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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YMLＧ4 型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的设计与试验

位国建　方会敏　崔荣江　荐世春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　研制一种可一次性完成玉米根茬粉碎还田、起垄、施肥、精密播种联合作业的２BYMLＧ４型玉米垄作

免耕播种机,对其整机结构和工作原理进行了分析,通过理论计算确定了仿形机构、灭茬刀转速和控制系统的相

关参数.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垄高、垄顶宽、垄间距合格率分别达到９４．７３％、９０．６４％和９０．１３％;粒距合格指数

９２．０％,标准差１１．９９,变异系数５．２４％;漏播指数４％,重播指数 ４％;种子覆土深度合格率为８８．３％,种下施肥

合格率为８９．７％,变异系数分别为９．７１％和１０．３２％.该机田间作业垄形规则,种、肥田间分布均匀合理,其结构

参数和工作参数组合,更好地满足了旱地农业保护性耕作要求并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关键词　播种机;耕播联合作业机;免耕防堵;玉米;垄作;保护性耕作;免耕播种机

中图分类号　S２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Ｇ２４２１(２０１９)０５Ｇ０１５２Ｇ０７

　　 东北平原旱作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我

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和玉米主产区[１Ｇ２].同时,由于该

地区风蚀现象和灌溉条件的不足,导致土壤水分散

失严重,干旱较为突出[３Ｇ４].该地区传统的种植方式

主要是不同环节机具分次作业,此种耕作方式引起

的后果是严重破坏了土壤生态[５].保护性耕作是一

种有效的农田生产保护方法,它打破了传统耕作模

式的限制,通过减少机具对土壤的扰动以达到蓄水

保墒的目的,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６Ｇ７].
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农业发达国家已经基本普

及[８Ｇ９].随着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不断进步,国内保

护性耕作技术应用不断加快[１０].保护性耕作技术

在国外旱地农业耕作技术中已占据主导地位,使得

免耕播种机具应用更加广泛[７].国外播种机综合

化、精准化、高度智能化的发展方向日益明显,并且

新材料、新工艺也在机具上得到广泛应用.目前,我
国耕整地机具正从单一功能型向复合式作业型发

展,大部分作业方式采用灭茬与旋耕或灭茬与深松

组合的模式[１１Ｇ１３],如垄作免耕播种机[１４Ｇ１６]、分置式

耕播联合作业机[１７Ｇ１８]、深松联合作业耕整机[１９]、固
定垄起垄机[２０]等.针对玉米垄作播种的问题,王庆

杰等[２１]、佘冬立等[２２]、罗红旗等[２３]对玉米垄作播种

机进行了研究,该系列机具种植方式为先起垄然后

在垄上种植.尽管国内外保护性耕作技术发展速度

较快,配套农机具也不断更新,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

题,如国外免耕播种机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机
具质量大、能耗较高、价格高、需要配套的动力大等.
国内现有机具存在整地与播种环节分离、稳定性差

等问题;还有部分联合作业机具由于结构不合理,造
成对土壤扰动范围大,导致土壤水分流失,蓄水保墒

能力严重下降,不能满足现阶段在保护性耕作条件

下作业的要求.
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设计了２BYMLＧ４玉米

垄作免耕播种机,并对关键工作部件进行了优化设

计.通过田间试验对相关结构参数和工作参数组合

的效果进行验证,旨在为垄上播种的耕播联合作业

机具的设计提供参考,以期更好地满足旱地农业可

持续发展要求.

1　材料与方法

1.1　结构与工作原理

１)整机结构.２BYMLＧ４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

由控制系统、耕整机、中间连接件、起垄机构、播种单

体、施肥装置及镇压轮等组成.灭茬刀按苗带间隔

布置在刀辊上;播种单体主要由仿形机构、排种器、
开沟器及镇压轮等组成;起垄机构采用铧式起垄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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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垄铲通过 U型螺栓固定在机架上,犁铧柄可在仿

形机构铧柄裤内上下调节耕深,分土板开度可调,可
根据要求调所需垄型;施肥采用外槽轮排肥器和箭

铲式开沟器;控制系统由触摸屏、PLC控制器和传

感器组成.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结构整机结构如图

１所示.

