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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式水田单侧修筑埂机数值模拟分析与性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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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水田机械田埂修筑质量，探索各工作参数对悬挂式水田单侧修筑埂机作业性能的影响，依据离散元法

建立机械部件 土壤间作用模型，运用 ＥＤＥＭ软件对机具旋耕切削集土和镇压筑埂成型阶段进行仿真分析，研究机

具作业质量和功耗的动态变化规律，分析影响筑埂性能的主要因素。结合正交试验设计和数值模拟技术，以机具

前进速度、旋耕工作转速和旋耕入土深度为试验因素，田埂坚实度和作业功耗为试验指标，采用多目标变量优化方

法建立因素与指标间数学模型，运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６０１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优化。结果表明，影响机具综合作业

性能的主次因素为机具前进速度、旋耕入土深度、旋耕工作转速；当机具前进速度、旋耕工作转速和旋耕入土深度

分别为 ０３ｍ／ｓ、４７０ｒ／ｍｉｎ和 ２００ｍｍ时，机具作业性能较理想，田埂坚实度和作业功耗分别为 １８９００ｋＰａ和

３００７ｋＷ，其功耗较优化前降低 ９９３ｋＷ。经土槽台架试验验证，台架试验结果与仿真优化结果基本一致，田埂坚

实度和作业功耗相对误差分别为 ４２６％和 ５１１％，满足水田修筑埂农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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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水田机械筑埂是通过农业机具构筑出满足农艺

生产要求标准田埂的技术
［１－２］

，是实现水田蓄水淹

灌和水稻种植生产的重要保证，可有效提高粮食作

物产量，达到保护环境和节本增效的目的，对实现水

稻全程机械化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从２０世纪 ６０年
代，国内外学者开始对机械筑埂技术进行研究

［３－５］
，

其中日本对此项技术的研究较成熟，将多种技术相

结合，研制出适于不同地域环境的田埂修筑机具，但

价格昂贵，维修不便，且日本与中国水田土质差异性

较大，并不适合于在中国各地区大面积推广使用。

图 １　悬挂式水田单侧修筑埂机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ａｎｇｉｎｇ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ｉｄｇｅｒｆｏｒ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
１．平行四臂仿形总成　２．主变速箱　３．副变速箱　４．旋耕筑埂深度调节装置　５．镇压筑埂圆盘总成

６．挡土罩壳　７．旋耕集土刀辊总成　８．筑埂变速箱　９．旋耕变速箱　１０．偏牵引悬挂机架　

Ｉ、ＩＩ、ＩＩＩ．切型弯刀、抛土弯刀和取土弯刀３种刀具排列位置

王金武等
［６］
研制的 １ＤＳＺ ３５０型悬挂式水田单侧

修筑埂机是一种通过位置仿形调节、深度相对控制、

单侧旋耕集土及镇压筑埂成型等多环节共同作用进

行田埂修筑的新型机具，可一次性完成集土、镇压和

成型等多项作业，适用于旧埂修补及原地筑埂。但

作业过程仍存在性能不稳定、功率消耗大等问题，影

响机具使用的可靠性和经济性。

土壤作为农业机具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一种典

型的离散物质，其内部特殊黏结、内聚、摩擦及破碎

特性十分复杂，无法完全通过理论研究分析各因素

间作用关系
［７］
。近些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离

散元法（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ＤＥＭ）及其仿真软
件 ＥＤＥＭ 在农业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研
究

［８－１２］
，也为分析机具与土壤相互作用的微观及宏

观变化规律，优化相关部件作业性能提供了良好平

台与手段。将试验设计方法与离散元数值模拟技术

相结合，对修筑埂机性能参数进行优化，实现提高作

业质量和降低功耗的目的，对机具性能改进与生产

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课题组所设计的悬挂式水田单侧修筑埂

机为研究对象，根据东北地区水田土壤耕作状态，依

据离散元法建立机械部件 土壤间作用模型，运用

ＥＤＥＭ软件对旋耕切削集土和镇压筑埂成型阶段进
行数值模拟仿真分析，研究工况下机具作业性能和

功耗的动态变化规律，分析各工作参数对筑埂作业

性能影响，得到机具理想参数组合，通过台架试验验

证仿真结果的准确性，以期为农机触土部件与土壤

相互作用机理、机具性能优化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

研究方法，同时对修筑埂机选择节省功耗的工作参

数组合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１　修筑埂机结构与工作原理

悬挂式水田单侧修筑埂机结构如图 １所示，主
要由偏牵引悬挂机架、平行四臂仿形总成、旋耕集土

刀辊总成、镇压筑埂圆盘总成、挡土罩壳、旋耕筑埂

深度调节装置和多级传动系统等部件组成。机具采

用轻量化结构设计，各部件以组装形式连接，可通过

仿形总成和深度调节装置控制部件作业位置，适应

不同环境田埂修筑作业。其中旋耕切削集土和镇压

筑埂成型是２个最重要的作业环节，直接影响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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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质量与动力消耗。旋耕集土刀辊总成主要通过

３种类型刀具（取土弯刀、抛土弯刀和切型弯刀）综
合设计与排列，实现远处取土抛土、近处推土切型的

集土功用。镇压筑埂圆盘总成是由 １０片独立弹性
羽片（有效半径为 ３６０ｍｍ，折弯角度为 １５０

!

