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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型输送半喂入联合收割机
堵塞问题的探讨

宋荣华①　张传斌　权纪成　戴根龙　罗青元　夏维云
(江西省永丰机械厂)

摘　要　研究探讨了“[”型输送半喂入联合收割机上、下交接口及通道堵塞问题, 根据实地作业

情况分析了半喂入联合收割机输送堵塞的原因,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这些措施在样机的实

际应用中, 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为解决半喂入联合收割适应高杆、高产田块作业及提高作业速度

设计提供了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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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荣华, 工程师, 江西省永丰县城　永丰机械厂, 331500

半喂入联合收割机切割后的水稻在脱粒前的输送堵塞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国产半喂入联合收

割机发展的难题。我们经过大量的实地作业摸索及相关设计试验, 对“[”型输送机型的输送堵塞现象有一

定的认识, 提出来供大家探讨。

图 1　“[”型联合收割机简图

F ig. 1　T he“[”type com bine

1　堵塞部位及原因分析

从试验观察看出,“[”型机组堵塞部位主要

发生在上、下两个转角输送的交接口。即割台横

向输送转入提升纵向输送 (简称下交接口) 及提

升纵向输送转入脱粒夹持输送 (简称上交接口)

的两个部位, 见图 1。

111　下交接口堵塞原因的分析

在原有的下交接口的 (图 2 所示) 输送设计

中, 为了防止割台横向输送与提升纵向输送的

两个速度差在交接口处带来的干扰影响, 采用

一定范围 (图 2 中 a～ b 区域) 的输送中断方式,

中断区的输送靠后面输送过来的禾秆挤推作用, 推入提升链。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这段中断及挤推阻力的

影响, 极易造成大量禾秆积累使中断区域堵塞。另一个引发交接口堵塞的因素便是横向输送禾秆脱齿的封

闭式结构, 由于稻穗之间的相互牵连影响及部份稻秆自然或人为的折弯影响, 在割台切割后的横向输送

中, 有部份稻秆在横向输送区域成水平输送状态, 这样, 在禾秆输送至脱齿的封闭处, 极易使禾杆水平端头

随输送齿插入封闭区域, 此种现象的发生百分之百要引发堵塞现象, 此种结构特性的交接口设计, 除对机

组制造工艺提出了十分严格的工艺要求外, 在微倒伏及过熟期水稻田中作业时, 堵塞现象极为频繁。

112　上交接口堵塞原因的分析

该交接口的输送除完成 90°交接输送外, 还要完成禾秆的 75°倾转过渡, 使禾秆成水平状进入脱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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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原有下交接口简图

F ig. 2　T he fo rm er dow n in terface

在原有的上交接口输送设计中, 为了确保交接输送的可

靠性, 整个交接口采用封闭式引导通道。在实际工作中,

往往由于封闭式引导通道的限位影响, 使禾秆紧贴在提

升链齿上, 禾秆不易脱离提升输送链齿, 引起上输送交

接口的堵塞, 在此同时, 一部份禾秆卷入相应的链轮回

转中心, 使链轮盖板发生变形而促使堵塞频率上升。

除上述因素外, 提升输送通道的几何设计尺寸, 禾

杆最佳调节位置的选择, 均能影响上交接口的堵塞问

题。

2　堵塞问题的解决办法

针对上述的堵塞原因及大量的试验研究, 在我们的试验样机中采用了部份重叠开放式下交接口转角

输送及开放式零挤压上交接口自由过渡输送的设计方案。

211　下输送交接口堵塞问题的解决办法

图 3　改进的下交接口简图

F ig. 3　T he imp roved dow n in terface

使割台横向输送与提升纵向输送间形成一定

范围的重叠输送区域 (图 3 中 a′～ b′) , 且上横向输

送链通道在整个转角过程全部开放, 其理由是利用

横向与提升输送速度差, 将一部分禾秆积累在提升

链齿上, 形成一定的禾秆厚度, 给提升输送起始阶

段造成一定的预压力, 确保转角处的强制输送。上

输送链通道的全部开放, 既解决了该部位的高精度

工艺问题, 又能克服输送齿与禾秆转角脱齿夹带问

题及偶然的侧倒禾秆在转角处的通过性问题。

212　上输送交接口堵塞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提升终端附设一特异形盖板, 稻杆在提升至上止点前 10°的地方完全脱离提升夹持, 成自由状态, 靠

其稻杆的重心及禾杆相互牵连作用, 完成 75°的倾转功能, 靠提升输送惯性及后面禾秆挤推作用, 使禾秆在

没有引导压力的情况下, 自由进入脱粒夹持链, 随后进入板链夹持系统。此种结构克服了原封闭式引导通

道中禾秆紧贴提升链齿现象, 同时, 特异形盖板还能使万一禾秆被卷入链轮后能被链条带走, 杜绝盖板变

形隐患。本办法的前提条件是正确的通道几何形状, 及合理的调节输送参数。

3　结　论

上述两个堵塞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庆丰290B 型”半喂入联合收割机的应用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解决了原来的输送堵塞问题所造成的机组性能不稳定现象, 使机组的收割作业速度在改进设计时可以大

幅度提高。同时找到了半喂入机型对高秆、高产田块作业的适应性解决方案。本文所述解决办法已申请专

利, 并被国家专利局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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