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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离心式精量集排器枝状阀式分流装置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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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油菜离心式精量直播机排种器田间作业的适应性，特别针对机组作业时存在倾斜、颠簸等工况，设计

了一种多阶分 合分流装置。以枝状阀式分流装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影响种子分流效果的影响要素，运用离散元

仿真软件ＥＤＥＭ对分流装置结构形式开展了正交旋转试验，建立了集排器各行排量一致性的四元二次回归模型；
利用３Ｄ打印技术加工成型枝状阀式分流装置，并与１阶分流装置进行倾斜对比试验。结果表明：枝状阀式分流装
置１阶分流单元分枝长度为５９９５ｍｍ、２阶分流单元上部长度为６６１１ｍｍ、分流角度为８９７４°、管径为７１２ｍｍ时，其排
种性能最优；在０°～２５°倾角范围内，枝状阀式分流装置的各行排量一致性系数不大于５７１％，优于１阶分流装置，
且可适应中高速（９ｋｍ／ｈ）播种作业，满足油菜种植农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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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排种器是播种机的核心部件，按照播种形式可

分为单排式与集排式，集排器是指 １个排种部件、
１个种子箱或１个统一的输种系统同时进行３行或
３行以上的多行播种装置［１］。集排器可简化播种机

总体结构，有利于实现集中装种及装种机械化，精简

排种系统传动部件，实现宽幅、高效作业，应用前景

广阔，已成为国内外排种技术的主要发展趋势。

集排技术按其实现方式可分为机械式与气力

式，很多学者开展了集排器的相关研究，包括新结

构、新原理以及影响排种性能关键影响因素的研

究［２－１１］，其中实现排种系统各行排量一致性是最终

目标［１２－１４］。气力集排器依靠气流对种子的主动作用，

对种子机械损伤小，适用于不同几何形状种子，是目前

集排器的主要发展方向。机械式集排器主要有离心式

集排器与由窝眼轮式排种器衍生的滚筒式集排

器［１５－１８］。传统离心式集排器均为非精量条播，其排种

稳定性与各行一致性难以保证，而滚筒式集排器主要

应用于较大粒径种子，且较难以适应高速播种作业。

油菜离心式精量集排器主要依靠离心力、种群

作用力等将种子携带至内锥筒上沿型孔处并被型孔

囊入由导种管进入输种管道，种子仅受重力、离心力

等作用，种子的机械损伤较小，且可实现精量播

种［１９－２０］。前期研究表明，改进型孔结构，增大型孔

直径可有效解决型孔堵塞问题［２１］。增大型孔直径，

集排器出种量相应增大。田间作业过程中，因地表

不平整引起的排种器倾斜、颠簸等工况导致种子在

排种各行分布较不均匀，引起田间植株在各行分布

存在较大差异，最终影响作物产量。

本文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利用水力运输过程中

管网分流的原理［２２－２３］，提出利用多阶分流再合并的

原理解决播种机田间作业不平导致各行排量一致性

较差的问题，设计一种具有自适应补偿的枝状阀式

分流装置，实现导种环节种子的多阶分流与合并。

运用离散元仿真软件 ＥＤＥＭ对枝状阀式分流装置
进行正交旋转仿真试验，得到枝状阀式分流装置最

优结构参数组合，并开展１阶分流装置与枝状阀式
分流装置的对比试验。

１　集排器工作原理

油菜离心式精量集排器主要由种箱、锥筒盖、分

流装置、排种盘和外锥筒等组成，如图１所示。工作
时，种子在重力作用下由种箱进入排种盘，动力源驱

动排种轴旋转，带动排种盘转动。排种盘在离心力、

重力等综合作用下，盘内种子上升至最高点，种子群

在离心力作用下做匀速圆周运动，当种子运动至型

孔附近时，外锥筒上部型孔囊入种子，经投种环节，

被排出至分流装置。分流装置内的种子经过分 合

的分流路径被均匀分配至各行输种管道内。

图１　集排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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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种箱　２．锥筒盖　３．机架　４．分流装置　５．外锥筒
　

２　分流装置设计

２１　分流装置工作原理
分流装置由多个分流单元组成，形成如图２所

示的多阶分 合分流装置。

图２　多阶分 合分流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工作时，型孔排出的种子经导种管进入分流装置