，最大

回转直径为８００ｍｍ）在圆周上以阶梯形式均匀叠加
组合焊接而成，通过自身前进旋转，以静力压实和振

动压实相结合的方式将田埂镇压成型，满足水田田

埂形态及坚实度要求，其具体工作原理见文献［６］。

２　离散元模型建立与仿真过程分析

运用离散元仿真软件 ＥＤＥＭ建立机械部件 土

壤间作用模型，以田埂坚实度和旋耕镇压总功耗为

主要评价指标，在常规工况下对修筑埂机田间作业

状态进行模拟，分析影响机具作业性能的主要因素，

为后续仿真优化及台架验证试验奠定基础。

２１　离散元模型建立

２１１　修筑埂机模型建立
为合理有效地进行仿真模拟与计算，对整机模

型做简化处理，隐藏去除其牵引机架及各级传动箱

体等部件。应用三维制图软件 Ｐｒｏ／Ｅ对机具进行实
体建模（比例 １∶１），以．ｉｇｓ文件格式导入 ＥＤＥＭ软
件中，如图２所示。根据物理样机试制特点，设置镇
压筑埂圆盘总成、挡土罩壳及旋耕刀辊轴材料属性

为４５号钢，泊松比为０３１，剪切模量为７０×１０１０Ｐａ，密
度为７８００ｋｇ／ｍ３；各类型刀具材料属性为６５Ｍｎ钢，
泊松比为 ０３５，剪切模量为 ７８×１０１０ Ｐａ，密度为
７８５０ｋｇ／ｍ３。

图 ２　修筑埂机几何模型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ｉｄｇｅｒｆｏｒ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
１．挡土罩壳　２．镇压筑埂圆盘总成　３．旋耕集土刀辊总成

　

２１２　土壤颗粒模型建立
土壤物理性质与机械筑埂作业质量有密切关

系，其内部颗粒间特殊黏结、破碎属性及力学关系十

分复杂。为真实还原水田黏性土壤状态，保证模拟

仿真可靠性，以东北地区耕作黑壤土（含水率为

２５％ ～３０％）为研究对象，对其物理参数进行测定。
由于机具主要对耕作层土壤进行旋耕镇压作业，因

此忽略犁底层及心土层土壤物理状态的差异。通过

筛分法试验，测得 ８５％土壤颗粒尺寸介于 ０５～
５０ｍｍ，其余 １５％小于 ０２５ｍｍ，因此设置虚拟颗
粒模型粒径尺寸在 ０５～５０ｍｍ间，且其尺寸大小
呈正态分布。根据文献［１３］将土壤颗粒简化为球
状、杆状、鳞片状、圆盘状、团粒状、板片状、棱块状、

棱锥状和棱柱状 ９种形状，并运用 ＥＤＥＭ软件多球
面组合方式进行填充，其基本形态如图３所示。

图 ３　土壤颗粒离散元模型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通过环刀法试验，测得土壤颗粒密度为２４００～

２８００ｋｇ／ｍ３，平均容重为２１００～２５００ｋｇ／ｍ３。通过
直接剪切试验及虚拟堆积仿真标定方法，测得土壤

颗粒内摩擦因数为 ０３１１～０５６２，剪切模量为
２１×１０７～２７×１０７Ｐａ。根据文献［１４］设置土壤
颗粒间内聚力为 １２５×１０５～１８５×１０５Ｐａ，泊松比
为０２３～０４４。
２１３　其他仿真参数设定

将所建立修筑埂机几何模型和土壤颗粒模型导

入 ＥＤＥＭ软件中，通过其前处理模块（Ｃｒｅａｔｏｒ）依次
对接触力学作用关系和颗粒工厂进行设置。其中接

触力学模型的选择是分析机械部件 土壤颗粒间黏

结作用的重要基础，直接影响部件与颗粒间作用关

系。在作业过程中土壤颗粒主要受多种复合力共同

作用，即自身重力 ｍｉｇ、颗粒间或颗粒与部件间法向

碰撞接触力 Ｆｎ，ｉｊ、法向阻尼 Ｆ
ｄ
ｎ，ｉｊ、切向碰撞接触力

Ｆτ，ｉｊ、切向阻尼 Ｆ
ｄ
τ，ｉｊ和内部颗粒黏结力 Ｆｃｏｈ，ｉｊ。根据

牛顿第二定律，将土壤颗粒 ｉ线性运动与转动方程
简化为

ｍｉ
ｄｖｉ
ｄｔ
＝ｍｉｇ＋∑

ｎｉ

ｊ＝１
（Ｆｎ，ｉｊ＋Ｆ

ｄ
ｎ，ｉｊ＋Ｆτ，ｉｊ＋Ｆ

ｄ
τ，ｉｊ＋Ｆｃｏｈ，ｉｊ）

Ｉｉ
ｄωｉ
ｄｔ
＝∑

ｎｉ

ｊ＝１
（Ｔτ，ｉｊ＋Ｔｒ，ｉｊ









 ）

（１）
其中 Ｆｃｏｈ，ｉｊ＝ｋｃｏｈ，ｉｊＡｃｏｈ，ｉｊ
式中　Ｉｉ———土壤颗粒 ｉ转动惯量，ｋｇ·ｍ

２

ｎｉ———土壤颗粒 ｉ接触的颗粒总数，个
ｖｉ———土壤颗粒 ｉ移动速度，ｍ／ｓ

ωｉ———土壤颗粒 ｉ转动角速度，ｒａｄ／ｓ
Ｔτ，ｉｊ———土壤颗粒 ｉ所受切向力矩，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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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ｊ———土壤颗粒 ｉ所受滚动力矩，Ｎ·ｍ

