采集排种盘转
速，并将包含该转速信息的报文发送至 ＣＡＮ网络，
便于用户进行系统排种故障筛查。

１４　试验设计

选取国产指夹式排种器（图 ６ａ）和国产气吸式
排种器（图 ６ｂ），通过系统电驱转速控制试验、现有
系统电驱排种盘转速控制性能对比试验、系统田间

播种均匀性验证试验对系统性能进行试验验证。

图 ６　电驱玉米精密排种器

Ｆｉｇ．６　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ｉｎｇｃｏｒ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
　
为了验证采用分段线性插值排种盘转速标定方

法的系统对不同类型玉米精密排种器进行电驱转速

控制的性能，进行模拟车速下电驱转速控制性能试

验。系统对气吸式排种器电驱转速控制性能试验

中，排种器驱动电动机选择１００Ｗ无刷直流电动机，
配 ＡＱＭＤ３６０８ＢＬＳ型驱动器，排种盘孔数 ２６个，对
排种器充种下的分段线性控制曲线进行现场拟合，

根据拟合的控制曲线，行距设置为 ６０ｃｍ，株距设置
为 ２５ｃｍ，模拟作业速度为 ３、６、９、１２ｋｍ／ｈ，利用

ＵＳＢ／ＣＡＮ Ｅ Ｕ型分析仪记录 ４ｓ内间隔 １００ｍｓ
的电驱排种盘转速数据，重复进行３次试验，对不同
车速下的排种电驱转速控制性能进行分析。

指夹式排种器电驱转速控制性能试验中，排种

盘指夹数１８个，进行了车速、株距变化对排种盘转
速响应性能试验。试验时，国产指夹式排种器充满

种状态下进行排种曲线标定，获得排种驱动曲线。

完成标定后，通过车速模拟器模拟车速码盘信号，通

过计算机界面设定行距为 ６０ｃｍ，株距设置为 ２０、
２５、３２ｃｍ，车速范围为４～９ｋｍ／ｈ（间隔１ｋｍ／ｈ），针
对每个株距、车速试验组合，记录总线报文，采集

１０ｓ内间隔１００ｍｓ的排种盘转速变化。验证株距、
车速两因素变化下，系统对指夹式排种器电驱排种

盘转速控制的性能。

与现有系统电驱排种盘转速控制性能对比试验

中，利用文献［２３］中对气吸排种器调控的排种驱动
分段 ＰＩＤ控制参数对上述两种类型排种器进行转速
调控试验，将排种盘转速分别设定为 １５、２０、３０、４０、
４５ｒ／ｍｉｎ，通过分段 ＰＩＤ控制参数对两种排种器排
种盘的转速控制，作为本文支持转速现场标定的

系统性能对比。为了对系统的田间播种均匀性进

行性能验证，选取上述指夹式排种器设计试验样

机，在河北省赵县进行系统田间播种均匀性验证

试验。在车速对系统播种均匀性影响的试验中，

株距设置为２０ｃｍ，车速区间为 ４～７ｋｍ／ｈ（间隔
１ｋｍ／ｈ），田间播种作业中全程记录播种车速，采
集时间周期为１ｓ。将播种车速与试验地块的地理
位置对应（图 ７），测量出苗后上述车速对应区域的
玉米株距，每个车速取２００个株距，进行系统田间播
种均匀性分析。

图 ７　试验地块播种车速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ｉｎｔｅｓｔｆｉｌｅｄ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电驱气吸式排种器排种盘转速控制性能

由气吸排种器驱动电动机测速码盘分辨率为

２Ｐ／ｒ，减速比为 ３６∶１，确定电驱气吸式排种器转换
系数为７２，对电驱气吸排种器控制曲线进行拟合，
拟合结果如图 ８所示。由标记结果可知，电驱气吸
排种器在充种状态下排种盘有效转速范围为 ５５～
６５８６ｒ／ｍｉｎ，系统有效输出电压为８１～７２０ｍ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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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电驱玉米气吸式排种器排种驱动曲线

Ｆｉｇ．８　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ｏｒｎａｉｒ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
　
依据上述获取的排种驱动曲线，电驱气吸式排

