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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力式水稻旱直播机气力系统负压特性试验

展鹏程　夏俊芳　周　华　祝英豪

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　以风机转速、排种盘转速和播种行数为试验因素,对气力式水稻旱直播机气力系统进行排种器负压

影响因素的台架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排种器负压随风机转速的增大而增大,随排种器数量的增多而减小;排种

盘转速对排种器负压影响不显著;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为２．１０％~５．０４％,气力系统排种器的排种量稳定

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分别建立气力系统的风机特性模型和排种器负压特性模型,决定系数在０．９２以上,模型

验证相对误差分别为－１５．９２％~１２．１２％和－２．７０％~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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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力系统是保证气力式水稻旱直播机作业质量

的关键工作部件,主要包括风机、气管和气吸式排种

器,其中气吸式排种器更是核心装置,由负压吸种和

携种、正压投种来实现精量穴播[１Ｇ６].排种器吸种负

压是影响排种器排种性能的重要因素,负压过低会

导致排种器漏吸从而产生漏播,负压过高会导致重

播,并且能耗过高[７Ｇ８].除了受风机的额定功率影响

外,风机转速、排种器数量等参数也直接影响排种器

的负压.风机额定功率及转速决定着排种器负压的

大小,排种器数量的多少会影响排种器负压进口的

进气量[９],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排种器负压的大小

从而影响排种性能.袁明月等[１０Ｇ１１]通过对气吸式水

稻芽种排种器气流场的仿真试验,探明了充种过程

中的 运 动 规 律 及 其 影 响 因 素.王 永 维 等[１２]以

２BZQZＧ３００型水稻育秧播种机播种气室为研究对

象,对气吸式水稻育秧整盘播种机进行了吸孔流场

模拟与播种试验.Jafari等[１３Ｇ１４]研究了排种盘的转

速、型孔直径、真空度等因素对排种质量的影响.苏

微等[１５]对气吸式播种机气力系统进行了研究,为风

机选型提供了理论基础.上述关于气力式排种器的

研究多集中在排种器内部气流仿真及腔室结构上,
而对于排种器的配气机构的研究比较少.

笔者所在课题组研制的气力式水稻精量旱直播

机能一次完成平地、开肥沟、正下方深施肥、开种沟、
播种、覆土、镇压等多个工序,省种省工省时[１６].直

播机田间试验发现,由于风机转速稳定性以及可控

性较差从而导致排种器负压稳定性差,严重影响了

排种器的排种性能.因此,水稻直播机气力系统的

合理设计是保证排种器气压稳定、可靠,实现精量排

种的关键.本研究针对同步实现开厢沟施肥平地的

气力式水稻精量旱直播机气力系统开展台架试验研

究,定量、定性分析气力系统的负压特性,明确气力

系统结构和工作参数对排种器负压的影响规律,以
期为直播机气力系统的优化设计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气力系统设计

气力式水稻旱直播机气力系统试验平台结构如

图１所示,主要由电机、风机、变频器、排种器、正负

气压管道、气力系统检测平台等组成.试验平台运

行时,由电机Ⅰ带动风机运行,分别通过正压管道和

负压管道分压为排种器提供所需的正负气压,电机

Ⅱ带动排种盘转动进行排种.分别通过变频器Ⅰ
(型号为 G５MＧ５．５T４Ｇ１A)和变频器Ⅱ(型号为 FRＧ
A７４０Ｇ３．７KＧCHT)来控制调节电机Ⅰ、电机Ⅱ的转

速.排种器负压进气口与气力系统检测平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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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钢丝软管连接,检测平台自动检测记录排种器

负压进口的负压值并存储于计算机内,计算机实时

显示读数和气压变化曲线,通过观察曲线的变化情

况可以及时了解试验过程中的气压是否稳定,以便

及时调整试验装置.