ｋｃｏｈ，ｉｊ———土壤颗粒黏附能量密度，Ｎ／ｍ
２

Ａｃｏｈ，ｉｊ———土壤颗粒接触面积，ｍ
２

土壤颗粒黏结力 Ｆｃｏｈ，ｉｊ主要根据其内部黏聚特
性进行设定，将其内部黏结、内聚、摩擦及破碎等关

系简化为 Ｈｅｒｔｚ Ｍｉｎｄｌｉｎｗｉｔｈｂｏｎｄｉｎｇ接触模型和
ＪＫＲ接触模型，以模拟土壤颗粒间、颗粒与边界间相
互作用。通过倾斜板试验、休止角试验及虚拟仿真

标定等方法分别对 ４５号钢 土壤颗粒、６５Ｍｎ钢 土

壤颗粒和土壤颗粒间的动摩擦因数进行测定，并根

据文献［１５］得到４５号钢 土壤颗粒、６５Ｍｎ钢 土壤

颗粒和土壤颗粒间的静摩擦因数及恢复因数，相关

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 １　仿真材料接触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参数
４５号钢

土壤颗粒

６５Ｍｎ钢

土壤颗粒

土壤颗粒

土壤颗粒

动摩擦因数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２５

静摩擦因数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４０

恢复因数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２０

　　为模拟实际田间筑埂作业状态，运用 ＥＤＥＭ软
件建立虚拟土槽，设置土槽基本尺寸（长 ×宽 ×高）
为８０００ｍｍ×２０００ｍｍ×８００ｍｍ，将其设定为虚拟
颗粒工厂，以 １００００个／ｓ的速率生成初速度为
０ｍ／ｓ的土壤颗粒模型，总量为 １０００００个，生成颗
粒总时间为１０ｓ，保证土槽内存有充足颗粒进行仿
真。在生成颗粒过程中，使其仅在重力作用下自由

沉降，且整体生成后在颗粒群上方加载校准土壤密

度所需的垂直载荷，进行土壤模型压实，使仿真与实

际土壤保持一致。

２２　虚拟仿真过程与分析

２２１　虚拟筑埂仿真过程
在虚拟筑埂仿真过程中，设置修筑埂机位于土

槽一侧进行初始作业。根据机具实际作业状态及水

田修筑埂农艺要求，以某一常规工况为例进行仿真，

分析其筑埂质量与功率消耗情况。设置机具前进速

度为０３ｍ／ｓ，旋耕集土刀辊总成采用正转形式进行
切削土壤，其旋耕工作转速为 ５００ｒ／ｍｉｎ（旋耕转速
与镇压转速之比为３∶２），旋耕入土深度为２００ｍｍ。

为保证仿真的连续性，设置其固定时间步长为

５７６×１０－５ｓ（即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时间步长的 １０％），总时
间为２５ｓ，有效作业时间为１３ｓ（０～１０ｓ土壤颗粒生
成，２４～２５ｓ机具运动至土槽终点），网格单元尺寸
为５ｍｍ，为颗粒平均半径的 ２倍，以便对后续数据
精准处理。

图４ａ所示为三维空间 ＸＹＺ内修筑埂机虚拟仿
真作业状态，对挡土罩壳进行虚隐化处理，以便观察

分析土壤被切削、抛掷及镇压过程状态变化。图 ４ｂ
为 ＸＯＺ平面内旋耕切削集土作业状态，当机具沿 Ｘ
轴正方向前进运动时，旋耕刀辊集土总成顺时针正

转切削土壤，取土弯刀先与土壤颗粒发生接触，以距

刀轴中心先近后远的顺序依次入土完成取土作业。

抛土弯刀对土垡进行二次旋切粉碎，同时切型弯刀

将土壤颗粒旋切为阶梯土层，土壤颗粒在两种刀具

的共同作用下被定向抛掷堆聚于后方及侧后方，通

过挡土罩壳撞击及导向作用，将土壤颗粒聚拢至镇

压区域，以便后续对田埂镇压修筑。图 ４ｃ为 ＹＯＺ
平面内镇压筑埂成型作业状态，镇压筑埂圆盘总成

以较慢转速进行旋转前进运动，通过镇压圆盘自身

重力及旋转动力反复碾压，对所聚拢土壤颗粒压实

成型，完成田埂修筑作业。上述两阶段虚拟仿真作

业与实际机具工作状态基本一致。

图 ４　ＥＤＥＭ旋耕镇压仿真作业

Ｆｉｇ．４　ＥＤ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ｒｏｔａｒｙ

ｔｉｌｌ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ｎｇ
　

２２２　虚拟仿真结果与分析
由于目前国内外尚无评价机械田埂修筑作业质

量的统一标准，根据 ＥＤＥＭ软件模拟机具与土壤颗
粒间作用特点，同时检测机具作业功耗情况，查阅相

关资料并结合实际水田修筑埂农艺要求，选取田埂坚

实度及旋耕镇压总功耗为虚拟仿真分析的评价指标。

２２２１　田埂坚实度
田埂坚实度是评价田埂修筑作业质量的重要指

标，可直接反映出机具旋耕切削土壤并克服土壤颗

粒内部黏结与内聚进行压实的作业状态。本研究主

要运用 ＥＤＥＭ软件数据处理模块（Ａｎａｌｙｓｔ），对虚拟
作业所筑的土壤田埂进行力学分析，处理计算颗粒

间接触黏结等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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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ＥＤＥＭ软件仅可对田埂整体镇压力（即颗
粒内部微观接触、黏结、内聚及摩擦等作用沿田埂顶

