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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荚初期饲料油菜茎秆离散元接触模型参数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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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饲料油菜与不同材料的接触参数实测难度大、机械化收获离散元仿真模拟缺乏接触模型参数的问题，以

果荚初期饲料油菜为对象，基于 ＥＤＥＭ开展了饲料油菜茎秆颗粒离散元接触模型参数标定。测定了果荚初期饲用

油菜茎秆本征参数，茎秆平均直径为 ２０４ｍｍ，密度为 ８０９ｋｇ／ｍ３，茎秆弹性模量、剪切模量和泊松比平均值分别为

１１５７３ＭＰａ、４７０４ＭＰａ和０２３；以休止角为评价指标，应用 Ｈｅｒｔｚ Ｍｉｎｄｌｉｎ基本模型和圆筒提升堆积法开展了饲料

油菜茎秆颗粒堆积的虚拟二水平因子试验，结果表明饲料油菜茎秆与钢之间的碰撞恢复系数和滚动摩擦因数以及

茎秆之间的碰撞恢复系数对休止角的影响较小，其值分别为 ０６０、０１０和 ０６０；通过最陡爬坡试验和响应面分析，

确定了饲料油菜茎秆颗粒间静摩擦因数、滚动摩擦因数和饲料油菜茎秆 钢静摩擦因数的取值范围，建立了颗粒休

止角的回归模型，以实测休止角与仿真试验休止角之间相对误差最小进行响应面分析和优化求解，确定其参数值

分别为 ０３６、００３和 ０２３。在接触参数最优组合条件下，根据回归模型计算得出的休止角理论值与实测值误差为

２１５％，仿真试验得出休止角模拟值与实测值误差为 １８３％，表明标定方法正确，标定参数准确。研究可为饲料油

菜机械化收获过程的离散元仿真分析提供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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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畜产

品结构不断优化，畜牧业已从传统零散的家庭副业

经营模式向集约化和规模化饲养方向转变，成为了

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但优质饲草短缺、饲

料作物与粮食作物争地已成为限制我国畜牧业发展

的重要原因
［１－３］

。油菜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冬春季节

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之一，用作草食家畜饲料具有成

本低、产量高、不与粮争地、解决青绿饲料短缺等优

点
［４］
。研究表明利用青贮油菜饲喂牲畜，日增重率

增加；对比青贮玉米，青贮油菜的饲料转化效率和净

收益有显著优势，可有效降低饲养成本
［５－６］

。在果

荚初期的油菜植株木质化程度不高，青贮发酵后作

为草食家畜的粗饲料，其粗蛋白、粗脂肪等含量较

高，适口性好，极具发展潜力
［７－９］

。

机械化收获是解决人工收获劳动强度大、效率

低、成本高等产业发展现实问题的关键，但现有青贮

收获机用于饲料油菜收获存在过度破碎物料导致营

养流失、输送通道堵塞等问题，需要研制适用饲料油

菜收获的机械。利用数值模拟对农业机械的作业过

程开展可视化、参数化的仿真研究，可以提升新产品

开发的效率，降低研究成本
［１０－１４］

。近年来，基于离

散元法的虚拟仿真技术及专业软件 ＥＤＥＭ在农业
机械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土壤工作部件、精量播

种、收获机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１５－１９］

。

果荚初期油菜茎秆收获后用于青贮，切碎的茎秆物

料是散粒体，可以用散粒体颗粒构建切碎物料的近

似几何模型，其中 ＥＤＥＭ软件中的 Ｈｅｒｔｚ Ｍｉｎｄｌｉｎ
接触模型及 Ｈｅｒｔｚ ＭｉｎｄｌｉｎｗｉｔｈＢｏｎｄｉｎｇ粘结接触
模型应用相对广泛，可通过建立与实际接触表现等

