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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叮 舌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7256-2:工984《播种机械 试验方法 第2部分:种子条播机})(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ISO 7256-2;1984重新起草。

考虑到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差异，本标准在采用国际标准时，进行如下修改:

— 引用了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而非国际标准，但所引用的我国标准并非等同采用国际

    标 准;

— 增加了排肥性能的试验和种子破碎率以及机组稳定性测定等内容;

— 增加了有关滑转率、滑移率术语;

— 增加了田间试验时滑转率、滑移率对排种驱动轮转速的影响的计算公式;

— 在4.2.2中增加了种子与肥料的称量精度的内容;

— 增加了各行排量一致性和总排量稳定性的测试内容;

— 在公式(13)中增加了注“(注:当n<30时，分母取n-1，当。->30时，式中分母取n)",

— 在附录B中增加了田间生产试验的内容;

— 增加了田间播种均匀性测定;

— 增加了种子(肥料)覆土深度的测定内容;

— 增加了主要零部件、易损件及易变形件的测定;

— 增加了附录D试验用主要仪器和工具的内容。

这些技术性差异已编于正文中并在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还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本部分”一词改为“本标准，’;

—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增加了国家标准前言;

— 用小数点“.”替代国际标准用作小数点的“，”;

— 将4. 1.2的注直接写人正文中;删除了4. 1. 2 c)的注“播麦角的播种机，’;

— 删除了引用标准ISO 333914.

本标准是对GB/T 9478-1988((谷物条播机 试验方法》的修订。

本标准与GB/T 9478-1988的技术差异如下

— 按GB/T 1. 1-2000重新编写;

— 增加了田间试验时滑转率对排种驱动轮转速的影响的计算公式;

— 增加了播种前进速度对播种的影响的试验内容;

— 删除了牵引阻力测定及功率消耗计算;

— 删除了苗幅宽度、田间出苗率和播种苗行一致性测定;

— 删除了部分记录表格。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农哈哈机械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兆文、曹文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9478-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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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目的是使试验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对谷物条播机有一适用的试验方法，以便在不同地区

和不同气候条件下进行可重复性试验，其主要目的是使此类任一型号的机具的试验结果都具有可比性。

    该重复性试验条件限定了进行规定性试验的测定次数和田间试验的内容。但这些试验也可按试验

机构和生产厂的要求进行选择。

    本试验方法考虑到种(肥)类型，种(肥)箱中种子(肥料)面的高度，播量的调节，地面的坡度及土地

表面状况(颠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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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条播机 试验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谷物条播机的试验方法，包括挂接在主机上的条播机。

    本试验方法可用于复验试验性能的测定，因此可获得涉及下述各影响因素时的数值和图表的比较

结果 :

    — 种子类型;

    — 前进速度;

    — 种子箱中种子(肥料)面的高度;

    — 播量调节;

    — 地面坡度 ;

    — 地表状况(颠簸)。

    选择性试验(见附录B)可增补对采用处理后种子播种效果和施肥效果的试验方法

    规定性试验没有给出播种现场种子分布的真实情况。

    注: GB/T 6973涉及到单粒(精密)播种机 试验方法。

2 规范性引用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667 农业机械生产试验方法 一

    GB/T 6973 单粒(精密)播种机试验方法(GB/T 6973-2005,ISO 7256-1:1984,MOD)

    GB/T 9482 农业机械和设备 散装物料机械装载尺寸(GB/T 9482-2005, ISO 5699:1979, IDT)

    GB 10395. 9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 9部分:播种、栽种和施肥机械

(GB 10395. 9-1996,idt ISO 4254-9:1992)

    JB/T 7874 种植机械 术语

    ISO 3534 统计学 词汇和符 号

术语和 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脊物杀 播机 seed drills for sowing lines

见 JB/T 7874

3.2

排种装置 feed mechanism(of seed)

该装置将种子从种子箱中按一定的排量连续输送人开沟器所开的沟内。

排种f  flow rate (of seed)

排种器单位时间播出的种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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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f  application rate(of seed)

单位播种长度或单位播种面积所播种子的量，以质量或容量表示。

3.5

种子箱高度 hopper height

种子箱内部高度H, H应为排出口最低边至种子箱顶部最低边的垂直距离。

滑移率 skidding rate

播种机在田间作业中，传动(地)轮运转时，相对于地面的滑移程度，按公式(1)计算

S一 2nRn

2zRn
又 100 一 “ ··。··。·····⋯ ⋯ (1)