面法线方向的合力）进行测定研究，为直观评价机

具修筑田埂质量，需将其转化为土壤坚实度指标，因

此本研究在仿真试验前进行台架标定试验，建立人

工测量坚实度与镇压力间模型
［１６］
。以东北地区耕

作黑壤土为标定供试土壤 （含水率为 （２７１±
０５）％，密度为２５３０ｋｇ／ｍ３），保证其与所建土壤颗
粒模型物理性质基本一致。如图 ５ａ所示，采用
ＷＤＷ ５型微机电子式万能试验机（济南试金集
团）进行测试，其顶端配置拉压传感器（量程为 ０～
２００Ｎ、测量精度为００２Ｎ），以０３ｍ／ｓ速度均匀缓
慢压实土壤，分别控制其下降压缩土壤位移为 １００、
１６０、２２０、２８０、３４０ｍｍ。利用配套计算机实时采集
存储所对应的镇压力数值，通过 ＳＬ ＴＹＡ型土壤坚
实度测试仪（杭州汇尔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测定各

状态下的土壤坚实度。所得人工测量土壤坚实度 Ｓ
与均匀镇压力 ａ间的数据拟合曲线如图５ｂ所示，具
体标定关系为

Ｓ＝１１９７３ａ－３７６７８ （２）

图 ５　土壤坚实度标定试验与拟合关系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ｏｉｌ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１．万能试验机　２．微型土槽　３．镇压装置　４．拉压传感器

５．计算机
　

在此基础上，运用 Ｃ语言对力学函数进行编
辑

［１７］
，通过 ＥＤＥＭ软件后处理的应用编程接口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ＰＩ）完成虚拟田
埂整体镇压力的测量。如图 ６所示，测定田埂镇压
合力为１２３７３Ｎ，代入标定模型关系式（２）中可得，
此工况下所筑虚拟田埂坚实度为 １４４３７ｋＰａ，可满
足田埂修筑农艺要求。

２２２２　功率消耗
功率消耗（简称功耗）是衡量机具综合性能的

主要技术参数，直接体现整机作业性能。修筑埂机

作业功耗主要来源于旋耕切削集土、镇压筑埂成型

和中间各级传动３个过程，本研究主要对虚拟仿真
状态下旋耕集土刀辊及镇压筑埂圆盘２个关键部件
的作业功耗进行测定分析，将机具总功耗简化为

∑ Ｐ＝Ｐｘ＋Ｐｚ＋Ｐｔ （３）

图 ６　虚拟田埂镇压力测定

Ｆｉｇ．６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ｉｄｇｅ
　
式中　Ｐｘ———旋耕集土阶段功耗，ｋＷ

Ｐｚ———镇压筑埂阶段功耗，ｋＷ
Ｐｔ———各级传动功耗，ｋＷ

在仿真过程中，Ｐｔ值较小可忽略不计。作业时
旋耕集土刀辊及镇压筑埂圆盘皆随机具前进运动，

同时进行自身旋转切削及镇压作业，其自身扭矩的

变化可反映作业功耗的差异，因此将其转化为对关

键部件扭矩的测定，即

Ｐｘ＝
Ｔｘｎ１
９５５０

Ｐｚ＝
Ｔｚｎ２










９５５０

（４）

其中 ｎ１∶ｎ２＝３∶２
将式（４）代入式（３）中，简化整理可得

∑ Ｐ
(

＝
Ｔｘ＋

２
３
Ｔ )ｚ ｎ１

９５５０
（５）

式中　Ｔｘ———旋耕集土刀辊扭矩，Ｎ·ｍ
Ｔｚ———镇压筑埂圆盘扭矩，Ｎ·ｍ
ｎ１———旋耕集土刀辊工作转速，设为５００ｒ／ｍｉｎ
ｎ２———镇压筑埂圆盘工作转速，ｒ／ｍｉｎ

通过 ＥＤＥＭ软件对 ２个关键部件作业扭矩进
行测定，并将数据导入 Ｅｘｃｅｌ软件中进行整理，计算
各时刻机具各阶段功耗变化趋势，如图７所示。

图 ７　各阶段虚拟作业功耗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由图 ７可知，旋耕集土刀辊与土壤颗粒相互作
用初期，其作业功耗随时间增加而迅速增大。仿真

作业１００～１３２ｓ时，刀辊旋耕作业功耗迅速上升
至１２１５ｋＷ，主要由于土壤整体受到挤压变形至破
碎需要消耗较大能量，刀具进行切削集土作业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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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变形，因克服内部黏结与内聚作用，其变化速率较

快。随刀辊后续切削集土，其作业功耗变化趋于稳

定，当仿真运行至 １５１ｓ时，作业功耗达到最大值
１３２１ｋＷ，主要由于土壤颗粒在被破坏后相互间黏
结作用减小，刀具切削力保持稳定状态，其作业功耗

保持在１２６４ｋＷ左右。镇压筑埂圆盘作业功耗与
刀辊作业功耗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整体功耗略高