　１．耕整机 Tillagemachine;２．拉杆 Pullrod;３．中间连接件InＧ

termediateconnector;４．肥料箱 Fertilizerbox;５．播种单体 SeeＧ

dingmonomer;６．起垄机构 Ridginginstitutions．

图１　２BYMLＧ４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结构图

Fig．１　Structurediagramsof２BYMLＧ４corn

ridgeplantingnoＧtillageplanter

　　２)工作原理.２BYMLＧ４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

由拖拉机后输出轴提供动力输入,通过一次作业完

成根茬粉碎、精量播种、起垄、覆土镇压等农艺过程,
其主要技术参数如表１所示.工作时,灭茬机先将

苗带上秸秆打碎,完成播种前对苗床的整理,肥料由

施肥开沟器深施入土壤,双圆盘开沟器在土壤反力

的作用下将土壤向两侧推挤形成种沟,导种管在双

圆盘的内侧将种子导入种沟,铧式培土器安装在机

架上,覆土后起垄,镇压辊置于播种单体的后端,可
以上下调节以限定播种深度.该机由地轮驱动,通
过传动系统实现排种、排肥作业.

表１　玉米免耕播种机主要技术指标

Table１　Maintechnicalparametersofcorn

preciseplanterwithchain

项目Item 数值 Value
外形尺寸/mm Overalldimension ２４００×３０００×１１２０
整机质量/kgWeight ９５０
配套动力/kWPower ６０~８８
行数 Workingrows ４
作业速度/(km/h)Workingspeed ４~６
垄高/mmRidgingheight １００~１６０
垄顶宽/mmRidgingtopＧwidth ２３０~２９０

1.2　关键工作部件设计

１)灭茬刀速度.在灭茬作业时,灭茬刀辊旋转

方向与拖拉机前进方向一致,灭茬刀辊运动由直线

运动和回转运动组成[２４Ｇ２６].直线运动为牵连运动

(机器的前进速度Vm),回转运动是灭茬刀绕轴心旋

转所形成的圆周运动(灭茬刀端点的圆周线速度

V０).灭茬刀的绝对速度V 的运动矢量方程为:

V→＝V→０＋V→m (１)

设刀辊轴心在某一时刻的位置O 为固定坐标

系原点,x 轴正向为机器前进方向,垂直向下为y
轴正向,设刀刃点 M 的坐标为M(x,y),则刀片端

点的运动方程为:
x＝Vmt＋Rcosωt( )

y＝Rsinωt( ){ (２)

式(２)中:t为时间,s;R 为刀齿半径,m;ω 为刀

辊旋转角速度,rad/s;Vm为机器的前进速度,m/s.
将式(２)对t求导得到:

Vx＝Vm－Rωsinωt( )

Vy＝Rωcosωt( ){ (３)

则灭茬刀刃端点的绝对速度即刀刃点切削速

度为:

V＝ V２
m＋ Rω( )２－２VmRωsinωt( ) (４)

根据机具灭茬的要求和前人设计经验,本机刀

辊回转半径 R 为２５０mm,设计灭茬转速n 为４１５
r/min,灭茬深度为１００mm,机组前进速度为４~６
km/h,计算可得Vx为７．０２~７．５８m/s.查阅资料,
根茬切断临界值为５m/s[２７Ｇ２８],能满足设计需求.

２)仿形机构设计.平行四杆仿形机构作为播种

机的重要工作部件,其优点在于播种单体可随地面

平动上下仿形,因此,仿形过程中可保持开沟部件入

土角度一定,且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作业时,播深能

基本保持一致[２９].因此,为使播种机达到较高的仿

形技术要求,平行四边形仿形机构被广泛应用.

①平行四杆机构仿形量的确定.仿形量大小一

般根据试验地形和整地情况而定,查阅资料,上下仿

形量通常确定为８~１２cm.为实现横向地表不平

条件下的高质量播种,仿形量大小为最小播深时的

上仿形量与最大播深时的下仿形量之和[２９],由于该

播种机设计最大播深为 ８cm,则该机仿形量为

２４cm.

②平行四杆长度的确定.考虑到开沟器入土性

能,则上仿形角度不超过１５°,下仿形角度不超过

３５°,此时可利用下式计算出上、下杆的长度,即
l１＝ hs－Hmin( )/sinα１ (５)

l２＝ hx－Hmax( )/sinα２ (６)

式(５)、(６)中l１为上杆长度,cm;l２为下杆长

度,cm;hs为上仿形量,cm;hx为下仿形量,cm;α１为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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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仿形角,(°);α２为下仿形角,(°);Hmin为最小播

深,cm;Hmax为最大播深,cm.计算出前后杆长,以
不干涉传动为宜,取上、下杆长均为３０cm.