第１阶分流单元Ⅰ中，以一定比例在分流装置中被分配
至２个分流管Ⅰ １、Ⅰ ２；Ⅰ １、Ⅰ ２内种子分别进入
第２阶的各分流单元，种子被分配至４个分流管Ⅱ １、
Ⅱ ２、Ⅱ ３、Ⅱ ４中；以此类推，种子被持续分流，直至分
流装置最底阶的各分流管，通过以各行排量一致性变

异系数最小为目标函数进行最后一阶分流管的合并，

以实现机具倾斜一定角度后，种子仍可均匀分配至各

行，提高播种机作业性能。

建立排种系统各行排种量与最底阶各分流管内

种量的关系模型Ｆ（Ｍ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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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函数为排种系统单个型孔下的各行排量一

致性变异系数Ｃｍｉｎ（Ｍ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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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ｋｍｈ———最底阶分流管ｊ－２
０，ｊ－２１，…，ｊ－２ｊ

的分流合并系数，由于每个分流管

仅进行１次合并，其值取０或１
ｉ———对应第ｊ阶分流管数量，由于每个分流

单元均为１分２结构，取ｉ＝２ｊ

ｕ（θ）———排种装置倾斜 θ后，各分流单元
分配种子的比例

ｎｊｉ———第ｊ阶第ｉ个分流管内种量，与ｕ（θ）
相关

ｇ———分流合并后的播种行数
Ｍｍ———最底阶各分流管经合并后每行的排

种量

依据配套机组功率、幅宽与作物农艺要求确定

ｇ，各阶所有分流管出种量之和均等于总播种量，即
ｇ行排种量之和。
２２　枝状阀式分流装置设计

由上述分 合分流装置工作原理可知，在倾斜

条件下，为保证排种的各行排量一致性，对于２阶
分流方式的分流装置（后统称为枝状阀式分流装

置），将第２阶分流单元Ⅱ的不同侧分流管Ⅱ ２、
Ⅱ ３合并得出种管 Ａ，Ⅱ １、Ⅱ ４合并得出种管
Ｂ。集排器倾斜时，倾斜侧的分流管种子流偏大，另
一侧偏小，通过第２阶分流单元各分流管之间的有
机合并，即将出种量相对较多的分流管与出种量

相对较少的分流管合并，达到不同分流管种量的

自适应补偿。

对于枝状阀式分流装置，种子自集排器型孔排

出后，种子流状态接近于准液态，准液态种子流在重

力以及管壁的碰撞作用下，经１阶分流单元、２阶分
流单元分流后再经合并的路径运动至出种口，而种

子在各分流单元的分配比例取决于种子在分流口处

的速度矢量方向。理想的运动情况为：种子经１阶分

流单元分流口流出后，沿着１阶分流单元分枝长度
Ｌ１、２阶分流单元上部长度 Ｌ２运动，在此过程中，种
子与分流管内壁不断发生碰撞，由碰撞引起动能的

衰减，随着动能不断减小，种子的速度矢量方向较接

近于ｚ方向，则可看作种子仅在重力作用下（忽略空
气阻力）运动；且种子的碰撞具有随机性，服从正态

分布，则种子在第２阶分流单元分流口处可实现较
均匀的分流。由图３，１阶分流单元分枝长度Ｌ１、２阶
分流单元上部长度Ｌ２、分流单元分流角 α影响种子
到达第２阶分流单元分流口处的速度矢量，管径 ｄ
则会影响其动能的衰减程度。若种子到达第２阶分
流单元分流口处的速度矢量接近于 ｘ方向，以接近
偏向ｘ方向进入分流口，将会导致较多的种子进入
出种管Ｂ，从而引起分流的不均匀。故影响枝状阀式
分流装置分流效果的因素分别为１阶分流单元分枝
长度Ｌ１、２阶分流单元上部长度Ｌ２、分流单元分流角
α以及管径ｄ。

图３　枝状阀式分流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ａｌ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倾斜条件下，设单位时间内集排器的单个型孔

排种量为ｍ，则进入理想结构的枝状阀式分流装置
分流管Ⅰ １的输出种量ｎ１１为ｍｕ，分流管Ⅰ ２的输
出种量ｎ１２为ｍ（１－ｕ），经第２阶分流，Ⅱ １、Ⅱ ２、
Ⅱ ３、Ⅱ ４的输出种量分别为

ｎ２１ ＝ｍｕ
２

ｎ２２ ＝ｎ
２
３ ＝ｍ（ｕ－ｕ

２）

ｎ２４ ＝ｍ（１－ｕ）
{

２

（４）

经分流管合并后，出种管Ａ的出种量为ｍ（２ｕ－
２ｕ２），出种管Ｂ的种量比例为ｍ（２ｕ２－２ｕ＋１）。

利用出种管 Ａ、Ｂ种量分配比例差的绝对值来
衡量分流装置的分流效果。对于枝状阀式分流装置，

该差值的绝对值为ｍ（２ｕ－１）２。对于１阶分流装置，
该差值的绝对值为ｍ｜２ｕ－１｜。

由于０
!