效的颗粒模型并添加粘结参数，模拟物料破坏过

程
［２０－２３］

。

离散元仿真模型的参数准确性直接影响研究结

果的可靠性
［２４］
。模型参数主要包括材料本征参数

和基本接触参数，本征参数包括物料密度、颗粒体几

何尺寸、物料剪切模量和泊松比等，基本接触参数包

括颗粒与不同材料之间的静摩擦因数、滚动摩擦因

数、碰撞恢复系数等。饲料油菜是一种新型青饲料

作物，相似物料较少，相关参数缺乏参考。本文以果

荚初期饲料油菜茎秆为对象，进行基本特征参数测

试，基于 ＥＤＥＭ软件及 Ｈｅｒｔｚ Ｍｉｎｄｌｉｎ模型进行因
素显著性试验、ＳｔｅｅｐｅｓｔＡｓｃｅｎｔ试验和响应曲面试验
等仿真试验，并结合饲料油菜茎秆休止角物理试验

对果荚初期饲料油菜茎秆离散元基本接触参数进行

等效标定，以期为进一步确定饲料油菜果荚初期的

茎秆粘结参数、开展收获过程仿真研究提供基础参数。

１　本征参数测试

１１　茎秆材料特征参数
茎秆材料特征参数主要包括三轴尺寸、密度、弹

性模量、剪切模量和泊松比。试验对象为华中农业

大学现代农业试验基地种植并可用于饲料的“华油

杂６２”优质双低油菜［２５］
，种植方式为机械直播，播

种量５２５ｋｇ／ｈｍ２，同步施复合肥 ６７５ｋｇ／ｈｍ２，平均
生长密度约４６５０００株／ｈｍ２。油菜植株茎秆底部粗
壮、顶部细弱，从离地 ５０ｍｍ开始每隔 １００ｍｍ对果
荚初期油菜主茎秆直径进行测量，统计分析得果荚

初期饲料油菜茎秆平均直径为 ２０４ｍｍ，通过称量
茎秆质量并计算其体积可换算得茎秆密度为

８０９ｋｇ／ｍ３。
制作长度为２０ｍｍ、直径 ２０ｍｍ左右的果荚初

期饲料油菜茎秆圆柱颗粒，利用质构仪（ＴＭＳ Ｐｒｏ
型，美国 ＦＴＣ公司）进行单轴平板压缩试验［２３］

，设

置压缩速度为５ｍｍ／ｍｉｎ、加载位移为 ４ｍｍ，通过高
速摄像技术对比分析样品单轴压缩前后的高度和直

径变化率，果荚初期饲料油菜茎秆弹性模量、剪切模

量和泊松比计算式为

Ｅ＝σ
ε１
＝
Ｆ０ｌ０
ＳΔｌ

（１）

Ｇ＝ Ｅ
２（１＋μ）

（２）

μ＝
ε２
ε１

＝
Δｄｌ０
Δｌｄ０

（３）

式中　Ｅ———油菜茎秆弹性模量，ＭＰａ
Ｇ———油菜茎秆剪切模量，ＭＰａ
μ———泊松比
σ———油菜茎秆所受应力，ＭＰａ
Ｆ０———试验中承受的最大挤压力，Ｎ

Ｓ———油菜茎秆试验前横截面积，ｍｍ２

ｌ０———油菜茎秆试验前长度，ｍｍ
ｄ０———油菜茎秆试验前直径，ｍｍ
Δｌ———油菜茎秆试验后长度变化量，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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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ｄ———油菜茎秆试验后直径变化量，ｍｍ
ε１———纵向应变　　ε２———横向应变

试验重复１０次，统计分析弹性模量、剪切模量
和泊松比分别为１１５７３ＭＰａ、４７０４ＭＰａ和０２３，变
异系数分别为６８０％、６０２％和６９１％。
１２　茎秆颗粒实际自然休止角