种器排种盘转速对车速阶跃响应结果如图 ９所示。
由结果可得，同一车速下，排种器多次启动具有较好

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排种盘转速稳定后能够维持在

目标排种盘转速附近波动。

图 １１　电驱指夹式排种器排种盘转速对车速阶跃变化响应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ｅｅｄｐｌａｔｅｒｏｔａｔｅｓｐｅｅｄｏｆ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ｉｎｇｅｒｐｉｃｋｕｐ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ｔｏｔｒａｖｅｌｓｐｅｅｄ

图９　电驱气吸式排种器排种盘转速对车速阶跃响应曲线

Ｆｉｇ．９　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ｅｅｄｐｌａｔｅｒｏｔａｔｅｓｐｅｅｄｏｆ

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ｉｎｇａｉｒ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ｔｏｔｒａｖｅｌｓｐｅｅｄ
　
　　由表２可知，当株距设定为２５ｃｍ时，随上述车
速阶跃变化，目标转速逐渐增大，系统对排种盘转速

的调节时间平均为０６５ｓ，最大为 ０８０ｓ，标准差为
０１２ｓ；稳态误差逐渐增大，稳态误差平均值为
０４１ｒ／ｍｉｎ，稳态误差最大为 ０８１ｒ／ｍｉｎ，标准差为
０２７ｒ／ｍｉｎ；控制精度逐渐降低，控制精度平均值为
９８５９％，控 制 精 度 最 小 为 ９７４２％，标 准 差 为
０９３％。

表 ２　电驱气吸式排种器排种盘转速对车速变化响应性能

Ｔａｂ．２　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ｅｄｐｌａｔｅｒｏｔａｔｅｓｐｅｅｄ

ｏｆ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ｉｎｇａｉｒ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ｔｏｔｒａｖｅｌｓｐｅｅｄ

性能指标
车速／（ｋｍ·ｈ－１）

３ ６ ９ １２

调节时间／ｓ ０８０ ０６０ ０５３ ０６７

稳态误差／（ｒ·ｍｉｎ－１） ０１８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８１

控制精度／％ ９８４５ ９９６５ ９８８４ ９７４２

２２　电驱指夹式排种器排种盘转速控制性能

由指夹式排种器驱动电动机测速码盘分辨率为

６００Ｐ／ｒ，减速比为１∶１，确定电驱指夹式排种器转速
系数为６００，现场拟合指夹式排种器排种驱动曲线
如图１０。由图 １０可得，电驱指夹式排种器在充种
状态时，排种盘有效转速范围为 ５２～３９６０ｒ／ｍｉｎ，
有效输出电压范围为 ３５５～２６５０ｍＶ。系统在株距
２０、２５、３２ｃｍ，车速 ４～９ｋｍ／ｈ（间隔 １ｋｍ／ｈ）时，排
种盘转速响应结果如图 １１所示。车速对排种盘转
速控制精确性分析中，株距分别为 ２０、２５、３２ｃｍ时，
对应的调节时间平均值分别为 １１２、１１０、０９５ｓ，
标准差分别为０３１、０１９、０２３ｓ。

图 １０　电驱指夹式排种器排种驱动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ｏｒｎｆｉｎｇｅｒｐｉｃｋｕｐ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
　

排种盘转速调节达到稳态后有轻微的波动，排

种盘转速调节基本没有超调量的产生，最终达到稳

定的转速输出。

株距分别为２０、２５、３２ｃｍ，随车速变化，排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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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转速稳态误差分别为 ０２５、０５１、０３８ｒ／ｍｉｎ，
标准差分别为 ０１５、０２７、０１９ｒ／ｍｉｎ；排种盘转速
控 制 精 度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９８５１％、９７８４％、
９８５１％，标准差分别为 １０８％、０９５％、０９９％。
试验结果表明，车速对排种盘转速响应分析中，随车

