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９年 ３月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第 ５０卷 第 ３期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３

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刀辊设计与试验

张春岭１，２　夏俊芳１，２　张居敏１，２　周　华１，２　祝英豪１，２　王金武３

（１．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２．农业农村部长江中下游农业装备重点实验室，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３．东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

摘要：针对长江中下游两熟制地区土壤黏重板结，传统秸秆还田耕整机作业质量不理想、刀辊易缠绕和功耗大等问

题，提出了一种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刀辊。基于滑切原理设计了等滑切角二次切刀，阐述了刀辊结构及工作

原理，分析了二次切刀减阻程度及主要作业参数。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各因素对功耗和秸秆掩埋率影响显著性由

大到小分别为刀辊转速、耕深、作业速度和耕深、作业速度、刀辊转速，对秸秆粉碎率和碎土率影响显著性由大到小

为刀辊转速、作业速度、耕深，通过软件分析得到最优参数组合为：耕深 １２７ｃｍ，作业速度 ０７ｍ／ｓ，刀辊转速

２７３ｒ／ｍｉｎ。验证试验结果表明：最优参数组合下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功耗、秸秆掩埋率、秸秆粉碎率和碎土率

分别为 ３１９ｋＷ、９３１％、８７５％和 ７８３％，与软件预测值之间的误差分别为 ４７％、１４％、１９％和 ２６％。对比试

验结果表明：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功耗和秸秆掩埋率较水旱两用秸秆还田耕整机分别低 ８８％和 ２３％，秸秆

粉碎率和碎土率分别高 ３０％和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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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机械化秸秆埋覆还田是将农作物收获后的秸秆

粉碎并埋入土壤，之后秸秆自然分解并腐殖化，不仅

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土壤保水、保墒

能力，还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１－５］

。作为机械化秸

秆埋覆还田主要机具之一，秸秆还田耕整机的关键

部件设计和刀片排列方式对作业质量和功耗有着显

著影响
［６－９］

。

目前，国内外对秸秆还田耕整机关键部件设计

和刀片排列方式已有相应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

究成果
［１０－１４］

。传统秸秆还田耕整机作业质量不理

想，且刀轴易缠草。国内相关学者根据不同作物耕、

播农艺要求设计了相应的秸秆还田耕整机
［１５－１８］

。

夏俊芳等
［１９－２１］

设计了一种螺旋横刀，并通过螺旋横

刀、旋耕刀和弯刀等在刀轴上的合理排列设计了多

种秸秆还田耕整机，试验分析表明应用螺旋横刀的

秸秆还田耕整机不仅提高了作业性能，也解决了刀

轴易缠草的问题，但功耗较大。

本文针对长江中下游两熟制地区土壤黏重板

结，现有秸秆还田耕整机作业质量不理想、刀辊易缠

草和功耗大等问题，设计一种等滑切角二次切刀，进

一步提出一种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刀辊，在满

足作业性能要求下降低功耗，并通过田间试验分析

主要影响因素对作业性能和功耗的影响显著性，为

长江中下游两熟制地区秸秆还田耕整机设计与改进

提供参考。

１　整机结构与工作原理

１１　整机结构和刀辊结构

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结构如图 １所示，主
要由三点悬挂装置、变速箱、机架、左刀辊、右刀辊和

托板等装置组成。其刀辊（以左刀辊为例）结构如

图２所示，主要由刀轴、旋耕刀和二次切刀等部件组
成。整机刀辊分为左刀辊和右刀辊两部分，两刀辊

关于变速箱输入轴轴线所在竖直平面结构对称，以

减小左右刀辊受力不均衡给轴承带来的损坏和机具

振动。旋耕刀以四头螺旋线沿圆周方向均匀排布，

二次切刀和旋耕刀沿轴向方向交替出现，组成六头

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刀辊。

图 １　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ｉｘｈｅａｄｓｐｉｒａｌｓｔｒａｗ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ｏｒ
１．机架　２．三点悬挂装置　３．变速箱　４．托板　５．右刀辊　

６．左刀辊
　

图 ２　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刀辊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ｉｘｈｅａｄｓｐｉｒａｌｓｔｒａｗ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ｏｒ’ｓｋｎｉｆｅｒｏｌｌｅｒ
１．旋耕刀　２．二次切刀　３．刀轴

　

１２　工作原理与技术参数
整机通过三点悬挂装置安装于拖拉机后方。作

业时，动力由拖拉机输出轴输出，经齿轮箱变速后分

别输送到左刀辊和右刀辊，左、右刀辊均为正向旋

转，转速相同。基于课题组前期研制的水旱两用秸

秆还田耕整机刀辊旋耕埋草原理
［２０－２１］

，本设计刀辊

在作业时，旋耕刀和二次切刀交替入土，切割秸秆并

切削土壤。在刀辊快速旋转作用下，同一条螺旋线

上正切刃相向排列的旋耕刀形成封闭圆柱体状，将

秸秆埋入土壤并防止刀轴被秸秆或杂草等缠绕。少

量秸秆滑离旋耕刀后被下一刻运动而来的二次切刀

切断，从而提高秸秆粉碎率。二次切刀运动于两把

旋耕刀之间，还起到防止旋耕刀夹土、降低旋耕刀切

土阻力的作用。根据课题组前期研制的水旱两用秸

秆还田机技术参数
［２０－２１］

和本文对关键部件设计结

果，整机主要技术参数如表１所示。

２　关键部件设计

２１　等滑切角二次切刀设计
（１）刀片刃口曲线方程的建立
作业时，等滑切角二次切刀（简称二次切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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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主要技术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ｉｘｈｅａｄｓｐｉｒａｌ