采用圆筒提升法获得饲料油菜茎秆堆，测量实

际休止角
［２３，２６］

。测试样品为等质量比例下 ４种长
度的预制颗粒样品混合物，预制颗粒样品长度为

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ｍｍ，均在饲料油菜切碎长度需求范围
内
［２３］
；所用钢质圆筒内径与高度分别为３００、１５０ｍｍ，

试验前将圆筒放置于万能材料试验机平台并用测试

样品填满，随后将圆筒匀速提升（提升速度设置为

００５ｍ／ｓ），使测试样品形成集堆（图 １）并测量颗粒
堆休止角。试验重复 ５次，统计得休止角平均值为
２７９３°，变异系数２４９％。

图 １　饲料油菜茎秆颗粒堆积试验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ｏｆａｎｇｌｅｏｆｒｅｐｏｓｅｆｏｒｆｏｄｄｅｒｒａｐｅｓｔａｌｋ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　接触参数等效标定

２１　标定方法
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１００４软件设计试验，在

ＥＤＥＭ软件中开展饲料油菜茎秆颗粒的圆筒提升离
散元仿真分析，通过参数筛选、优化求解，确定茎秆

颗粒模型接触参数；应用标定参数开展圆筒提升仿

真试验，对比分析休止角仿真试验模拟值和真实值

之间的差异，验证标定饲料油菜茎秆颗粒离散元接

触参数的准确性。

接触参数优化求解步骤为：①设计二因子试验，
筛选对饲料油菜茎秆颗粒休止角影响显著的参数。

②设计最陡爬坡试验，确定各显著性参数的取值范
围。③设计响应曲面法试验，建立饲料油菜茎秆颗
粒休止角与显著性参数回归模型，以仿真试验休止

角与实测休止角相对误差最小进行优化求解，得到

显著性参数最优值。

２２　仿真模型及参数设置
饲料油菜茎秆颗粒堆积仿真试验使用 ＥＤＥＭ

软件中 Ｈｅｒｔｚ Ｍｉｎｄｌｉｎ模型，可为后续添加粘结参
数并模拟切碎过程奠定基础。为模拟还原果荚初期

饲料油菜茎秆颗粒的实际堆积状态，采用圆形颗粒

组合的方式
［２７］
形成不同长度的颗粒模型（图 ２），为

简化模型并提高仿真效率，组成茎秆的球形单元直

径设定为２０ｍｍ。结合颗粒本征参数测定、离散元
仿真农业物料和藤茎类物料与不同材料的接触参

数
［２３－２４，２８］

，确定了本研究各仿真参数的变化范围如

表１所示。

图 ２　饲料油菜茎秆颗粒几何模型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ｏｄｄｅｒｒａｐｅｓｔａｌｋ
　

表 １　茎秆颗粒休止角仿真模型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ａｎｇｌｅｏｆｒｅｐｏｓ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ｆｏｄｄｅｒｒａｐｅｓｔａｌｋ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参数 数值