速的增加，排种电动机驱动器启动功率增大，使得转

速启动上升斜率增大，设定株距 ２０、２５、３２ｃｍ对应
的调节时间平均值分别为 １１２、１１０、０９５ｓ，调节
时间较短；随车速的增加，排种盘转速稳态误差平均

值在（０３８±０１３）ｒ／ｍｉｎ的范围内变化，稳态误差
影响较小，排种盘转速控制精度平均值在（９８２９±
０４５）％的范围内变化，排种盘转速的控制精度
较高。

　　株距为变量，系统排种盘转速响应分析中，随着
车速依次增加，系统调节时间平均值分别为 １０３、
１０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３７、１００ｓ，标准差为 ０１５、
０１７、０１２、０３６、０４５、０１０ｓ（表３）；排种盘转速稳
态误差平均值分别为 ０４０、０４４、０２９、０３５、０３７、
０４２ｒ／ｍｉｎ，标准差为 ０２１、００７、０１１、０２６、０２４、
０４８ｒ／ｍｉｎ。

表 ３　电驱指夹式排种器排种盘转速控制性能试验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ｅｄｐａｌｔｅｒｏｔａｔｅｓｐｅ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ｉｎｇｅｒｐｉｃｋｕｐ

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

设定株距／

ｃｍ

车速／

（ｋｍ·ｈ－１）

调节时间／

ｓ

稳态误差／

（ｒ·ｍｉｎ－１）

控制精度／

％

４ １００ ０１６ ９８５９

５ １２０ ０４６ ９６８４

２０
６ １００ ０４１ ９７６３

７ １３０ ０２０ ９９００

８ １８０ ０１７ ９９２７

９ １００ ００８ ９９７１

４ ０９０ ０４７ ９６８４

５ ０９０ ０５０ ９７２９

２５
６ １２０ ０２８ ９８７５

７ １１０ ０２１ ９９２０

８ １４０ ０６４ ９７８４

９ １１０ ０９７ ９７０９

４ １２０ ０５７ ９６９４

５ ０９０ ０３７ ９８３９

３２
６ １２０ ０１９ ９９３２

７ ０６０ ０６５ ９８００

８ ０９０ ０２９ ９９２１

９ ０９０ ０２０ ９９５３

　　排种盘转速控制精度平均值分别为 ９７４６％、
９７５１％、９８５７％、９８７３％、９８７７％、９８７８％，标准
差分别为 ０９８％、０８０％、０８６％、０６４％、０８１％、
１４６％。在不同车速下，株距变化引起的调节时间

标准差最大为 ０４５ｓ，排种盘转速误差的最大标准
差为０４８ｒ／ｍｉｎ，排种盘转速控制精度平均值不小
于９７４６％。所有设定株距、车速组合试验中，系统
总体排种盘转速调节时间平均值为 １０９ｓ，标准差
为０２６ｓ；总体稳态误差平均值为 ０３８ｒ／ｍｉｎ，标准
差为０２３ｒ／ｍｉｎ；总体排种盘转速控制精度平均值
为９８３０％，标准差为１０１％。
２３　现有电驱排种盘转速控制性能试验

利用分段 ＰＩＤ控制方法［２３］
，采用相同的 ＰＩＤ调

节参数，分别对气吸式排种器和指夹式排种器进行

排种盘转速控制，试验结果如图１２所示。

图 １２　两种排种器排种盘转速分段 ＰＩＤ控制试验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ｓｅｅｄｐｌａｔｅ

ｒｏｔａｔｅｓｐｅ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由试验结果可得，气吸式排种盘分段 ＰＩＤ调节

参数应用于指夹式排种盘转速调节时，转速调节时

间过长，通过２１、２２节中气吸式排种盘有效转速
范围和有效输出电压范围的对比，得出在目标转速

相同时，指夹式排种盘有效输出电压范围远大于气

吸式排种盘转速控制的有效输出范围，这是造成采

用气吸式排种器的分段 ＰＩＤ调节参数对指夹式排种
盘转速进行调节时，指夹式排种器的转速调节时间

过长的原因。在上述设定转速时，指夹式排种盘的

调节时间大于１５０ｓ，试验证实利用气吸式排种器分
段 ＰＩＤ调节参数不能满足指夹式排种盘转速控制的
要求，需要设置新的调节参数，进一步说明了系统支

持现场排种盘转速标定的必要性。气吸式排种盘转

速分段 ＰＩＤ控制性能如表４所示。
　　由试验结果可得，气吸式排种盘转速分段 ＰＩＤ
调节时间平均值为１３８ｓ，标准差为 ０１６ｓ；平均稳
态误差为０２４ｒ／ｍｉｎ，标准差为０１４ｒ／ｍｉｎ；平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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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气吸式排种盘转速分段 ＰＩＤ控制性能

