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65.060.01  

B 90 

 

 

团 体 标 准  
T/CAMDA *—2022 

   

 

 

2022-**-**发布 2022-**-**实施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发 布  

有机肥旋施机 

Rotary tillage fertilizer applicator for organic fertilizer 

（征求意见稿） 

 

 

 





T/CAMDA  *—2022 

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山东高密益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丽明、谭好超、马帅、牛丛、徐翠云、张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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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旋施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有机肥旋施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葡萄种植行距大于等于 2m、种植间距大于等于 3.5m 的篱架栽培模式下有机肥旋施

机的生产和检验，也可适用于行距、间距满足要求的其他林果园、大田等作业环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593  农业轮式拖拉机 后置式三点悬挂装置 0、1N、1、2N、2、3N、3、4N 和 4 类 

GB/T 3077  合金结构钢 

GB/T 5262  农业机械试验条件 测定方法的一般规定 

GB/T 5667  农业机械  生产试验方法 

GB/T 5668—2017  旋耕机 

GB/T 5669—2017  旋耕机械 刀和刀座 

GB/T 9480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GB/T 10095  圆柱齿轮 精度制 

GB 10395.1—2009  农林机械 安全 第一部分：总则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T 11365  锥齿轮 精度制 

GB/T 13306  标牌 

GB/T 17126.1  农业拖拉机和机械 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 第 1 部分：通用制

造和安全要求 

GB/T 17126.2  农业拖拉机和机械 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 第 2 部分：动力输

出万向节传动轴使用规范、各类联接装置用动力输出传动系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位置及间隙范围

（ISO5673-2） 

GB 23821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GB/T 25401—2010  农业机械 厩肥撒施机 环保要求和试验方法 

JB/T 5673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JB/T 9832.2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漆膜附着性能测定方法 压切法（ISO 2409） 

QC/T 518  汽车用螺纹紧固件紧固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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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有机肥旋施机  rotary tillage fertilizer applicator for organic fertilizer 

实现先将有机肥施在地表、然后旋耕与土壤混合的机器。 

3.2 

旋耕深度 rotary tillage depth 

旋耕刀深入地表面以下的最大距离。 

3.3 

理论施肥量  theoretical fertilization quality 

根据相关农艺或地方要求所规定的单位面积或单位长度上的施肥量。 

3.4 

实际施肥量  actual fertilization quality 

由机器作业施用的单位面积或者单位长度上的施肥量。 

3.5 

相对误差  relative error 

理论施肥量与实际施肥量差值的绝对值与理论施肥量的百分比。 

3.6 

变异系数 variable coefficient 

施肥机作业后，选区所有施肥量样本的标准差与样本平均值的百分比。 

3.7 

施肥宽度 fertilization width 

施肥机作业时，铺洒在地表面的有机肥料的宽度。 

3.8 

断条率 cutting down rate 

在作业长度内，无肥段区域长度与总测定长度的百分比。 

4  型号 

型号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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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第一代机器制造，施肥宽度 90cm 的有机肥旋施机的机型标号为：2FX-90A。 

5.  技术要求 

5.1  性能要求 

在下列条件下，有机肥旋施机的主要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a）田间作业道宽应大于等于 2m； 

b）土壤平均含水率应在 15%～25%,土壤中不应含有最大尺寸超过 50mm的石块。 

c）施用的有机肥含水率不应超过 30%。 

表 1  有机肥旋施机主要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1 施肥量，（kg/m） 2～6 

2 相对误差，（%） ≤10 

3 变异系数，（%） ≤20 

4 断条率，（%） ≤5 

5 平均排肥宽度，（cm） 85～95 

6 旋耕深度，（cm） 0～12 

 

5.2   一般要求 

5.2.1  有机肥旋施机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GB/T 9480 的规定，并应规定所需配套动力的要求。 

5.2.2  有机肥旋肥机的表面涂漆质量应满足 JB/T 5673 中 TQ-2-2-DM 的规定，漆膜附着力不应低于Ⅱ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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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操作方便性：各调整装置应可靠、方便、灵活、无卡滞和不易锁定等缺陷；限深轮的调整应方