油菜茎秆泊松比 μ１ ０２３ａ

钢板泊松比 μ２ ０３０ｂ

油菜茎秆剪切模量 Ｇ１／ＭＰａ ４７０４ａ

钢板剪切模量 Ｇ２／ＭＰａ ７９４×１０４ｂ

油菜茎秆密度 ρ１／（ｋｇ·ｍ
－３） ８０９ａ

钢板密度 ρ２／（ｋｇ·ｍ
－３） ７８５×１０３ｂ

油菜茎秆间碰撞恢复系数 ｘ１ ０３～０９ｃ

油菜茎秆间静摩擦因数 ｘ２ ０５～０９ｃ

油菜茎秆间滚动摩擦因数 ｘ３ ００５～０１５ｃ

油菜茎秆 钢碰撞恢复系数 ｘ４ ０３～０９ｃ

油菜茎秆 钢静摩擦因数 ｘ５ ０５～０９ｃ

油菜茎秆 钢滚动摩擦因数 ｘ６ ００５～０１５ｃ

　　注：ａ表示该项为实测值，ｂ表示该项为文献参考值，ｃ表示该项

为试验变量范围。

　　除茎秆颗粒模型外，模拟圆筒提升还需构建虚
拟圆筒并模拟其提升过程。仿真前处理过程中，构

建与实际圆筒尺寸相同的虚拟圆柱体并设置为颗粒

工厂，茎秆颗粒采用动态生成，初始速度取 １ｍ／ｓ，
方向沿圆柱体中心轴向下，颗粒生成速度设置为

０４ｋｇ／ｓ，生成时间设置为 ４ｓ，总计生成茎秆颗粒
１６ｋｇ，颗粒稳定后圆柱体以 ００５ｍ／ｓ的速度沿中
心轴向上匀速运动

［２３］
，待圆筒完全移开后茎秆颗粒

自然形成集堆（图３）。

３　仿真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因素显著性筛选试验
以影响茎秆颗粒休止角的茎秆与茎秆、茎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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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茎秆颗粒休止角仿真模型

Ｆｉｇ．３　Ａｎｇｌｅｏｆｒｅｐｏｓ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ａｌｋ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钢之间的接触参数（表 １）为试验因素，以休止角模
拟值为评价指标，开展二水平部分因子试验设计，试

验设计及仿真结果如表 ２所示，显著性分析如表 ３
所示。

表 ２　二水平因子试验设计及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序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休止角 θ／（°）

１ ０３ ０５ ００５ ０３ ０５ ００５ ２７１３

２ ０９ ０５ ００５ ０３ ０９ ００５ ２３２１

３ ０３ ０５ ０１５ ０３ ０９ ０１５ ２９２１

４ ０９ ０５ ０１５ ０３ ０５ ０１５ ３３１

５ ０３ ０５ ００５ ０９ ０５ 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６ ０９ ０５ ００５ ０９ ０９ ０１５ ２５１１

７ ０３ ０５ ０１５ ０９ ０９ ００５ ３４９９

８ ０９ ０５ ０１５ ０９ ０５ ００５ ２３９８

９ ０６ ０７ ０１０ ０６ ０７ ０１０ ３１５５

１０ ０６ ０７ ０１０ ０６ ０７ ０１０ ３５２１

１１ ０６ ０７ ０１０ ０６ ０７ ０１０ ３５６２

１２ ０６ ０７ ０１０ ０６ ０７ ０１０ ３０１５

１３ ０３ ０９ ００５ ０３ ０９ ０１５ ３３９６

１４ ０９ ０９ ００５ ０３ ０５ ０１５ ２５１２

１５ ０３ ０９ ０１５ ０３ ０５ ００５ ３００４

１６ ０９ ０９ ０１５ ０３ ０９ ００５ ３７１６

表 ３　参数显著性分析

Ｔａｂ．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参数 效应 均方和 影响率 显著性排序

ｘ１ －０９４ １３２ ０２７５６ ４
ｘ２ １６３ ３９２ ００７３３ ３
ｘ３ ２２８ ７７０ ００１８１ ２
ｘ４ －０７６ ０８４ ０３７７８ ５
ｘ５ ２４０ ８５１ ００１４０ １
ｘ６ －００７４ ８０５８×１０－３ ０９３０１ ６

　　由表３可知，饲料油菜茎秆间静摩擦因数ｘ２、茎
秆间滚动摩擦因数 ｘ３和茎秆与钢之间的静摩擦因
数 ｘ５对休止角模拟值影响显著，在后续试验中可忽
略非显著性因素休止角变化的影响，并取中间水平