　１．气力系统检测平台 Testingdeviceofpneumaticsystem;２．风

机 Airblower;３．电机Ⅰ DrivingmotorⅠ;４．电机Ⅱ DrivingmoＧ

torⅡ;５．正压管道 Positivepressurepipeline;６．负压管道 NegaＧ

tivepressurepipeline;７．排种器 SeedingＧmeteringdevice;８．变频

器Ⅰ FrequencyconverterⅠ;９．变频器Ⅱ FrequencyconverterⅡ．

图１　气力式水稻直播机气力系统试验平台

Fig．１　Experimentaldeviceofpneumatic
systemforricedirectseedingplanter

　　为准确测量排种器的负压值,在气压较小时,气
力系统检测平台采用 CP１１３ＧPO 型微差压变送器,
量程为－５０００~５０００Pa,测量精度为±１％;在气

压较大时采用量程更大的CP１１４ＧPO型微差压变送

器,量程为－４９０３３~０Pa,测量精度为±１％.在

试验平台运行稳定后,通过计算机上的 M４００数据

采集软件,取１min之内的气压平均值作为排种器

的进口负压.试验风机为森森牌 HGＧ２２００型风机,
功率２．２kW,流量为２１０m３/h;排种器为笔者所在

课题组自主研发的一种气力式杂交稻精量穴直播排

种器,其排种盘上均布１０组群组吸孔,每组吸孔数

３个,吸孔直径为１．６mm,孔间距为８mm,在每组

吸孔附近固定有梳种条,沿排种盘圆周方向均匀分

布[１７],其梳盘结构如图２所示.试验水稻品种为华

中地区优质杂交稻品种黄华占,干种,其长度在

７．５~１０．５mm,宽度在２．０~２．５mm,厚度在１．９~
２．５mm[１８].
1.2　试验设计

依据前期对排种器进行的性能试验,排种盘转

速在１０~３５r/min之间时,排种合格率均在８０％以

上,当排种盘转速为１５r/min,吸室真空度为３．５
kPa时,排种器的排种性能最好,合格率为８６．５％,
在试验过程中排种器的正压均设定为５００Pa[１７].

　A:梳盘 Combingplate;B:搅种轮 Stirseedingplate;１．排种盘

Meteringdisc;２．吸 孔 Suckinghole;３．梳 种 条 Combseeding

branch．

图２　梳盘结构示意图

Fig．２　Structurediagramofcombingplate
经前期的试验发现功率为１５００W 的风机无法为整

个气力系统提供所需的负压,本次试验均采用功率

为２２００W 的风机.

１)风机总负压与风机转速、排种器数量关系试

验.排种器正常排种,排种盘转速为１５r/min,利
用气力系统检测平台采集记录风机的负压,记录时

间为１min,取平均值作为风机的总负压.

２)排种器负压与风机转速、排种器数量关系试

验.排种器正常排种,排种盘转速为１５r/min,由
于低转速下的风机所产生的风压太小且不稳定,因
此,试验中选取风机最低转速为３００r/min,试验因

素及水平如表１所示.利用气力系统检测平台采集

记录每个排种器的负压,记录时间为１min,取所有

排种器的负压平均值作为群组的负压值.
表１　风机转速试验因素及水平

Table１　Factorandlevelsinexperiment

ofairblowerrotationalspeed

试验水平

Experimental
level

风机转速/(r/min)
Rotationalspeed
ofairblower

排种器数量

NumberofseedＧ
meteringdevice

１ ３００ ２

２ ４００ ４

３ ５００ ６

４ ６００ /

  

２６ ２８００ /

　　３)排种盘转速对排种器负压影响试验.试验因

素及水平如表２所示,以４行排种器试验为例,选取

HGＧ２２００型风机,排种器正常排种,利用气力系统

检测平台采集记录每个排种器的负压,记录时间为

１min,取所有排种器的气压平均值作为群组的负

压值.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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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排种盘转速试验因素及水平

Table２　Factorandlevelsinexperimentof

meteringdiscrotationalspeed

试验水平

Experimental
level

风机转速/(r/min)
Rotationalspeed
ofairblower

排种盘转速/(r/min)
Rotationalspeed
ofmeteringdisc

１ ８００ １５

２ １２００ ２１

３ １６００ ２７

４ ２０００ /

６ ２４００ /

７ ２８００ /

　　４)排种器排种量稳定性和各行排量一致性试

验.较高的负压水平才能保证排种合格率,排种器

负压在３０００~４０００Pa均能满足要求[１７].因此,
试验选取２０００r/min作为风机的最低工作转速,
试验因素及水平如表３所示.以４行的排种试验

为例,排种器正常排种,测量排种器在３min内的

排种量,每组试验重复３次,取平均值作为排种器

的排种量.

