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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类作物一器双行气吸式高速精量排种器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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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豆类作物窄行密植种植模式下高速精量播种的问题，设计了一种一器双行气吸式高速精量排种器，采

用单风道单排种盘实现双行播种作业。阐述了其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对关键参数进行了理论分析，确定了工作

区域，明确了排种盘的结构形式，建立了主要结构参数的数学模型。以影响排种器工作性能的主要因素吸孔直径、

真空度和机器前进速度为试验因素，进行了三因素三水平的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旋转正交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吸孔直

径 ４５ｍｍ、真空度４５ｋＰａ、前进速度１０ｋｍ／ｈ为最优组合，在最优参数组合条件下，内圈合格率为９７８３％，内圈漏

播率为 ０６２％，外圈合格率为 ９８２４％，外圈漏播率为 ０４７％，满足设计要求。为考察排种器的速度适应性，进行

了速度单因素试验，结果表明，速度在１４ｋｍ／ｈ以内时，内、外圈合格率大于９３％，内、外圈漏播率小于５％，内、外圈

重播率小于 ２％。为验证排种器对不同豆类品种的适应性，选取豌豆、小豆和绿豆为试验材料，根据豆类外形尺寸

选取不同吸孔尺寸种盘，进行了品种适应性试验，结果表明，内、外圈合格率大于 ９７％，内、外圈漏播率小于 １％，

内、外圈重播率小于 ３％，均优于国家标准要求，具有良好的品种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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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ｒｒｏｗｒｏｗｄｅｎｓｅ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０　引言

大豆、豌豆、绿豆、小豆等豆类作物具有形状规

则、粒径较小、球形度较大的特点，对精量排种器的

适应性较好，但其种植密度要求较高，多采用窄行密

植栽培技术，每平方米保苗量在２２５株以上［１－６］
，因此

株距和行距要求均较小，在高速作业下对排种器要求

较高，实现高速精量播种作业存在一定的难度
［７－８］
。

高速精量排种器是实现高速精量播种作业的核

心部件，其排种性能是影响播种机作业质量的重要

因素之一。其中，气力式排种器因具有种子适应性、

排种精度、作业效率等方面的优势而逐渐被认

可
［９－１１］

。国内外关于气力式排种器的研究逐渐深

入，发现在排种器作业速度升高时，排种器性能呈下

降趋势。豆类作物种植密度较大，在高速作业情况

下，排种器的转速更高，因此采用气吸式精量播种机

进行高速精量播种作业时，对排种器结构、吸附性能

以及排种器转速等方面要求较高
［１２－２１］

。现有大豆

气力式精量排种器多集中在功能实现上，在高速作

业条件下播种效果较差，且对不同豆类种子的适应

性不足。

为满足豆类作物窄行、窄距、密植的高速作业，

设计一种结构简单、适应性强、播种效果好、可实现

高速播种作业的一器双行高速精量排种器。

１　排种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一器双行气吸式高速精量排种器整体结构如

图１所示。主要包括后壳体、前壳体、上清种机构、
下清种调节装置、双排孔种盘、吸道、下清种分流清

种机构、双叉分流机构、传动轴等。双排孔种盘作为

保证排种质量的核心部件，沿周向开有双排充种孔，

固定在传动轴上，与后壳体紧密贴合，吸道固定安装

在后壳体上，与后壳体、双排孔种盘形成气室，贯穿

充种区、清种区以及携种区，在气流作用下与外界形

成负压气流，随着种盘的转动完成种子的吸附运移

过程。上清种机构一端固定在前壳体定位孔上，另

一端安装在前壳体滑槽中，通过上清种调节装置固

定在前壳体上，可调节上清种调节装置实现外侧吸

孔清种作业；分流清种装置安装在前壳体上，前端为

双弧形清种机构，实现内侧种子的清种作业，后端为

导流装置，将双排种子流导入双叉分流机构中，实现

窄距双行顺畅投种，其中双叉分流机构可根据不同

行距要求进行调整。

图 １　一器双行气吸式高速精量排种器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ｔｅｆｏｒ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ｗ
１．卸种口　２．卡扣　３．后壳体　４．前壳体　５．双排孔种盘　６．上

清种机构　７．上清种调节装置　８．下清种分流卸种机构　９．双

叉分流机构　１０．传动轴　１１．吸道
　

工作时，风机在拖拉机动力输出轴带动下转动，

抽取密闭气室空气，使得吸孔处形成负压状态，传动

轴在地轮或者其他动力源的驱动下顺时针转动，带

动双排孔种盘转动；经过充种区在负压的作用下将

种子吸附在吸孔上，经过清种区，在上下清种机构的

作用下将内外两侧多余的种子清除，携带单粒种子

进入携种区，继而在分流机构的作用下将双排种子

流导入双叉分流机构进行双行窄距播种作业。

２　关键参数设计

２１　工作区域划分
考虑种子是在种盘和前壳体之间完成充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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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携种和分流投种过程，该过程主要通过吸道、壳

体、种盘以及清种装置之间配合作用完成，为了保证

各关键部件的作用效果，准确适时实现充种、清种、

携种和分流投种过程，达到最佳的作业效果，须对工

作区域进行划分
［２２－２３］

。如图２所示，其中 δ表示充
种区范围，α表示清种区范围（包括自清种区①和强
制清种区②），β表示携种区范围，γ表示投种区范
围。

图 ２　种盘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ｓ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充种区设计：双排播种为相邻两排吸孔同时作

业完成种子的吸附，因此对充种区的种子量要求更

高，为保证内侧吸孔的充种性能，使得内侧具有充足

的种子量，在区域划分时要尽量扩大充种区域范围，

同时兼顾分流投种的顺畅性，最终确定充种作用范

围为［３２５°，３６０°］∪［０°，９５°］。
清种区设计：为保证两行种子的单粒精度，要确

定合适的清种区域，将吸种口多余的种子清掉，保证

内外侧吸孔均匀吸附单粒种子。清种区主要分为自

清种区和强制清种区。充入吸孔内的种子随着排种

盘的转动离开充种区，首先进入自清种区域。位于

吸孔边缘未能稳定吸附的种子在重力和离心力的作

用下落回充种区。通过试验发现，当吸孔上的种子

离开充种区距离大于 ３个种子长度时，未占据压力
优势的种子滑落至充种区，即 ｈ４≥３ｌ，如图 ３所示，
选取自清种区域 α１＝１５°。

上下侧清种机构通过挤压吸孔处的种子，将不

占据压力优势的多余种子清除，保证单粒播种，为保

证内外圈彻底清种，在不影响投种的情况下尽量扩

大清种区范围，但清种范围不能过大，过大会导致清

落的种子进入投种区，导致重播增加。为确定合适

的清种区范围，采用运动学方法对清种区末端位置

进行分析，如图 ３所示，种子 Ｂ在下清种机构的作
用下脱离种盘，沿吸孔切线做初速度为 ｖ的抛物线

图 ３　清种区划分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ａｒｅａ
　
运动，当种子由 Ｂ运动到 Ｃ点时，种子在分流机构
的阻挡下落入充种区，当清种位置滞后时，清落的种