于旋耕切削集土作业。仿真作业 １００～１３２ｓ时，
其作业功耗随时间增加而迅速增大至 １５１１ｋＷ，随
圆盘后续压实作业，其作业功耗变化也趋于稳定，保

持在１６２９ｋＷ左右，主要由于前期旋耕集土量不断
增加，依靠其自身旋转碾压作用克服土壤颗粒间内聚

力及摩擦力，使土壤颗粒重新紧密排列。当机具平稳

作业时，两阶段功耗之和稳定在２８９３ｋＷ左右。
为检验采用离散元数值仿真进行机具功耗性能

测定方法的准确性，参考农业机械设计手册
［１８］
经验

公式对旋耕切削集土过程进行分析，即

Ｐｘ＝１×１０
－５ＫλｈｖＢ （６）

其中 Ｋλ＝ＫｇＫｓＫｈＫｃＫｆ
式中　ｈ———旋耕入土深度，ｍｍ

ｖ———机具前进速度，ｍ／ｓ
Ｂ———旋耕作业幅宽，ｍｍ
Ｋλ———旋耕比阻，Ｎ／ｃｍ

２

Ｋｇ———土壤坚实度系数
Ｋｓ———耕深修正系数
Ｋｈ———土壤含水率系数
Ｋｃ———残茬植被修正系数
Ｋｆ———作业方式修正系数

将仿真边界条件及相关修正系数代入式（６）
中，可得旋耕切削集土作业功耗 Ｐｘ＝１３８０ｋＷ，与
仿真结果基本一致，证明运用数值模拟测定机具作

业功耗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３　ＥＤＥＭ虚拟仿真试验与分析

３１　虚拟仿真试验设计
为研究各工况下修筑埂机作业质量与功耗

变化规律，分析影响筑埂作业性能的主要因素，

得到理想作业参数组合，在前期虚拟模型建立及

数值模拟分析基础上，进行 ＥＤＥＭ虚拟仿真正交
试验研究。

由实际机具筑埂作业状态可知，田埂修筑作业

质量与机具前进速度、旋耕工作转速、旋耕入土深度

及外界土壤状态等因素有关。为提高虚拟试验可控

性及准确性，选取机具前进速度、旋耕工作转速及旋

耕入土深度为试验因素，以作业后所筑田埂坚实度

和旋耕镇压总功耗为试验指标。根据前期模拟分

析、单因素预试验及田间筑埂作业要求，配合各因素

可控工况范围，设定试验因素水平如表２所示。

表 ２　试验因素水平

Ｔａｂ．２　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水平
前进速度

ｘ１／（ｍ·ｓ
－１）

旋耕转速

ｘ２／（ｒ·ｍｉｎ
－１）

旋耕深度

ｘ３／ｍｍ

１ ０２ ４７０ １２０

２ ０３ ５００ １６０

３ ０４ ５３０ ２００

４ ０５ ５６０ ２４０

３２　试验结果分析与优化
在此基础上，采用三因素四水平正交试验设计

虚拟试验方案，选取 Ｌ１６（４
５
）正交表安排试验

［１９－２０］
。

虚拟试验操作值与参数设计值无误差，可根据数据

进行结果分析，并对影响试验指标的主要因素进行

显著性分析，寻求机具理想工作参数组合，具体试验

方案与结果如表３所示。Ａ、Ｂ、Ｃ为因素水平值。

表 ３　试验方案与结果

Ｔａｂ．３　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ｅｓｔｓ

序号

试验因素 试验指标

Ａ Ｂ Ｃ
田埂坚实度

Ｓ／ｋＰａ

作业功耗

Ｐ／ｋＷ

１ １ １ １ １４０２７ ２７５５
２ １ ２ ２ １５２３４ ２９８１
３ １ ３ ３ １７２３８ ３０９０
４ １ ４ ４ １８２１０ ３２２６
５ ２ １ ２ １５９０１ ２８４７
６ ２ ２ １ １７４７４ ３０６４
７ ２ ３ ４ １８０７２ ３２９３
８ ２ ４ ３ ２０１０７ ３６３９
９ ３ １ ３ １８９９３ ３４２１
１０ ３ ２ ４ １６９９５ ３３４２
１１ ３ ３ １ １６８９４ ３１６５
１２ ３ ４ ２ １７１５２ ３２３６
１３ ４ １ ４ １６８３０ ３３０８
１４ ４ ２ ３ １８９１２ ３５６６
１５ ４ ３ ２ １６０８２ ３３０３
１６ ４ ４ １ １６０７８ ３４８９
Ｋ１ ６４９０９ ６５７５１ ６４４７３

Ｋ２ ７２２８４ ６８６１５ ６４４６９

Ｓ Ｋ３ ７０３３４ ６８２８６ ７５９８０

Ｋ４ ６７９０２ ７２７７７ ７０３０７

Ｒ ７３７５ ７０２６ １１５０７

Ｋ１ １２０５２ １２３３１ １２４７３

Ｋ２ １２８４２ １２９５３ １３６９６

Ｐ Ｋ３ １３１６４ １２８５１ １２３４７

Ｋ４ １３６６６ １３５９０ １３１６９

Ｒ １６１４ １２５９ １３４９

　　在满足实际田埂农艺要求范围内，其修筑田埂
坚实度越高，作业功耗越小，表明机具综合作业性能

越好。由表３极差分析可知，影响田埂坚实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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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３个主次因素顺序为：旋耕入土深度 Ｃ、机具前进
速度 Ａ、旋耕工作转速 Ｂ，其较优参数水平组合为
Ａ２Ｂ４Ｃ３；影响机具作业功耗的３个主次因素顺序为：
机具前进速度 Ａ、旋耕入土深度 Ｃ、旋耕工作转速 Ｂ，
其较优参数水平组合为 Ａ１Ｂ１Ｃ３。根据实际田间生
产作业要求及机具自身特点，确定影响机具综合作

业性能的主次顺序因素为：机具前进速度、旋耕入土

深度、旋耕工作转速。

为准确判断各因素水平对作业质量及功耗影响

的显著性，运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６０１０软件对正交试
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 Ｐ检验显著性判断，其显著
水平设定为 ００１，方差分析计算结果如表 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方差分析结果与上述极差分析相符合，
即旋耕入土深度对田埂坚实度影响极显著（Ｐ＜
００１），机具前进速度和旋耕工作转速对田埂坚实
度影响较显著（Ｐ＜０１０）；机具前进速度和旋耕入
土深度对作业功耗影响极显著（Ｐ＜００１），旋耕工
作转速对作业功耗影响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４　试验方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指标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Ｆ Ｐ 显著性