ｕ
!

１，则
（２ｕ－１）２ ＜｜２ｕ－１｜ （５）

由式（５）得出，在倾斜条件下，枝状阀式分流装
置的分流效果优于１阶分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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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ＥＤＥＭ仿真试验

３１　仿真模型建立
离散单元法是将分析对象分解为充分多的离散

单元，每个颗粒或块体为一个单元，根据每一时刻各

颗粒间的相互作用计算接触力，再运用牛顿运动定

律计算离散单元的运动参数，这样交替反复运算，实

现对象运动状态的预测［２４－２５］。离散元根据颗粒接触

模型的不同，可分为硬球模型与软球模型。油菜籽粒

表面光滑、流动性好，仿真中颗粒接触模型设为硬球

接触模型，仿真选用Ｈｅｒｔｚ Ｍｉｎｄｌｉｎ接触模型，种子
数量设为２２５００粒，仿真时间为１０ｓ（前１ｓ充种，１ｓ
后内锥筒开始运动），采用瑞利波法确定仿真计算

时间步长为１０８×１０－５ｓ，输出时间步长为００１ｓ。
油菜籽粒与集排器不同材质部件相互作用力力学特

性参数见表１。

表１　油菜种子与集排器相互作用力力学特性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ｕｔｕａｌａｃｔ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ａｎ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材质名称 碰撞恢复系数 静摩擦因数 动摩擦因数

油菜种子 ０６０ ０５ ００１

工程塑料ＡＢＳ ０７５ ０３ ００１

铝合金 ０６０ ０３ ００１

３２　仿真模型验证
为验证上述模型与参数选择的合理性，开展集

排器ＥＤＥＭ模拟仿真与台架试验的结果对比。试验
以安装有１阶分流装置的集排器为研究对象，以集
排器转速为试验因素，转速范围取１３０～２００ｒ／ｍｉｎ，
每间隔１０ｒ／ｍｉｎ为一个水平，每个处理重复５次，试
验方法参照文献［１９］，试验指标为集排器各行排量
一致性均匀度Ｅｖ，即

Ｅｖ＝１－
ｓ
ｘｉ

（６）

其中 ｓ＝
∑
ｎ

ｉ＝１
（ｘｉ－ｘｉ）

２

ｎ槡 －１

ｘｉ＝
１
ｎ∑

ｎ

ｉ＝１
ｘｉ　　ｘｉ＝

１
Ｎ∑

Ｎ

ｊ＝１
ｘｉｊ

式中　Ｎ———重复次数，取５
ｎ———测定行数，取６
ｘｉｊ———出种管出种量
ｘｉ———出种管平均出种量
ｓ———各行间排种量标准差

由仿真试验与台架试验结果可知：集排器转速

在１３０～２００ｒ／ｍｉｎ范围内，其各行排量一致性均匀
度的仿真值与台架试验实测值的绝对误差占比在

０～６５７％之间，此误差可接受，表明上述 ＥＤＥＭ的
模型建立与参数选择较合理。

表２　仿真试验与台架试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ａｎｄｂｅｎｃｈｔｅｓｔ

试验

编号

转速

／（ｒ·ｍｉｎ－１）

仿真

值／％

实测

值／％

绝对

误差／％

占比

／％

１ １３０ ９０３０ ９４３７ ４０７ ４３１

２ １４０ ９５７２ ９５７２ ０ ０

３ １５０ ９０８６ ９６７５ ５８９ ６０８

４ １６０ ９４４０ ９７４９ ３０９ ３１０

５ １７０ ９４３１ ９６９０ ２５９ ３００

６ １８０ ９３７０ ９７７２ ４０２ ４１１

７ １９０ ９１３４ ９７７６ ６４２ ６５７

８ ２００ ９４６１ ９７１９ ２５８ ２６５

３３　分流装置ＥＤＥＭ仿真试验
３３１　试验设计

由前述，影响枝状阀式分流装置分流效果关键

因素分别为１阶分流单元分枝长度 Ｌ１、２阶分流单
元上部长度Ｌ２、分流角α、管径 ｄ。为考察集排器分
流装置的最优参数组合，以枝状阀式分流装置为试

验对象，由前期试验得到各参数取值范围：３０ｍｍ≤
Ｌ１≤１００ｍｍ、３０ｍｍ≤Ｌ２≤１００ｍｍ、３０°≤α≤１５０°、
６ｍｍ≤ｄ≤１０ｍｍ。试验指标为集排器各行排量一
致性变异系数，其对排种性能指标的衡量与各行排