子会进入分流卸种装置，造成排种质量下降，由几何

关系知∠ＡＯＢ＝∠ＥＢＤ＝α０，该位置由动力学和几
何关系有

ｈ＝ｈ１＋ｈ２
ｈ１＝ｖｘｔ

ｈ３＝
１
２
ｇｔ２＋ｖｙｔ

ｖ０＝ωｒ

ｖｘ＝ｖ０ｃｏｓα０
ｖｙ＝ｖ０ｓｉｎα０

ｓｉｎα０＝
ｈ１
ｒ

ｃｏｓα０＝
Ｈ























ｒ

（１）

式中　ｒ———内侧孔半径，ｍｍ
α０———ＯＢ连线与竖直中心线之间夹角，（°）
ｖ０———清落种子的初速度，ｍ／ｓ
ｖｘ———清落种子在 ｘ方向的分速度，ｍ／ｓ
ｖｙ———清落种子在 ｙ方向的分速度，ｍ／ｓ
ω———排种盘角速度，ｒａｄ／ｓ
Ｈ———Ａ点到 Ｏ点的距离，ｍｍ
ｈ———中心竖直线与分流挡板之间的距离，ｍｍ
ｈ１———Ａ点到 Ｂ点的距离，ｍｍ
ｈ２———种子下落点与挡板竖直位置的距离，ｍｍ
ｈ３———内侧吸孔到分流挡板竖直距离，ｍｍ

ｇ———重力加速度，ｍ／ｓ２

ｔ———时间，ｓ
由式（１）可得

ｈ３＝
ｈ１ｈ－ｈ

２
１

Ｈ
＋
ｇ（ｈ２＋ｈ２１－２ｈｈ１）

２ω２Ｈ２
（２）

其中 Ｈ、ｈ３、ｈ、ｒ的值在设计时确定，当作业速度在
１６ｋｍ／ｈ以 下 时，通 过 式 （１）、（２）解 得 ｈ１≈
８２９ｍｍ，α０≈７０７°。

为了避免清落的种子进入分流卸种区，在清种

区划分时要保证 α０小于 ７０７°，选取 α０为 ６°，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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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种区主要分为自清种区［９５°，１１０°］和强制清种区
［１１０°，１８６°］，最终确定清种区为［９５°，１８６°］。

携种区设计：吸附在吸孔上的单粒种子在越过

清种区之后进入携种区。吸孔处开有凹槽，对吸附

的种子具有托附作用，有效地避免了气压不稳或振

动造成吸附在吸孔上的种子掉落问题。携种区从清

种区结束位置开始到卸种开始位置结束，β设置为
［１８６°，２７０°］。

分流投种区设计：种盘运动到分流投种区，在分

流清种装置的作用下将两排种子流均匀分开，气流

隔断，在重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下脱离种盘，均匀地进

入双叉投种管，完成播种作业。分流投种区为

［２７０°，３２５°］。
种盘进入投种区气流阻断，种子落入投种管，该

区域为密封区，要求密闭性好，避免气流干扰种子的

运动轨迹，在气道设计时综合考虑种子吸附的稳定

性、投种的顺畅性，气道需贯穿整个充种区、清种区

和携种区
［２４］
，其范围角度 λ＝３０５°。

２２　排种盘设计
２２１　排种盘结构形式

排种盘是将种子从种群分离并运移至投种区的

关键部件，排种盘形式对充分充种、有效清种和顺利

投种有重要意义。双排种盘沿周向均匀布置充种吸

孔，相比于单排孔吸孔数增加了一倍，给种子的充分

充种带来困难，合理利用有限的空间完成两排吸孔

的稳定充种，是实现双排播种的关键，外侧吸孔种层

较高，种子间的阻力较大，需增加扰动性以增加种子

流动性，提高充种性能；内侧吸孔处种子种层较低，

种子间阻力较小，在不断流动的种子流下即可稳定

吸附。为了满足内外侧充种条件，采用外侧拨指吸

孔增加种子的扰动，形成不间断的种子流，内侧采用

凹型圆孔，提高种子吸附的稳定性，如图４所示。充
种区的种子在外侧拨指的带动下形成循环种子流，

底层的种子顺着拨指上升，脱离充种区后流向种层

内侧，种子群不断从充种区由下向上翻动，减少了充

种区种群内部阻力，降低种子架空难以充种的几率，

同时也保证了内侧吸孔处的种子量，提高了内外侧

充种性能。

２２２　充种过程受力分析
种子经过充种区，在负压作用下，吸附在型孔

处，完成充种，吸附力大小对稳定充种具有重要作

用，为保证内外侧吸孔的稳定吸附作用，需探明种子

在充种区的受力特性。在不考虑播种过程中机器振

动的条件下，将大豆种子近似看作球体，以外圈种子

为原点建立 ｘ１ｙ１ｚ三维坐标系，其中在坐标系 ｘ１ｙ１中
进行受力分析，如图 ５ａ所示，ｘ１轴正向为种子受到

图 ４　种盘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１．种子环流　２．内侧种子　３．内侧吸孔处种子　４．外侧吸孔处

种子　５．种盘
　

图 ５　充种过程受力分析

Ｆｉｇ．５　Ｆｏｒ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ｅｄｃｏｕｒｓｅ
　
阻力方向，ｙ１轴正向为种子受到离心力的反向，指向
排种盘中心。对 ｚ平面进行受力分析，如图 ５ｂ所
示，在充种区内，种子吸附在型孔处，随着种盘以角