便灵活，不应与其他部件有干涉。 

5.2.4  万向节传动轴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应符合 GB/T 17126.1 和 GB/T 17126.2 的规定。 

5.3  安全要求 

5.3.1  有机肥旋施机应在危险位置，如链条传动、开沟器等部位设置必要的安全标志，标志设定应符

合 GB 10396 的规定。 

5.3.2  有机肥旋施机链轮联轴器、链轮、齿轮传动连接部位应增设防护罩壳，防护罩壳的安全距离应

符合 GB 23821 的规定。 

5.3.3  万向节联轴器应有安全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应符合 GB 10395.1—2009 中 6.4 的有关规定。 

5.4 可靠性要求 

5.4.1  有机肥旋施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不应少于 100h。 

5.4.2  有机肥旋施机的使用有效度不应小于 93%。 

5.5  主要零部件要求 

5.5.1  肥箱与排肥部件 

5.5.1.1  刮板排肥部件与肥箱底板应留有 1mm～2mm间隙。 

5.5.1.2  刮板排肥部件在作业时不应发生弯曲变形。 

5.5.1.3  刮板等间距与 O型链焊接。 

5.5.1.4  排肥刮板及肥箱，要求具有耐腐蚀、抗磨损等性能。 

5.5.2 旋耕部件 

5.5.2.1  主要紧固件强度等级：旋耕刀与刀座、刀轴与机架的紧固螺栓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8.8 级，螺

母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8级。主要紧固件的拧紧力矩应符合 QC/T 518 的规定。 

5.5.2.2  旋耕刀和刀座的硬度应符合 GB∕T 5668—2017的规定，刀身和刀座的尺寸应符合 GB∕T 5669

—2017中的规定。 

5.5.2.3  旋耕刀转速应在 180r/min ～250r/min。 

5.5.3传动系统部分 

5.5.3.1  传动系统中，变速箱、传动箱应注有润滑油，固定要牢固可靠，不应有松动，各变速箱密封

性要好，不应有油液泄漏等情况，其工作时不应有异常声响、脱挡及乱挡现象。 

5.5.3.2  传动系统中，带传动、链传动应设置涨紧装置。 

5.5.3.3  排肥圆环链轮应同心，运行时不应有异常声响。 

5.5.4  齿轮及链轮 

5.5.4.1  齿轮应采用不低于 GB/T 3077 中规定的 20CrMnTi 材料制造。 

5.5.4.2  齿轮加工精度应符合 GB/T 10095、GB/T 11365 中的有关规定。 

5.5.4.3  齿轮、链轮成品不应有氧化皮、裂纹、碰伤、夹渣和斑痕。 

5.5.5  装配及安装要求 

5.5.5.1  所有零部件应检验合格，外购件、外协件应有合格证明才能进行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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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2  焊接零部件应牢固可靠，不应有焊、漏焊和脱焊现象，带有气孔、夹渣等其他焊接缺陷的不

良焊缝处不应大于 3处。重要零部件焊接处，不应出现热变形。 

5.5.5.3  各部件的先后安装顺序应严格按照装配图纸进行组装。 

5.5.5.4  旋耕刀旋转方向应顺着前进方向，呈双螺旋线排列。 

6  试验方法 

6.1  性能试验 

6.1.1  试验准备 

6.1.1.1  试验样机 

试验样机应与制造厂提供的使用说明书相符，检验合格，技术状态良好。 

6.1.1.2  配套拖拉机 

配套拖拉机，应经过安全技术检验合格，符合 GB 10395.1—2009 的规定，动力输出轴额定转速应

符合配套施肥机设计要求，技术状态良好。 

6.1.1.3  机具操作人员 

驾驶拖拉机的人员应取得拖拉机驾驶证，并能够熟练操纵拖拉机。 

6.1.1.4  试验用肥 

6.1.1.4.1  采用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有机肥，有机肥的含水率应符合 5.1c)要求。 