量一致性均匀度相反，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越

小，即均匀度越高，表明各行间的排种量越均匀。

枝状阀式分流装置结构参数的正交旋转组合设

计试验因素水平编码如表３所示［２６］。

表３　试验因素水平与编码值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ｃｏｄｅｄｌｅｖｅｌｓ

编码
分枝长度

Ｌ１／ｍｍ

上部长度

Ｌ２／ｍｍ
分流角

α／（°）

管径

ｄ／ｍｍ

１６８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６

１ ８５８１ ８５８１ １２５７１ ６８１

０ ６５ ６５ ９０ ８

－１ ４４１９ ４４１９ ５４２９ ９１９

－１６８２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０

３３２　仿真试验结果分析
利用颗粒离散元软件 ＥＤＥＭ开展枝状阀式分

流装置仿真试验，由仿真得集排器的各行排量一致

性变异系数如表４所示，表５为不同因素对各行排
量一致性变异系数的方差分析结果。

由上述模拟仿真试验结果，建立１阶分流单元
分枝长度（ｘ１）、２阶分流单元上部长度（ｘ２）、分流角
（ｘ３）、管径（ｘ４）对集排器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
的四元二次回归模型，即

０８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ｆ（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０００９５ｘ
２
１＋００１１ｘ１ｘ２－

００１１ｘ１ｘ３＋００７７５ｘ１ｘ４－１４３３６ｘ１＋０００８５ｘ
２
２＋

０００２８ｘ２ｘ３－０３３７６ｘ２ｘ４＋０３６５ｘ２＋０００５ｘ
２
３＋

０１１５３ｘ３ｘ４－２４０２８ｘ３＋２２０３２ｘ
２
４－

２４０２８ｘ４＋１７０１５５７７８ （７）

表４　试验方案与结果

Ｔａｂ．４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试验

号

分枝长度

Ｘ１

上部长度

Ｘ２

分流角

Ｘ３

管径

Ｘ４

各行一致性

变异系数／％
１ １ １ １ １ ２５２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２２８１
３ １ －１ １ －１ １１２２
４ １ －１ －１ １ ５０７２
５ －１ １ １ －１ ４４２
６ －１ １ －１ １ ２７７
７ －１ －１ １ １ ４４２５
８ －１ －１ －１ －１ １６０８
９ １６８２ ０ ０ ０ ８９１
１０ －１６８２ ０ ０ ０ ８８８
１１ ０ １６８２ ０ ０ ５６１
１２ ０ －１６８２ ０ ０ ９６８
１３ ０ ０ １６８２ ０ ２４０４
１４ ０ ０ －１６８２ ０ ６６２
１５ ０ ０ ０ １６８２ ８３８
１６ ０ ０ ０ －１６８２ ３７１
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２
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２
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２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２
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２
２２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２
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２

表５　不同因素对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５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ａ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显著性

Ｘ１ １３２２１ １ １３２２１ ２２２２ 
Ｘ２ ４０００５ １ １２６４９ ６７２４ 
Ｘ３ ３５５０ １ ４５６９ ５９６ 
Ｘ４ ４２６１６ １ ４２６１６ ７１６４ 
Ｘ１Ｘ１ ２７１２４ １ ２７１２４ ４５５９ 
Ｘ１Ｘ２ １９２３３ １ １９２３３ ３２３３ 
Ｘ１Ｘ３ ５５９６１ １ ５５９６１ ９４０７ 
Ｘ１Ｘ４ ２９５６ １ ２９５６ ４９７ ＮＳ
Ｘ２Ｘ２ ２１６２５ １ ２１６２５ ３６３５ 
Ｘ２Ｘ３ ２９５６ １ ２９５６ ４９７ ＮＳ
Ｘ２Ｘ４ ５５９６１ １ ５５９６１ ９４０７ 
Ｘ３Ｘ３ ６６５５０ １ ６６５５０ １１０１９ 
Ｘ３Ｘ４ １９２３３ １ １９２３３ ３２３３ 
Ｘ４Ｘ４ １５４５２ １ １５４５２ ２５９７ 
回归 ３８５４４２ １４ ２７５３２ ４６２８ 
残差 ４７５９ ８ ５９５
总和 ３９０２０１ ２２