Ａ ６５９９８６４ ３ ２１９９９５５ ３６５ ００８３１ 
Ｂ ４２２２５８３ ３ １４０７５２８ ２３３ ０１７３４ 

田埂坚实度 Ｃ ２０３５００００ ３ ６７８４７４５ １１２５ ０００７１ 
残差 ３６１８２９８ ６ ６０３０５０
总和 ３４７９００００ １５
Ａ ３４３７ ３ １１４６ １２９５ ０００５０ 
Ｂ ２００３ ３ ６８８ ７５５ ００１８５ 

作业功耗　 Ｃ ３００２ ３ １００１ １１３１ ０００７０ 
残差 ５３１ ６ ０８８
总和 ８９７３ １５

　　注：表示较显著（Ｐ＜０１０）；表示显著（Ｐ＜００５）；表示极显著（Ｐ＜００１）。

　　为得到机具理想工作参数组合，对试验因素进
行优化设计，遵循提高田埂坚实度、降低作业功耗的

原则，采用多目标变量优化方法
［２１］
，结合试验因素

边界条件，建立非线性规划参数模型为

ｍａｘＳ
ｍｉｎＰ
ｓ．ｔ．０２ｍ／ｓ≤ｘ１≤０５ｍ／ｓ

　　４７０ｒ／ｍｉｎ≤ｘ２≤５６０ｒ／ｍｉｎ

　　１２０ｍｍ≤ｘ３≤２４０ｍｍ

　　１５００ｋＰａ≤Ｓ（Ａ，Ｂ，Ｃ）≤２５００ｋＰａ
　　０≤Ｐ（Ａ，Ｂ，Ｃ）≤

















４０ｋＷ

（７）

基于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６０１０软件中的多目标参
数优化（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模块对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求
解，可得多组优化参数组合。根据修筑埂机实际作

业状态可知，其机具前进速度直接影响筑埂作业效

率，旋耕工作转速影响切削碎土效果，旋耕入土深度

影响筑埂集土量，多个因素共同影响机具整体作业

质量及稳定性。综合分析从优化结果中选取一组合

理参数组合 Ａ２Ｂ１Ｃ３，即当机具前进速度为 ０３ｍ／ｓ，
旋耕工作转速为４７０ｒ／ｍｉｎ，旋耕入土深度为２００ｍｍ
时，机具综合作业性能较理想，其田埂坚实度为

１９０８６ｋＰａ，作业功耗为 ３１９３ｋＷ。根据所优化的
结果进行虚拟仿真验证，其所筑田埂坚实度为

１８９００ｋＰａ，作业功耗为 ３００７ｋＷ，与优化结果基

本一致，旋耕镇压环节功耗较优化前降低９９３ｋＷ。

４　台架试验

为验证基于 ＥＤＥＭ软件悬挂式水田单侧修筑
埂机数值模拟仿真优化的准确性，在工况下进行台

架验证试验。试验地点为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程科

学研究院土槽实验室，试验设备包括悬挂式水田单

侧修筑埂机、ＴＣＣ ＩＩＩ型计算机监控辅助测试试验
台车（黑 龙 江省 农业 机械 工程科 学研究院）、

ＩＮＶ１８６１Ａ型便携式应变调理仪（东方振动噪声研
究所）、ＩＮＶＥＳＴ３０１８ ２４型信号采集仪及配套
ＤＡＳＰ １０信号处理软件（东方振动噪声研究所）、
ＪＮ３３８型转矩转速测量仪及配套扭矩传感器（长沙
湘仪动力测试仪器有限公司）、过孔集流环（深圳市

森瑞普电子有限公司）、ＳＬ ＴＹＡ型土壤坚实度测
试仪（杭州汇尔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数据处理计算

机、铁锹和钢板尺等，如图 ８ａ所示。土槽台架内供
试土壤为东北地区耕作黑壤土，对土壤进行耕整处

理，检测土壤绝对含水率为（２８２±０５）％，土壤密
度为２６１０ｋｇ／ｍ３，土壤坚实度为１３０～２００ｋＰａ，符合
田埂修筑作业实际状态。

通过土壤坚实度测试仪对所筑田埂坚实度进行

测量，通过土槽试验台车动力输出轴轴端的传感系

统对整机功耗进行测定。结合整机结构特点，分别

对旋耕切削集土和镇压筑埂成型阶段功耗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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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台架试验

Ｆｉｇ．８　Ｂｅｎｃｈｔｅｓｔｆｏｒｒｉｄｇ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１．控制台车面板　２．计算机监控辅助测试试验台车　３．悬挂式

水田单侧修筑埂机　４．土槽台架　５．数据处理终端　６．应变调

理仪　７．采集仪连接线　８．过孔集流环
　

量，采用应力检测的扭矩测量技术
［２２］
，试制旋耕刀

辊弹性敏感轴和镇压圆盘弹性敏感轴，通过法兰盘

将其与作业部件旋转轴连接，在轴体上搭建全桥式

应变传感器（由４组ＢＸ１２０ ０５ＡＡ型应变片组成，
电阻（１２００±０１）Ω，灵敏系数（２０８±０１）％），
同时外接集流环与信号采集仪及应变调理仪连接，

进行除噪、应变信号放大，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

号，经压／频转换转化为与扭矩应变成正比的频率信
号，实现对扭矩数据的输出与处理，如图 ８ｂ、８ｃ所
示。试验前需对静止状态下贴有应变片的刀辊及圆

盘进行标定，以减小试验测定过程中的系统误差。

在台架试验过程中，将作业区域划分为启动调

整区、有效试验区及停止缓冲区，测试总距离为

７０ｍ，前后启动调整区和停止区分别为 ５ｍ。在机
具前进速度为 ０３ｍ／ｓ、旋耕工作转速为 ４７０ｒ／ｍｉｎ
和旋耕入土深度为 ２００ｍｍ工况下进行田埂修筑作
业。对田埂坚实度、各作业阶段功耗及总功耗进行

