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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施型液态施肥装置的设计与试验

王金峰 王金武 葛宜元
（东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哈尔滨１５００３０）

【摘要】 在分析液态肥深施特点的基础上，针对深施过程中人工开沟、覆埋难度大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可深施

液态肥的装置。对此装置的施肥性能进行了二次旋转正交试验，利用犇犲狊犻犵狀犈狓狆犲狉狋６０１软件分析，获得了液泵

压力、喷口直径、土槽台车前进速度和截止阀开度之间交互作用对施肥损失率的影响。最终确定了液态施肥装置

的最佳工作参数为：液泵压力０２犕犘犪、喷肥针喷口直径３犿犿、土槽台车前进速度０９７５犿／狊和截止阀开度６０％，

此时施肥损失率为２８％。根据最佳工作参数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表明最佳工作参数组合得到的施肥量能满足

设计要求，且施肥损失率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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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在春播和中耕环节

中撒施固态化肥以解决土壤肥力不足的问题。这种

施肥方式不仅易使化肥挥发和淋失，污染环境，而且

消耗化肥量大，提高作业成本，肥效利用率只在

３０％左右
［１］。中国农科院土肥研究所曾做过同位



素跟踪试验，试验将碳酸氢铵和尿素深施到地表以



下６０～１００犿犿的土层中，其氮的利用率可以达到

５８％和５０％，而采用表面撒施的施肥方式，其氮的

利用率仅为２７％和３７％
［２～３］。大面积应用化肥深

施技术，氮素化肥平均利用率可由３０％提高到４０％

以上，磷素化肥和钾素化肥平均利用率也有所提

高［４～６］。与表面撒施固态化肥相比，深施液态肥不

仅可以减少化肥挥发和风蚀的损失，扩大土壤肥效

区域，促进作物吸收，而且使化肥利用率从３０％提

高到６０％，化肥使用量节约１／３～１／２
［７］。

目前，液态肥在国外已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在我国，液态肥的应用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液

氨直接施用，已被农业部列为推广试验项目，分别在

新疆和北京等地进行试点示范［８］。由于深施液态

肥过程人工开沟、覆埋困难很大，只有借助施肥机具

才能付诸实现［９］，因此深施型液态施肥装置的研究

具有现实意义，也是解决我国施肥问题的主要途径。

为此，本文设计深施型液态施肥装置，以期为液态施

肥机具的研制提供依据［１０～１２］。

１ 试验台结构及工作流程

液态施肥装置试验台包括机械传动装置和液态

肥供给装置，主要由变频器、调速电动机、液箱、液

泵、减速装置、喷液自控阀、执行机构、喷肥针和土槽

台车等部件组成，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液态施肥装置试验台结构示意图

犉犻犵．１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犾犻狇狌犻犱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１．变频器 ２．试验台架 ３、９．减速装置 ４、１１、１６．调速电动机

５．土槽台车 ６．喷肥针 ７．执行机构 ８．喷液自控阀 １０．过滤器

１２．截止阀 １３．液箱 １４．过滤器 １５．液泵

试验台安装３台调速电动机。调速电动机４经

减速装置３控制土槽台车在试验台架的滑道上左右

移动。调速电动机１１经减速装置９将动力传给执

行机构和喷液自控阀。喷肥针配装在执行机构的连

杆上，执行机构带动喷肥针运动。喷液自控阀通过

凸轮运动保证喷肥针入土施肥，离土时停止施肥。

液箱固定在试验台架上，在液箱与液泵之间连接过

滤器，从液泵口出来的高压液态肥经过２条支路，一

条通过截止阀回到液箱，另一条经过过滤器和喷液

自控阀后直接从喷肥针的喷口喷出。

工作时，调节变频器，使土槽台车的移动与执行

机构运动符合规定要求，液泵在稳定的压力下工作。

土槽台车从左到右驶入试验区，执行机构带动喷肥

针插入土槽台车盛装的土壤中，与此同时喷液自控

阀将具有适当压力的液态肥配送到喷肥针内腔，由

喷肥针的喷口喷出注入土槽台车盛装的土壤内；土

槽台车继续前进，喷液自控阀停止向喷肥针配送液

态肥，喷肥针停止喷施液态肥，此时执行机构带动喷

肥针从土壤中退出，完成一次液态肥喷施作业。当

土槽台车驶出试验测区时，停止调速电动机４、１１、

１６。经过１犿犻狀后，改变调速电动机４的转动方向，

使土槽台车驶回测区左侧，停止调速电动机４。

１犿犻狀后改变调速电动机４转动方向，同时启动调速

电动机１１、１６，继续工作，如此重复
［１３］。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试验参数