式中 :

S, - 滑移率，单位为百分率(%);

S— 传动轮走过的实际距离，单位为米(m);

R— 传动轮半径(刚性轮测轮子的外缘，不计轮缘外凸出物;橡胶轮测量轮胎承载后的静半径)，

      单位为米(m);

n— 传动轮在路程S内的转数

3. 7

滑转率 slippage rate

以驱动轮为传动轮的播种机，在田间作业中传动轮运转时相对于地面的滑转程度，按公式((2)计算。

      2nRn一 S ，__
of= --下丁-不 入 1VV

                乙 兀 K n

·⋯ ⋯ ”·········⋯ ⋯ (2)

式中 :

凡- 滑转率，单位为百分率(%)。

4 一般试 验条件

4.1 条播机

4.1.1 抽样

    进行试验的样机可由试验机构会同生产厂家抽取

    试验样机应符合生产厂按要求编写并提交试验机构的技术规范。如条播机试验与主机试验联合进

行，则所抽取的条播机应附于被试验的主机上一起试验。

4. 1.2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附在试验报告中，应按照使用说明书中规定使用条播机，使用说明书应至少给出下列

内容 :

    a) 最大工作速度以千米每小时((km/h)或米每秒(m/S)表示;

    b) 条播机能播的种子(肥料)类型;

    c) 条播机有几种互换装置(包括可更换各种型式排种(肥)装置的类型);

    d) 排种装置对每种类型种子(肥料)的最大和最小的允许排种(肥)量;

    e) 播某种类型的种子(肥料)所需要的附属装置;

    f) 装有充气轮胎的条播机或主机的充气压力。

4.1.3 技术检验规范

    对生产厂提供的条播机技术特性应进行检查并记人试验报告，在对比制造厂提供的播量数据和室

内播量试验结果时，应注意制造厂提供的数据已针对轮子打滑作了校正。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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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4 悬挂式播种机应进行机组稳定性测定，其纵向稳定性储备利用系数为X，轮式拖拉机组 X小于

或等于。.4,履带式拖拉机组X小于或等于。2,

    按式(3)计算纵向稳定性储备利用系数X，将结果记人试验报告。

                                                                G b
                                                      X = —

                                                            1Va

式 中:

G- 悬挂式播种机的使用质量，单位为千克((kg);

W— 拖拉机使用质量，单位为千克((kg) ;

b— 运输状态时G对拖拉机驱动轮轴的力臂，单位为毫米(mm);

·”.· ·· ·········一 (3 )

    .- W对拖拉机驱动轮轴的力臂 单位为毫米(mm) ,

4.2 试验用肥料和种子

4.2. 1 种子和肥料类型

    除条播机制造厂已指明外(试验报告中注明)，用下列4种类型的种子进行性能试验。

    a类:形状规则的一般尺寸种子(如小麦);

    b类:小型圆粒种子(如三叶草或首稽草);

    c类:轻的带芒种子(如黑麦草籽);

    d类:大粒形状不规则的种子(如大豆)。

    试验用肥料应符合条播机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如制造厂认为其条播机不适应播某一种或某几种类型种子，则可取消对这些种子的试验。但应记

人试验报告。

    注:用于规定的复验性试验的种子不应为改善其物理特性进行任何处理(消毒剂或其他物品)

4.2，2 物理特性

    试验用种子应符合通用的商业质量，对试验用种子进行测定:外形尺寸、容积质量、千粒质量、含水

量、自然休止角、破损率、种子净度、发芽率等

    测量试验用肥料的容积质量、含水量、自然休止角。

    种子与肥料的称量精度不低于。.19，测定不少于3次，求其平均值。

5 规定 性试 验”

5.1 试验类 型(见附录 A)

    这些试验的主要目的在于测定排种(肥)能力、排量的稳定性、排量均匀性以及播量的均匀性

    这些试验应按以下两种方法进行:

    — 静态试验;