速度 ω顺时针转动，种子与吸孔切点 Ａ处受到吸孔
的支持力 Ｎ，受到吸孔吸附力 Ｆ，以及受到 Ｆ１、Ｇ、Ｆｆ
的合力 Ｆ２。由大豆种子在充种区受力平衡有

∑Ｆｘ１＝０Ｎｘ１－Ｆｆ－Ｇｓｉｎα１＝０

∑Ｆｙ１＝０Ｎｙ１－Ｆ１－Ｇｃｏｓα１＝０

∑Ｆｚ＝０Ｎｚ－Ｆ＝０

∑ＭＡ１＝０Ｆｄ１－Ｆ２Ｌ＝













０

（３）

在 ｘ１ｙ１平面内 Ｎｘ１ｙ１为 Ｎｘ１和 Ｎｘ２的合力，结合
式（３）可知

Ｎｘ１ｙ１＝ Ｎ２ｘ１＋Ｎ
２
ｙ槡 １＝

Ｆ２ｆ＋Ｇ
２＋Ｆ２１＋２Ｇ（Ｆｆｓｉｎα１＋Ｆ１ｃｏｓα１槡 ） （４）

种子在 ｚ平面内受力平衡，则有
Ｆ２＝Ｎｘ１ｙ１ （５）

由式（３）～（５）可得

Ｆ＝
Ｆ２Ｌ
ｄ１
＝Ｌ
ｄ１

Ｆ２ｆ＋Ｇ
２＋Ｆ２１＋２Ｇ（Ｆｆｓｉｎα１＋Ｆ１ｃｏｓα１槡 ）＝

Ｆ２ｆ＋Ｇ
２＋Ｆ２１＋２Ｇ（Ｆｆｓｉｎα１＋Ｆ１ｃｏｓα１槡 ）ｔａｎ（α２／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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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Ｆ１———种子受到的离心力，Ｎ
Ｆｆ———种子间阻力，Ｎ
Ｇ———种子重力，Ｎ
Ｎｘ１———种子支持力在 ｘ１方向上的分力，Ｎ
Ｎｙ１———种子支持力在 ｙ１方向上的分力，Ｎ
Ｎｘ１ｙ１———种子支持力在 ｘ１ｙ１平面内的合力，Ｎ
Ｎｚ———种子支持力在 ｚ方向上的分力，Ｎ
ｄ１———吸孔中线到 Ａ点的距离，ｍｍ
Ｌ———合力 Ｆ２到 Ａ点的距离，ｍｍ
α１———种子重心与排种盘中心的连线与竖直

方向的夹角，（°）
α２———型孔锥角，（°）

由式（６）可知，充种过程中，吸孔处所需吸附力
Ｆ与吸种孔锥角、种子间阻力、种子离心力等有关，
内侧型孔相对外侧型孔种层高度较低，种子受到的

种间阻力较小，且内侧型孔相对于外侧型孔的线速

度较小，排种器同一转速条件下离心力较小，因此同

等负压条件下外侧型孔充种难度要大于内侧型孔，

为保证内外侧型孔吸附的稳定性，在设计时外侧型

孔采用拨指型孔增加扰动性，减小种间阻力，同时还

需使得外侧吸孔吸附力大于内侧吸附力。

２２３　吸孔直径
为了保证内外侧吸孔对种子吸附的稳定性，克

服种间阻力，外侧吸孔的吸附力应大于内侧，有

Ｆ３＞Ｆ４ （７）
其中 Ｆ３＝（ｐ０－ｐ１）Ｓ１ （８）

Ｆ４＝（ｐ０－ｐ１）Ｓ２ （９）
式中　Ｆ３———外侧吸孔吸附力，Ｎ

Ｆ４———内侧吸孔吸附力，Ｎ
ｐ０———种盘内侧压力，ｋＰａ
ｐ１———种盘外侧大气压力，ｋＰａ

Ｓ１———外侧吸孔面积，ｍ
２

Ｓ２———内侧吸孔面积，ｍ
２

通过式（７）～（９）可知
Ｓ１＞Ｓ２ （１０）

如图６所示，圆周外侧均匀布置拨指，拨指导槽
与后壳体之间形成组合吸孔，内侧均匀布置具有凹槽

的圆孔。内侧圆孔直径 ｄ＝（０６４～０６６）ｂ［２５］，内侧吸
孔面积为 Ｓ２＝πｄ

２／４，其中 ｂ为豆类种子的平均粒
径。外侧吸孔由两部分组成，直径为 ｄ的半圆和不
规则四边形ＣＦＥＤ，其中 ＳＣＦＥＤ＞Ｓ２／２，因此 Ｓ１＝Ｓ２／２＋
ＳＣＦＥＤ＞Ｓ２，满足外侧吸孔吸附能力大于内侧吸孔的
要求，外侧型孔不规则四边形 ＣＦＥＤ可通过确定拨
指弧线来确定。

２２４　拨指吸孔弧线
外侧拨指吸孔对种层扰动和种子流形成具有重

图 ６　吸孔参数确定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ｏｌｅｔｙｐ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要作用，其中拨指吸孔由两条平行弧线

)

ＡＣ和

)

ＧＤ组

成，

)

ＡＣ由扰动段弧线

)

ＡＢ和导流段弧线

)

ＢＣ组成，弧线

)

ＡＢ段起到扰动种盘底层种子的作用，避免充种区内

种子架空，弧线
)

ＢＣ段起到带动种子形成循环种子流

的作用，为满足上述要求，以 Ｂ为分界点，弧线

)

ＡＢ与
水平轴 ｘ的夹角应大于豆类种子与种盘的摩擦角

θ，弧线

)

ＢＣ与水平轴的夹角应小于 θ。连接 ＯＢ，直线
ＯＢ与 ｘ轴的夹角等于豆类种子的摩擦角，过 Ｂ点

做弧线

)

ＡＣ与直线 ＯＢ相切，则弧线

)

ＡＢ和弧线

)

