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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螺旋扒谷机的研制
赵艳平１，马利平１，樊自芳２

（１．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漯河　４６２０００；
２．郾漯粮食机械有限公司，河南 漯河　４６２０００）

摘　要：对市场上常见的几种扒谷机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发现普遍存在一些缺陷，结合实际情况研
制出了一种新型螺旋扒谷机，该扒谷机采用新型左右螺旋和强力推进相结合的结构，使扒谷量得

到很大提升，可达 １２０ｔ／ｈ，克服了目前市面上已有扒谷机的缺点和不足，以独特的结构解决了麻
绳缠绕和地上龙与设备碰撞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扒谷机的效率和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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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先后投资几百亿元建设中央粮食储备库，

在已建成的１２００亿斤国储库中平房仓有很大的市

场份额，约占７５％ ～８５％，为有效提高粮食出仓效

率，降低扒谷作业成本，响应国家环保政策，保证粮

食的周转渠道畅通，研究适合散粮出仓作业的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迫在眉睫［１］。

散粮扒谷机是解决散粮出仓的首选解决方案

和有效途径，本设备在粮食流通行业得到了推广和

应用，进而推动整个粮食物流产业迈向“健康、高

速、高效”的良性发展道路［２］。随着我国粮食“四

散”流通领域对粮食出仓设备提出了高效率、低能

耗、低成本的要求，散粮扒谷机由于功能强大、扒谷

效率高和适应性强必然在粮食流通领域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３］。散粮扒谷机是根据我国目前散粮

出仓实际现状进行开发研制，适合中国国情，是解

决我国储备库、中转库、收纳库、粮油加工企业平房

仓、浅圆仓和露天粮堆粮食的出仓专用新型装备。

目前我国投入使用的扒谷机种类繁多，大致可

分为刮板型、翼轮型和螺旋垂直型［４］，根据市场反

馈情况得出这三种类型的扒谷机均存在以下缺陷：

扒谷机的运动部件容易发生缠绕，从而导致电机烧

毁，故障排除难度大；运动部件噪音大；自动化程度

偏低，行走区域受到限制；扒谷效率低，每小时约６０

ｔ［５］。为解决以上缺陷，提高扒谷机的工作效率，研

制一种新型螺旋扒谷机，该扒谷机采用独特的双螺

旋推进扒谷、输送带输送和一级驱动同步运行，全

密闭输送，集“扒粮、输送、防尘”三位一体的综合散

粮出仓功能，方便同后续输送设备匹配衔接；工作

稳定、使用寿命长；扒粮部分采用液压泵站系统支

持，自动升降，操作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降低出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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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移动方便、灵活，可快速形成流水作业线；整