为标定值，即茎秆与钢之间的碰撞恢复系数和滚动

摩擦因数分别可取 ０６０和 ０１０，茎秆间碰撞恢复
系数可取０６０。
３２　最陡爬坡试验

由表３可知，茎秆间静摩擦因数 ｘ２、茎秆间滚动

摩擦因数 ｘ３和茎秆与钢之间的静摩擦因数 ｘ５对休
止角的效应均为正值，表明休止角模拟值将随以上

参数的增加而增大，因此设定仿真试验参数值递增，

观察并记录各仿真试验中休止角仿真试验值及其与

实测值的相对误差，试验参数及结果如表 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休止角模拟值随着试验因素数值的增
大而增大，休止角相对误差则呈先减后增的趋势，当

ｘ２、ｘ３和 ｘ５分别取 ０３８、００２５和 ０２５时，休止角模
拟值相对误差最小，故将以上因素水平取为响应面

试验中心点，同时将 ２号和 ４号试验因素取值设定
为响应面试验低水平和高水平。

表 ４　最陡爬坡试验试验设计及结果

Ｔａｂ．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ｅｐｅｓｔａｓｃｅｎｔｔｅｓｔ

序号 ｘ２ ｘ３ ｘ５ 休止角 θ／（°）相对误差 δ／％

１ 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０１５ ２４４５ １２４６

２ ０３０ ００１０ ０２０ ２６３５ ５６６

３ ０３８ ０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８１２ ０６８

４ ０４６ ００４０ ０３０ ３１２２ １１７８

５ ０５４ ００５５ ０３５ ３５４８ ２７０３

３３　响应曲面试验
根据筛选试验结果，取饲料油菜茎秆间静摩擦

因数 ｘ２、茎秆间滚动摩擦因数 ｘ３和茎秆与钢之间的
静摩擦因数 ｘ５３个基本接触参数，进行三因素三水
平响应曲面试验设计，共进行１７组参数组合的休止
角仿真试验，其中中心水平设置了 ５组重复。试验
设计及仿真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 ５　接触参数响应曲面试验设计及结果

Ｔａｂ．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ｓ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序号 ｘ２ ｘ３ ｘ５ 休止角 θ／（°）相对误差 δ／％
１ ０３８ ００１０ ０２０ ２５８０ ７６３
２ ０３０ ００１０ ０２５ ２４７７ １１３１
３ ０４６ ００１０ ０２５ ２５２１ ９７４
４ ０３８ ００１０ ０３０ ２６３１ ５８０
５ 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２０ ２８４２ １７５
６ ０４６ ００２５ ０２０ ３００４ ７５５
７ ０３８ ０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７７９ ０５０
８ ０３８ ０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８１０ ０６１
９ ０３８ ０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８１３ ０７２
１０ ０３８ ０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８４９ ２００
１１ ０３８ ０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８５９ ２３６
１２ 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３０ ２９３８ ５１９
１３ ０４６ ００２５ ０３０ ３０３６ ８７０
１４ ０３８ ００４０ ０２０ ２８７７ ３０１
１５ ０３０ ００４０ ０２５ ２８８３ ３２２
１６ ０４６ ００４０ ０２５ ３０８６ １０４９
１７ ０３８ ００４０ ０３０ ３０２１ 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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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响应曲面试验结果进行不同形式的回归模型
拟合，拟合效果如表 ６所示。使用直线型方程拟合
时，模型显著、失拟项不显著，但决定系数 Ｒ２为
０６９３７，决定系数偏小；二次交互型方程拟合决定
系数 Ｒ２为０６３１２，决定系数偏小且拟合方程不显
著；四次型方程拟合虽决定系数 Ｒ２最高，为 ０９６７８，
但模型不显著；使用二次全模型方程拟合时，决定系

数 Ｒ２为 ０９３４５，模型显著、失拟项不显著，综合效
果较好。休止角响应曲面二次型全模型方差分析结

果如表７所示。

表 ６　休止角响应曲面试验多种模型方程拟合结果

Ｔａｂ．６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ｏｄｅ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模型 决定系数 Ｒ２ 失拟项 Ｐ 模型 Ｐ