ＢＣ满足
设计要求。以 Ｏ为中心建立直角坐标系，则 Ｏ（０，
０）、Ｃ（０，－２２５）、Ｏ１（ｒ１，０）、Ｂ（ｘ１，ｙ１）如图 ６所示，
根据几何关系可得

ｙ１＝ｘ１ｔａｎθ

（ｘ１－ｒ１）
２＋ｙ２１＝ｒ{ ２

４

（１１）

式中　ｒ１———经过外侧吸孔 Ｏ点的圆弧半径，ｍｍ
ｒ４———经过 Ｂ点的圆弧半径，ｍｍ

由式（１１）可得

　
ｘ１＝

ｒ１－ ｒ２１＋（１＋ｔａｎ
２θ）（ｒ２４－ｒ

２
１槡 ）

１＋ｔａｎ２θ

ｙ１＝ｔａｎθ
ｒ１－ ｒ２１＋（１＋ｔａｎ

２θ）（ｒ２４－ｒ
２
１槡 ）

１＋ｔａｎ２













θ

（１２）

为了保证足够的种子回流至内侧吸孔，形成稳

定的种子流，结合整个排种器的结构尺寸，合理布置

吸孔位置，选取 ｒ１＝８２５ｍｍ，ｒ４＝９２ｍｍ，既而结合
种盘与豆类（以大豆种子为例）品种之间的摩擦角，

最终确定 Ｂ点坐标为（－９４ｍｍ，－４８ｍｍ）。

)

ＡＣ是以 Ｏ２点为圆心、ｒ２为半径的圆弧，已知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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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点坐标以及切线 ＢＯ的方程，设 Ｏ２（ａ，ｃ），可得

ａ２＋（－２２５－ｃ）２＝ｒ２２
（ｘ１－ａ）

２＋（ｙ１－ｃ）
２＝ｒ２２

（ｃ－ｙ１）／（ａ－ｘ１）＝－１／ｔａｎ
{

θ

（１３）

式中　ｒ２———圆弧

)
ＡＣ的半径，ｍｍ

将式（１２）求得的点 Ｂ（－９４ｍｍ，－４８ｍｍ）代
入式（１３），可求得 Ｏ２（１３７ｍｍ，－２９５５ｍｍ），ｒ２≈

２７３３ｍｍ，可确定弧线

)

ＡＣ的方程为
（ｘ－１３７）２＋（ｙ＋２９５５）２＝２７３３２ （１４）

由上述方程，结合种盘尺寸，可确定 Ａ点位置，

既而确定弧线

)

ＡＣ、弧线

)

ＧＤ与弧线

)

ＡＣ为同心弧线，结
合吸孔直径，可确定两弧线方程，最终确定整个拨指

弧线参数。

外侧型孔是由直径为 ｄ的半圆和不规则四边形

ＣＦＥＤ组成，其中不规则四边形 ＣＦＥＤ由弧线

)

ＣＦ、

)

ＦＥ、

)

ＥＤ、直线 ＣＤ组成，弧线

)

ＣＦ和弧线

)

ＥＤ分别为弧

线

)

ＡＣ和弧线

)

ＧＤ中的弧段，弧线

)

ＦＥ为以 Ｏ１为圆心、半
径为 ｒ３的圆上的弧段，有

（ｘ－８２５）２＋ｙ２＝ｒ２３ （１５）

式中　ｒ３———弧线

)

ＦＥ的半径，ｍｍ
式（１５）为坐标系 ｘｙ中圆心 Ｏ１、半径 ｒ４的圆的

方程，其中点 Ｆ为弧线

)

ＡＣ和半径 ｒ３圆的交点，点 Ｅ

为弧线

)

ＧＤ与半径 ｒ３圆的交点，半径 ｒ３直接影响不规
则四边形 ＣＦＥＤ的面积，半径 ｒ３确定时要保证外侧
型孔具有足够的吸附力，并兼顾作物外形尺寸参数，

结合试验情况选取 ｒ３＝８５ｍｍ，则有

（ｘ－８２５）２＋ｙ２＝８５２ （１６）
点 Ｆ可由式（１４）和式（１６）联立求得，点Ｅ也可

由弧线

)

ＧＤ的方程和式（１６）联立求得，结合前文求出
点 Ｃ、Ｄ的坐标，最终确定不规则四边形 ＣＦＥＤ的具
体形状。

２２５　两排孔间距
内外侧吸孔间距直接影响两排种子运移过程的

稳定性，间距过大种子流难以覆盖内侧吸孔，导致内

侧充种效果变差，影响播种质量，过小时两侧种子容

易产生碰撞，导致吸附的种子脱落，造成漏播增加。

排种器工作时，两排吸孔吸附的种子在运移过程中

互不干涉，即保证内外侧吸孔吸附的多粒种子经过

清种区时在清种装置的作用下将多余的种子清除，

并不会产生相互碰撞。如图 ７所示，Ａ１点为外侧吸
孔的中心，Ａ２、Ａ３为内侧相邻两吸孔中心，Ａ４点为
Ａ２Ａ３的中点，Ｏ１为排种盘的中心，根据各点的位置关

图 ７　吸孔间距确定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ｏｌｅｓｐａｃｉｎｇ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１．外侧吸孔　２．上清种机构　３．种子　４．内侧吸孔