表３　排种量试验因素及水平

Table３　Factorandlevelsinexperimentoffeedingquantity

试验水平

Experimental
level

风机转速/(r/min)
Rotationalspeed
ofairblower

排种盘转速/(r/min)
Rotationalspeed
ofmeteringdisc

１ ２０００ １５
２ ２１００ ２１

  

９ ２８００ /

2　结果与分析

2.1　风机转速、排种器数量对风机总负压的影响

表４是在不同排种盘转速、风机转速下的风机

总负压值和排种器负压值.图３是风机总负压随风

机转速、排种器数量变化图.由图３可知,当排种器

数量一定时,随着风机转速的提高,风机总负压增

大.在相同的风机转速下,排种器数量增加时,风机

总负压相应地减小,随着排种器数量增加,排种盘负

压吸孔的数量相应地增加,系统进气总量增加,导致

风机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总负压值降低.

表４　不同排种盘转速、风机转速下的风机总负压值和排种器负压值

Table４　NegativepressureofairblowerandseedＧmeteringdevicecavityunderconditionsof

differentrotationspeedofmeteringdiscandairblower Pa

风机转速/
(r/min)

Rotational
speed

风机总负压

Pressureof
airblower

A B C

排种器负压

PressureofseedＧ
meteringdevice

A B C

风机转速/
(r/min)

Rotational
speed

风机总负压

Pressureof
airblower

A B C

排种器负压

PressureofseedＧ
meteringdevice

A B C

３００ －３４３ －３０４ －２４５ －１６８ －８１ －５４ １６００ －５１２７ －３６４７ －３１５７ －３７３６ －１６３１ －９５６

４００ －４９０ －４２２ －３３３ －２８０ －１３８ －８６ １７００ －５７５５ －４０６９ －３５２９ －４２１８ －１８１９－１０６３

５００ －６７６ －５４９ －４４１ －４１５ －２０１ －１２３ １８００ －６３９２ －４５００ －３８７３ －４７０９ －２０１５－１１８１

６００ －８９２ －７２５ －５８８ －５８３ －２７８ －１６９ １９００ －７０４９ －４９６１ －４２６５ －５１６５ －２１９９－１２９４

７００ －１１５７ －９０２ －７４５ －７８１ －３５７ －２２３ ２０００ －７６９６ －５３９２ －４６０８ －５６０１ －２３８１－１３９２

８００ －１４７１ －１１０８ －９３１ －１０１１ －４６３ －２７７ ２１００ －８３３３ －５８４３ －５０２９ －６０９６ －２５９１－１５０９

９００ －１８２４ －１３５３ －１１３７ －１２７６ －５７４ －３４５ ２２００ －９０６９ －６３５３ －５４７１ －６６５５ －２８１３－１６３７

１０００ －２１７６ －１５９８ －１３６３ －１５２９ －６９３ －４１２ ２３００ －９７６５ －６８６３ －５８９２ －７１７４ －３０３１－１７５９

１１００ －２５６９ －１８８２ －１５８８ －１８２５ －８２４ －４８３ ２４００ －１０５４９ －７３９２ －６３５３ －７７７２ －３２７４－１９０１

１２００ －３０２０ －２１７６ －１８６３ －２１６７ －９５８ －５６６ ２５００ －１１３０４ －７８７３ －６８２４ －８２９６ －３４９３－２０２６

１３００ －３５１０ －２５１０ －２１４７ －２５４５ －１１１２ －６５４ ２６００ －１２３１４ －８５７８ －７４５１ －９１４９ －３８１３－２２０３

１４００ －３９５１ －２８４３ －２４３１ －２８９３ －１２６５ －７４０ ２７００ －１３２１６ －９２６５ －７９６１ －９８５９ －４０９２－２３６４

１５００ －４５３９ －３２２５ －２７８４ －３２８７ －１４３５ －８４３ ２８００ －１４１８６ －９８５３ －８５００－１０５８９ －４３８６－２５２４

　注:A、B、C分别表示排种器个数为２、４、６.Note:A,B,CrepresentthenumberofseedＧmeteringdevicefor２,４,６respectively．

2.2　风机转速、排种器数量对排种器负压影响

图４是排种器负压随风机转速、排种器数量变

化趋势.由图４可知,排种器负压随着风机转速的

增加而增大.排种器数量一定时,气力系统的总进

气口横截面积恒定,随着风机转速增大,吸气量提

高,排种器负压相应地增大.在风机转速不变的情

况下,排种器负压随排种器数量增加而减小.一方

面是随着排种器数量增加,整个气力系统的总进气

口横截面积变大,进气总量增加,导致在风机转速不

变的情况下排种器负压值降低;另一方面排种器数

量越多整个气力系统的负压管道总长相应地增加,
导致沿程损失增大,排种器负压变小.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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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风机总负压随风机转速和排种器数量变化趋势