直线型　　 ０６９３７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０３

二次交互型 ０６３１２ ０００７０ ０８４８７

二次全模型 ０９３４５ ０１３３５ ０００１５

四次全模型 ０９６７８ ０１３３５

　　由表７可知，二次全模型回归模型极显著（Ｐ＜
００１），且失拟项不显著（Ｐ＞００５），证明模型可靠，
茎秆间静摩擦因数 ｘ２、茎秆间滚动摩擦因数 ｘ３及其

表 ７　休止角响应曲面分析二次型全模型方差分析

Ｔａｂ．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ｇｌｅｏｆｒｅｐｏｓｅ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方差来源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

模型 ９ ５０２８ ２６３６ ００００１

ｘ２ １ ３２１ １５１６ ０００５９

ｘ３ １ ３４３６ １６２１３ ＜００００１

ｘ５ １ １３０ ６１５ ００４４２

ｘ２ｘ３ １ ０６３ ２９８ ０１２７８

ｘ２ｘ５ １ ０１０ ０４８ ０５０９４

ｘ３ｘ５ １ ０２２ １０２ ０３４６１

ｘ２２ １ １００ ４７２ ００６６３

ｘ２３ １ ７０１ ３３０６ ００００７

ｘ２５ １ ２９９ １４１０ ０００７１

残差 ７ １４８

失拟项 ３ １０７ ３４１ ０１３３５

纯误差 ４ ０４２

总和 １６

平方项、茎秆与钢之间的静摩擦因数 ｘ５及其平方项
均显著影响休止角，各因素之间交互项对休止角的

响应曲面如图４所示。

图 ４　休止角响应曲面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ｆｏｒａｎｇｌｅｏｆｒｅｐｏｓｅ
　

　　为简化回归模型，充分考量显著性因素对休
止角模拟值 θ的影响，饲料油菜茎秆间静摩擦因
数 ｘ２、茎秆间滚动摩擦因数 ｘ３和茎秆与钢之间静
摩擦因数 ｘ５与休止角模拟值的二次多项式关系
为

θ＝４９５０－４８２５ｘ２＋２２１４６ｘ３－１５２９８ｘ５＋

３３１２５ｘ２ｘ３－４０ｘ２ｘ５＋３１０ｘ３ｘ５＋７６１７ｘ
２
２－

５７３３３３ｘ２３＋３３７ｘ
２
５ （４）

在已知 ｘ２、ｘ３和 ｘ５的情况下可代入计算得出饲
料油菜茎秆颗粒休止角模拟值，但在已知休止角实

测值条件下却难以求解 ｘ２、ｘ３和 ｘ５的准确值，因此以

休止角实测值与仿真值之间的相对误差δθ为响应值
开展分析，建立相对误差 δθ与试验因素 ｘ２、ｘ３、ｘ５的
关系模型，通过 δθ最小值优化求解，得到对应 ｘ２、ｘ３

和 ｘ５的精确解。
　　对休止角相对误差δθ响应曲面试验结果进行多
种形式的回归拟合，拟合效果如表 ８所示。直线型
方程决定系数 Ｒ２仅为 ００３３７；二次交互型方程决
定系数 Ｒ２为 －００１６８，决定系数为负且模型不显
著；二次全模型方程决定系数 Ｒ２为０９１５９，模型显

表 ８　休止角相对误差响应曲面试验多种模型方程

拟合结果

Ｔａｂ．８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ｒｅｐｏｓｅａｎｇｌｅ

ｍｏｄｅ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模型 决定系数 Ｒ２ 失拟项 Ｐ 模型 Ｐ

直线型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０３７ ０３５３３

二次交互型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２８ ０５２９２

二次全模型 ０９１５９ ０２３０４ ００００１

四次全模型 ０９４４５ ０２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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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且失拟项不显著，拟合较好；虽然四次型方程决定