　
系有

ｌＡ１Ａ３＝ｌＡ１Ａ２ （１７）
ｌＯ１Ａ３＝ｌＯ１Ａ２＝ｒ２ （１８）
ｌＯ１Ａ１＝ｒ１ （１９）

由上述几何关系可知△Ａ１Ａ２Ａ３和△Ａ２Ａ３Ｏ１为等
腰三角形，Ａ４点为 Ａ２Ａ３的中点，则有

ｌ２Ａ１Ａ４＋ｌ
２
Ａ３Ａ４
＝ｌ２Ａ１Ａ３

ｌＡ３Ａ４＝ｌＯ１Ａ３ｔａｎ
δ{ ２

（２０）

式中　δ———两吸孔之间夹角，（°）
双排孔的间距要满足互不干涉条件，有

ｌＡ１Ａ３＞２ｂ＋
１
２
ｄ （２１）

由式（１７）～（２１）可得 ｌＡ１Ａ４的限定条件为

ｌＡ１Ａ４ (＞ ２ｂ＋１
２ )ｄ

２

－ｒ２２ｔａｎ
２

槡
δ （２２）

另外 ｌＡ１Ａ４与 ｒ１、ｒ２的关系为
ｒ２＝ｒ１－ｌＡ１Ａ４ （２３）

将式（２３）代入（２２）可得

ｌＡ１Ａ４ (＞ ２ｂ＋１
２ )ｄ

２

－（ｒ１－ｌＡ１Ａ４）
２ｔａｎ２

槡
δ （２４）

其中 ｄ＝（０６４～０６６）ｂ，ｒ１＝８２５ｍｍ，δ＝７２°，代
入式（２４）可得
１０１６ｌ２Ａ１Ａ４－２６４ｌＡ１Ａ４＋１０８９－（２３２～２３３）

２ｂ２＞０

（２５）
对上述一元二次方程求解可得

ｌＡ１Ａ４＞

２６４＋ ２６４２－４×１０１６×（１０８９－（２３２～２３３）２ｂ２槡 ）

２×１０１６
＝

２６４＋ ６９７－４４２５７＋（２１８７～２２０６）ｂ槡
２

２０３２
（２６）

由式（２６）可知两孔间距与豆类种子平均粒径 ｂ
有关，平均粒径越大，两孔间距就越大，以中黄３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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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为例，经测量种子平均粒径为（７±０２６）ｍｍ，可
知两孔间距 ｌＡ１Ａ４＞１３８ｍｍ，结合前期试验确定两排
孔间距为１５ｍｍ，则内圈半径 ｒ２＝６７５ｍｍ。
２３　清种装置

清种装置主要分为上侧清种机构和下侧清种机

构两部分，如图８所示，上侧清种机构位于排种盘外
侧，对外侧吸孔进行清种作业，采用锯齿状刮种工作

面，对种子形成连续４次由外到内碰撞，逐步清除未
占据压力优势的多余种子，上侧清种机构可调，可绕

Ｂ１点旋转，以适应不同品种作物的清种作业，调整范
围为 θ＝１０°。下侧清种刀采用 ２次弧线刮种面，对
内侧种子形成连续的２次碰撞，结合试验发现，内侧
孔吸附多粒种子情况较少，多为单粒种子，采用弧线

刮种面覆盖吸孔直径的 １／３，对种子进行 ２次碰撞
即可实现清种作业。

图 ８　清种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ｃｒａｐ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后壳体　２．排种盘　３．上清种机构　４．下清种机构　５．上清

种调节装置

　

３　排种性能试验

３１　试验材料与设备

本试验选用大豆品种中黄３７为样本，千粒质量
为２７０３ｇ。排种检测装置选用中国农业大学自主
研发的排种器性能检测仪

［２６］
，如图９所示。

图 ９　排种器性能试验装置

Ｆｉｇ．９　Ｔｅｓｔｏｆｓｅｅｄ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１．排种器性能检测仪　２．一器双行高速精量排种器

　

３２　试验方法与指标
为保证作物产量，豆类要求高密度种植，一般要

保证每平方米播量２２４株以上［１］
，一器双行高速精

量排种器可实现８～１０ｃｍ的窄行播种，配合精量播
种机可实现宽窄行播种作业，即窄行距 ８～１０ｃｍ，

宽行距３０～４０ｃｍ种植模式的播种作业，排种器单
行株距设置为 １６ｃｍ，窄双行株距为８ｃｍ，满足密植
要求，试验时均采用单行株距 １６ｃｍ，即小双行株距
８ｃｍ进行。

根据前期试验研究影响排种性能的主要参数为

内外圈吸孔直径、真空度以及前进速度，因此选取吸

孔直径、真空度、前进速度作为试验主要因素。通

过前期试验发现，在单行理论株距为 １６ｃｍ，即窄
双行株距为 ８ｃｍ，前进速度小于 １４ｋｍ／ｈ时，各项
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为了考察排种器对高速作

业工况的适应性，选取作业速度取值范围为 ８～
１２ｋｍ／ｈ；合适的真空度能保证种子被稳定吸附并
减少一孔多粒的情况，采用单盘双排孔，对真空度

要求增高
［２１］
，通过试验选取真空度为 ４～５ｋＰａ；内

外圈吸孔直径 ｄ是影响吸附作用的主要因素，为
确定最佳吸孔直径，选取吸孔直径 ｄ范围为 ４～
５ｍｍ。为探究上述 ３个影响因素对排种性能的影
响规律及确定最佳参数组合，采用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
试验方法开展三因素三水平旋转正交试验。各因

素编码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因素编码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编码

因素

吸孔直径 ｘ１／

ｍｍ

真空度 ｘ２／

ｋＰａ

前进速度 ｘ３／

（ｋｍ·ｈ－１）
－１ ４０ ４０ ８

０ ４５ ４５ １０

１ ５０ ５０ １２

　　每组试验重复 ３次取平均值。主要考察该排
种器内外圈的合格率和漏播率，根据国家标准ＧＢ／Ｔ
６９７３—２００５《单粒（精密）播种机试验方法》确定合
格率和漏播率。

３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３１　试验结果

根据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中的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响
应曲面法进行试验方案设计与数据分析，以合格率、

漏播率为考核指标
［２７］
，Ｘ１、Ｘ２、Ｘ３为因素吸孔直径、

真空度和前进速度的编码值。试验方案和结果如

表２所示。
３３２　回归数学模型建立和显著性检验

对试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如表 ３所示，采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１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多元回
归拟合，可以得到内圈合格率 Ｙ１、内圈漏播率 Ｙ２和
外圈合格率 Ｙ３、外圈漏播率 Ｙ４的回归方程。
　　（１）内圈合格率回归模型建立和显著性检验

根据表３可知，在信度 α为００５的条件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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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试验方案与结果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序号