    — 动态试验。

5.1.1 静态试验

    条播机处于静止状态，将播种机架起，使地轮轮缘离开地面 驱动轮置于驱动装置上，以与实际作业

速度相同的速度驱动，这是条播机在没有打滑情况下的理论前进速度。

51.2 动态试验

    条播机以恒速行驶在坚实、平整的地面上，条播机以正常作业速度行驶，按规定的排种量进行播种，

在条播机通过时，种子落在放置在地面上涂有粘胶的条状板(或铺在地面的沙带)上，或用观察或声学的

方法检测。

” 选择性试 验见附录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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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排种器与地表面间距离

    注意应将排种器置于铺有粘胶板的地表面上方，其平均距离应符合作业的实际状况。

5.3 试验项目

5.3. 1 排种(肥)f的均匀性

    试验应在机具静止状态下进行，排出的种子(肥料)应收集在置于每个排种装置或开沟器下方的容

器内，田间播种均匀性见附录B. 2. 4

5.3.2 播f的均匀性

    如播种机是在静止状态下进行试验。为了形成条播机和地面相对位移的关系，可采用适当方法，例

如用粘胶的长条带或板(或沙带)，通过开沟器的下方，以不计条播机行走打滑的理论速度与条播机移动

相反的方向移动 种子应沉落在长条板卜(或沙带上)，计算试验结果，该方法应记人试验报告中。

    如播种机是在动态下进行试验，则播种机应在放置固定粘胶板的地表面(或沙带)上方移动，种子应

沉落在长条板上(或沙带上)，计算试验结果，该方法应记人试验报告中。

5.3.3 颠簸情况下播f试验

    颠簸模拟试验，沿着机具的每1个地轮轮辙放置1组高度在50 mm，长200 mm的障碍物，前面放

一长度150 mm的斜台(见图1)，其放置方式应能使两个轮子均能同时接触障碍物，每个行程应包括至

少3对障碍物分布于整个长度上，其设置方式为3对障碍物之间的距离不小于4 m(见图2).测定方法

与田间播种均匀性相同(见附录B.2.4).

50 m m

图 1

r，
L

一

{

厂 -

{
      0

l

丁一一

            34m

                                                    图 2

5.4 调节和测定

5.4.1 排种装置选择

5.4. 1. 1 排f试验

    每一次试验应同时在条播机所有排种(肥)器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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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播f试验

    每一次试验应同时或依次在3个排种(肥)器上进行，1个在条播机中间，其余两端各1个。2，

5.4.2 种子(肥)箱装种(肥)

    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试验前将种子(肥料)装人种子(肥料)箱，不应使种子(肥料)压实。

5.4.3 前进速度

    条播机相对于地面的速度，应相当于通常的作业速度，为1.50 m/s,2.50 m/s和最大允许速度。如

制造厂不接受已设定的1种或几种速度，则应以制造厂推荐的速度代替，并记人试验报告中。

    对于静态试验，如驱动轮装有轮胎，其驱动轮胎转速。按公式(()计算，单位为转每分钟(r/min)

                                  。_ 1 .................⋯⋯(4)
                                                                      2wR

      式中 :

    V 前进速度，单位为米每分钟(m/min) ;

    R— 轮胎平均负荷半径(静半径)，单位为米(m)

5.4.4 播f的调节

    试验应在3种播量下进行。

    a) 最小:由制造厂给定的最小播种量;

    b) 最大:由制造厂给定的最大播种量;

    c) 平均:最大和最小播量的算术平均值。

    如在条播机调节范围内不能获得平均播量，则应允许在其调节范围取得最接近于平均值的播量，并

将其记人试验报告中。

5.4.5 倾斜试验

    倾斜试验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a) 向上倾斜，条播机后倾斜110(相当于20%的坡度);

    b) 向下倾斜，条播机前倾斜110;

    c) 向右倾斜，条播机右倾斜110;

    d) 向左倾斜，条播机左倾斜 1100

    每种状态重复测定5次，测定后进行标准差S和变异系数“的计算，将结果记人试验报告。

5.4.6 播f试验的持续时间

    试验的次数可随试验台的长度而变化，试验台应保证总有效长度为30 m。每次记录前应有足够的

时间以消除由于起动加速造成的不均匀性并使流经排种器口的种子形成种子流。

5.4.7 排f试验测定

    对收集容器中的种子进行称量，每次试验应测定5次，每次测定收集种子的时间为30s,

5.4.7. 1 各行排f的一致性测定

    按农业技术要求的排种(肥)量进行测定，测定行数不少于6行，少于6行的机型应全测，测定每行

的平均排量后，计算平均排量厉、各行间排量一致性的标准差5、变异系数a，并将结果记人试验报告，计

算公式同式(13)和式(14),

    式中X为每行排量，单位为克(g);n为测定行数;z为平均排量，单位为克(B)