３)控制系统设计.控制系统由触摸屏、PLC控

制器、排肥感应传感器、排种感应传感器和地轮转速

传感器组成.排种感应传感器可计排种数量,排肥

感应传感器可感应肥料是否断条,地轮转速传感器

可测量地轮旋转圈数.PLC控制器采集传感器信

号、处理数据和控制系统稳定运行,触摸屏用于显示

各种数据.系统电气原理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电气原理图

Fig．２　Systemelectricalschematicdiagram

　　为了方便机手随时了解机具的作业情况和故障

情况,本研究设计的控制系统配置了人机交互触摸

屏,该触摸屏主界面显示作业过程中的面积、幅宽、
速度、行播种量、亩播种量、施肥量等参数.机手可

以随时通过触摸屏显示对机具做出相应调整,还可

以对相关数据进行保存与查询,以方便后续作业情

况统计.监控系统对机具播种状况分成４行显示,
并对每行进行统计,当出现缺种、缺肥或堵塞等故障

时会显示红色的故障提示框,同时由蜂鸣器进行提

醒.控制系统程序流程如图３所示.

４)勺轮式排种器.本机选用勺轮式排种器,主
要由排种器体、导种轮、勺轮、护罩等组成,如图４所

示.工作时,种子由进种口进入排种器充种区,使勺

轮充种,随着导种轮与勺轮顺时针方向转动,种勺进

入清种区,在重力和离心力作用下,多余的种子脱离

种勺型孔,勺轮只保持１粒种子进入导种轮凹槽,掉
落的种子回到充种区,当导种轮凹槽带动种子继续

转动到壳体开口时,种子掉落至沟槽中,排种过程结

束.排种器排种量的调整是根据玉米的面积、保苗

株数和株距要求,更换不同的变速链轮组合.因地

轮滑移率与土质、土壤湿度有关,调好株距后在田间

校验,如株距与要求不符,可重新选择链轮再试,直

至达到要求.

图３　控制终端流程图

Fig．３　Flowchartofcontrolterminal

图４　排种器结构图

Fig．４　StructuralofseedＧmeteringdevice

　　５)开沟器.灭茬起垄后地表松软,所以采用双

圆盘式开沟器,其主要工作部件为２个相互倾斜的

平面圆盘,开沟宽度在１１０~１６０mm 范围内调节.
工作时,在土壤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圆盘及圆盘毂在

形成一定角度的轴上转动.双圆盘开沟器靠重量入

土,改变开沟器柄在柄裤中的位置可调整开沟深度.
开沟器用２个旋转的平面圆盘切开土壤,并将土壤

向两侧推挤而形成种沟.２条导种管在双圆盘的内

侧将种子导入种沟,然后靠沟壁塌下的土壤覆土,开
沟时不搅乱土层,且能用湿土覆盖种子.圆盘旋转

能切断植物根茎,防止挂草拖土,工作阻力小.因

此,双圆盘开沟器的适应性较好,工作可靠,在整地

不精细、有作物根茎和杂草以及土壤比较潮湿时均

能使用.该机施肥开沟器选择凿式施肥铲,为保证

施肥开沟器入土性及强度,用顶丝将其固定在前连

４５１



　第５期 位国建 等:２BYMLＧ４型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的设计与试验 　

杆座上,深度可调.
1.3　田间试验

１)试验条件.２０１７年,对设计的２BYMLＧ４型

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样机进行了田间试验,主要测

试作业性能是否达标.根据当地保护性耕作种植模

式的农艺种植习惯,选择长春市南关区新立城镇先

锋村试验基地为试验地点,该地块墒情比较具有代

表性,符合农业机械试验条件.
试验地土壤质地为黑土,全耕层土壤含水率为

１４．７％,土壤平均坚实度５２９．２kPa,地面倾斜度为

５°~１０°,试验种子类型为吉东１４号.试验基地试

验区长度为５０m,前后两端各保留２０m 准备区.
所选试验地的前茬作物为春玉米,实测玉米根茬密

度平均为３．５个/m,实测留茬高度平均为 ３６．０２
mm,试验前垄高、垄顶宽、垄间距平均值分别为５６、

２４０和６５３mm.２BYMLＧ４型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

样机田间试验如图５所示.

图５　样机田间试验

Fig．５　Fieldexperimentforprototype

　　２)试验方法.按照 GB/T５６６７—２００８«农业机

械生产试验方法»、GB/T９４７８—２００５«谷物条播机

试验方法»和 GB/T６９７３—２００５«单粒(精密)播种

机试验方法»等标准文件,对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样

机的相关技术指标进行了现场试验和数据测量,检
测内容主要包括垄型合格率、田间播种均匀性、种肥

间距和机具通过性等[３０],测试设备有土壤坚实度

仪、皮尺、钢板尺和铲子等.