ｓｔｒａｗ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ｏｒ

　　　　参数 数值

整机尺寸（长 ×宽 ×高）／（ｍｍ×ｍｍ×ｍｍ） ２６００×７５０×７５０

整机质量／ｋｇ ４５０

配套动力／ｋＷ ５９２～７３４

作业幅宽／ｍｍ ２３００

作业速度／（ｍ·ｓ－１） ０５～１２

刀辊转速／（ｒ·ｍｉｎ－１） ２５０～３２０

旋耕刀数量／把 ７２

二次切刀数量／把 ３６

方面切割土壤表面秸秆和土壤内部根茬，同时撕裂

土壤，减小旋耕刀作业阻力；另一方面，二次切刀可

以对沿旋耕刀正切刃滑出的秸秆进行二次切割，从

而提高秸秆粉碎率。由于稻 油、稻 麦两熟区中水

稻茎秆韧性大，易缠绕，且生长土壤较粘湿，传统旋

耕刀不易切断秸秆，而二次切刀对前一时刻旋耕刀

未切断的秸秆可以进行第二次切割，因此称为二次

切刀。结合秸秆还田刀片已有研究成果
［２２－２３］

，本设

计的二次切刀刃口曲线采用等角（静态滑切角）螺

线。

二次切刀刃口曲线示意图如图 ３所示，Ｍ为刃
口曲线上任意一切割点，坐标轴 ＯＸ正方向为机具
前进方向，ＯＹ正方向为刀轴重心方向。当刀片绕刀
轴中心 Ｏ以角速度 ω由任意初始角 θ转过 ｄθ时，Ｍ
点变到 Ｍ′点，极径由 ｒ变成了 ｒ′，增加了 ｄｒ。如果
ｄｒ趋近于０，则弧线 ＭＭ′可近似为直线，其弧长和直
线 ＭＮ长度相等。由滑切角定义［２３］

可得

ｔａｎτ＝
ｌＭ′Ｎ′
ｌＭＮ
＝ｒｄθ
ｄｒ

（１）

式中　τ———滑切角，（°）
本设计二次切刀静态滑切角为常数，令其为

Ｃ０，即 ｔａｎτ＝Ｃ０。将其代入式（１）整理后可得

ｒ＝Ｃｅθｃｏｔτ （２）
式中　Ｃ———积分常数

图 ３　二次切刀刃口曲线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ｕｔｔｅｒｂｌａｄｅｅｄｇｅｃｕｒｖｅ

参考已有研究
［２４］
并结合课题组前期对韧性较

大的水稻茎秆切割力学试验分析，本设计选取静态

滑切角为 ５０°。依据 ＧＢ／Ｔ５６６９—２００８《旋耕机械
刀和刀座》对刀片初始入土半径设计要求并减少材

料的使用，设计刀片刃口起始处极径为 １０５ｍｍ。根
据小麦播种以及油菜和水稻直播深度要求

［２５－２６］
，结

合 ＧＢ／Ｔ５６６８—２００８《旋耕机》对旱耕耕深的规定，
耕深大于８ｃｍ即可满足小麦播种和油菜直播相应
农艺要求，但当秸秆埋覆深度在１０ｃｍ以下时，可以
明显提高土壤温度和蓄水能力

［２７］
。考虑到二次切

刀作用，取其最大旋转半径为 ２１０ｍｍ，较旋耕刀最
大旋转半径大 ５ｍｍ；刃口起始处极角取 ５４°。将刀
片刃口起始处极径和极角代入式（２）可求得 Ｃ＝
４７７３，因此等滑切角二次切刀刃口曲线方程为

ｒ＝４７７３ｅθｃｏｔ５０° （３）
（２）二次切刀动态滑切角分析
对静态滑切角的分析并未考虑机具行驶速度，

但实际中机具行驶速度对滑切角影响很大，不可忽

视。如图３所示，静态滑切角与动态滑切角的差值
Δτ可表达为

ｔａｎΔτ＝ ｕｃｏｓ（ωｔ）
Ｒω－ｕｓｉｎ（ωｔ）

（４）

式中　ｕ———机具前进速度，ｍ／ｓ
ｔ———运动时间，ｓ
Ｒ———最大旋耕半径，ｍｍ

由图３几何关系可得

ｓｉｎ（ωｔ）＝Ｒ－Ｈｒ
（５）

ｃｏｓ（ωｔ） (＝ １－ Ｒ－Ｈ)ｒ槡
２

（６）

联立式（４）～（６）可解得

Δτ＝ａｒｃｔａｎ
(１－ Ｒ－Ｈ)ｒ槡

２

λ (－ １－ Ｒ－Ｈ)ｒ槡
２

（７）

其中 λ＝Ｒω／ｕ
式中　Ｈ———耕深，ｍｍ

λ———旋耕速比
由式（７）可得，ｒ越大，即越靠近刀尖处，动态滑

切角受影响越小，即只要刃口起始处动态滑切角满

足秸秆不缠绕的要求，其余各处均满足。因此，下面

仅分析刃口起始处动态滑切角。目前常用旋耕速比

为４～１０［２８］，但旋耕速比过大会增加刀辊转速或降
低作业速度，从而导致功耗的增大或作业效率的降

低，本设计旋耕速比初始选为４～７。
图４为二次切刀刃口起始处在不同旋耕速比时

Δτ随耕深 Ｈ的变化关系。由图可得，随着旋耕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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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旋耕速比时 Δτ随 Ｈ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Δτａｎｄ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ｅｄｒａｔｉｏｓ
　