测量，重复５次试验取平均值，相关数据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由表５可知，在相同工况下实际田埂修筑作业
质量略低于仿真试验优化结果，所筑田埂质量良好，

坚实光滑，外形平整一致，其田埂坚实度相对误差为

　　

表 ５　台架试验结果

Ｔａｂ．５　Ｂｅｎｃｈ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序号
田埂坚实

度／ｋＰａ

旋耕集土

功耗／ｋＷ

镇压筑埂

功耗／ｋＷ

总功耗／

ｋＷ

１ １８９０１ １４２３ １８２５ ３７１０

２ １８４８３ １４９０ １８０３ ３６０５

３ １７９５５ １３８１ １６１５ ３７０８

４ １７６３３ １４３７ １８３８ ３５８７

５ １７４９８ １３０９ １７２４ ３７６０

均值 １８０９４ １４０８ １７６１ ３６７４

４２６％，作业功耗相对误差为 ５１１％。产生误差的
原因可能是由于土壤外界条件状态变化造成机具非

规则振动，导致切削镇压作业产生额外摩擦、碰撞及

磨损功耗，影响机具作业稳定性，但误差在可接受范

围内。在所优化工作参数下进行稳定作业，较优化

前功耗平均降低 １８３６％（原常规田间作业所需配
套动力４５ｋＷ），满足水田修筑埂农艺要求。

５　结论

（１）以悬挂式水田单侧修筑埂机为研究对象，
依据离散元法建立了机械部件 土壤间作用模型，运

用 ＥＤＥＭ软件对旋耕切削集土和镇压筑埂成型阶
段进行了数值模拟仿真分析，研究了机具作业质量

和功耗的动态变化规律。

（２）以机具前进速度、旋耕工作转速和旋耕入
土深度为试验因素，田埂坚实度和作业功耗为试验

指标，采用虚拟正交试验方法建立了因素与指标间

数学模型，运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６０１０软件对试验结
果进行处理。由极差分析和方差分析可得，影响机

具综合作业性能的主次因素顺序为：机具前进速度、

旋耕入土深度、旋耕工作转速。采用多目标变量优

化方法建立了优化模型，结果表明，当机具前进速

度、旋耕工作转速和旋耕入土深度分别为 ０３ｍ／ｓ、
４７０ｒ／ｍｉｎ和２００ｍｍ时，机具作业性能较理想，田埂
坚实度和作业功耗分别为１８９００ｋＰａ和３００７ｋＷ，
其功耗较优化前降低９９３ｋＷ。

（３）土槽台架验证试验结果表明，台架试验结
果与仿真优化结果基本一致，田埂坚实度和作业功

耗的相对误差分别为４２６％和５１１％，可满足水田
修筑埂农艺要求。

参 考 文 献

１　李海龙，刘刚，陈孟超，等．我国水稻生产机械化技术探析 ［Ｊ］．农业科技与装备，２０１４，１２（１２）：３８－３９．
２　苑严伟，李树君，吴海华，等．水稻田虚拟试验场景建模与仿真 ［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３，４４（增刊 １）：２２４－２２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３ｓ１４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３．Ｓ１．０４０．
ＹＵＡＮＹａｎｗｅｉ，ＬＩＳｈｕｊｕｎ，ＷＵＨａｉｈｕａ，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ｃｅｆｉｅｌ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ｃｅｎｅ［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３，４４（Ｓｕｐｐ．１）：２２４－２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赵艺．水田筑埂机构的机理分析与设计 ［Ｄ］．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２０１５．