Ｔａｂ．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ｅｄｐｌａｔｅｒｏｔａｔｅｓｐｅｅｄｏｆ

ａｉｒ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ｅｄｐ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设定转速／

（ｒ·ｍｉｎ－１）
调节时间／ｓ

稳态误差／

（ｒ·ｍｉｎ－１）
控制精度／％

１５ １５０ ００７ ９９５１

２０ １６０ ０４０ ９７９８

３０ １２０ ０３７ ９８７８

４０ １３０ ０２０ ９９４９

４５ １３０ ０１８ ９９６１

制精 度 为 ９９０７％，标 准 差 为 ０７０％。通 过 与
２１节中气吸式排种盘转速控制性能的对比可得，
采用分段线性插值进行排种盘转速控制，平均调节

时间减少０７３ｓ，平均稳态误差增加 ０１７ｒ／ｍｉｎ，平
均控制精度降低 ０４８个百分点。通过与 ２２节中
指夹式排种盘转速控制性能的对比可得，平均调节

时间减少０２９ｓ，平均稳态误差增加 ０１４ｒ／ｍｉｎ，平
均控制精度降低０７７个百分点。综上可得，针对上
述两种排种盘转速控制，本文支持转速现场标定的系

统与分段ＰＩＤ调节系统相比，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平均
调节时间减少０５１ｓ，平均稳态误差增加０１６ｒ／ｍｉｎ，平
均控制精度降低０６３个百分点。
２４　田间播种均匀性试验

对指夹式排种器的田间播种均匀性进行试验，

用于对系统排种转速控制精度进行验证。根据图 ７
中试验地块与播种车速叠加位置，获取不同车速的

地理位置分布，采集不同车速下出苗株距。株距为

２０ｃｍ时，系统出苗株距随车速变化分布如图１３所示。

图 １３　田间播种株距随车速变化分布图

Ｆｉｇ．１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ｅｅｄｓｐａｃｉｎｇｉｎｆｉｅｌｄ

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ｓｐｅｅｄ
　
由图１３可知，对于车速变化，播种株距能够集

中在设定株距的合格粒距范围内（（２０±１０）ｃｍ）出
苗。依据国标 ＧＢ／Ｔ６９７３—２００５，对不同车速下的
播种情况进行播种均匀性质量评价（图 １４），随着车
速的增加，播种合格指数下降幅度为 ５３６％，变
　　

异系数变化幅度为 ４５５％，变化幅度较小，随车速
播种均匀性较好。

图 １４　车速对系统播种均匀性的影响

Ｆｉｇ．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ｓｐｅｅｄｏｎ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车速为４～７ｋｍ／ｈ时，系统田间播种的合格指

数平均为 ８６９３％，最小为 ８４２６％；变异系数平均
为 １６６４％，最大为 １８２９％，满足农业行业标准
ＮＹ／Ｔ１７６８—２００９《免耕播种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对精密播种合格指数和变异系数的要求。

３　结论

（１）基于 ＣＡＮ总线通信，设计了一种支持玉米
电驱动排种在线标定的控制系统，该系统不受排种

器类型和传动方式的限制，通过分段线性插值排种

盘转速标定的方法，对排种器充种后的电驱动排种

盘转速控制曲线进行现场标定。

（２）利用国产气吸式玉米排种器和指夹式玉米
排种器，分别进行充种后的电驱排种盘转速标定，通

过改变模拟车速、株距对排种盘转速响应控制精度

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系统对两种玉米精密排种

器排种盘转速控制精度，受株距、车速变化影响较

小，与分段 ＰＩＤ排种转速控制系统性能对比得出，支
持转速现场标定的系统具有更好的适应性，调节时

间缩短，控制精度稍低，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排种盘转

速控制性能。

（３）利用国产指夹式排种器设计样机进行田间
试验，株距为２０ｃｍ，车速 ４～７ｋｍ／ｈ时，结果表明，
播种合格指数大于等于 ８４２６％，变异系数小于等
于１８２９％，针对小株距玉米精密播种，系统对国产
指夹式排种器进行电驱排种仍能达到均匀精密播种

