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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薯挖掘收获机的拨辊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木薯挖掘收获机的

拨辊组，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两个拨动辊，拨动

辊安装在机架上且与地面不接触，所述拨动辊包

括转轴以及分布在转轴上的多个薯土分离杆，相

邻拨动辊上的薯土分离杆之间相互交错，挖掘铲

挖出的木薯块及包裹其外的土层送到最左边的

拨动辊上，依次经过所有的拨动辊，土与木薯分

离，土从薯土分离杆之间的间隙向下落到地面，

木薯经最右边的拨动辊向右排出。由于木薯挖掘

收获机采用上述拨辊组的结构形式，能实现土层

与木薯的分离，薯块落到地面上，使得捡拾人员

能够明显看到薯块，从而实现木薯挖掘、明薯作

用，在减少了人工拔起作业，节省劳动成本的同

时便于后续人工捡拾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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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薯挖掘收获机的拨辊组，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两个拨动辊，拨动辊安装在机

架上且与地面不接触，所述拨动辊包括转轴以及分布在转轴上的多个薯土分离杆，相邻拨

动辊上的薯土分离杆之间相互交错，挖掘铲挖出的木薯块及包裹其外的土层送到最左边的

拨动辊上，依次经过所有的拨动辊，土与木薯分离，土从薯土分离杆之间的间隙向下落到地

面，木薯经最右边的拨动辊向右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薯挖掘收获机的拨辊组，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的两端安装

在机架侧板上的调心轴承中，调心轴承自带轴承座且内孔均为正六边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木薯挖掘收获机的拨辊组，其特征在于：所述拨动辊共计设有

5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薯挖掘收获机的拨辊组，其特征在于：所述拨动辊中，包括

多个轴套，4个薯土分离杆为一组，以放射状均布在轴套上，轴套套装固定在所述的转轴上，

所述转轴上且位于相邻轴套之间安装有隔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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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薯挖掘收获机的拨辊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木薯挖掘收获机，尤其涉及一种木薯挖掘收获机的拨辊组。

背景技术

[0002] 木薯是世界粮食作物，木薯淀粉是我国重要化工和食品工业原料，也是非粮能源

（燃料乙醇）作物，我国种植面积700-800万亩，华南各省均有种植。由于木薯对土壤要求不

高、管理技术要求低，是热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境地区和山区农民主栽作物，木

薯与甘蔗轮作是我国热作区主要耕作模式。

[0003] 木薯收获主要是指收获木薯地下块根（即薯块），收获环节是木薯生产全程机械化

模式中的关键一环。我国木薯机械化收获技术的仍处于起步与试验阶段，市场上没有技术

成熟、可商业化推广应用的设备。目前，木薯产业收获环节中所应用较多的主要有两种形式

的设备：1.挖掘松土式，直接用双铧犁挖掘松土，便于人工拔起，或者专用的一些木薯挖掘

机（专利号ZL200920062016.X），能实现初步挖掘松土，便于人工拔起捡拾。此类设备特点是

明薯率（木薯地表面能够明显看到木薯块根的概率）低，同时，拔起所需劳动力成本较高。2.

振动链排式，由马铃薯收获机改进而成振动链排式木薯收获机，收获明薯率相对较高，但振

动链排在南方热区土壤条件下工作适应性差，链排极易损坏，频频出现新设备工作30亩不

到即损坏的问题，可靠性差已经严重影响机具实用性。由于缺乏成熟可用的木薯收获设备，

已经严重制约了木薯产业的发展。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将土与木薯分离

的木薯挖掘收获机的拨辊组。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木薯挖掘收获机的拨辊组，包括至少两个拨动辊，拨动辊安装在机架上且与地面

不接触，所述拨动辊包括转轴以及分布在转轴上的多个薯土分离杆，相邻拨动辊上的薯土

分离杆之间相互交错，挖掘铲挖出的木薯块及包裹其外的土层送到最左边的拨动辊上，依

次经过所有的拨动辊，土与木薯分离，土从薯土分离杆之间的间隙向下落到地面，木薯经最

右边的拨动辊向右排出。

[0007] 优选的，所述转轴的两端安装在机架侧板上的调心轴承中，调心轴承自带轴承座

且内孔均为正六边形。

[0008] 优选的，所述拨动辊共计设有5个，采用5个拨动辊是最佳的设计方案，不仅能实现

薯土分离，而且还控制了制造成本，并使本专利的结构更加紧凑。

[0009] 优选的，所述拨动辊中，包括多个轴套，4个薯土分离杆为一组，以放射状均布在轴

套上，轴套套装固定在所述的转轴上，所述转轴上且位于相邻轴套之间安装有隔套。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1] 由于木薯挖掘收获机采用上述拨辊组的结构形式，通过拨辊组的旋转运动能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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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拨动、输送提升作用，进而能实现土层与木薯的分离，在拖拉机前进力的作用下，薯块相

对向后移动经导薯杆落到地面上，使得捡拾人员能够明显看到薯块，从而实现木薯挖掘、明

薯（明显能够看到薯）作用，在减少了人工拔起作业，节省劳动成本的同时便于后续人工捡

拾作业。

附图说明

[0012] 利用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

任何限制，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以下附

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图1所示的俯视图。

[0015] 图中：1、机架；2、三点悬挂机构；3、轮座；4、地轮；5、挖掘铲；6、铲板；7、提升杆；8、

拨动辊；9、转轴；10、轴套；11、薯土分离杆；12、隔套；13、侧板；14、落薯板；15、导薯杆；16、减

速箱；17、输出轴；18、传动轴；19、小链轮；20、链条；21、大链轮；22、张紧链轮；23、张紧链轮

架；24、调心轴承；25、横梁；26、轮轴；27、定位孔板；28、限深调节孔；29、螺栓；30、轴承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