比 λ的增加，Δτ逐渐减小，即滑切角变化减小，有利
于刀片的滑切。不同旋耕速比下，Δτ随耕深 Ｈ的
增大而增大，但变化幅度较小。当 λ＝４时，Δτ值较
大，均大于 １８°，不利于刀片刃口滑切，所以本设计
旋耕速比范围缩减为５～７。
２２　刀片排列方式设计

本设计刀辊中左刀辊和右刀辊呈对称结构，两

者使用的刀片及刀片排列方式完全相同，仅刃口方

向相反，因此下面以左刀辊为对象进行分析。

旋耕刀排列基本原则：刀片按多头螺旋线方式

排列；同一条螺旋线上相邻两把刀片正切刃方向相

反；避免同一刀辊上同向刀片相继入土，以减少机具

振动和轴向力。二次切刀排列基本原则：刀片按多

头螺旋线方式排列，螺旋线头数是旋耕刀排列螺旋

线头数的一半；每把刀片在正切刃同向的相邻两把

旋耕刀之间，并相差一个相位角。

图 ５　刀片排列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ｂｌａｄｅｓ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图 ５为刀辊左端主视图及其左视图。如图 ５ａ
所示，轴向方向上，同一螺旋线上正切刃相向的两把

相邻旋耕刀在刀轴旋转作用下形成类似圆柱体状，

相邻两把旋耕刀刀座内侧间距 ｍ不能过大；若 ｍ过
小，则容易夹土。依据国标旋耕刀 ＩＩ２４５作业宽度，
ｍ取值１００ｍｍ。二次切刀位于两旋耕刀中间位置，
刀座厚度为２２ｍｍ，因此旋耕刀刀座与相邻二次切

刀刀座内侧间距 ｂ取值 ３９ｍｍ，相邻两把二次切刀
刀座内侧间距 ｈ取值 １００ｍｍ。可安装刀座的刀轴
长度为１１００ｍｍ，则

１００（ｘ－１）＋２２ｘ≤１１００ （８）
式中　ｘ———每条螺旋线上轴向刀座数量，把

由式（８）可得 ｘ≤９８，取整数得 ｘ＝９。
如图 ５ｂ所示，由于同一条螺旋线上左、右旋向

旋耕刀交替入土，所以在圆周方向上正切刃相向排

列的组数为

ｚ＝ｙ
２

（９）

式中　ｚ———同一切割小区内圆周方向上正切刃相
向排列刀片组数

ｙ———同一切割小区内圆周方向上旋耕刀数
量，把

为保证刀辊受力均衡且作业平稳，ｚ取值需为
偶数，即 ｙ为 ４，８，１２，…。但是，当 ｙ≥８时，刀辊尺
寸过大，且功耗急剧增加，因此取 ｙ＝４，则同一切割
小区内二次切刀数量为２。

为了使正切刃相向排列的相邻两把旋耕刀在刀

辊旋转作用下形成类似圆柱体状，正切刃相向安装

的相邻两把旋耕刀正切刃间隙 ｅ（图５）不能太大；同
时为了保证未切断秸秆能顺利从空隙中滑出，ｅ需
大于茎秆最大直径。本次设计取 ｅ＝１５ｍｍ。由于 Ａ
值较小，可近似得到

ｅ＝ Ａ
１８０π

Ｒ１－ｐ （１０）

式中　Ａ———相邻两把旋耕刀相位角，（°）
ｐ———旋耕刀刀尖处刀宽近似值，实际测量为

５０ｍｍ
Ｒ１———旋耕刀最大旋转半径，ｍｍ

将各值代入式（１０）求得 Ａ≈１５°。
图６所示为切土垡片示意图。图中，Ａ′为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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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３在同一切土小区且正切刃方向相同的刀片刀尖
入土点，Ｂ′为刀片１刀尖入土点，Ｃ′为刀片 ３刀尖入
土点，Ｋ为切土垡片宽度，Ｐ为刀片 ３所受切向力。
切削土壤时，刀片３所受切削阻力为

Ｆ＝Ｆ１＋Ｆ２＋Ｆ３＋Ｆ４ （１１）
式中　Ｆ———刀片３切削阻力，Ｎ

Ｆ１———刀柄切削阻力，Ｎ
Ｆ２———刀翼切削阻力，Ｎ
Ｆ３———垡片撕裂土壤时的阻力，Ｎ
Ｆ４———刀片与土壤间的摩擦阻力，Ｎ

图 ６　切土垡片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ｃｕｔｔｉｎｇｓｏｉｌｓｌｉｃｅ
　
无二次切刀时，垡片撕裂土壤面积为 ＳＡ′Ｃ′Ｄ，二