的要求。该系统能够对不同类型的电驱玉米精密排

种器排种盘转速控制进行现场标定，精确驱动排种

器进行田间均匀播种。

参 考 文 献

［１］　ＬＵＹ，ＺＨＡＮＧＸ，ＣＨＥＮＳ，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Ｊ］．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７，１０９（４）：１４６３－１４７５．

［２］　ＭＣＭＡＳＴＥＲＧＳ，ＢＵＣＨＬＥＩＴＥＲＧＷ，ＢＡＵＳＣＨＷ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ｓｐａｃｉｎｇ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ｉｎｓｐａｃｉｎｇ［Ｊ］．Ｃｒ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５２（１）：３０９－３１９．

４５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２０年



［３］　ＧＥＳＣＨＲＷ，ＫＩＭＫＩ，ＦＯＲＣＥＬＬＡ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ａｎｄｒｏｗｓｐａｃｉｎｇｏｎｃｕｐｈｅａｓｅｅｄｙｉｅｌ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ｏｒｎ
Ｂｅｌｔ［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ｒｏｐ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２０１０，３２（３）：６９２－６９５．

［４］　ＹＡＺＧＩＡ，ＤＥＧＩＲＭＥＮＣＩＯＧＬＵ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ｅｄｓｐａｃｉｎｇ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ｔ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ｏｌｅｓｏｎｖａｃｕｕｍｐｌａｔｅ［Ｊ］．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５６：１２８－１３５．

［５］　ＹＡＺＧＩＡ，ＤＥＧＩＲＭＥＮＣＩＯＧＬＵＡ．Ｏｐｔ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ｅｄｓｐａｃｉｎｇ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ｖａｃｕｕｍｔｙｐ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ｅｒ
ｕｓ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９７（３）：３４７－３５６．

［６］　ＨＡＮＤａｎｄａ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ＪＩＮＧＨｕｉ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Ｍ ＣＦ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ｎｓｉｄｅ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ｉｒｂｌｏｗｉｎｇｍａｉｚ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１５０：４２６－４３８．

［７］　史嵩，张东兴，杨丽，等．基于 ＥＤＥＭ软件的气压组合孔式排种器充种性能模拟与验证［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
３１（３）：６２－６９．
ＳＨＩＳ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ＹＡ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ｅｄｆｉｌｌ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ｈｏｌｅｓｍａｉｚ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ＤＥ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３）：６２－６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崔涛，韩丹丹，殷小伟，等．内充气吹式玉米精量排种器设计与试验［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１）：８－１６．
ＣＵＩＴａｏ，ＨＡＮＤａｎｄａｎ，ＹＩＮＸｉａｏｗｅｉ，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ｓｉｄｅｆｉｌｌｉｎｇａｉｒｂｌｏｗｉｎｇｍａｉｚ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７，３３（１）：８－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颜丙新，张东兴，崔涛，等．排种盘和负压腔室同步旋转气吸式玉米精量排种器设计［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２３）：
１５－２３．
ＹＡＮＢｉｎｇ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ＣＵＩＴａｏ，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ｍａｉｚ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ｗｉｔｈ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ｅｅｄ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ｖａｃｕｕｍｃｈａｍｂｅ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７，３３（２３）：１５－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陈玉龙，贾洪雷，王佳旭，等．大豆高速精密播种机凸勺排种器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８）：９５－１０４．
ＣＨＥＮＹｕｌｏｎｇ，ＪＩＡＨｏｎｇｌｅｉ，ＷＡＮＧＪｉａｘｕ，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ｏｏｐ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ｓｏｙｂｅａｎ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ｅｒ［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８）：９５－１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
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８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８．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丁力，杨丽，刘守荣，等．辅助充种种盘玉米气吸式高速精量排种器设计［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３４（２２）：１－１１．
ＤＩＮＧＬｉ，ＹＡＮＧＬｉ，ＬＩＵＳｈｏｕ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ｉｒｓｕｃ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ｉｚｅ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ｗｉｔｈ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ｅｅｄｆｉｌ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８，３４（２２）：１－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ＺＨＡＩＪＢ，ＸＩＡＪＦ，ＺＨＯＵＹ，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７（３）：１３－１８．