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

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17]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

“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

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18] 如图1、2所示，木薯挖掘收获机的拨辊组，包括5个拨动辊8，拨动辊8安装在机架1

上且与地面不接触。所述拨动辊8包括转轴9、多个轴套10和多个薯土分离杆11，4个薯土分

离杆11为一组，以放射状均布在轴套10上，轴套10套装固定在所述的转轴9上，所述转轴9上

且位于相邻轴套10之间安装有隔套12，转轴9的两端安装在侧板13上的调心轴承24中，调心

轴承24自带轴承座且内孔均为正六边形。相邻拨动辊8上的薯土分离杆11之间相互交错。采

用5个拨动辊是最佳的设计方案，不仅能实现薯土分离，而且还控制了制造成本，并使本专

利的结构更加紧凑。挖掘铲挖出的木薯块及包裹其外的土层送到最左边的拨动辊8上，依次

经过所有的拨动辊8，土与木薯分离，土从薯土分离杆11之间的间隙向下落到地面，木薯经

最右边的拨动辊向右排出。

[0019] 本专利在木薯挖掘收获机上的具体应用：如图1、2所示，木薯挖掘收获机中，机架1

的左端上部通过三点悬挂机构2与拖拉车联接，所述机架1包括两个平行的横梁25以及位于

横梁25前后两侧的侧板13。还包括多个挖掘铲5、铲板6和多个提升杆7，铲板6位于机架1的

左端底部并且铲板6采用向左下方倾斜的安装方式，挖掘铲5分布在铲板6的左侧边上，具体

来讲，所述铲板6的前后侧边分别与所述的侧板13焊接，并且铲板6与两根横梁25所在平面

成18度夹角。铲板6上切削加工有间隔分布的多个挖掘铲座，挖掘铲座内自带沉头螺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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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铲5通过紧固螺栓装配于铲板铲座内。多个提升杆7相互平行间隔分布，提升杆7的一端

与铲板6的右侧边焊接，另一端位于最左边的拨动辊8的上方，提升杆7相互平行间隔分布的

设计方案，可使部分的土从提升杆7之间下落，但木薯只能沿提升杆7向上滑动。还包括落薯

板14和多个导薯杆15，落薯板14安装在所述机架1的右端，多个导薯杆15间隔分布，导薯杆

15的一端与落薯板的右侧边焊接，另一端向右下方延伸且与地面不接触。所述机架1上设有

减速箱16，减速箱16的动力输入轴通过万向轴与拖拉机上的动力输出轴联接，所述减速箱

16上设有两个输出轴17，两个输出轴17分别与两个传动轴18的一端连接，两个传动轴18的

另一端安装有小链轮19，两个小链轮19分别通过链条20与最左边拨动辊的转轴两端的大链

轮21联接，传动轴18安装固定在机架1上的两个轴承座30中。  相邻拨动辊8之间通过链轮链

条传动，动力依次从最左边的拨动辊传到最右边的拨动辊。每个链条上都啮合有张紧链轮

22，所述张紧链轮22安装在张紧链轮架23上，张紧链轮架23焊接固定于侧板13的外侧面上。

机架1的右端底部设有限深机构，限深机构包括地轮4，轮座3、轮轴26、定位孔板27和螺栓

29，轮座3上有多个由上到下间隔分布的限深调节孔28，定位孔板27焊接于两侧板13外侧后

端，地轮4通过轮轴26安装于轮座3内，螺栓29穿过轮座3上的限深调节孔28将轮座3紧固安

装于定位孔板27上。限深机构是通过调节机架右端离地面的高度，来调节挖掘铲5的入土深

度。

[0020] 具体的工作过程如下：进行木薯挖掘收获作业前，需要进行木薯杆处理，进行木薯

挖掘收获作业前，木薯挖掘收获机通过三点悬挂机构安装于拖拉机后悬挂装置上，同时，拖

拉机动力输出轴通过万向轴连接机架上的减速箱9，从而实现旋转动力的输入，减速箱9通

过两端输出轴顺时针旋转，输出动力至传动轴，传动轴带动小链轮旋转，进而通过链条将动

力传动给大链轮，大链轮驱动最左边的拨动辊的转轴顺时针转动，相邻拨动辊之间通过链

轮链条传动，动力依次从最左边的拨动辊传到最右边的拨动辊，从而实现所有拨动辊的输

送运动。作业时，调整设备挖掘铲入土角为18-23度(即挖掘铲上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18-

23度之间挖掘铲更容易入土从而实现挖掘进入土层作用)，拖拉机前进时，动力输入带动整

个拨动辊旋转工作的同时，设备挖掘松土提升机构顺利入土，使得整个挖掘松土提升机构

深入地表下面的薯块下方进行挖掘松土提升作业，由于挖掘铲能够深入木薯块根下方土

层，随着拖拉机前进，且拨辊轮输送机构进行旋转拨动工作，挖掘铲挖出的木薯块及包裹其

外的土层沿着铲板向上滑动，经提升杆送到最左边的拨动辊上，在拨动力的作用下，薯块与

土层开始分离，依次经过所有的拨动辊，不断的拨动翻滚使得薯块逐渐与土层实现完全分

离，土与木薯被分离，土从薯土分离杆之间的间隙向下落到地面，木薯经最右边的拨动辊向

右排出并落到落薯板上，在拖拉机前进力的作用下，薯块相对向后移动经导薯杆落到地面

上，使得捡拾人员能够明显看到薯块，从而实现木薯挖掘、明薯（明显能够看到薯）作用，在

减少了人工拔起作业，节省劳动成本的同时便于后续人工捡拾作业。

[0021] 上面所述的实施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构

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方案前提下，本领域中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对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出的等效结构和直接或间接运用在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应落入本

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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