因素 内圈指标／％ 外圈指标／％

Ｘ１ Ｘ２ Ｘ３
合格率

Ｙ１

漏播率

Ｙ２

合格率

Ｙ３

漏播率

Ｙ４
１ －１ －１ ０

２ １ －１ ０

３ －１ １ ０

４ １ １ ０

５ －１ ０ －１

６ １ ０ －１

７ －１ ０ １

８ １ ０ １

９ ０ －１ －１

１０ ０ １ －１

１１ ０ －１ １

１２ ０ １ １

１３ ０ ０ ０

１４ ０ ０ ０

１５ ０ ０ ０

１６ ０ ０ ０

１７ ０ ０ ０

８２５３ １５１０

８３１０ ８７７

８２６３ ５８７

８８０３ ２７３

８６１７ ４１７

８３２０ ２５０

８２６０ １１９０

８７３０ ６９７

９０３０ ４８７

９０６７ １５７

８５６０ １４０７

９６２０ ３０７

９６６７ ０６７

９７７３ １２７

９８１０ ０２３

９７２３ ０９７

９８２７ １１３

８２９３ １２９３

８３３３ ４９３

８３６３ ５６３

８６７３ ２１７

８５０３ ３６０

８２６３ ２７７

８３７７ １３７７

８５２７ ３１７

９２６３ ５１３

９１０７ １８７

８９１０ １０３７

９６２３ ３４０

９８１３ ０５３

９７４０ ０８３

９８３７ １１０

９７６３ ０１３

９８２７ ０３３

型的拟合度为极显著（Ｐ＜００１），回归模型失拟项
Ｐ＝００７３３，表现为不显著，说明不存在其他影响指
标的主要因素。其中前进速度 Ｘ３的 Ｐ值、吸孔直径
和真空度的交互项（Ｘ１Ｘ２）的 Ｐ值均大于００５，对排
种合格率的影响不显著，剔除不显著因素后的回归

模型为

Ｙ１＝－８０３２８＋３１０２１ｘ１＋９４３８ｘ２＋１９２ｘ１ｘ３＋

２５６ｘ２ｘ３－３８８０ｘ
２
１－１５３０ｘ

２
２－０７７ｘ

２
３ （２７）

通过对式（２７）回归系数的检验得出，影响内圈
合格率的主次因素顺序为真空度、吸孔直径和前进

速度。

（２）内圈漏播率回归模型建立和显著性检验
根据表 ３可知，在信度 α为 ００５的条件下，模

型的拟合度为极显著（Ｐ＜００１），回归模型失拟项
Ｐ＝０１７３５，表现为不显著，说明不存在其他影响指
标的主要因素。剔除不显著因素后的回归模型为

Ｙ２＝６０８９５－１４９８４ｘ１－１２４４３ｘ２＋
５５１ｘ３＋３２０ｘ１ｘ２－０８２ｘ１ｘ３－１９３ｘ２ｘ３＋

１５５１ｘ２１＋１３５４ｘ
２
２＋０４１ｘ

２
３ （２８）

通过对式（２８）回归系数的检验得出，影响内圈
漏播率的主次因素顺序为真空度、前进速度和吸孔

直径。

（３）外圈合格率回归模型建立和显著性检验
根据表 ３可知，在信度 α为 ００５的条件下，模

型的拟合度为极显著（Ｐ＜００１），回归模型失拟项
Ｐ＝００７５５，表现为不显著，说明不存在其他影响指

表 ３　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

评价指标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Ｆ ｐ 显著性

模型 ６２４１７ ９ ５８００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７４１ １ ６２０ ００４１６ 
Ｘ２ ３２００ １ ２６７６ ０００１３ 
Ｘ３ ０２３ １ ０２０ ０６７１９
Ｘ１Ｘ２ ５８４ １ ４８８ ００６２８

内圈合格 Ｘ１Ｘ３ １４６９ １ １２２９ ０００９９ 
率 Ｘ２Ｘ３ ２６１８ １ ２１９０ ０００２３ 

Ｘ２１ ３９６１７ １ ３３１３３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６１６０ １ ５１５２ ００００２ 
Ｘ２３ ４００３ １ ３３４８ ００００７ 
残差 ８３７ ７
失拟 ６６５ ３ ５１６ ００７３３
误差 １７２ ４
总和 ６３２５４ １６
模型 ３６２７７ ９ １３３９４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３２２７ １ １０７２２ ＜００００１ 
Ｘ２ １０９２７ １ ３６３１０ ＜００００１ 
Ｘ３ ６５５５ １ ２１７８２ ＜００００１ 
Ｘ１Ｘ２ ２５６ １ ８５１ ００２２４ 
Ｘ１Ｘ３ ２６７ １ ８８６ ００２０６ 

内圈漏播 Ｘ２Ｘ３ １４８２ １ ４９２５ ００００２ 
率 Ｘ２１ ６３３１ １ ２１０３５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４８２７ １ １６０３９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３ １１５０ １ ３８２１ ００００５ 
残差 ２１１ ７
失拟 １４３ ３ ２７９ ０１７３５
误差 ０６８ ４
总和 ３６４８７ １６
模型 ６４７３５ ９ １４７７６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０８５ １ １７４ ０２２９１
Ｘ２ １１６８ １ ２３９９ ０００１８ 
Ｘ３ １１３ １ ２３１ ０１７２２
Ｘ１Ｘ２ １８２ １ ３７４ ００９４２

外圈合格 Ｘ１Ｘ３ ３８０ １ ７８１ ００２６７ 
率 Ｘ２Ｘ３ １８９２ １ ３８８７ ００００４ 

Ｘ２１ ５０４１６ １ １０３５６８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３４４２ １ ７０７１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３ ３４０２ １ ６９８９ ＜００００１ 
残差 ３４１ ７
失拟 ２７０ ３ ５０７ ００７５５
误差 ０７１ ４
总和 ６５０７６ １６
模型 ２８６３６ ９ ９２５９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６５５５ １ １９０７５ ＜００００１ 
Ｘ２ ５１５１ １ １４９９０ ＜００００１ 
Ｘ３ ３７５６ １ １０９２９ ＜００００１ 
Ｘ１Ｘ２ ５１４ １ １４９５ ０００６２ 

外圈漏播 Ｘ１Ｘ３ ２３８５ １ ６９３９ ＜００００１ 
率 Ｘ２Ｘ３ ３４２ １ ９９６ ００１６０ 

Ｘ２１ ４３９７ １ １２７９６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２８４３ １ ８２７２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３ １６９５ １ ４９３４ ００００２ 
残差 ２４１ ７
失拟 １８１ ３ ４０４ ０１０５４
误差 ０６０ ４
总和 ２８８７７ １６

　　注：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极显著（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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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主要因素。其中吸孔直径、前进速度以及吸孔