　　注：表示极显著；表示显著；ＮＳ表示不显著。

　　由表 ５可知，方程回归平方和 Ｆ（１４，８）＝
２７５３２＞Ｆ００１＝５５２，表明所建立的各行排量一致
性变异系数回归数学模型有意义且显著，回归方程

决定系数Ｒ２为０９８８，表明回归方程拟合度较高。
利用Ｍａｔｌａｂ分别对ｘ１、ｘ２、ｘ３、ｘ４求偏导，可得
ｆ
ｘ１
＝００１９０ｘ１＋００１１３ｘ２－００１１２ｘ３＋

　　００７７５ｘ４－１４３３６

ｆ
ｘ２
＝－００１１３ｘ１＋００１７０４ｘ２＋０００２８ｘ３－

　　０３３７６ｘ４＋０３６５

ｆ
ｘ３
＝－００１１３ｘ１＋０００２８ｘ２＋００１ｘ３＋

　　０１１５３ｘ４－１２２０１

ｆ
ｘ４
＝００７７５ｘ１－０３３７６ｘ２＋００１１５３ｘ３＋

　　４４０６５ｘ４























－２４０２８３

（８）
依据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越小，则集排器

的排种性能越优，令
ｆ
ｘ１
＝０、ｆ
ｘ２
＝０、ｆ
ｘ３
＝０、ｆ
ｘ４
＝０，

可得枝状阀式分流装置各结构参数的最优组合：ｘ１
为 ５９９５ｍｍ，ｘ２为 ６６１１ｍｍ，ｘ３为 ８９７４°，ｘ４为
７１２ｍｍ。代入式（７），得 ｆ＝－０９７，符合排种最优
性能指标。

４　性能试验与结果分析

４１　性能试验
依据优化所得枝状阀式分流装置的结构参数，

利用３Ｄ打印技术对该分流装置进行加工制造，所
用材料为工程塑料 ＡＢＳ，并利用３Ｄ打印技术打印
与枝状阀式分流装置具备相同分流角、管径的１阶
分流装置。为考察增加枝状阀式分流装置与１阶分
流装置对机具倾斜的适应性，开展２种分流装置条
件下的排种性能试验。

将打印完成的２种分流装置分别安装于集排器
导种管，集排器转速设定１７０ｒ／ｍｉｎ，以集排器倾斜
角为试验因素，倾角范围为０°～３０°，每５°为一个水
平，每个处理重复５次，进行集排器各行排量一致性
性能测试。试验中，试验材料选取华油杂６２；种子
千粒质量为４６ｇ；使用角度仪对倾斜角度进行测
量，如图４；集排器动力由直流电动机提供。

由不同倾斜角度对集排器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

系数影响的试验结果（图５）可知：倾斜角为０°～５°
时，１阶分流装置与枝状阀式分流装置对各行排量
一致性变异系数影响均较小，枝状阀式分流装置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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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倾斜角度测量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１．集排器　２．枝状阀式分流装置　３．角度仪

　

图５　１阶分流装置与枝状阀式分流装置倾角对比试验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ｅ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ｒｅｃ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ａｎｄｖａｌ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件下，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不大于２９１％，１阶
分流装置条件下，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不大于

３２７％。
倾斜角为５°～２５°范围内，１阶分流装置的各行

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随倾角的增大而增加，最大可

达２１４％，表明１阶分流装置条件下倾斜对各行排
量一致性的影响较显著；对于枝状阀式分流装置，各

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随倾斜角的增大其变化较为

平缓，最大仅为５７１％。由于在２阶分流后种子流
合并过程中，枝状阀式分流装置是通过将４股种子
流中来自不同分流单元的不同侧的２股种子流合并
以实现对种子流分配过程中的自适应补偿，集排器

最终输出为均匀的２股种子流，其各行排量一致性
变异系数可降至较低，最低可达到２５１％，表明枝
状阀式分流装置对机具倾斜的适应性较好。倾斜角

大于等于２５°时，１阶分流装置与枝状阀式分流装置
的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均有所增加，但枝状阀