次切刀作用后，垡片撕裂土壤面积为 ＳＢ′Ｃ′Ｅ，即二次
切刀减小刀片 ３切削阻力主要体现在 ＳＡ′Ｂ′ＥＤ面积的
大小上。其面积越大，撕裂土壤阻力越小；其面积越

小，撕裂土壤阻力越大。公式表示为

σ＝
ＳＡ′Ｂ′ＥＤ
ＳＡ′Ｃ′Ｄ

×１００％ （１２）

式中　σ———二次切刀减阻程度，％
图７为刀片运动轨迹示意图，其运动方程分别

为

ｘ１＝ｕｔ＋Ｒｃｏｓ（ωｔ）

ｙ１＝Ｒｓｉｎ（ωｔ{ ）
（１３）

ｘ２＝ (ｕ ｔ＋Ｔ)２ ＋Ｒ (ｃｏｓ (ω ｔ＋Ｔ) )２

ｙ２＝Ｒ (ｓｉｎ (ω ｔ＋Ｔ) ){
２

（１４）

ｘ３＝ (ｕ ｔ＋２７０－Ａ－Ｂ３６０ )Ｔ ＋

　　Ｒ１ (ｃｏｓ (ω ｔ＋２７０－Ａ－Ｂ
３６０ ) )Ｔ

ｙ３＝Ｒ１ (ｓｉｎ (ω ｔ＋２７０－Ａ－Ｂ
３６０ ) )











 Ｔ

（１５）

式中　Ｔ———刀辊旋转一周时间，ｓ
Ｂ———二次切刀与下一刻入土旋耕刀之间的

相位角，（°）
图７中阴影部分面积占垡片横截面积比例可表

图 ７　刀片运动轨迹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ｂｌａｄ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ｒａｃｋ
　
示为二次切刀减阻程度。Ｂ越大，减阻程度越大，但
不利于秸秆的二次切割；Ｂ越小，减阻程度越小，且
易夹土。前期预试验得出，当 Ｂ＝５０°时秸秆粉碎效
果较好，且不易夹土，因此取 Ｂ＝５０°。此时，二次切
刀减阻程度为 σ≈５８６％。

由以上设计可得刀辊中刀片排列展开图，如

图８所示。由图８可得

ｔａｎγ＝
πＤ１５（ｘ′－１）３６０
１２２（ｘ′－１）

（１６）

式中　γ———螺旋升角，（°）
Ｄ———刀轴直径，取８０ｍｍ
ｘ′———刀辊一条螺旋线上旋耕刀数量，把

Ｈ０＝
πＤ
ｔａｎγ

（１７）

式中　Ｈ０———旋耕刀排列螺旋线导程，ｍｍ
将各值代入解得：γ≈５°，Ｈ０≈２８７１ｍｍ。

２３　作业参数选取
２３１　切土节距

切土节距对碎土率和秸秆粉碎率有重要影响，

其由整机运动参数和刀辊结构参数决定，满足

Ｓ＝６０ｕ
ｎ０Ｚ

（１８）

式中　Ｓ———切土节距，ｍｍ
ｎ０———刀辊转速，ｒ／ｍｉｎ
Ｚ———同一切土小区内正切刃方向相同刀片

数量，把

根据长江中下游土壤特点，为满足碎土质

量
［２９］
，Ｓ取值范围为 ４０～６０ｍｍ。将各值代入

式（１８），结合 ＧＢ／Ｔ５６６８—２００８《旋耕机》可得 ｎ０取
值范围为２５０～３５０ｒ／ｍｉｎ。
２３２　作业耕深

如图３所示，旋耕刀刃口上任一点 Ｍ沿 Ｘ轴方
向运动方程为

ｘ０＝ｕｔ＋Ｒ′ｃｏｓ（ωｔ）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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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刀片在刀辊上排列展开图