①垄型合格率.垄高合格率,每个试验区单行

程内取５点,每点分别测量４行的成垄高度,按当地

农艺种植习惯要求的垄高(a±３)cm 范围内为合

格.垄顶宽合格率,每个试验区单行程取５点,每点

分别测量４行的成垄宽度,按当地农艺种植习惯的

垄宽(b±３)cm 范围内为合格.垄间距合格率,每
个试验区单行程取５点,每点分别测量相邻２行的

成垄间距,按当地农艺种植习惯的间距(c±３)cm
范围内为合格.

②播种均匀性.按 GB/T６９７３－２００５«单粒

(精密)播种机试验方法»的规定进行测量.播种均

匀性的田间试验应在每个试验区单行程内测４行,
每行连续测２５０个粒距,并记录重播数、漏播数、合
格数.根据试验测量结果计算平均粒数、区间数、平
均合格粒距;计算合格指数、重播指数、漏播指数作

为排种性能指标;计算标准差、变异系数作为播种精

确性指标,对试验结果进行评价.规定每个区段的

变量为:

Xi＝
xi

Xref
(７)

式(７)中:xi为区段中值;Xref为播种理论粒距.
如果:n′１＝∑ni (xi ∈{０~０．５});n′２ ＝∑ni (xi ∈
{＞０．５~≤１．５});n′３＝∑ni(xi∈{＞１．５~≤２．５});n′４＝
∑ni (xi ∈ {＞２．５~ ≤３．５});n′５ ＝ ∑ni (xi ∈
{＞３．５~＋¥});则N＝n′１＋n′２＋n′３＋n′４＋n′５.重播

数:n２＝n′１;合格数:n１＝N－２n２;漏播数:n０＝n′３＋
２n′４＋３n′５;区间数:N′＝n′２＋２n′３＋２n′４＋４n′５;平均合

格粒距:X－ ＝
∑niXi

n２
,其中:xi∈{＞０．５~≤１．５};合格指

数:A＝
n１

N′×１００;重播指数:D＝
n２

N′×１００;漏播指数:

M＝
n０

N′×１００;标准差:σ＝
∑niXi

２

n′２
ＧX－２,其中:xi∈

{＞０．５~≤１．５};变异系数:CV＝σ×１００.

③种肥间距、深度一致性.在每个试验区单行

程内,测４行,每行随机各选５点,将土层横断面切

开,测定种子和肥料基于垄面的深度,计算平均值、
合格率、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同时测相邻种子重心

与肥料重心之间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

2　结果与分析

2.1　机具通过性

试验时,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机试验鉴定总站要

求,机具通过性合格标准为“在刚收获的玉米地,植
被覆盖量为２．０~４．０kg/m２,测区长度为６０m,往
返一个行程,不发生堵塞或者有一次轻度堵塞”[３１].
经现场实际测量,试验区秸秆覆盖量为３．４kg/m２,
符合地表覆盖情况.按要求测试３次,每次测试长

度为１２０m,通过性良好,未发生严重堵塞现象.试

验表明,在机具作业速度为４~６km/h时,能够有

效地清理播种带,清洁率可达到８５％以上,防堵效

果显著,通过性好.
2.2　垄高、垄顶宽和垄间距合格率

根据当地农艺要求取垄高、垄顶宽、垄间距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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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a＝１３０mm、b＝２６０mm、c＝６５０mm.依据规

范性引用文件试验方法,田间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与当地农艺相比,垄高、垄顶宽、垄间距

合格率分别达到９４．７３％、９０．６４％和９０．１３％,表明该

机具起垄效果良好,能较好满足当地农艺要求.
表２　垄高、垄顶宽和垄间距测试结果

Table２　Testresultsofheight,topＧwidthandrowsＧwidthofridges

项目

Items

垄高

Ridges
height

垄顶宽

RidgetopＧ
width

垄间距

RidgesrowsＧ
width

均值/mm Average １３１．６ ２６４．７ ６５９．２

农艺/mm
Agronomy

１３０．０ ２６０．０ ６５０．０

合格率/％
Acceptancerate

９４．７３ ９０．６４ ９０．１３

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
７．８０ １８．５８ ３８．４３

变异系数/％
Stabilitycoefficient

５．９３ ７．０２ ５．８３

2.3　种肥间距、深度一致性

试验测定种子和肥料基于垄面深度、种肥间的

水平和垂直间距(表 ３).种子覆土深度合格率为

８８．３％,种下施肥合格率为８９．７％,变异系数分别为

９．７１％和１０．３２％,相邻种子与肥料肥的平均水平间

距为７０．１８mm,垂直间距为５９．０５mm,变异系数分

别为３．４９％ 和３．０３％.机具田间试验表明,２BYMLＧ
４型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能够满足当地农艺要求,
且能够满足生产中播种、施肥质量的要求.
2.4　田间播种均匀性