系数 Ｒ２为 ０９４４５，但模型不显著。故采用二次全
模型方程进行休止角相对误差响应曲面试验结果分

析，二次全模型方差分析结果如表９所示，其回归模
型 Ｐ为 ００００３，且失拟项 Ｐ大于 ００５，证明模型
可靠。

表 ９　休止角相对误差响应曲面分析二次全模型方差

Ｔａｂ．９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ｒｅｐｏｓｅａｎｇｌｅ

ｆ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方差来源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

模型 ９ ２１２７７ ２０３６ ００００３

ｘ２ １ ２８１３ ２４２３ ０００１７

ｘ３ １ １１５１ ９９１ ００１６２

ｘ５ １ ７８３ ６７４ ００３５６

ｘ２ｘ３ １ １９５５ １６８４ ０００４６

ｘ２ｘ５ １ １３１ １１３ ０３２２９

ｘ３ｘ５ １ １２１９ １０５０ ００１４３

ｘ２２ １ ５３１２ ４５７５ ００００３

ｘ２３ １ ６４０７ ５５１８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５ １ ４２９ ３７０ ００９５９

残差 ７ ８１３

失拟项 ３ ５０６ ２２０ ０２３０４

纯误差 ４ ３０７

总和 １６

　　模型中除了饲料油菜茎秆间静摩擦因数 ｘ２和
饲料油菜茎秆与钢之间静摩擦因数 ｘ５的交互项 Ｐ
远大于００５之外，其余因素都具有较好的显著性。
为考察 ｘ２和 ｘ５交互项的影响，生成对休止角相对误
差的响应曲面，如图５所示。

图 ５　静摩擦因数与休止角相对误差响应曲面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ａｎｇｌｅｏｆｒｅｐｏｓｅ
　
响应曲面图为凹型曲面，说明两因素之间存在

一定的交互关系，为保证标定结果的准确性，保留

ｘ２和 ｘ５交互项，建立休止角相对误差响应曲面二次
全模型方程为

δθ＝１２４０４－４０８５８ｘ２－２２２８７４ｘ３－１８５９１ｘ５＋
１８４２４０ｘ２ｘ３－１４３２２ｘ２ｘ５＋２３２７２５ｘ３ｘ５＋

５５４９６ｘ２２＋１７３３６９９ｘ
２
３＋４０３８７ｘ

２
５ （５）

通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自带的约束求解工具对方

程求最小值，求解得 ｘ２＝０３６，ｘ３＝００３，ｘ５＝０２３。
将求解结果代入式（５）休止角误差方程式，得 δθ＝
０３２％；将结果代入式（４）休止角模拟值方程，得
θ＝２８５３°，此时 δθ＝２１５％。由上述结果可知，建
立的饲料油菜茎秆颗粒休止角模拟值回归模型和误

差回归模型较好，计算出的参数数值是可信的。

３４　标定参数验证
为了验证求解参数的可行性与准确性，以标定

的参数（表 １０）建立果荚初期饲料油菜茎秆颗粒等
效模型，开展休止角仿真试验，试验重复 ５次，仿真
得出平均休止角模拟值 θ＝２８４４°，与休止角实测
值之间的相对误差 δθ＝１８３％，模拟结果与实际试
验结果无明显差异，表明建立的果荚初期饲料油菜

茎秆颗粒等效模型可行，标定的参数准确。

表 １０　果荚初期油菜茎秆离散元接触模型参数

Ｔａｂ．１０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ｆｏｄｄｅｒｒａｐｅｃｒｏｐｆｏｒ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参数 数值