Fig．３　Relationshipbetweennegativepressureofair
blowerandairblowerrotationspeedandnumber

ofseedＧmeteringdevice

图４　排种器负压随风机转速和排种器数量变化趋势

Fig．４　Relationshipbetweennegativepressureof
seedＧmeteringdeviceandairblowerrotation
speedandnumberofseedＧmeteringdevice

2.3　排种盘转速对排种器负压的影响

表５为排种器在不同排种盘转速、风机转速下

的平均负压值,表６为排种器在不同排种盘转速、风
机转速下平均负压值的方差分析.由表５和表６可

知,风机转速对排种器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负压有

显著的影响,排种器负压随着风机转速增加而增大;
排种盘转速对排种器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负压影响

不显著,对排种器负压的平均值影响较小;排种器负

压的波动周期基本与排种盘周期保持一致性,随着

排种盘转速的提高排种器的负压波动频率增大,主
要是由排种器排种盘与壳体之间存在的配合误差以

及吸种状态的不同引起的.
表５　排种器在不同排种盘转速、风机转速下的平均负压值

Table５　NegativepressureofseedＧmeteringdevicecative

underconditionsofdifferentrotationspeed

ofmeteringdiscandairblower Pa

风机转速/(r/min)
Rotationalspeed
ofairblower

排种盘转速/(r/min)
Rotationalspeedofmeteringdisc

１５ ２１ ２７

８００ －４４１ －４０３ －４２１

１２００ －８５８ －８４４ －８３８

１６００ －１４６７ －１４６４ －１４３８

２０００ －２２３８ －１９８３ －２０９５

２４００ －２８４８ －２８２７ －２９３９

２８００ －３８０８ －３８２０ －４０１６

表６　排种器在不同排种盘转速、风机转速下负压均值的方差分析

Table６　ResultsofanalysisofnegativepressureofseedＧmeteringdevicecativeunderconditions

ofdifferentrotationspeedofmeteringdiscandairblower

差异源

Source
平方和

Sumofsquares
自由度

Freedom
均方和

Meansquare
F 值

Fvalue
P F０．０１

样本 Sample ２５１９４２３３ ５ ５０３８８４７ ９４６．５２６４ ４．８８×１０－１３ ５．６３６３２６
列 Column １５２５８．８６１ ２ ７６２９．４３１ １．４３３１５７ ０．２８３６１５ ７．５５９４３２
误差 Error ５３２３５．１３９ １０ ５３２３．５１４
总计 Total ２５２６２７２７ １７

2.4　气力系统排种器排种量稳定性与各行排量一

致性分析

　　图５为排种器排种量随风机转速、排种盘转速

变化,表７为排种器负压为３５００Pa时排种量随排

种盘转速的变化.由图５可知,排种器的排种量随

着排种盘转速的增大有所增加,在排种盘转速较低

时,排种量随着风机转速增加有一定的增大,最终趋

于稳定,在排种盘转速较高时排种量随风机转速增

大有明显增加,稳定性比较差.由于排种器的负压

随着排种盘转动会产生周期性的波动,排种盘转速

图５　排种器排种量随风机转速和排种盘转速变化趋势

Fig．５　RelationshipbetweenseedingrateofseedＧmetering
deviceandrotationspeedofairblowerandmetering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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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时排种器的负压变化频率就越小,气压相对稳

定,排种器的排种量稳定性就越好.由表７可知,在
保持负压不变的情况下,各行排种器的排种量相差

不大,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２．１０％~５．０４％,各

行排量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2.5 负压特性模型

１)风机负压特性模型.由前述的试验分析可

知,气力系统风机总负压随风机转速的增加成正比

表７　排种器在负压为３５００Pa时排种量随排种盘转速的变化

Table７　Relationshipbetweenseedingrateandrotationspeedofmeteringdiscwhen

thenegativepressureofseedＧmeteringis３５００Pa g

排种盘转速/(r/min)
Rotationalspeed
ofmeteringdisc

播种行编号

Sowingrownumber
２ ３ ４ ５

平均值

Averag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
Consistencyvariability

coefficient
１５ ２２．４４５ ２２．５６８ ２３．０９８ ２１．９４９ ２２．５１５ ０．４７１８５９ ２．１０
２１ ２８．２３３ ３１．３４７ ３１．３０４ ２９．４７０ ３０．０８９ １．５１５１１１ ５．０４
２７ ３４．１４４ ３５．４５４ ３４．７０５ ３３．７７５ ３４．５２０ ０．７３０９７７ ２．１２