直径和真空度的交互项的 Ｐ值均大于 ００５，对外圈
合格率的影响不显著，剔除不显著因素后的回归模

型为

Ｙ１＝－９１０２９＋７１４５ｘ２＋０９８ｘ１ｘ３＋２１７ｘ２ｘ３－

４３７７ｘ２１－１１４４ｘ
２
２－０７１ｘ

２
３ （２９）

通过对式（２９）回归系数的检验得出，影响外圈
合格率的主次因素顺序为真空度、前进速度和吸孔

直径。

（４）外圈漏播率回归模型建立和显著性检验
根据表 ３可知，在信度 α为 ００５的条件下，模

型的拟合度为极显著（Ｐ＜００１），回归模型失拟项
Ｐ＝０１０５４，表现为不显著，说明不存在其他影响指

标的主要因素。剔除不显著因素后的回归模型为

Ｙ４＝５０１０５－１１８０５ｘ１－１０９７６ｘ２＋
６２０ｘ３＋４５３ｘ１ｘ２－２４４ｘ１ｘ３－０９３ｘ２ｘ３＋

１２９３ｘ２１＋１０３９ｘ
２
２＋０５０ｘ

２
３ （３０）

通过对式（３０）回归系数的检验得出，影响外圈
漏播率的主次因素顺序为吸孔直径、真空度和前进

速度。

３３３　各因素对性能指标影响效应分析
采用降维法将吸孔直径、前进速度和真空度

中任意一项调至零水平
［２０］
，绘制出每组显著的交

互作用分别对内圈合格率、内圈漏播率、外圈合格

率和外圈漏播率影响的响应曲面图，如图 １０～１３
所示。

图 １０　交互作用对内圈合格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ｉｎｎｅｒ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ｒａｔｅ
　

图 １１　交互作用对内圈漏播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ｉｎｎｅｒｍｉｓｓｉｎｇｒａｔｅ
　

　　由图 １０ａ可知，当真空度为 ４５ｋＰａ时，在同一
前进速度下，随着吸孔直径的增加，内圈合格率呈现

先升后降趋势，且变化幅度较大，同样真空度下，吸

孔直径较小时，对种子的吸附力较小，易产生种子未

吸附或吸附稳定性差的情况，导致漏播率较高，合格

率较低；吸孔直径过大时，吸附力较大，易出现吸附

多粒种子的情况，导致重播率升高，合格率降低。在

吸孔直径一定的情况下内圈合格率随前进速度的增

加先高后低，且变化幅度较小，在同一真空度和吸孔

直径下，前进速度较低时，排种盘转速较小，充种时

间较大，重播情况较多，速度过快，排种盘转速过高，

充种时间较少，漏播率较高，速度过低或过高时合格

率都有所降低。由图 １０ｂ可知，当吸孔直径为
４５ｍｍ时，在同一真空度下，随着前进速度的增加，
内圈合格率呈现小幅度先升后降趋势，在同一真空

度和吸孔直径下，前进速度增加时，排种盘转速提

高，充种时间降低，重播情况减小，漏播情况增加，导

致内圈合格率呈现小幅度先升后降趋势。在同一作

业速度下，内圈合格率随真空度的增加先高后低，且

变化幅度较小，真空度较低时，对种子的吸附力较

小，易产生种子未吸附或吸附稳定性差的情况，导致

漏播升高，合格率降低；真空度过大时，吸附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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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交互作用对外圈合格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ｏｕｔｅｒ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ｒａｔｅ
　

图 １３　交互作用对外圈漏播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ｏｕｔｅｒｍｉｓｓｉｎｇｒａｔｅ
　

易出现吸附多粒种子的情况，导致重播率升高，合格

率降低。

由图１１ａ可知，当前进速度为 １０ｋｍ／ｈ时，在同
一吸孔直径下，随着真空度的增加，内圈漏播率逐渐

降低，随着真空度的增加导致吸孔吸附能力增加，漏

吸的情况降低，因此漏播率降低；在真空度一定的情

况下内圈漏播率随吸孔直径的增加小幅降低，在真

空度一定的情况下，吸孔直径增加，吸孔吸附力增

加，吸附能力提高，漏吸情况减少，漏播率降低。由

图１１ｂ可知，当真空度为４５ｋＰａ时，在同一吸孔直
径下，随着前进速度的增加，内圈漏播率逐渐增加，

在前进速度增加的情况下，排种盘转速增高，充种时

间降低，吸附的稳定性下降，导致漏吸的情况增加，

漏播率升高；在同一前进速度下，内圈漏播率随吸孔

直径的增加逐渐降低，随着吸孔直径增加，吸附力提

高，吸附稳定性增强，漏播减少，漏播率降低。由

图１１ｃ可知，当吸孔直径为４５ｍｍ时，在同一前进
速度下，随着真空度的增加，内圈漏播率小幅度下

降，随着真空度增加，吸附能力提高，漏吸减少，导致

漏播率降低；在同一真空度下，随着速度的增加，内

圈漏播率增加，且上升幅度较大，随着前进速度的增

加，排种盘转速增加，导致充种时间降低，充种稳定

性下降，导致漏吸情况增加，漏播率升高。当真空度

较低和吸孔直径较小时，吸附能力降低，吸附稳定性

下降，容易导致漏播增加；前进速度增加，导致排种

盘转速升高，种子充种时间缩短，易产生未能吸附的

情况，同样导致漏播升高。

由图１２和图１３的交互作用影响规律可知，各
因素对外圈排种性能的影响规律与内圈相似，排种

性能指标随因素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在同一真空

度和前进速度下，当孔径过小时，吸孔的吸附力过

小，对种子的吸附作用较低，种子的吸附稳定性较

差，漏吸的情况较高，漏播率较大，导致合格率较低；

吸孔直径过大时，吸附力较大，易出现吸附多粒种子

的情况，导致重播升高，合格率也较低。在同一前进

速度和吸孔直径下，真空度增大时，吸孔处产生的吸

附力增大，吸附能力增强，漏吸情况减少，漏播率有

所降低，但吸附多粒的情况增加，重播升高，在一定

情况下增加真空度有助于提高合格率，但当真空度

过大时重播大幅增加，导致合格率也下降。在同一

吸孔直径和真空度下，当前进速度较低时，充种时间

较长，充种效果增强，一孔吸附多粒的情况增加，导

致重播较高，合格率较低；当前进速度升高时，随着

前进速度的增加，排种盘转速增加，虽然减少了充种

时间，但对种子的扰动性能增强，增加了种子的流动

性，使得吸附效果更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排

种器性能；当前进速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使得充种

时间较短，增加了吸附的难度，导致漏播情况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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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漏播率上升，使得合格率降低，使得排种器工作