5.4.7.2 总排f稳定性测定

    按农业技术要求的排种(肥)量进行试验，测定方法和排种(肥)能力测定相同，重复5次，计算平均

排量z，标准差S、和变异系数a用式(13)和式(14)。将计算结果记人试验报告

    式中X为每次排量，单位为克(9);。为测定次数;主为平均排量，单位为克(9)。

2) 在 多行播种机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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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播f试验

    对播下的种子进行计数测量。沿长度方向将粘胶板按每100 mm分段，一并记录每段含有的种子数。

    注 1:在采用粘胶板时，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在涂胶前在板上垂直于前进方向每隔 100 mm画平行线

    注2:在应用光学和声学的方法情况下，通常采用磁带机记录曲线的方法，磁带应按条播机每行行进 100。二所要

          的时间来划分每段长度

5.4.9 排种(肥)能力测定

    同一排种器(排肥器)可排几种作物种子(肥料)时，应对每一种作物种子(肥料)进行设计要求的最

大、最小和平均排种(肥)量的测定。

    试验时，种(肥)箱内的种子(肥料)应不小于箱内容积的二分之一。

    试验时按相当于播种机行进长度50 m折算成驱动轮圈数来转动驱动轮，分别接取不少于6个排种

(肥)器排出的种子(肥料)并称其质量，称量精度。. 5 g 重复5次，求平均值 驱动轮圈数分别按式((5)

和式(7)计算，播量分别按式((6)和式(8)计算。

    a) 排种(排肥)传动动力由播种机驱动轮带动时:

            50

”=;r-D(不不,)
(5)

      10 q
nDnam (1十 a)

(6)

式中 :

4-一播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t  );

q— 各次总排量的平均值，单位为克(9);

D— 地轮直径，单位为米(m);

n— 地轮转动圈数;

a— 平均行距，单位为米(m);
二— 试验的排种(肥)器个数

b) 排种(排肥)传动动力由拖拉机驱动轮带动时:

拖拉机驱动轮转动圈数按式(7)计算:

                                                                50

                              ”=nD(7下-S2)
播量按式((8)计算 并将结果记人试验报告中

(7)

...(8)
      10 q

xDnam (1一80

5.4. 10 种子破损率测定

    可与5. 4.7.1同时进行测定。

    从各个排种器排出的种子中取出5份种子样本，每份质量约100 g(小粒种子约50 g)，选出其中破

碎损伤的种子称其质量，称量精度不低于0. 1 g，计算破碎损伤种子质量占样本总质量的百分比，再减去
试验前测定的种子原始破损率。重复5次。

6 试 验程序

    规定性试验项目应按照附录A进行

6.1 种子(肥料)箱中种子(肥料)面高度的影响(试验1)

    测定种子(肥料)箱中种子(肥料)面高度(压实)对排量均匀性的影响。

6.2 排 A的影 响(试验 2)

    测定播量调节和前进速度的综合影响，测定对排量的影响。

    a) 排量的均匀性(试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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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播量的均匀性(试验22).

    注:排量试验应反复检查排种装置调节机构的可靠性。

6.3 坡度的影响(试验3)

    测定机具在坡度地面工作对排量均匀度的影响

6.4 颠簸的影响(试验4)

    测定由于地表不平度(多石或凸凹不平)造成的颠簸对播量均匀性的影响。

7 试验结果

7. 1 排f试验

7.1.1 每次试验取每一行排量数值，计算每5次排量记数的平均值Do

7. 1.2 用公式(9)计算平均偏差

。 D，，一 D，.。 ，__
up= — X iuu

                      Ij

.......·..·...··..⋯ ⋯ (9)

式 中:

Dp— 排量平均偏差，%;

D...— 最大排量;

Dmi.— 最小排量。

7.2 播f试验(纵向和横向)