为满足中耕追肥施肥量为３０犿犔／次的作业要

求，经预备试验，确定试验装置的各参数范围为：液

泵压力０１～０３犕犘犪，喷口直径１～５犿犿，土槽台

车前进速度０３～１５犿／狊，截止阀开度２０％～

１００％。

２２ 评价指标

施肥量和液态肥在土壤中的扩散程度影响施肥

作业质量。因此，液态施肥装置施肥作业质量评价

指标确定为施肥量和施肥损失率。

２３ 试验方法

２３１ 施肥量的测定

将土槽台车移到试验测区左侧，停止调速电动

机４，而液态施肥装置处于工作状态。喷肥针将液

态肥喷施在水筒中。当喷肥针喷施１０次时，用

１００犿犔的量筒测量水筒中液态肥的容积，取平均值

后，记录数据。

２３２ 损失率的测定

使土槽台车和液态施肥装置均处于正常工作状

态，当土槽台车经过１０犿测区时，执行机构带动喷

肥针深施液态肥。当喷肥针入土时，液态肥会喷施

在土槽台车盛装的土壤中，并形成圆柱形的肥效区

域。当喷肥针离土时，管路中的液态肥会洒落在土

槽台车盛装土壤的表面，造成施肥量的损失。当喷

肥针喷施１０次时，停止调速电动机４和调速电动机

１１。测取肥效区域中土壤质量，计算施肥损失率。

施肥损失率计算公式为

犃 ［＝ １－ １
１０犙∑

１０

犻＝１

（犅犻－犆犻 ］）×１００％ （１）

式中 犅犻———喷施犻次后肥效区域中土壤质量，犽犵

犆犻———喷施犻次前肥效区域中土壤质量，犽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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犙———１０次施肥量的平均值，犽犵

２３３ 多因子试验设计

本试验采用软件犇犲狊犻犵狀犈狓狆犲狉狋６０１进行四

因子二次正交旋转试验，以施肥量和施肥损失率为

性能指标。试验因子及水平编码见表１。根据编码

表，设计二次正交旋转试验方案，试验方案及结果如

表２所示。

表１ 因子水平编码

犜犪犫．１ 犆狅犱犲狋犪犫犾犲狅犳犳犪犮狋狅狉犾犲狏犲犾

编码值
液泵压力

／犕犘犪

喷口直径

／犿犿

机器前进

速度／犿·狊－１

截止阀

开度／％

上星号臂（２） ０３０ ５ １５ １００

上水平（１） ０２５ ４ １２ ８０

零水平（０） ０２０ ３ ０９ ６０

下水平（－１） ０１５ ２ ０６ ４０

下星号臂（－２） ０１０ １ ０３ ２０

表２ 二次正交旋转试验方案及试验数据

犜犪犫．２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狊犮犺犲犿犲犪狀犱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犱犪狋犪狅犳

狇狌犪犱狉犪狋犻犮狅狉狋犺狅犵狅狀犪犾狉狅狋犪狉狔

试验

序号

因子 性能指标

液泵压

力狓１

喷口直

径狓２

机器前进

速度狓３

截止阀

开度狓４

施肥量狔１

／犿犔·次－１

施肥损失

率狔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５１５ ５８

２ １ １ １ －１ ２８０ ３４

３ １ １ －１ １ ６６５ ７３

４ １ １ －１ －１ ４６０ ５２

５ １ －１ １ １ ２９２ ３５

６ １ －１ １ －１ ２１５ ２８

７ １ －１ －１ １ ４０１ ４６

８ １ －１ －１ －１ ２５５ ３２

９ －１ １ １ １ ２５０ ３１

１０ －１ １ １ －１ １４１ ２０

１１ －１ １ －１ １ ３８５ ４５

１２ －１ １ －１ －１ ２８０ ３４

１３ －１ －１ １ １ １４１ ２０

１４ －１ －１ １ －１ ６０ １２

１５ －１ －１ －１ １ ２４０ ３０

１６ －１ －１ －１ －１ １３５ ２０

１７ ２ ０ ０ ０ ４５１ ５１

１８ －２ ０ ０ ０ ２１５ ２８

１９ ０ ２ ０ ０ ４５１ ５１

２０ ０ －２ ０ ０ １７５ ２４

２１ ０ ０ ２ ０ １８５ ２５

２２ ０ ０ －２ ０ ５４０ ６０

２３ ０ ０ ０ ２ ３９０ ４５

２４ ０ ０ ０ －２ ７０ １３

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３２５ ２９

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３１５ ２８

２７ ０ ０ ０ ０ ３００ ２６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施肥量

根据表２的试验数据，应用 犇犲狊犻犵狀犈狓狆犲狉狋

６０１软件得出施肥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３所

示。影响施肥量的４个因子编码值与性能指标的关

系为

狔１＝３１０８３３３＋８０１２５０狓１＋８６９５８３狓２－

６８２０８３狓３＋７０９５８３狓４＋１３５７２９狓
２
２－

２５８０２１狓２４ （２）

表３ 各因子对施肥量影响的方差分析

犜犪犫．３ 犞犪狉犻犪狀犮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狋犪犫犾犲狅犳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犲犪犮犺