［１３］　ＹＩＮＸ，ＮＯＧＵＣＨＩＮ，ＹＡＮＧＴＸ，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ｏｗｃｏｓ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ｃｏｒｎ
ｄｒｉｌｌ［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８，１１（５）：９５－９９．

［１４］　ＣＡＹＡ，ＫＯＣＡＢＩＹＩＫＨ，ＭＡＹ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ｔ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ｅｅｄ
ｃｏｒｎｐｌａｎｔｅｒｓｐａｒｔＩ：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１４４：７１－７９．

［１５］　ＹＡＮＧＬｉ，ＨＥＸｉａｎｔａｏ，ＣＵＩＴａｏ，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ｄｒｉ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ｓ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ｏｒｎｐｌａｎｔｅｒ［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８（４）：１－９．

［１６］　陈黎卿，解彬彬，李兆东，等．基于双闭环 ＰＩＤ模糊算法的玉米精量排种控制系统设计［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８，
３４（９）：３３－４１．
ＣＨＥＮＬｉｑｉｎｇ，ＸＩＥＢｉｎｂｉｎ，ＬＩＺｈａｏ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ａｉｚ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ｏｕｂｌｅ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
ＰＩＤｆｕｚｚ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８，３４（９）：３３－４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张春岭，吴荣，陈黎卿．电控玉米排种系统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２）：５１－５９．
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ｌｉｎｇ，ＷＵ Ｒｏｎｇ，ＣＨＥＮ Ｌｉｑ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ｅｅ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ｍａｉｚｅ［Ｊ／Ｏ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２）：５１－５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
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２０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２．
０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苑严伟，白慧娟，方宪法，等．玉米播种与测控技术研究进展［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８，４９（９）：１－１８．
ＹＵＡＮＹａｎｗｅｉ，ＢＡＩＨｕｉｊｕａｎ，ＦＡＮＧＸｉａｎｆａ，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ｍａｉｚｅｓ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８，４９（９）：１－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
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１２９８．２０１８．０９．０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ＲＵＩＣＨＥＮＧＤ，ＢＩＮＧＣＡＩＧ，ＮＩＮＧＮＩＮＧＬ，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ｆｕｚｚ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ｏｒｎ
ｐｌａｎｔｅ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６（３）：１１－１８．

［２０］　ＢＡＣＫＭＡＮＪ，ＯＫＳＡＮＥＮＴ，ＶＩＳＡＬＡ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ＳＯ１１７８３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１１４（３）：３０６－３１７．

［２１］　ＳＵＯＭＩＰ，ＯＫＳＡＮＥＮＴ．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ｓｅｅｄｄｒｉｌｌｕｓｉｎｇＩＳＯ１１７８３ｒｅｍｏ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５，１１６：３０－３５．

［２２］　张真，迟瑞娟，杜岳峰，等．基于 ＣＡＮ总线的玉米收获智能控制系统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８，４９（增刊）：２７５－２８１．
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ＣＨＩＲｕｉｊｕａｎ，ＤＵＹｕｅ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ＡＮｂｕｓｂａｓｅｄｃｏｒｎ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Ｊ／
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８，４９（Ｓｕｐｐ．）：２７５－２８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
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８ｓ０３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２０１８．Ｓ０．０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杨硕，王秀，高原源，等．电动机驱动玉米气吸排种器总线控制系统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９，５０（２）：５７－６７．
ＹＡＮＧＳｈｕｏ，ＷＡＮＧＸｉｕ，ＧＡＯ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ｉｎｇｂｕ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ｏｒｎｖａｃｕｕｍ
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９，５０（２）：５７－６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
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９０２０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１２９８．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ＰＡＲＡＦＯＲＯＳＤＳ，ＳＨＡＲＩＰＯＶＧＭ，ＧＲＩＥＰＥＮＴＲＯＧＨＷ．ＩＳＯ１１７８３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９，１６３：１０４８６３．

５５第 １期　　　　　　　　　　杨硕 等：支持转速现场标定的玉米精密排种器电驱控制系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