Ｆｉｇ．８　Ｂｌａｄｅｓａｒｒａｎｇｅｄｏｎｋｎｉｆｅｒｏｌｌｅｒ
　

式中　ｘ０———点 Ｍ沿 Ｘ轴方向位移，ｍｍ
Ｒ′———点 Ｍ旋转半径，ｍｍ

则 Ｍ点沿 Ｘ轴方向速度为
ｖｘ＝ｕ－Ｒ′ωｓｉｎ（ωｔ） （２０）

式中　ｖｘ———点 Ｍ沿 Ｘ轴方向速度，ｍ／ｓ
当 ｖｘ＜０时，刀片才能起到碎茬作用。联立

式（５）和式（２０）可得

Ｈ＜ (Ｒ′１－１ )λ （２１）

将各值代入可得 Ｈ＜１９６ｍｍ。
２３３　沟底凸起高度

旋耕作业后耕层底部有凸起存在，该凸起部分

是机具作业时未耕到的土壤，其高度对播种和插秧

均有影响，各参数间相互关系应满足

Ｒ１ [λ π（Ｚ＋２）
２Ｚ

－ａｒｃｓｉｎ
Ｒ１－ｈ
Ｒ ]
１

＝ ２Ｒ１ｈ－ｈ槡
２

（２２）
式中　ｈ———沟底凸起高度，ｍｍ

根据农业技术要求
［２８］
，沟底凸起高度不超过耕

深的２０％，即 ｈ≤０２Ｈ。将各值代入式（２２）可得
λ≥３９，因此２１节求得的 λ取５～７，满足该要求。

３　田间试验与结果分析

３１　试验条件
试验于２０１８年 ５月在华中农业大学现代科技

试验基地进行，试验地为小麦茬地，土壤类型为壤

土。０～１０ｃｍ土壤干基含水率为 ２０８％，１０ｃｍ深
处土壤坚实度为 ２２０８０ｋＰａ；１０～２０ｃｍ土壤干基
含水率２５０％，２０ｃｍ深处土壤坚实度４０８１９ｋＰａ。
收获后小麦秸秆平均高度为３１２ｍｍ，秸秆覆盖量为
４０８ｇ／ｍ２。刀辊实物如图 ９所示，试验设备包括东
方红 ＬＸ９５４型轮式拖拉机、专用功率测试装置（黑
龙江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研制）、秒表、米

尺、钢尺、水平尺和电子天平等。

图 ９　刀辊实物图

Ｆｉｇ．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ｈｏｔｏｏｆｋｎｉｆｅｒｏｌｌｅｒ
　
３２　试验方法

依据课题组前期研究
［２０－２１］

，本试验取耕深、作

业速度和刀辊转速为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小麦播

种、油菜和水稻直播深度要求
［２５，３０－３１］

，结合 ２３节
对作业参数范围的分析，取耕深范围为 １０～１８ｃｍ；
拖拉机作业挡位选用慢Ⅰ、慢Ⅱ和慢Ⅲ，作业速度范围
０５～１１ｍ／ｓ；取刀辊转速范围 ２５０～３２０ｒ／ｍｉｎ。试
验采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中的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方案进
行三因素三水平响应面试验，其因素编码如表３所示。

表 ３　试验因素编码

Ｔａｂ．３　Ｔｅｓ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ｄｅｓ

编码

因素

耕深 Ｈ／ｃｍ
作业速度 ｕ／

（ｍ·ｓ－１）

刀辊转速 ｎ０／

（ｒ·ｍｉｎ－１）
－１ １０ ０５ ２５０
０ １４ ０８ ２８５
１ １８ １１ ３２０

３３　试验指标及测试方法
根据 ＧＢ／Ｔ５６６８—２００８《旋耕机》要求，结合

保护性耕作技术，选取试验指标为秸秆掩埋率、秸

秆粉碎率、碎土率和功耗。由于上述标准中没有

关于秸秆粉碎率的测量方法，因此其测量方法按

照 ＧＢ／Ｔ２４６７５６—２００９《保护性耕作机械秸秆粉
碎还田机》要求进行测量。试验区总长为 ３０ｍ，取
中间 ２０ｍ为稳定测量区。同一工况重复 ３次，结
果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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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秸秆掩埋率
在每个行程测量区中随机选取一点，测量

１ｍ×１ｍ面积内所有未被掩埋的秸秆质量，秸秆掩
埋率计算公式为

Ｙ１＝
Ｍｑ－Ｍｈ
Ｍｑ

×１００％ （２３）

式中　Ｙ１———秸秆掩埋率，％

Ｍｑ———耕前单位面积秸秆质量，ｇ／ｍ
２

Ｍｈ———耕后单位面积未掩埋秸秆质量，ｇ／ｍ
２

３３２　秸秆粉碎率
在每个行程测量区等间距选取 ３个点，分别测

量每个点１ｍ×１ｍ面积内全耕层所有秸秆质量和
长度大于１０ｍｍ秸秆质量，秸秆粉碎率计算公式为

Ｙ２＝
Ｍｓ－Ｍｋ
Ｍｓ

×１００％ （２４）

式中　Ｙ２———秸秆粉碎率，％
Ｍｓ———１ｍ×１ｍ面积内全耕层所有秸秆质

量，ｇ
Ｍｋ———１ｍ×１ｍ面积内全耕层长度大于

１０ｍｍ的秸秆质量，ｇ
计算每个取样点秸秆粉碎率，取平均值为该行

程秸秆粉碎率。

３３３　碎土率
在每个行程测量区中随机选取一点，分别测量

０５ｍ×０５ｍ面积内全耕层所有土块质量和直径
大于４ｃｍ土块质量，碎土率计算公式为

Ｙ３＝
Ｍ０－Ｍ１
Ｍ０

×１００％ （２５）

式中　Ｙ３———碎土率，％
Ｍ０———０５ｍ×０５ｍ面积内全耕层所有土

块质量，ｇ
Ｍ１———０５ｍ×０５ｍ面积内全耕层直径大

于４ｃｍ土块质量，ｇ
３３４　功耗

采用 ＺｉｇＢｅｅ无线传输技术，应用扭矩输出轴转
速一体传感器、无线动态数据采集器和黑龙江省农

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研制的专用功率测试装置进

行功耗测量，测量结果实时显示在专用软件面板上，

并以．ｃｓｖ格式保存于终端计算机中。
３４　结果与分析

根据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方案共进行 １３组试验，试
验结果如表 ４所示。表中，Ａ、Ｂ、Ｃ分别为耕深、作
业速度、刀辊转速因素编码值。