6.1.1.4.2  应按 GB/T 5262 中规定测量有机肥料的质量和休止角。 

6.1.1.4.3  肥料的装载应符合 GB/T 25401-2010 中 4.1.4 的要求。 

6.1.1.5  试验用仪器 

试验用的仪器和量具（如电子秤、含水率测量仪等）应校准或检定合格，且在检定有效期内。 

6.1.2 试验前的调查和测定 

进行田间试验前应对试验地状况进行调查测定，调查测定的内容为：试验用地类型、土壤含水率、

土壤坚实度、试验地面积、地形及坡度等，测定应按 GB/T 5262 中规定进行。 

6.1.3  作业基本要求 

6.1.3.1  有机肥旋施机与拖拉机的挂接方式应符合 GB/T 1593 中的规定。 

6.1.3.2  有机肥旋施机正常作业时，作业速度应保持稳定，不应有急加速、急转弯等情况。 

6.1.3.3  机器工作时，如遇到剧烈颠簸、抖动或其他故障问题，应立即切断拖拉机动力输出，并熄火拖

拉机。 

6.1.4  排肥变异系数测定 

6.1.4.1  试验场地选择 

试验场地应选择平整、光洁、硬实、无积水的水泥路面，并留有足够的调头转向空间，稳定测试区

域长度不应小于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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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  测定计算 

调整排肥口至合适高度，以正常作业速度（2km/h～4km/h）驱动机具平稳行驶进行施肥作业，在

稳定排肥区域每间隔 1m 选取 1m 区域长度的有机肥料并称重，总共获取 10 个样本点，按式（1）、（2）

计算： 

𝑋𝑎 =
∑ 𝑋𝑖
𝑛
𝑖=1

𝑛
………………………………………………………(1) 

𝑄 =

√∑ (𝑋𝑖−𝑋𝑎)
2𝑛

𝑖=1
𝑛−1

𝑋𝑎
× 100%…………………………………………(2) 

式中： 

Xa——平均施肥量，单位为千克每米（kg/m）； 

Xi ——每个施肥样本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n ——选取的样本个数； 

Q ——变异系数，（%）。 

6.1.5  排肥宽度测定 

排肥宽度测定方法如下: 

a) 试验场地按 6.1.4.1的要求选取； 

b）调整排肥口高度至合适位置，以正常作业速度（2km/h～4km/h）驱动机具前进通过测区并排肥； 

c）在稳定排肥阶段，每间隔１ｍ测量一次施肥宽度，测量不应少于 15次； 

d）按式（3）计算施肥宽度的平均值。 

𝐷 =
∑ 𝑑𝑖
𝑛
𝑖=1

𝑛
…………………………………………………………(3) 

式中： 

D ——平均施肥宽度，单位为厘米（cm）； 

di ——每次测量的施肥宽度，单位为厘米（cm）； 

n ——测定次数。 

6.1.6  断条率测定 

长度在 10cm 及以上的无肥料区域视为断条，试验场地及作业速度应与 6.1.5 的要求一致，测定中

间稳定排肥区域（20m）内断条数和断条长度，按式（4）计算断条率。 

1= 100%

n

i

i

L

L
  


……………………………………………………（4） 

式中: 

δ——施肥断条率，（%）； 

Li——第 i 个断条长度，单位为米（m）； 

L——稳定排肥区域总长度，单位为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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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排肥能力测定 

按照 6.1.4.2 的测定方法，分别将排肥口高度调整至最低和最高，并根据式(1)计算最小、最大排

肥量。 

6.1.8  排肥准确性测定 

排肥准确性的测定方法如下： 

a）试验场地按照 6.1.4.1的要求选取； 

b）根据施肥要求，结合式（5）计算需求每米排肥量； 

c）按照 6.1.4.2的测定方法，测定实际平均每米排肥量； 

d）根据式（6）计算相对误差。 

1

11 3

2 667

l

a

D
Q

L


  ……………………………………………………（5） 

𝐸 =
|𝑋𝑎−𝑄1|

𝑄1
× 100%………………………………………………(6) 