田间播种均匀性试验时,机具试验工作速度在

６km/h,各可调节工作部件均调整至最佳参数,试
验结果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知,粒距合格指数

９２．０％,标准差１１．９９,变异系数５．２４％,漏播指数

４％,重播指数４％.根据试验测试情况,在机器作

业速度≤６km/h范围内具有良好的作业效果,该机

工作速度灵活,排种均匀性良好,种子在田间分布均

匀合理,满足设计要求.但随着工作速度的增加,该
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的播种、施肥合格指数均呈下

降趋势.
表３　播种、施肥深度和种肥间距测试结果

Table３　Testresultsofseed,fertilizerdepthanddistancebetweenthem

项目Items
平均/mm
Average

合格率/％
Percentageofpass

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
变异系数/％

Variationcoefficient
种子覆土深度

Seeddepth
５７．３１ ８８．３ ５．５７ ９．７１

种下施肥深度

Fertilizerdepthunderseed
５９．０５ ８９．７ ６．０９ １０．３２

种肥水平间距

Horizonspacingofseedmanure
７０．１８ ２．４５ ３．４９

种肥垂直间距

Verticalspacingofseedmanure
５９．０５ １．７９ ３．０３

表４　田间播种均匀性结果分析

Table４　Analysisresultsoffieldseedinguniformity

项目Items
行 Row

１ ２ ３ ４
总计

Total

统计结果

Statisticalresults

平均粒距/mm Averagegrainspacing ２１２．９５ ２２４．０７ ２４７．４４ ２３４．６０ ２２８．９０

重播数 Reseedingnumber １ １０ ２ ３ １６

漏播数 Missseedingnumber ３ １ ４ ８ １６

合格数 Qualifiednumber ９６ ８９ ９４ ８９ ３６８

区间数Intervalnumber ９７ ９９ ９６ ９２ ３８４
平均合格粒距/mm
Averagequalifiedgrainspacing

２１２．９５ ２２２．３３ ２４１．８８ ２２１．５５ ２２４．６８

排种性能指标

Seedmetering
performanceindex

合格指数/％ Qualifiedrate ９６ ８９ ９４ ８９ ９２
重播指数/％ Reseedingrate １ １０ ２ ３ ４
漏播指数/％ Missseedingrate ３ １ ４ ８ ４

播种精确性指标

Seedingprecision
index

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 １０．１４ １３．３７ １５．６８ １０．３２ １１．９９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ofvariation ４．７６０ ５．９７ ６．３４ ４．４０ 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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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经济指标分析

该机具采用耕播联合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劳

动生产率.由表５可知,每公顷作业量采用耕播联

合作业较传统作业工作时间、人工工时、燃油消耗分

别减少了５７．２８％、３９．３１％、２２．９４％,且由于进地次

数减少,降低了土壤压实程度.
表５　作业经济效益对比分析

Table５　Contrastiveanalysisofeconomicbenefits

项目Items
传统作业

Traditionalwork
耕播联合作业

CombinedtillageＧsowingoperation
评价

Evaluation
作业时间/hWorkingtime ２．０６ ０．８８ 减少５７．２８％ Reduce５７．２８％
工时/(人h)ManＧhourconsumption ２．９０ １．７６ 降低３９．３１％ Reduce３９．３１％
人工费/元 Laborfee ３９．００ １９．５６ 降低４９．８５％ Reduce４９．８５％
耗油量(柴油)/LFuelconsumption １７．００ １３．１０ 降低２２．９４％ Reduce２２．９４％