性能下降。

３３４　参数优化与验证试验
依据国家标准 ＧＢ／Ｔ６９７３—２００５《单粒（精密）

播种机技术条件》，遵循高合格率、低漏播率优化原

则，在吸孔直径为 ４～５ｍｍ，真空度为 ４～５ｋＰａ，前
进速度 ８～１２ｋｍ／ｈ的约束条件下进行优化求解。
得到吸孔直径为 ４５ｍｍ，真空度为４５ｋＰａ，前进速
度为 １０ｋｍ／ｈ的参数组合条件下最优解，在该条件
下内圈合格率为９７６０％，内圈漏播率为 ０８５％；外
圈合格率为９７９６％，外圈漏播率为０５９％。

为了验证优化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在最优解的

条件下，以中黄３７大豆种子为试验材料进行了验证
试验，试验重复１０次，取平均值，结果表明内圈合格
率为９７８３％，内圈漏播率为０６２％；外圈合格率为
９８２４％，外圈漏播率为０４７％。优化结果可信。

４　适应性试验

４１　高速适应性试验
为了考察排种器对高速的适应性，在吸孔直径

为４５ｍｍ，真空度为４５ｋＰａ，单行株距１６ｃｍ，即窄
双行株距为８ｃｍ的条件下，采用中黄 ３７大豆品种
进行了速度验证试验，速度选取８、１０、１２、１４ｋｍ／ｈ４
个梯度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如表 ４所示，结果表明，
速度在１４ｋｍ／ｈ内时内、外圈合格率大于 ９３％，内、
外圈漏播率小于５％，内、外圈重播率小于２％，均能
满足设计要求。

表 ４　速度适应性试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ｐｅｅｄ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

前进速度／

（ｋｍ·ｈ－１）

评价指标／％

内圈合

格率

内圈漏

播率

内圈重

播率

外圈

合格率

外圈

漏播率

外圈

重播率

８ ９７６８ ０４６ １８６ ９７８３ ０４３ １７４

１０ ９７９１ ０６０ １４９ ９８１８ ０５３ １２９

１２ ９６３６ ２１６ １４８ ９６６７ ２０５ １２８

１４ ９３８２ ４８２ １３６ ９４４５ ４４６ １０９

４２　品种适应性试验
豌豆、小豆、绿豆与大豆品种在物理特性参数和

种植模式上具有相似性，可采用同一排种器通过更

换不同吸孔的排种盘实现高速精量播种作业。为了

考察排种器对不同豆类品种的适应性，选取豌豆、小

豆和绿豆进行了排种性能试验，每种豆类选取 ２个
品种，对其外形尺寸进行测量，结合前述吸孔直径确

定方法，根据不同作物的外形尺寸参数确定不同吸

孔尺寸的排种盘进行播种适应性试验，具体参数如

表 ５所 示。对 ３个 豆 类 品 种，在 前 进 速 度 为

１０ｋｍ／ｈ下进行验证试验，其中单行株距设置为
１６ｃｍ，即窄双行株距为 ８ｃｍ，每组试验重复 ５次取
平均值，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 ５　豆类品种外形尺寸和对应种盘吸孔直径

Ｔａｂ．５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ｉｚｅｓｏｆｂｅａｎｓａｎｄｓｅｅｄｄｉｓｋ

ｓ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ｒ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ｍｍ

豆类 品种 长度 宽度 厚度 吸孔直径

豌豆
定豌６号 ６３６ ５６８ ５７８ ４０

云豌１８号 ９１６ ６６４ ５８９ ４５

小豆
唐红２０１０ ２３ ７２９ ５９６ ５６８ ４０

唐红２０１０ １２ ６８０ ５５９ ５２４ ４０

绿豆
渝绿１号 ５１４ ３９０ ３９３ ２５

宛绿２号 ５１７ ４０２ ３８６ ２５

表 ６　品种适应性试验结果

Ｔａｂ．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ｅｔｙ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 ％

豆类品种

评价指标

内圈

合格率

内圈

漏播率

内圈

重播率

外圈

合格率

外圈

漏播率

外圈

重播率

定豌６号 ９７８３ ０３１ １８９ ９７６２ ０４４ １９４

云豌１８号 ９７３８ ０４４ ２１８ ９７５３ ０５６ １９１

唐红２０１０ ２３ ９７３１ ０６３ ２０６ ９８２３ ０３８ １３９

唐红２０１０ １２ ９７８６ ０２６ １８８ ９７５７ ０６８ １７５

渝绿１号 ９７８２ ０６２ １５６ ９８２６ ０４６ １２８

宛绿２号 ９８０６ ０３４ １６０ ９７８４ ０５３ １６３

　　试验结果表明该排种器对豌豆、小豆和绿豆均
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内、外圈合格率大于 ９７％，内、
外圈漏播率小于１％，内、外圈重播率小于３％，满足
国家标准要求。

５　结论

（１）针对豆类作物窄距高密种植模式，结合气
吸式排种器特点，研制了一种单风道单排种盘实现

双行高速精量播种的排种器，实现了高速精量窄行

密植作业。阐述了一器双行气吸式高速精量排种器

主要结构和工作原理，建立了关键参数的数学模型。

（２）选取吸孔直径、真空度以及前进速度为主
要因素，利用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方法开展了三因素
三水平旋转正交试验，确定了最优组合为吸孔直径

４５ｍｍ、真空度４５ｋＰａ、前进速度１０ｋｍ／ｈ，并对最优
参数组合进行了验证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内圈合格

率为９７８３％，内圈漏播率为０６２％；外圈合格率为
９８２４％，外圈漏播率为 ０４７％。与优化结果基本
一致。

（３）为了考察排种器对高速的适应性，在吸孔
直径为４５ｍｍ、真空度为 ４５ｋＰａ条件下进行了速
度适应性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在 １４ｋｍ／ｈ之内时，
内、外圈合格率大于９３％，内、外圈漏播率小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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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圈重播率小于２％，均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４）为考察排种器对豆类品种的适应性，选取

豌豆、小豆和绿豆进行了验证试验，试验结果表明，

内、外圈合格率大于９７％，内、外圈漏播率小于 １％，
内、外圈重播率小于 ３％，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具有
良好的品种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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