对表４试验结果进行处理，得秸秆掩埋率、秸秆
粉碎率、碎土率、功耗的方差分析结果分别如表 ５、６
所示。由表５可以得出，对于秸秆掩埋率，Ａ２、Ａ和

表 ４　试验方案与结果

Ｔａｂ．４　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

序号
Ａ Ｂ Ｃ

秸秆

掩埋率

Ｙ１／％

秸秆

粉碎率

Ｙ２／％

碎土率

Ｙ３／％

功耗

Ｙ４／ｋＷ

１ １ －１ ０ ９３８ ８３４ ７６９ ３４５

２ １ ０ －１ ９３４ ８２７ ７９１ ３４０

３ ０ －１ １ ９６１ ９４２ ８３６ ３３１

４ －１ １ ０ ８９４ ８２４ ７５４ ３３４

５ －１ ０ －１ ９２４ ８２６ ７２６ ３１３

６ ０ １ １ ９４３ ９３３ ８００ ３５４

７ １ １ ０ ９１０ ８０３ ７６０ ３３９

８ ０ １ －１ ９３６ ８１２ ７９３ ３１８

９ －１ ０ １ ９０３ ８５５ ８７２ ３４２

１０ ０ ０ ０ ９５９ ９１９ ７８３ ３２６

１１ １ ０ １ ９５２ ９２６ ８０９ ３８５

１２ ０ －１ －１ ９４３ ８７８ ７９８ ３０７

１３ －１ －１ ０ ９０９ ８５０ ８３３ ３０９

表 ５　秸秆掩埋率和秸秆粉碎率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５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ａｔｅｏｆｓｔｒａｗｂｕｒｉａｌ

ａｎｄｒａｔｅｏｆｓｔｒａｗ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方差

来源

秸秆掩埋率 秸秆粉碎率

平方和 均方和 Ｆ 平方和 均方和 Ｆ

Ａ １３５２ １３５２ ２４８８ １５３ １５３ ０２４

Ｂ ５７８ ５７８ １０６４ ２１７８ ２１７８ ３３８

Ｃ ０６０ ０６０ １１１ １２２４６ １２２４６ １９０２

ＡＢ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７８ ００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１

ＡＣ ３８０ ３８０ ７００ １２２５ １２２５ １９０

ＢＣ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５６ ８１２ ８１２ １２６

Ａ２ ２３２２ ２３２２ ４２７４ ８７８６ ８７８６ １３６５

Ｂ２ ４７２ ４７２ ８６９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６ ３０４

Ｃ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残差 １６３ ０５４ １９３２ ６４４

总和 ５６２２ ２９９２４

表 ６　碎土率和功耗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６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ａｔｅｏｆｓｏｉｌ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ｗｅｒ

方差

来源

碎土率 功耗

平方和 均方和 Ｆ 平方和 均方和 Ｆ

Ａ ３９２ ３９２ ０５５ １５４０ １５４０ １１２２

Ｂ ２０８０ ２０８０ ２９１ ３５１ ３５１ ２５６

Ｃ ５４６０ ５４６０ ７６４ ２２４５ ２２４５ １６３５

ＡＢ １２２５ １２２５ １７１

ＡＣ ４０９６ ４０９６ ５７３

ＢＣ ２４０ ２４０ ０３４

Ａ２

Ｂ２

Ｃ２

残差 ４２８８ ７１５ １２３５ １３７

总和 １７７８２ ５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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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影响显著；对于秸秆粉碎率，Ｃ和 Ａ２影响显著。各
因素对秸秆掩埋率和秸秆粉碎率的影响显著性由大

到小分别为耕深、作业速度、刀辊转速和刀辊转速、

作业速度、耕深。由表 ６分析结果可知，对于碎土
率，Ｃ影响显著；对于功耗，Ａ和 Ｃ影响极显著。各
因素对碎土率和功耗的影响显著性由大到小分别为刀

辊转速、作业速度、耕深和刀辊转速、耕深、作业速度。

表５和表 ６分析结果显示，各因素交互作用对
秸秆掩埋率和秸秆粉碎率的影响较碎土率和功耗

大，因此对秸秆掩埋率和秸秆粉碎率进行响应面分

析，分别如图１０和图１１所示。由图 １０ａ可知，秸秆

掩埋率随着耕深和作业速度的增大均呈先增大后减

小的趋势，在耕深为 １４７ｃｍ、作业速度为 ０７１ｍ／ｓ
时达到最大值；由图１０ｂ和图１０ｃ可知，秸秆掩埋率
随刀辊转速的增加呈增大趋势；由于刀辊转速对功

耗影响极显著且随着刀辊转速的增加功耗呈增大趋

势，因此，在满足秸秆掩埋率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刀

辊转速。由图１１ａ可以得出，随着耕深和作业速度
的增加，秸秆粉碎率均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在耕

深为１４２ｃｍ、作业速度为０７４ｍ／ｓ时达到最大值；
由图１１ｂ和图 １１ｃ可以得出，秸秆粉碎率随刀辊转
速增加呈增大趋势。

图 １０　因素对秸秆掩埋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ｔｒａｗｂｕｒｉａｌ

　

图 １１　因素对秸秆粉碎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ｔｒａｗ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由表４试验结果可以得出，碎土率均随刀辊转
速的增加呈增大趋势，随耕深和作业速度的增加呈