　注:表中数据均以完成１hm２作业量计算.传统作业是指分时间段进行农艺作业,即先用１GFZＧ２４０(４)耕整联合作业机进行灭茬、起

垄作业,然后用２BJＧ４播种机进行施肥、精密播种、镇压等作业;耕播联合作业是用２BYMLＧ４玉米灭茬整地起垄施肥播种机一次

完成灭茬、起垄、播种、施肥、镇压等作业.Note:Allthedatainthetablearecalculatedwith１hm２workload．TraditionalworkreＧ

fertoagronomicoperationsindifferenttimeperiods,completestubblecleanerandridgingwith１GFZＧ２４０(４)combinedtillageand

tillagemachine,andthenfertilizationfirstly,andconductfertilization,precisionseeding,repressionandotheroperationswith２BJＧ

４seeder．CombinedtillageＧsowingoperationisstubbleremoval,ridging,seeding,fertilize,suppress,etcaccomplishedonceuse

２BYMLＧ４cornridgeplantingnoＧtillageplanter．

3　讨　论

本研究研制的２BYMLＧ４型玉米垄作免耕播种

机具采用免耕防堵装置,可一次性完成玉米根茬粉

碎还田、起垄、施肥、精密播种联合作业.该机具动

土次数少,提高了作业效率,极大地减少了生产成

本,增加农民收入.２BYMLＧ４型玉米垄作免耕播种

机主要用于春播期,旋耕整地,蓄水保墒;肥料深施,
提高肥效;排种器一体化播种单元、单体仿形,有效

解决了大量秸秆覆盖下的玉米精播难题,适用于垄

作或平作留茬地块,符合节水保墒的保护性耕作农

艺要求,作业质量满足当地农艺要求,性能指标优于

同类机型.２BYMLＧ４型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的结

构设计满足灭茬、起垄和精播的农艺技术要求,该机

具通过复式起垄,达到蓄水保墒的作用;只对播种苗

带秸秆进行灭茬还田,降低了功耗,减少了对土壤的

扰动范围,增加了土壤肥力;由仿生柔性镇压辊对起

垄后土壤表层压平、压实,提高了土壤表层紧实度、
平整度,优化了后期种子生长环境,玉米播种作业的

播深一致性明显提高,同时,可有效防止风蚀和水蚀

等环境灾害的发生.灭茬装置的作业能将作物根茬

和杂草破碎,有效改善土壤表层结构,提高播种质

量,促进种子发芽.灭茬机构采用苗带灭茬,只需要

对所需播种的苗带上的秸秆进行灭茬,减少了动力

消耗.田间试验结果表明:该２BYMLＧ４型玉米垄

作免耕播种机可原垄破茬播种,发挥了保护性耕作

的优点;起垄、镇压的效果达到预期,垄高、垄顶宽、

垄间距合格率分别为９４．７３％、９０．６４％和 ９０．１３％;
播种效果较好,粒距合格指数 ９２．０％,种子覆土深

度合格率为８８．３％,种下施肥合格率为８９．７％,变异

系数分别为９．７１％ 和１０．３２％.该机各参数完全满

足免耕播种的农艺要求,为垄上播种的耕播联合作

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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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testof２BYMLＧ４maizeridgeplantingnoＧtillageplanter

WEIGuojian　 FANGHuimin　CUIRongjiang　JIANShichun

ShandongAcademyofAgriculturalMachinerySciences,Jinan２５０１００,China

Abstract　A２BYMLＧ４ridgenoＧtillagemaizeplanterwasdeveloped,whichcancompletethemaize
stubblesmashingandreturningtothefield,ridging,fertilizingandprecisionseedingatonetime．The
structureandworkingprinciplesofthemachinewereanalyzed．Theresultsoftheprototypeinfieldtest
showedthatthequalifiedrateofridgeheight,ridgetopwidth,ridgespacing,thequalifiedindexofgrain
spacing,thestandarddeviation,thecoefficientofvariation,themissingsowingindex,thereplayinginＧ
dex,thequalifiedrateofseedcoveringdepth,thequalifiedrateoffertilizationundersowing,andthecoefＧ
ficientofvariationwas９４．７３％,９０．６４％,９０．１３％,９２％,１１．９９,５．２４％,４％,４％,８８．３％,８９．７％,９．７１％
and１０．３２％,respectively．Themachinehasregularridgeshape,withuniformandreasonabledistribution
ofseedsandfertilizersinthefield．Itscombinationofstructuralparametersandworkingparameterscan
bettermeettherequirementsofconservationtillageindrylandagricultureandeffectivelyimprovetheecＧ
ologicalenvironment．

Keywords　seedingmachine;combinedtillageＧsowingmachine;noＧtillageandantiblocking;corn;

ridgecultivation;conservationtillage;noＧtillagepla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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