7.2. 1 绘制频率表，以x表示每100 mm段中的种子数量;n，表示给定x值的出现次数;n为总区段

数，相对频率人按公式(10)计算

f，一n ................·.⋯ ⋯(10)

用公式(11)计算每段种子的平均数:

E n;a
艺 n

    式中 :

    x— 每段种子的平均数量，单位为粒。

    填人频率表中，相对于每一二t值，变量X，由公式(12)计算

                                X=方 (x一I)
                                                                                                        x

7.2.2 绘 制频率直 方图

    以二，值为横坐标，相应的f值为纵坐标绘制频率直方图。

7.2.3 计算变异系数

    以公式 (13)计算标准差 s :

5一}  I  Y- (n - I‘一‘’2 .............·.·.⋯⋯(13)

式 中:

X— 每段种子的数量

注:当n<30时，分母取。一1;当。)30时，式中分母取 叭

以公式(14)计算变异系数a:

                                                              100月
14)

试 验报告

试验报告详 见附录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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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规定性试验项 目

试验名称 试验型式 试验编号

试验条件

倾斜度

种(肥)箱内

种子(肥料)

面高度影响扭

前进速度/

  (m/s)
播量调节

种子类型

见 4.2.1

I 种(肥)箱内种子(肥料)面高度

影响

静态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无

1/8

1/8

1/8

l. SO

最 大

〕50

最 大

1.50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a

a

b

b

d

d

2 排量影响

21 排种(肥)量均匀性

22 播量的均匀性(稳定性)

静态

动态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无 1/2

1/2

1. 50

2.50

最大

1.50

1.50

最大

1. 50

最大

1.50

最大

1. 50

2.50

最大

1.50

最大

1.50

最 大

1. 50

最 大

最 小

平 均

最大

最小

最 小

最 大

最小

最 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平均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a

a

a

ab

b

b

c

c

d

d

a

a

a

b

b

C

C

d

d

3 倾斜度影响

31 向前倾斜

32 向后倾斜

静态

静态

:}一}
:::{
:::}

向上倾斜

  20%

向下倾斜

  20

向右倾斜

  20 %

向左倾斜

  20 %

1/2

1/2

最 大

2.50

最大

2.50

1.50

2.50

1. 50

2.50

2. 50

2.50

2.50

2.50

最大

平均

最大“

平均

平均

最 小

平 均

最小

平 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日

a

b

b

日

a

b

b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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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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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选择性试验

B. 0 引言

    这些试验可由试验机构自行决定，在没有条件做耐久试验的情况下，试验机构可直接观测作业中出

现的故障 。

B.1 使用方便 性

    装载装置尺寸应符合GB/T 9482和GB 10395. 9的有关规定，其调节和清理应予以说明，当播种机

播种时这些装置不便于使用的情况也应予以说明。装载的尺寸可用钢卷尺测量。

B. 2 田间试验

B. 2. 1试验分类

    这些试验主要与种子分布的精确性、排种的均匀性以及种子箱中种子压实状态的影响有关。

B.2.2 试验条件

    播种试验的地面应进行耕整，使地表平整、土块均匀，无障碍物。

    试验地测定区长度应在50 m以上，两端预备区不小于lo m，宽度不小于所试播种机工作幅宽的12

倍，并应进行如下测定:

    田块的面积、坡度、土壤类型、含水率、土壤坚实度、干土层厚度及前茬等。

    — 土壤含水率测定:按对角线法取样 5点，取样深度为。cm-5 cm及5 cm-10 cm两组。称量

        精度不低于。.19，求平均值。

    — 土壤坚实度测定:对角线取样5点，测出0 cm-5 cm及5 cm-10 cm土层的土壤坚实度，求平

          均值 。

    — 试验用拖拉机技术状态应符合播种机说明书的要求，驾驶员驾驶技术应良好，试验过程中不得

          随意更换拖拉机和驾驶员。

    — 试验用仪器应在有效使用期内，并按说明书和附录D规定的物品准备，测试前应进行校正。

    前茬作物土壤耕作的深度，土层状况，土壤结构(如土层的垂直断面所示的土块分布和尺寸)，播深

处的含水量和温度，应记人试验报告中。

    试验持续的时间应足以获得有效的结果。

    机具从开始工作到试验终了应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运转，即除了在地头正常转弯外不应停车。