减小趋势，因素间无交互作用。功耗随耕深、作业速

度和刀辊转速的增加均呈增大趋势，因素间无交互

作用。因此，在满足作业质量的前提下应尽量选择

较小刀辊转速。

应用软件中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功能，以降低功耗为
首要目的，其次为秸秆掩埋率，最后分别为秸秆粉碎

率和碎土率，进行优化分析，得最优参数组合为：耕

深１２７ｃｍ，作业速度０７ｍ／ｓ，刀辊转速２７３ｒ／ｍｉｎ。
此时的预测效果为：功耗 ３０４ｋＷ，秸秆掩埋率
９４４％，秸秆粉碎率８９２％，碎土率８０３％。

４　试验

４１　验证试验
应用响应面法分析得到的最优参数组合进行田间

验证试验，如图１２所示。试验重复３次，取平均值，结
果为：功耗 ３１９ｋＷ，秸秆掩埋率 ９３１％，秸秆粉碎率
８７５％，碎土率 ７８３％。与软件预测值误差分别为
４７％、１４％、１９％和２６％，软件预测误差较小。

图 １２　田间试验

Ｆｉｇ．１２　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

４２　对比试验
课题组前期研制的水旱两用秸秆还田耕整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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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效果较传统秸秆还田耕整机作业效果好
［２０］
，但旱

耕作业功耗较大，因此将这两种秸秆还田耕整机进

行对比试验，在保证作业质量满足要求的基础上降

低功耗。在两种秸秆还田耕整机最优参数组

合
［２０－２１］

下分别进行试验，每组重复３次，取平均值，
结果如表７所示。由表 ７可得，水旱两用秸秆还田
耕整机秸秆掩埋率与功耗较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

机高２３％和８８％，但秸秆粉碎率和碎土率分别较

后者低３０％和 ６１％，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水旱两
用秸秆还田耕整机中使用的是螺旋横刀，其主要作

用是压草和抛土，因此秸秆掩埋效果较六头螺旋秸

秆还田耕整机好，但同时也增大了作业阻力，尤其在

旱地作业时，功耗增加明显
［２２－２３］

；六头螺旋秸秆还

田耕整机取消了螺旋横刀，增添了等滑切角二次切

刀的使用，所以秸秆粉碎率和碎土率较水旱两用秸

秆还田耕整机高，同时也降低了功耗。

表 ７　对比试验结果

Ｔａｂ．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类型 功耗／ｋＷ 秸秆掩埋率／％ 秸秆粉碎率／％ 碎土率／％ 有无缠绕

水旱两用秸秆还田耕整机 ３４７ ９５２ ８４９ ７３５ 无

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 ３１９ ９３１ ８７５ ７８３ 无

５　结论

（１）基于茎秆力学特性和滑切原理，设计了等
滑切角二次切刀，取消了螺旋横刀的使用，设计了六

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田间试验结果表明作业质

量均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２）通过三因素三水平响应面试验结果分析，
得出各因素对功耗、秸秆掩埋率、秸秆粉碎率和碎

土率的影响显著性由大到小分别为：刀辊转速、耕

深、作业速度；耕深、作业速度、刀辊转速；刀辊转

速、作业速度、耕深；刀辊转速、作业速度、耕深。

并得到最优参数组合为耕深 １２７ｃｍ，作业速度
０７ｍ／ｓ，刀辊转速 ２７３ｒ／ｍｉｎ。验证试验结果表
明，功耗、秸秆掩埋率、秸秆粉碎率和碎土率的实

际测量值和预测值误差分别为 ４７％、１４％、
１９％和 ２６％。

（３）与课题组前期研制的水旱两用秸秆还田耕
整机田间对比试验得出，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

秸秆掩埋率和功耗分别低２３％和８８％，秸秆粉碎
率和碎土率分别提高３０％和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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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１７５：１９４－２０４．

［２］　ＰＵＲＥＴＡＶＬ，ＰＥＲＥＩＲＡＥＩＰ，ＷＩＴＴＷＥＲＲ，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ｉ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ｒｏ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ｉｌｌａｇｅａｎｄｇｒａｓｓｃｌｏｖｅｒｌｅｙ［Ｊ］．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１８０：１－９．

［３］　林静，马铁，李宝筏．１ＪＨＬ ２型秸秆深埋还田机设计［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２０）：３２－４０．
ＬＩＮＪｉｎｇ，ＭＡＴｉｅ，ＬＩＢａｏｆａ．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ｆ１ＪＨＬ ２ｔｙｐｅｓｔｒａｗｄｅｅｐｂｕｒｙ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７，３３（２０）：３２－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何进，李洪文，陈海涛，等．保护性耕作技术与机具研究进展［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８，４９（４）：１－１９．
ＨＥＪｉｎ，ＬＩＨｏｎｇｗｅｎ，ＣＨＥＮ Ｈａｉｔａｏ，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ｉｌｌａ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Ｊ／Ｏ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８，４９（４）：１－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
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章志强，何进，李洪文，等．可调节式秸秆粉碎抛撒还田机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９）：７６－８７．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ＨＥＪｉｎ，ＬＩＨｏ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ｓｔｒａｗｃｈｏｐｐｅｒｃｕｍｓｐｒｅａｄｅｒｗｉｔｈ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９）：７６－８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
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９１０＆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ＬＥＥＫＳ，ＰＡＲＫＳＨ，ＰＡＲＫＷ Ｙ，ｅｔａｌ．Ｓｔｒｉｐｔｉｌｌａ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ｏｔａｒｙｂｌａｄｅｓｆｏｒｕｓｅｉｎａｄｒｙｌ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ｒｉｃｅｓｅｅｄｅｒ
［Ｊ］．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７１（１）：２５－３２．