犳犪犮狋狅狉狋狅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犉值 显著性

狓１ １５３６００ １ １５３６００ １１８３８ ＜００００１

狓２ １８２００４ １ １８２００４ １４０３８ ＜００００１

狓３ １１２０６７ １ １１２０６７ ８６３７ ＜００００１

狓４ １０２４１７ １ １０２４１７ ９２８１ ＜００００１

狓２１ ００１ 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７ ０９７４２

狓２２ ５８６８ １ ５８６８ ４５２ ００４５５

狓２３ １７０１ １ １７０１ １３１ ０２６５０

狓２４ ２１３５６ １ ２１３５６ １６４０ ００００６

狓１狓２ ４９００ １ ４９００ ３７８ ００６５５

狓１狓３ ０５６ １ ０５６ ００４ ０８３７１

狓１狓４ ４２２５ １ ４２２５ ３２６ ００８５５

狓２狓３ ４９００ １ ４９００ ３７８ ００６５５

狓２狓４ ３９０６ １ ３９０６ ３０１ ００９７４

狓３狓４ ２２５ １ ２２５ ０１７ ０６８１３

误差 ２７２４８ ２１

总和 ６４２４７４ ３５

从表３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因子狓１、狓２、狓３和

狓４极显著，因子狓
２
２和狓

２
４在α＝００５时显著，其他

因子不显著。由分析可知，各因子对施肥量影响的

显著性顺序从大到小依次为喷口直径、液泵压力、截

止阀开度和土槽台车前进速度。

３２ 施肥损失率

同样，可得出施肥损失率的方差分析结果如

表４所示。影响施肥损失率的４个因子编码值与性

能指标的关系为

狔２＝３０１６６７－０６６６６７狓１－０７９１６７狓２＋

０７２５００狓３＋０６５８３３狓４＋０２４１６７狓
２
１＋

０１９１６７狓２２＋０３１６６７狓
２
３＋０２３７５０狓１狓４ （３）

从表４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因子狓１、狓２、狓３和

狓４极显著，因子狓
２
１、狓

２
２、狓

２
３和狓１狓４在α＝００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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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其他因子不显著。各因子对施肥损失率影响

的显著性顺序从大到小依次为喷口直径、土槽台车

前进速度、液泵压力和截止阀开度。

表４ 各因子对损失率影响的方差分析

犜犪犫．４ 犞犪狉犻犪狀犮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狋犪犫犾犲狅犳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犲犪犮犺