式中： 

Q1——需求每米施肥量，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kg/m
2
）； 

D1——行距，单位为米（m）； 

La——施肥宽度，单位为米（m）； 

ρl——有机肥料堆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E——相对误差，（%）； 

6.1.9  旋耕深度测定 

6.1.9.1  试验场地选择 

试验场地应选择作物种植行距大于等于 3.5m，种植间距大于等于 2m的地势平坦地块进行，田间地

块各处的试验条件基本相同，田块面积应能满足测试项目的测定要求，试验地块的土壤类型为沙土或者

为沙壤土，且试验场地在地头处应有足够的调头转向空间，稳定测试区长度不应小于 20m。 

6.1.9.2  测定计算 

测定时，沿机具前进方向并在稳定测试区范围内每隔 1m左、右两侧各测定一点，每个行程总测定

点数不应少于 20点，应至少进行 3次行程测定，按式（7）、（8）计算最大耕深平均值。 

1

n

j i

i
j

j

a

a
n




 ………………………………………………………（7） 

1

N

j

j

a

a
N





……………………………………………………………(8) 

式中： 

aj——第 j 个行程的最大耕深平均值，单位为厘米（cm）； 

aji——第 j 个行程中的第 i 个点的耕深值，单位为厘米（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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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第 j 个行程中的测定点数； 

a——总工况的最大耕深平均值，单位为厘米（cm）； 

N——行程数。 

6.2  可靠性试验 

6.2.1  试验方法 

6.2.1.1  可靠性试验参考 GB/T 5667的规定进行。 

6.2.1.2  试验样机为 2台，每台样机纯作业时间不应少于 120h。 

6.2.1.3  试验场地应符合 6.1.9.1 的要求，施肥作业速度应为 2km/h～4km/h，总施肥量为 2kg/m～６

kg/m,旋耕深度不应超过 12cm。 

6.2.1.4  试验时，操作人员应按照制造厂提供的产品使用说明书中的要求规范操作，试验期间每隔 1

小时记录一次样机的工作情况、故障情况和修复情况等，计算样机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和使用

有效度（A）。 

6.2.1.5  凡在可靠性试验期间，试验样机有重大或致命性故障（如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因质量原因造

成机具不能正常工作、造成其他重大经济损失的故障）发生，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和有效度指标均不合格。 

6.2.2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的计算 

MTBF =
∑𝑡𝑖

∑𝑟
…………………………………………………………(4) 

式中： 

MTBF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单位为小时（h）； 

∑ti —---试验样机的累计工作时间之和，单位为小时（h）； 

∑r —---生产考核期间试验样机发生的故障次数之和，轻微故障不计。 

6.2.3  使用有效度的计算 

𝐴 =
∑𝑡𝑖

∑𝑡𝑖+∑𝑡𝑟
× 100%…………………………………………………(5) 

式中： 

A —---使用有效度，%； 

∑ti—---试验样机的累计工作时间之和，单位为小时（h）； 

∑tr —--试验样机故障排除和修复时间之和，单位为小时（h）。 

6.3  整机装配及外观质量测定 

6.3.1  主要紧固件的强度等级 

主要紧固件的强度等级采用拉力试验机或扭力试验机测定，或者核查供应商提供的证明文件。 

6.3.2  主要紧固件的拧紧力矩 

主要紧固件的拧紧力矩用扭矩扳手测量，测量总数不应少于 10只。 

6.3.3  涂漆外观质量及漆膜附着力 

采用目测法检查整机的涂漆外观质量，表面涂漆质量应满足 JB/T 5673 中 TQ-2-2-DM 的规定。按

照 JB/T 9832.2中的规定，测定罩壳、托板处的漆膜附着力，应至少测量 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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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操作方便性 