式分流枝状的分流效果仍优于１阶分流装置，与前
述理论分析结果一致。根据油菜种植的生产实际情

况，由地表不平整等原因引起的机具倾斜一般不超

过２５°。
对于２种分流装置与未加分流装置的集排器，

若增加分流装置前后其播种行数相同，则增加分流

装置后，集排器的总排量稳定性与各行排量一致性

均有显著提升。其一，由于增加分流装置，集排器型

孔数量较未增加分流装置时的型孔数减少了一半，

故总排量稳定性可明显改善；其二，由分流装置所引

出的两行间的分流变异系数明显降低，故集排器的

总排量稳定性与各行排量一致性均有显著提升。

综上，增加分流装置后，集排器的各行排量一致

性得到显著提高；在不同倾斜角下，枝状阀式分流装

置的排种性能优于１阶分流装置。
利用ＪＰＳ １２型排种器试验台对枝状阀式分流

装置的排种器进行了播量均匀性试验。试验设定种

床带前进速度分别为２０ｋｍ／ｈ和９０ｋｍ／ｈ，在种床
带上随机选取５０段，测量单位长度（１ｍ）内种子的
数量。根据油菜种植农艺要求，设定油菜平均株距

为５０ｍｍ，则１ｍ内种子数量应为２０粒。规定１ｍ
内种子数为（２０±３）粒时符合测试指标。

排种台架试验表明，当种床带速度分别为２０、
９０ｋｍ／ｈ时，排种单行播量均匀性变异系数分别为
１３９８％、１５３５％，单位长度种子数符合测试指标的
比例分别为８６％、８２％。

４２　田间试验

４２１　坡地试验
为检验播种机具在倾斜作业条件下排种的各行

排量一致性，在华中农业大学校内坡地进行了油菜

离心式精量集排器枝状阀式分流装置的播种试验

（图６），由角度仪测得机具倾斜角为８°，机具作业前
进速度设定为慢Ⅰ挡。试验中，将密封袋固定在输
种管末端，每次试验完毕后对各密封袋内种子进行

收集称量并记录，试验重复５次，测得各行排量一致
性变异系数为９１９％。

图６　枝状阀式分流装置坡地试验
Ｆｉｇ．６　Ｖａｌ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４２２　田间播种试验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华中农业大学校内现代

农业科技园的旱地开展了集排器的田间播种试验

（图７），旱地前茬作物为玉米，地表土壤坚实度平均
为１２３０ｋＰａ。将带有枝状阀式分流装置的集排器
安装于离心式多功能联合直播机上，牵引动力为东

方红ＬＸ ９５４型拖拉机，试验分为低速挡和中速
挡，机组前进速度分别约为２１８ｋｍ／ｈ和９１７ｋｍ／ｈ。
油菜播后４５ｄ幼苗长至４～５叶期，在田间随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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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１０段，以１ｍ为测量单位，测定幼苗的平均株距、
播种均匀性与各行一致性变异系数。测得机组在低

速挡、中速挡前进速度下，田间植株的平均株距分别为

５１２３ｍｍ、６５７９ｍｍ，播种均匀性变异系数分别为
３１２２％、３４８５％，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分别为
３３％、３８２％，符合油菜种植农艺要求。

图７　枝状阀式分流装置田间播种试验
Ｆｉｇ．７　Ｆｉｌｅｄｔｅｓｔｏｆｖａｌ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５　结论

（１）提出了一种多阶分 合分流装置，通过对多

阶分 合分流装置的种子流分析，构建了多阶分流

　　

装置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模型。该装置可有效

提高机具的适应性，解决在作业过程中因地表不平

造成的倾斜、颠簸等工况导致各行排量一致性较差

的问题，提高了播种机的作业性能。

（２）通过对不同转速下集排器各行排量一致性
仿真试验与台架试验的对比分析，验证了仿真模型

建立与参数选择的合理性；基于此，开展枝状阀式分

流装置的ＥＤＥＭ仿真试验研究，建立了各行排量一
致性变异系数与枝状阀式分流装置结构参数之间的

四元二次回归模型，仿真试验结果表明：枝状阀式分

流装置１阶分流单元分枝长度为５９９５ｍｍ、２阶分
流单元上部长度为６６１１ｍｍ、分流角度为８９７４°、
管径为７１２ｍ时，其排种性能最优。

（３）对优化后枝状阀式分流装置与１阶分流装
置进行３Ｄ打印并开展倾斜条件下２种分流装置的
对比试验，试验表明：倾斜角在０°～２５°范围时，枝
状阀式分流装置集排器的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

不大于５７１％，优于１阶分流装置，且可实现机组
前进速度为９１７ｋｍ／ｈ的田间中高速播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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