    如只能进行一种试验，则试验应在平均速度和平均播量下进行。

    播种深度决定于通常采用的耕作型式，并应记人试验报告中。

    试验时所播种子类型，应由试验机构确定，可能产生堵塞的种子至少应进行 1次试验，试验中应特

别注意种子的流动情况，发现堵塞应及时显示信号

B.2.3 滑移〔转)率及地轮下陷深度测定

    播种机滑移率采用定圈数测距离的方法测定，播种机地轮(传动轮)转动圈数不少于15圈，往返行

程各测两次，随机选择10个点测定各轮子下陷深度，取其平均值与滑移率等测定结果记人试验报告。

按公式(<l)计算滑移率。

    若排种(肥)传动是由拖拉机驱动轮带动时按公式((2)计算滑转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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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4 田间播种均匀性试验

    播种均匀性试验应在往返各一个单程内预先选定好的5个小区上进行，测定行数不少于6行，选条

播机左、中、右各两行;少于6行的机型应全测。

    播种均匀性测定应在播种当时测定，测定区域段内不覆土。测定时以100 mm为万区段，将每行纵
向分成若干区段，测定各段内种子粒数，各小区内每行连续取30段，计算平均粒数x、标准差S、变异系

数a及空段数占总段数的百分比，将结果记人试验报告。

B. 2. 5 种子(肥料)搜土深度的测定

    播种覆土后，扒开土层，测定种子(肥料)上部覆盖土层的厚度，在往返各一个单程内预先交错选定

好的5个小区内进行，各小区内每行测5点，计算覆土深度为((h士1) cm〔播深小于3 cm时，(h士。.5) cm]

范围内的点占测定点数的百分比将计算结果记人试验报告。如在播种时同时镇压，应在报告中注明。

种子覆土深度也可在幼苗出土后测定，并在报告中注明。

B. 2. 6 种子与肥料相对位置的测定

    在往返各单一行程内，测6行，每行随机各选3点，测定时将土层横断面切开，测出种子与肥料相隔

的土层厚度，以及种子重心与肥料重心之间的水平和垂直距离，将试验结果记人试验报告

B. 3 种子化学处理的影响

B.3，1 试验性质

    测定处理后种子对排种装置排种精确性的影响

B. 3. 2 试验条件

    试验用种子的类型由试验机构选择(最好用处理过的表面粗糙的种子，以产生最大的阻力)。

    按国家法规要求，种子可用无毒品处理或模拟处理

B. 3. 3 操作方法

    在条播机静止状态下试验，试验在3个排种器上同时进行或依次进行，排种器应在最大速度下运转

30 min，应连续给种子箱添加处理过的种子，测量装置在3个阶段进行测定:

    - 1次在开始阶段;

    —     1次在中间阶段;

    - 1次在结束阶段。

B.3.4 试验目的

B. 3. 4. 1 测定

    用处理过的种子测定对排量均匀性的影响(排量误差)，特别是在小播量下。

B. 14.2 试验项 目

    试验项目(见表B.1).

                                                  表 B.1

试 验名称 试验型式 倾斜 度
种子箱内种

子面高度

  理论前进

速度/ (m/s)
播量 的调 节

种子类型

(见 4.2.1)

处理后 的种 子对播量的影响 静态试验 无 变化的 最大 最大 a或 b或 d

B.4 生产试验

B. 4. 1 生产试验的面积:大、中型拖拉机配套的条播机每米工作幅宽的生产试验面积应不少于

35 Inn'，手扶拖拉机和小四轮拖拉机配套的播种机、畜力播种机每米工作幅宽的生产试验面积应不少

于20 h.'。

B.4.2 生产查定和生产试验时间分类、可靠性以及技术经济指标计算按GB/T 5667的规定。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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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3 综合观察

    在生产试验期间对播种机及各工作部件的作业情况应全面观察分析，对发生的勃土、堵塞、故障及

排除情况、使用调整、保养方面的问题以及配套性能等进行观察、分析。

    生产试验期间，播种机零件发生损坏、严重变形、磨损等问题时，应分析其性质和原因，用文字或其

他方式加以说明。

B. 4. 4 主要零部件、易损件及易变形件的测定

    如需要提供样机主要零部件、易损件及易变形件的情况，则在试验前后进行测定。

    对于形状简单易测量的摩擦表面，如轴、轴承、开沟器圆盘等，用量具直接测量。摩擦面直径的测量

精度不低于0. 05 mm,

    对于复杂的易磨损件，不宜用量具直接测量时，可绘出或拍摄出零件磨损前后的外形，或称出磨损

前后的质量，确定磨损量。称量精度不低于1 H,

    机架和梁的弯扭变形可用拉线的方法测定，测出各测量点试验前后的变化量，测量精度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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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条播机试验报告示例