按使用说明书要求操纵有机肥旋施机，检查调整方便性和限深轮调整灵活性。 

6.3.5  刮板排肥部件 

启动机具，使机具以较慢的速度空运转，采用目测法观察刮板排肥部件焊接间距是否相等；以正常

作业速度驱动机具行驶，采用目测法观察刮板排肥部件是否发生变形弯曲。 

6.3.6  旋耕刀和刀座硬度 

每台机器各抽取 5把旋耕刀和刀座，按 GB∕T 5669—2017 的规定，分别测量刀身处、刀柄处及刀

座的硬度，每处测量 3次。 

6.3.7  旋耕刀转速 

调整限深轮，使旋耕刀抬离地表面，在靠近机具最外边的旋耕刀外径上贴反光纸，启动机具并空运

转，用转速测量仪测量旋耕刀转速。 

6.3.8  密封性 

将机具空运转不少于 30min后，停机 20min静置，检查各变速箱是否有油液泄漏。 

6.3.9  齿轮链轮表面质量 

去掉机具防护罩，采用目测法检查齿轮、链轮传动部件表面有无氧化皮、裂纹、碰伤、夹渣和斑痕，

尤其啮合齿位置重点检查。 

6.3.10  外购件和外协件 

核查所有外购件、外协件采购文件及合格证明。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每台有机肥旋施机必须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出厂合格证方准出厂。 

7.1.2  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 2 中规定。若有不合格项应加倍抽取进行复验，如仍有不合格则判定为不

合格。 

7.2  型式检验 

7.2.1  总则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定型鉴定及老产品转厂生产；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工艺、材料等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一般三年进行一次； 

d）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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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 2 中规定的型式检验项目进行。检验项目按其重要性可分为 A 类检验项目、B 类检验项目。 

表 2  检验项目分类表 

类 编号 检验项目 对应本条款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A 

1 安全要求 5.3   

2 断条率 5.1   

3 施肥量 5.1   

4 平均排肥宽度 5.1   

5 旋耕深度 5.1   

6 主要紧固件强度

等级 

5.5.2.1   

7 主要紧固件拧紧

力矩 

5.5.2.1   

B 

1 相对误差 5.1   

2 变异系数 5.1   

3 使用说明书 5.2.1   

4 涂漆质量 5.2.2   

5 操作方便性 5.2.3   

6 平均故障间隔时

间 

5.4.1   

7 使用有效度 5.4.2   

8 刮板排肥部件质

量 

5.5.1.2   

9 旋耕刀和刀座硬

度 

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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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旋耕刀和刀座尺

寸 

5.5.2.2   

11 旋耕转速 5.5.2.3   

12 密封性 5.5.3.1   

13 涨紧装置 5.5.3.2   

14 齿轮材质 5.5.4.1   

15 齿轮表面质量 5.5.4.3   

16 合格证明 5.5.5.1   

17 焊接质量 5.5.5.2   

7.2.3  抽样方法 

型式检验的样机应是近半年内生产的合格产品，在制造厂合格产品库或生产线上随机抽取，抽取基

数不少于 10台，在销售部门抽样不受此限，抽样数量为 2台。 

7.2.4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判定见表 3，表中 AQL为接收质量限，Ac为接收数，Re为拒收数，不合格项次数按计点

法计算。样本中各类项目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接收数 Ac时，则判该产品为合格，否则判该产品为不合

格。 

表 3  检验结果判定表 

项目分类 A B 

样本量 2 

检验水平 S-1 

项目数 7 17 

合格品 

AQL 10 65 

Ac   Re 0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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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说明书、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每台有机肥旋施机应在明显部位固定符合 GB/T 13306 规定的标牌，清晰标明以下内容： 

a) 联合单位名称、电话；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d) 制造日期； 

e) 出厂编号； 

f)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8.2  包装 

8.2.1  在出厂装运时，对附件、备件、工具及运输中必须拆下的零部件，应进行分类包装，保证运输

中无损。 

8.2.2  包装应牢固可靠，包装箱内应附制造厂规定的配件和附件。 

8.2.3  包装箱内应附随下列项目： 

a）使用说明书； 

b）产品三包服务凭证； 

c）产品合格证； 

e）配（备）件和随机专用工具； 

f）装箱单。 

8.2.4  另有约定可不提供包装的，应采取确保在运输过程中避免碰撞、雨淋的措施。配（备）件、随

机专用工具和随机文件应随产品一并交付。 

8.3  贮存 

作业后，有机肥旋施机要清洗干净，清理掉留在缝隙中的有机肥，放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平

坦的地方，应避免日晒或雨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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