增加.根据图３试验数据,建立风机总负压与风机

转速、排种器数量(播种行数)的关系模型,得到决定

系数为０．９２时的方程如下:
P＝－４１．４９５－４．２２８x１－５５６．１５０x２ (１)

式(１)中P 为风机总负压,Pa;x１为风机转速,

r/min;x２为排种器数量,个.
利用２２００ W 风机的测量数据对模型进行验

证,结果如表８所示,其中,相对误差＝(拟合值－实

测 值 )/实 测 值 × １００％. 模 型 相 对 误 差 为

－１５．９２％~１２．１２％,在可接受范围内.
表８　风机负压回归方程(１)验证实验

Table８　Verificationtestofregressionequation(１)

序号

No．
排种器数量

NumberofseedＧmeteringdevice
风机转速/(r/min)

Rotationalspeedofairblower
实测值/Pa

Measuredvalue
拟合值/Pa
Fittedvalue

相对误差/％
Relativeerror

１ ２ ２２００ －９０６５ －８２３２ －９．１９
２ ２ ２３００ －９７６１ －８６５５ －１１．３４
３ ２ ２４００ －１０５４５ －９０７７ －１３．９２
４ ２ ２５００ －１１２９９ －９５００ －１５．９２
５ ４ ２２００ －６３５０ －７１１９ １２．１２
６ ４ ２３００ －６８６０ －７５４２ ９．９５
７ ４ ２４００ －７３９８ －７９６５ ７．６７
８ ４ ２５００ －７８６９ －８３８８ ６．５９
９ ６ ２２００ －５４６８ －６００７ ９．８６
１０ ６ ２３００ －５８９０ －６４３０ ９．１７
１１ ６ ２４００ －６３５０ －６８５３ ７．９２
１２ ６ ２５００ －６８２１ －７２７６ ６．６６

　　２)排种器负压与风机转速、排种器数量关系模

型.据前述排种器负压与风机转速、排种器数量关

系试验结果,根据图４的数据,在额定功率为２２００
W 的风机供压时的数据进行分析,分别针对不同的

播种行数以风机转速作为输入量,排种器负压作为

输出量,得到决定系数依次为０．９６、０．９７、０．９７的回

归方程.
P１＝２２７９．１２４－４．４１５x１ (２)

P２＝８９７．６８８－１．７１９x１ (３)

P３＝５０７．０８１－０．９９２x１ (４)

式(２)~(４)中P１为２行试验排种器负压值,

Pa;P２为４行试验排种器负压值,Pa;P３为６行试验

表９　排种器负压回归方程(２)~(４)方差分析

Table９　Resultsofanalysisofregressionequation(２)－(４)

回归方程编号 Equationnumber 差异源 Source DF SS MS F
回归 Regression １ ２．５１×１０８ ２．５１×１０８

６７２．９１(２) 残差 Residuals ２４ ８９６２８０９ ３７３４５０．４
总计 Sum ２５ ２．６×１０８

回归 Regression １ ４．３１×１０７ ４．３１×１０７

８０２．８３(３) 残差 Residuals ２４ １２９１２１０ ５３８００．４
总计 Sum ２５ ４．４５×１０７

回归 Regression １ １．４４×１０７ １．４４×１０７

８４４．９４(４) 残差 Residuals ２４ ４０９１５０．９ １７０４７．９５
总计 Sum ２５ １．４８×１０７

　注:Note:DF:自由度 Freedom;SS:平方和 Sumofsquares;MS:均方和 Meansquare;F:F 值Fvalue．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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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种负压值,Pa;x１为风机转速,r/min.对回归方

程(２)~(４)进行方差分析,如表９所示.查F 表可

知F０．０１(１,２４)＝７．８２,表 ９ 中的所有 P 值均大于

７．８２,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和效果比较好.为了验证

回归模型的准确性,以额定功率为２２００W 风机为

气压源,分别针对２行、４行、６行排种器,在５种不

同的风机转速下测量排种器的负压值.结果如表

１０所示,验证得到相对误差为－２．７０％~５．４０％,在
可接受范围内.可以利用该模型直接计算在风机额

定功率为２２００W 时,要使排种器达到设计平均负

表１０　排种器负压回归方程(２)~(４)验证实验

Table１０　Verificationtestofregressionequation(２)－(４)