制造厂名称地址:

条播机试验机构:

试验用样机由制造厂征得试验机构同意进行抽取。

C. 1 条播机技术规范

特性

    型式 :

    型号:

    编号 :

    牵引式、半悬挂式或悬挂式:

    排种装置及其驱动型式:

    传动型式和齿轮速比:

    最大和最小作业速度:

    排种(肥)装置最大和最小转速:

    种子(肥料)类型:

外型尺寸 :

    宽度

    — 工作状态:

    — 运输状态:

    运输状态高度:

    运输状态长度:

其他技术规范

    加种(肥)高度:

    种子(肥)箱容积:

    空载质量 :

    负载质量(规定的种子类型)

    轮胎规格 :

    轮胎在半负荷下的半径:

    轮胎气压 :

    运输离地间隙:

C. 2 试验条件

km/h
Ll Ill m

m

m

m

m

m

L

吨

吨

                  n1

(kPa)N/m2

                  n1

    日期和地点:

    种子类型:

播种机的调节:

    种子(肥)箱种子(肥料)面高度:

    前进速度 :

    播量调节 :

        m/s

kg/h或L/h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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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种(肥)装 置转速 :

种 子:

    尺 寸:

    商业评 定:

    含水率 :

    容重 :

    千粒 重

    含杂质、破碎和坏种子的比例

环境条 件:

    湿 度:

r/min

nln 〕

%(m/m)

kg/100 L

            g

        %

%

C. 3 试验结果

C. 3. 1 规定性试验:

C. 3. 1. 1 播种(肥)均匀性

C.3.1.1.1 种子箱中种子(肥料)面高度的影响;

C.3.1.1.2 播量调节的影响(表C.1)

C.3.1.1.3 倾斜度的影响(表C.1)

C.3.1.2 播量的精确性

C. 3. 1. 2. 1 播量调节的影响

C. 3. 1. 2. 2 颠簸的影响 (表 C. 2 )

                                                  表 C.，

试验号及试验条件
开沟器

编 号

a型种子 b型种子 c型种子 d型种子

平均播量 平均偏差 平均播量 平均偏差 平均播量 平均偏差 平 均播 量 平均偏差

        编号:

箱子内种子面高度:

        一— 1/1

          1/2

            1/8

  前进速度 m/s

        - 1.5

        -一2.5

      一一最大

    播量 调节

      — 最小

      -一 平均

        一最大

倾斜度和倾斜方向:

    — 水平

          向上

          向下

      — 向右

    — 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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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2 选择性试验11

    试验性质3，:

    试验条件 :

    农药处理的影响:

    试验结果 :

C.3.3 各行排量一致性

C. 3. 4 播种均匀性

C.3.5 种子(肥料)覆土深度

C. 3. 6 总排量稳定性

C. 4 备注

表 C.2

试验编号及

试验条件

检测过的排种器

  的测量装置

a型种子 b型种子 c型种子 d型种子

平均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平均标准差

变异

系数
平 均标准差

变异

系数
平均标准差

变异

系数

        编号

种子箱内种子面高度:

        - 1/1

      一一 1/2

  前进速度/(m/s)

        - 1.5

        — 2 5

      一— 最大

      播量 调节

      — 最小

      — 平均

      — 最大

试验人 记录人

3) 见附 录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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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试验用主要仪器和工具

磅秤(500 kg-1000 kg)
台秤(20 kg)

天平(200 g-500 g,感量0.5 g;1 000 g,感量5 g)

皮尺(50 m-100 m)

钢卷尺及小钢板尺

直尺

水平尺、量角器

游标卡尺及内外卡

土壤盒及容重器

土壤坚实度仪

烘 干箱

千斤 顶

秒表、计算器

标 杆

照相机或摄像机

机务工具

空气温度计、湿度计

磁带记录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