油菜茎秆泊松比 ０２３

钢板泊松比 ０３０

油菜茎秆剪切模量／ＭＰａ ４７０４

钢板剪切模量／ＭＰａ ７９４×１０４

油菜茎秆密度／（ｋｇ·ｍ－３） ８０９

钢板密度／（ｋｇ·ｍ－３） ７８５×１０３

油菜茎秆间碰撞恢复系数 ０６０

油菜茎秆间静摩擦因数 ０３６

油菜茎秆间滚动摩擦因数 ００３

油菜茎秆 钢碰撞恢复系数 ０６０

油菜茎秆 钢静摩擦因数 ０２３

油菜茎秆 钢滚动摩擦因数 ０１０

４　结论

（１）试验测得果荚初期饲料油菜茎秆平均直径
为２０４ｍｍ，油菜茎秆密度为 ８０９ｋｇ／ｍ３，油菜茎秆
弹性 模 量、剪切模 量和 泊松 比平均 值 分 别 为

１１５７３ＭＰａ、４７０４ＭＰａ和 ０２３，测得油菜茎秆颗粒
休止角平均值为２７９３°。

（２）饲料油菜茎秆间碰撞恢复系数、饲料油菜
茎秆与钢之间的碰撞恢复系数及饲料油菜茎秆与钢

之间的滚动摩擦因数对休止角模拟值影响较小，其

取值确定为０６０、０６０和 ０１０；饲料油菜茎秆间静
摩擦因数、饲料油菜茎秆滚动间摩擦因数及其平方

项、饲料油菜茎秆与钢之间的静摩擦因数及其平方

项对休止角模拟值的影响都显著，建立休止角模拟

值与该三参数的二次全模型方程，决定系数 Ｒ２为
０９３４５。

（３）以休止角实测值与仿真值之间相对误差为

１４２增刊 １　　　　　　　　　　　　廖宜涛 等：果荚初期饲料油菜茎秆离散元接触模型参数标定



响应值开展分析，建立相对误差的二次回归模型，以

相对误差值最小为目标优化求解可得饲料油菜茎秆

间静摩擦因数为０３６，饲料油菜茎秆间滚动摩擦因
数为００３，饲料油菜茎秆 钢静摩擦因数为 ０２３；利

用确定的基本接触参数建立果荚初期饲料油菜茎秆

颗粒的基本接触模型，得到休止角模拟值与实测值

相对误差为１８３％，表明茎秆颗粒本征参数和标定
的接触参数有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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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６）：４７－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张玉雯，匡崇义，黄必志．油菜的饲用价值和利用展望［Ｊ］．草学，２０１９（２）：７－１１．
ＺＨＡＮＧＹｕｗｅｎ，ＫＵＡＮＧＣｈｏ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ＧＢｉｚｈｉ．Ｔｈｅｆｅｅｄ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ｗｈｏｌｅｒａｐ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
Ｆｏｒａｇ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２）：７－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赵淑红，王加一，陈君执，等．保护性耕作拟合曲线型深松铲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８，４９（２）：８２－９２．
ＺＨＡＯＳｈｕ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ａｙｉ，ＣＨＥＮＪｕｎｚｈｉ，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ｕｂｓｏｉｌｅｒ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ｉｌｌａｇｅ［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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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王金武，李响，高鹏翔，等．胡萝卜联合收获机高效减阻松土铲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２０，５１（６）：９３－１０３．
ＷＡＮＧＪｉｎｗｕ，ＬＩＸｉａｎｇ，ＧＡＯＰ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ｒａｇ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ｓｈｏｖｅｌｆｏｒｃａｒｒｏ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２０，５１（６）：９３－１０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２００６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侯加林，王后新，牛子孺，等．大蒜取种装置取种清种性能离散元模拟与试验［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９，３５（２４）：４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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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ｇａｒｌｉｃｓｅｅｄｐｉｃｋ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９，３５（２４）：４８－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廖庆喜，张朋玲，廖宜涛，等．基于 ＥＤＥＭ的离心式排种器排种性能数值模拟［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２）：１０９－１１４．
ＬＩＡＯＱｉｎｇｘ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ＡＯＹｉｔａｏ，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ｅｄ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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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李尚平，张伟，黄宗晓，等．基于离散元法的自走式甘蔗转运车车厢稳定性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２０，５１（２）：
３７４－３８２．

２４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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