［７］　ＨＡＯＧ，ＭＡＴＨＡＮＫＥＲＳ，ＭＯＭＩＮＭＡ，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ｂｌａｄｅｄｅｓｉｇｎｓ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ｍ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ｓ［Ｊ］．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８，１０９：１６６－１７１．

［８］　王庆杰，牛琪，葛士林，等．保护性耕作双翼对称旋切式浅松刀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增刊）：
１０３－１０８．
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ｅ，ＮＩＵＱｉ，ＧＥＳｈｉｌｉ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ｖａｎｅ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ｒｏｔａｒｙｂｌａｄｅｆｏ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ｉｌｌａｇｅ［Ｊ／
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Ｓｕｐｐ．）：１０３－１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
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ｓ０１６＆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Ｓ０．０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贾洪雷，黄东岩，刘晓亮，等．耕作刀片在刀辊上的多头螺旋线对称排列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４）：１１１－１１６．
ＪＩＡＨｏｎｇｌｅｉ，Ｈ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ｙａｎ，ＬＩＵＸ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ｐｉｒａｌ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ｉｌｌａｇｅｂｌａｄｅｓｏｎｒｏｔｏｒ［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１，２７（４）：１１１－１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ＭＡＴＩＮＭＡ，ＦＩＥＬＫＥＪＭ，ＤＥＳＢＩＯＬＬＥＳＪＭＡ．Ｔｏｒｑｕ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ｓｔｒｉｐｔｉｌｌａｇ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ｎｃｕｔｔｉｎｇ
ｆｕｒｒｏｗ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ｒｏｔａｒｙｂｌａｄｅ［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１２９：３２９－３４０．

［１１］　ＡＭＥＲＮＮ，ＡＨＭＡＤＤ，ＡＫＨＩＲＭＤ，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ｏｔａｒｙｍｏｗｅｒｂｌａｄ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

３３第 ３期　　　　　　　　　　　　张春岭 等：六头螺旋秸秆还田耕整机刀辊设计与试验



ｖｉｎｅ［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２０１４，２：９５－１０１．
［１２］　郭俊，张庆怡，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ＳＭ，等．仿鼹鼠足趾排列的旋耕 秸秆粉碎锯齿刀片的设计与试验［Ｊ］．农业工程学报，

２０１７，３３（６）：４３－５０．
ＧＵＯ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ｙｉ，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ＳＭ，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ｂｉｏｎｉｃｍｏｌｅ’ｓｔｏ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ｒｒ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
ｆｏｒｓｏｉｌｒｏｔｏｔｉ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ａｗｓｈ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７，３３（６）：４３－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张居敏，周勇，夏俊芳，等．旋耕埋草机螺旋横刀的数学建模与参数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１）：１８－２５．
ＺＨＡＮＧＪｕｍｉｎ，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ＸＩＡＪｕｎ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ｅｌｉｃａｌｂｌａｄｅｆｏｒｓｔｕｂｂｌｅｂｕｒｙｉｎｇ
ｒｏｔａｒｙｔｉｌｌｅ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３，２９（１）：１８－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尤泳，贺长彬，王德成，等．土壤耕作部件极窄刀齿与土壤作用关系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６）：５０－５８．
ＹＯＵＹｏ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ｂｉｎ，ＷＡＮＧ Ｄｅ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ａｎｄｖｅｒｙｎａｒｒｏｗｔｉｎｅ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６）：５０－５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６０６＆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王金武，尹大庆，韩永俊，等．水稻秸秆整株还田机的设计与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７，３８（１０）：５４－５６．
ＷＡＮＧＪｉｎｗｕ，ＹＩＮＤａｑｉｎｇ，ＨＡＮＹｏ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ｗｈｏｌｅｒｉｃｅｓｔｒａｗ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３８（１０）：５４－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王庆杰，刘正道，何进，等．砍切式玉米秸秆还田机的设计与试验［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３４（２）：１０－１７．
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ｅ，ＬＩＵＺｈｅｎｇｄａｏ，ＨＥＪｉ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ｏｐｐｉｎｇｔｙｐｅｍａｉｚｅｓｔｒａｗ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８，３４（２）：１０－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郑智旗，何进，王庆杰，等．秸秆捡拾粉碎掩埋复式还田机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７）：８７－９６．
ＺＨＥＮＧＺｈｉｑｉ，ＨＥＪｉｎ，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ｅ，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ｓｔｒａｗｐｉｃｋｃｈｏ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ｔｃｈｂｕｒｙｉｎｇ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７）：８７－９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ｊ
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７１１＆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７．
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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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秦宽，丁为民，方志超，等．稻麦联合收获开沟埋草一体机播种系统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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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常晓慧，孔德刚，井上光弘，等．秸秆还田方式对春播期土壤温度的影响［Ｊ］．东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８）：１１７－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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