回归方程编号

Numberofregression
equation

序号

No．

排种器数量

NumberofseedＧ
meteringdevice

风机转速/(r/min)
Rotationalspeed
ofairblower

实测值/Pa
Measured
value

拟合值/Pa
Fitted
value

相对误差/％
Relative
error

(２)

１

２

２１００ －６０９６ －６４２５ ５．４０
２ ２２００ －６６５５ －６８４０ ２．７８
３ ２３００ －７１７４ －７２５４ １．１２
４ ２４００ －７７７２ －７６６９ －１．３３
５ ２５００ －８２９６ －８０８３ －２．５６

(３)

６

４

２１００ －２５９１ －２７１１ ４．６４
７ ２２００ －２８１３ －２８８３ ２．４９
８ ２３００ －３０３１ －３０５５ ０．７９
９ ２４００ －３２７４ －３２２７ －１．４４
１０ ２５００ －３４９３ －３３９９ －２．７０

(４)

１１

６

２１００ －１５０９ －１５７７ ４．５１
１２ ２２００ －１６３７ －１６７６ ２．４０
１３ ２３００ －１７５９ －１７７６ ０．９４
１４ ２４００ －１９０１ －１８７５ －１．３８
１５ ２５００ －２０２６ －１９７４ －２．５７

压值时所需的风机转速大小.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排种器负压随风机转速的增

大而增大,随排种器数量的增多而减小;排种器负压

随排种盘转动产生周期性的波动,随着排种盘转速

的提高排种器的负压波动频率增大,排种盘转速对

排种器负压均值影响不显著.台架排种试验表明,
试验所采用的排种器排种量的稳定性在高转速的情

况下比较差,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为２．１０％~
５．０４％.建立了风机总负压与风机转速、排种器数

量(播种行数)的关系模型,决定系数为０．９２,实验验

证相对误差为－１５．９２％~１２．１２％,主要是由于不

同的排种器在加工过程中相互之间存在一定误差引

起的.根据不同的播种行数,分别建立了排种器负

压与风机转速的关系模型,分别得到决定系数依次

为０．９６、０．９７、０．９７的回归方程,实验验证相对误差

为－２．７０％~５．４０％,可以利用该模型直接计算在

风机额定功率为２２００W 时,要使排种器达到设计

平均负压值时所需的风机转速大小.气力系统台架

实验所构建的排种器负压模型验证了水稻旱直播机

气力系统的可行性,在不同的播种行数下,所设计的

气力系统均能够将风机的气流均匀分配给各行排种

器,保证了各行排种器能在稳定的工作压力下工作,
可以为气力系统的参数确定和实际生产提供指导.

本研究开展了风机转速、排种盘转速和排种器

数量(播种行数)对排种器负压影响的试验,对气力

系统排种情况进行了台架试验,其他因素如风机额

定功率、气力系统正负气压输送管道的管径大小、不
同的气压管道进出口排布位置等对排种器负压的影

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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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negativepressureonpneumaticsystemof
pneumaticricedirectseedlingplanter

ZHANPengcheng　XIAJunfang　ZHOU Hua　ZHUYinghao

CollegeofEngineering,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Abstract　BenchteststudiesoneffectsofthenegativepressurefactorsofseedＧmeteringdeviceinＧ
cludingrotationspeedofairblower,rotationspeedofplantingplateandplantingrowsonpneumaticsysＧ
temofpneumaticricedirectseedlingplanterwereconducted．Theresultsshowedthatnegativepressure
ofseedＧmeteringdeviceincreasedwiththeincreaseofrotationspeedofairbloweranddecreasedwiththe
growingnumberofseedＧmeteringdevices．Rotationspeedofplantingplatehadnosignificantinfluenceon
negativepressureofseedＧmeteringdevice．ThestabilityofmeteringquantityoftheseedＧmeteringdevice
inpneumaticsystemneedstobeimproved．ThecharacteristicsmodelofairblowerandseedＧmeteringdeＧ
viceareestablished．Thedeterminationcoefficientsweremorethan０．９２．TherelativeerrorsofbothmodＧ
elvalidationwerewithin－１５．９２％Ｇ１２．１２％and－２．７０％Ｇ５．４０％,respectively．Itwillprovideareference
forstructuralimprovementandpracticalproductionofpneumaticsysteminpneumaticdirectriceseedＧ
lingplanter．

Keywords　ricedirectseedlingplanter;pneumaticsystem;negativepressure;precisionseedＧmeteＧ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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