犳犪犮狋狅狉狋狅犾狅狊狊狉犪狋犲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犉值 显著性

狓１ １０６７ １ １０６７ ６４６９ ＜００００１

狓２ １５０４ １ １５０４ ９１２３ ＜００００１

狓３ １２６２ １ １２６２ ７６５１ ＜００００１

狓４ １０４０ １ １０４０ ６３０９ ＜００００１

狓２１ １８７ １ １８７ １１３３ ０００２９

狓２２ １１８ １ １１８ ７１３ ００１４３

狓２３ ３２１ １ ３２１ １９４６ ００００２

狓２４ ００１ １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７７４５

狓１狓２ ０１６ １ ０１６ ０９７ ０３３５８

狓１狓３ ００４ １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６２７４

狓１狓４ ０９０ １ ０９０ ５４７ ００２９３

狓２狓３ ０２０ １ ０２０ １２３ ０２８０３

狓２狓４ ００１ １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８０７９

狓３狓４ ０１６ １ ０１６ ０９７ ０３３５８

误差 ３４６ ２１

总和 ５９９３ ３５

３３ 施肥损失率响应曲面分析

根据中耕作物需肥量的要求，施肥量的范围确

定为２６～３４犿犔／次。在此范围内，施肥损失率越小

越好。因此，应用响应曲面法分析各因子对施肥损

失率的影响。将其中２个因子固定在零水平，考察

其他２个因子对施肥损失率的影响。

３３１ 液泵压力和喷口直径

固定土槽台车前进速度为０９犿／狊，截止阀开

度为６０％，得

狔２＝３０１６６７－０６６６６７狓１－０７９１６７狓２＋

０２４１６７狓２１＋０１９１６７狓
２
２＋０１００００狓１狓２ （４）

性能指标狔２的最小值为２１％，在试验水平下

喷口直径对施肥损失率的影响要比液泵压力显著。

３３２ 液泵压力和土槽台车前进速度

固定喷口直径为３犿犿，截止阀开度为６０％，得

狔２＝３０１６６７－０６６６６７狓１＋０７２５００狓３＋

０２４１６７狓２１＋０３１６６７狓
２
３－００５０００狓１狓３ （５）

性能指标狔２的最小值为２０％，在试验水平下

土槽台车前进速度对施肥损失率的影响要比液泵压

力显著。

３３３ 液泵压力和截止阀开度

固定喷口直径为３犿犿，土槽台车前进速度为

０９犿／狊，得

狔２＝３０１６６７－０６６６６７狓１＋０６５８３３狓４＋

０２４１６７狓２１＋００２０８３狓
２
４＋０２３７５０狓１狓４ （６）

由图２可知，性能指标狔２的最小值为２１％。

响应曲面沿狓１方向变化较快，而沿狓４方向变化较

慢。在试验水平下液泵压力对施肥损失率的影响要

比截止阀开度显著。

图２ 液泵压力与截止阀开度对肥施损失率

影响的响应曲面图

犉犻犵．２ 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狊狌狉犳犪犮犲犿犪狆狅犳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狆狌犿狆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犪狀犱犮犾狅狊犲狏犪犾狏犲’狊狅狆犲狀犻狀犵狋狅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犾狅狊狊狉犪狋犲

３３４ 喷口直径和土槽台车前进速度

固定液泵压力为０２犕犘犪，截止阀开度为６０％，

得

狔２＝３０１６６７－０７９１６７狓２＋０７２５００狓３＋

０１９１６７狓２２＋０３１６６７狓
２
３－０１１２５０狓２狓３ （７）

性能指标狔２的最小值为２３％，在试验水平下

喷口直径对施肥损失率的影响要比土槽台车前进速

度显著。

３３５ 喷口直径和截止阀开度

固定液泵压力为０２犕犘犪，土槽台车前进速度

为０９犿／狊，得

狔２＝３０１６６７－０７９１６７狓２＋０６５８３３狓４＋

０１９１６７狓２２＋００２０８３狓
２
４＋００２５００狓２狓４ （８）

性能指标狔２最小值为１７％，在试验水平下喷

口直径对施肥损失率的影响要比截止阀开度显著。

３３６ 土槽台车前进速度和截止阀开度

固定液泵压力０２犕犘犪，喷口直径为３犿犿，得

狔２＝３０１６６７＋０７２５００狓３＋０６５８３３狓４＋

０３１６６７狓２３＋００２０８３狓
２
４－０１００００狓３狓４ （９）

性能指标狔２的最小值为２０％，在试验水平下

土槽台车前进速度对施肥损失率的影响要比截止阀

开度显著。

３４ 最佳参数优化

在施肥量为２６～３４犿犔／次，施肥损失率最小的

条件下，应用犇犲狊犻犵狀犈狓狆犲狉狋６０１软件进行优化后

得出因子最佳参数为：液泵压力０２犕犘犪，喷口直径

３犿犿，土槽台车前进速度０９７５犿／狊和截止阀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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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此时施肥损失率为２８％。

３５ 验证试验

通过上述优化获得了最佳工作参数组合，并进

行验证试验。为了消除随机误差，进行８次重复试

验。试验结果中施肥量最大值为３２５犿犔／次，最小

值为２８６犿犔／次，施肥损失率最大值为３４％，最小

值为２６％，平均值为２９％。

通过试验证明，由最佳参数得到响应值与优化

结果近似，能满足设计要求。

４ 结论

（１）各因子对施肥量影响的显著性顺序从大到

小依次为喷口直径、液泵压力、截止阀开度和土槽台

车前进速度；对施肥损失率影响的显著性顺序从大

到小依次为喷口直径、土槽台车前进速度、液泵压力

和截止阀开度。

（２）在施肥量为２６～３４犿犔／次时，应用响应曲

面对影响施肥损失率的因子及其相互作用进行分

析，优化后的工作参数为：液泵压力０２犕犘犪、喷口

直径３犿犿、土槽台车前进速度０９７５犿／狊和截止阀

开度６０％，此时施肥损失率为２８％。

（３）根据最佳参数进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由

最佳工作参数组合得到的施肥量能够满足设计的要

求，且施肥损失率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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