９７第 ８期　　　　　　　　　　王金武 等：悬挂式水田单侧修筑埂机数值模拟分析与性能优化



４　王金峰，王金武，孔彦军，等．悬挂式水田筑埂机及其关键部件研制与试验 ［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６）：２８－３４．
ＷＡＮＧＪｉｎ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ｎｗｕ，ＫＯＮＧＹ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ｒｉｄｇ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ｋｅ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ｏｒ
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３，２９（６）：２８－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关振君．ＤＴＺＧ ０１型稻田筑埂机的设计研究 ［Ｊ］．农业科技与装备，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２２．
６　王金武，唐汉，王金峰，等．１ＤＳＺ ３５０型悬挂式水田单侧旋耕镇压修筑埂机的设计与试验 ［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
３３（１）：２５－３７．
ＷＡＮＧＪｉｎｗｕ，ＴＡＮＧＨａｎ，ＷＡＮＧＪｉｎ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１ＤＳＺ ３５０ｔｙｐｅｈａｎｇｉｎｇ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ｏｔａｒｙｔ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ｒｉｄｇｅｒｆｏｒ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７，３３（１）：２５－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方会敏，姬长英，ＡＨＭＥＤＡｌｉＴａｇａｒ，等．秸秆 土壤 旋耕刀系统中秸秆位移仿真分析 ［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１）：
６０－６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１０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
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９．
ＦＡＮＧＨｕｉｍｉｎ，ＪＩＣ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ＡＨＭＥＤＡｌｉＴａｇａｒ，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ｒａｗ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ｒａｗｓｏｉｌｒｏｔａｒｙｂｌａｄｅｓｙｓｔｅｍ
［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１）：６０－６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王金武，唐汉，王奇，等．基于 ＥＤＥＭ软件的指夹式精量排种器排种性能数值模拟与试验 ［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
３１（２１）：４３－５０．
ＷＡＮＧＪｉｎｗｕ，ＴＡＮＧＨａｎ，ＷＡＮＧＱｉ，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ｓｅｅｄ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ｉｃｋｕｐｆｉｎｇｅｒ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ｏｎＥＤＥ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２１）：４３－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王金武，王奇，唐汉，等．水稻秸秆深埋整秆还田装置设计与试验 ［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９）：１１２－１１７．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０９１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６．
ＷＡＮＧＪｉｎｗｕ，ＷＡＮＧＱｉ，ＴＡＮＧＨａ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ｒｉｃｅｓｔｒａｗｄｅｅｐｂｕｒｉｅｄａｎｄｗｈｏｌｅｓｔｒａｗ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９）：１１２－１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方会敏，姬长英，ＦＡＲＭＡＮＡｌｉＣｈａｎｄｉｏ，等．基于离散元法的旋耕过程土壤运动行为分析 ［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
４７（３）：２２－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３０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４．
ＦＡＮＧＨｕｉｍｉｎ，ＪＩＣ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ＡＲＭＡＮＡｌｉＣｈａｎｄｉｏ，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ｉ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ｄｕｒｉｎｇｒｏｔａｒｙｔｉｌｌ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３）：２２－２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ＬＩＵＨＸ，ＧＵＯＬＦ，ＦｕＬＬ，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ｉｚｅ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ｌａｔｅｓｏｙｂ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ｌａｎｔｅｒ［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８（１）：１－８．

１２　胡永光，杨叶成，肖宏儒，等．茶园施肥机离心撒肥过程仿真与参数优化 ［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５）：７７－８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５１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１．
ＨＵＹ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ＡＮＧＹｅ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ｒｕ，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ｐｒｅａｄｅｒｆｏｒ
ｔｅａｐｌａｎｔｓ［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５）：７７－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王功明，郭新宇，赵春江，等．基于粒子系统的土壤可视化仿真研究 ［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２）：１５２－１５８．
ＷＡＮＧ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ＧＵＯＸｉｎｙｕ，ＺＨＡＯＣｈｕｎ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Ｓｏｉｌｖｉｓｕ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８，２４（２）：１５２－１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郑侃，何进，李洪文，等．基于离散元深松土壤模型的折线破土刃深松铲研究 ［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９）：６２－
７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９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９．０１０．
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ＨＥＪｉｎ，ＬＩＨｏ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ｓｏｉｌ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ｂｌａｄｅｓｕｂｓｏｉ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ｂｓｏｉｌｉｎｇｓｏｉｌ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９）：６２－７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ＣＨＥＮＹ，ＬＡＲＳＪＭ，ＴＡＶＳＮ．Ａ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ｏｉｌｓｗｅｅｐ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ｓ［Ｊ］．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１２６：３４－４１．

１６　贾洪雷，李杨，齐江涛，等．基于 ＺｉｇＢｅｅ的播种行表层土壤坚实度采集系统 ［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１２）：３９－
４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１２０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１２．００６．
ＪＩＡＨｏｎｇｌｅｉ，ＬＩＹａｎｇ，ＱＩ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ｏｗｉｎｇｌｉｎ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ＺｉｇＢｅｅ［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１２）：３９－４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ＵＣＧＵＬＭ，ＪＯＨＮＭＦ，ＣＨＲＩＳＳ．３ＤＤＥＭｔ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ｈｙｓｔｅｒｅｔｉｃｓｐｒｉｎｇ（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ａ
ｓｗｅｅｐｔｏｏ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ｌｅｓｓｓｏｉｌ［Ｊ］．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１４４：２２０－２２７．

１８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农业机械设计手册［Ｍ］．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９　吕金庆，尚琴琴，杨颖，等．马铃薯杀秧机设计与优化 ［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５）：１０６－１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ｊ

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５１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５．
ＬＶＪｉｎ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Ｇ Ｑｉｎｑｉｎ，ＹＡＮＧ 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ｐｏｔａｔｏｈａｕｌｍ ｃｕｔｔｅｒ［Ｊ／Ｏ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５）：１０６－１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郭志军，杜干，李忠利，等．触土曲面形式对推土板减阻性能影响的正交试验 ［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７）：３７２－
３７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０７５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７．０５３．
ＧＵＯＺｈｉｊｕｎ，ＤＵＧａｎ，ＬＩＺｈｏ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ｓｏｉｌ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ｎｂｕｌｌｄｏｚｅｒ
ｂｌａｄｅ［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７）：３７２－３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王立军，张传根，丁振军．玉米收获机清选筛体结构优化 ［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９）：１０８－１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ｊ
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９１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９．０１６．
ＷＡＮＧＬ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ｇｅｎ，ＤＩＮＧＺｈｅｎｊ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ｆｏｒｍａｉｚ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Ｊ／Ｏ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９）：１０８－１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李耀明，唐忠，徐立章，等．纵轴流脱粒分离装置功耗分析与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６）：９３－９７．
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Ｔ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Ｘ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ｘｉａｌ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ｕｎｉｔｔｅｓｔｂｅｄ［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６）：９３－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０８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