机性能体现在结构精巧、功能全、行走自如、性能稳

定、能耗低、操作方便，如图１。

图１　新型螺旋扒谷机外型图

１　机械部分设计
１１　总体结构设计

该新型螺旋扒谷机主要包括扒谷装置１、行走

装置２、控制装置３、输送装置４和出粮口５等，如

图２。

１扒谷装置　２行走装置　３控制装置４输送装置

５出粮口　１２螺旋轴　４１传送带　Ｍ１三相电机

图２　螺旋扒谷机设计结构示意图

控制装置３固定在行走装置２上；输送装置４

倾斜３０度一端铰接在行走底盘的前端，另一端铰接

在支架上；输送装置４的下端与扒谷装置１对接，使

得螺旋轴１２与传送带４１平行并同时满足与传送带

４１运动方向成９０度。为满足输送装置４与扒谷装置

１可以相互运动特采用铰链接，同时在两者之间设置

限位开关，当需要抬起扒谷装置１时开关动作，与此同

时扒谷机的所有电机由于开关的作用全部停止转动，

并且在遇到障碍物时扒谷机会自动停止工作，在很大

程度上提高了该扒谷机的安全性。输送装置４的上端

与出粮口５对接，使得粮食可以从输送装置４毫无阻

碍的流经出粮口５，其主要技术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技术参数

产量／（ｔ／ｈ） １００～１２０
输送带宽／ｍｍ ６５０

输送带线速／（ｍ／ｓ） ３
卸料高度／ｍ ０８５～２１
总功率／ｋＷ ２２＋３＋２２＋１５

１２　扒谷装置

扒谷装置由前扒粮堤 １１、螺旋轴 １２和电机

Ｍ１２组成，用于将粮食扒到输送装置的传送带上，

如图３。螺旋轴１２上装有两段螺旋叶片，它们的旋

向相反，且对称布置，螺旋轴１２横装在扒谷装置的

前端，采用轴承连接在框架上；框架呈半封闭状态

且设有扒谷机入口１３，框架与输送装置４对接在一

起；电机 Ｍ２和螺旋轴１２之间采用带传动，通过皮

带驱动螺旋轴１２。

工作时，螺旋轴转动，粮食被旋向相反的两段

螺旋叶片同时朝着中间和后方挤压，从而把粮食扒

到传送带上，解决了目前普遍存在的运动部件被缠

绕的技术问题。

１１前扒粮堤　１２螺旋轴　１３扒谷机入口　Ｍ２三相电机

图３　扒谷装置结构示意图

１３　行走装置

行走装置用于扒谷机的移动，有四个车轮２１、

方向盘２２和电机Ｍ３组成车辆结构，采用汽车现代

制造技术来实现扒谷机的自动行走，如图４和图５。

２１行走车轮　２２方向盘

图４　行走装置主视图

２１行走车轮　２２方向盘　Ｍ３三相电机

图５　行走装置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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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个驱动车轮采用具有防滑功能的大牙

轮胎，有效解决了扒谷机工作时在有粮食颗粒的地

面上行走易打滑和难控制行走方向的难题。

１４　输送装置

输送装置４，用于传输粮食，由电机Ｍ１、传送带

４１和筒状的封闭槽组成。电机 Ｍ１带动传送带４１

转动，传送带安装在封闭槽内，如图２。输送装置和

行走底盘之间铰接有升降装置，升降装置由液压泵

站系统支持，可使扒谷装置自动升降，操作方便快

捷。同时，为了减少大气污染，避免粮食在翻动过程

中产生的灰尘飘入空中，将扒粮机输送装置做成密封

槽形状，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机器的噪音，提高了效率。

１５　出粮口

出粮口５，为折弯的管道，由电机控制绕其中一

端的一段管道的轴线旋转，见图２。该扒谷机出粮

口的旋转角度达到了３６０°，方便了扒谷机与运输车

辆、粮食储备装置等设备的配套，其旋转直径达 ２２

ｍ，可以满足不同输送机料斗的高度，大大降低了设

备在使用中的移动次数，扩大了扒谷机的使用范

围，同时也提高了生产率。

２　控制部分设计
２１　控制装置

控制部分是由控制电机起停和液压缸工作的

控制箱构成。扒谷机的升降装置是与液压泵站连

图６　新型螺旋扒谷机的控制部分

接的液压缸，液压缸的下面铰接在行走底盘上，上

端与传送带封闭槽底部铰接。

电机控制部分是由继电器组成的逻辑电路，用

于控制各电机的运转及速度，如图６。

２２　电机的连接

输送装置４、扒粮装置１、行走装置２和出粮口

５分别被三相电机 Ｍ１、Ｍ２、Ｍ３、Ｍ４驱动，电机的接

线如图７。

图７　新型螺旋扒谷机电机的接线图

３　结论
该扒谷机采用新型左右螺旋和强力推进相结

合的结构，使扒粮效率得到很大提高，最高可达

１２０ｔ／ｈ，工作平稳，克服了目前市面上已有扒谷机

的缺点和不足，以独特的结构解决了麻绳缠绕和

地上龙与设备碰撞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扒

谷机的效率和寿命，是我国粮食“四散”流通领域

增长的新亮点，对于加快我国粮食物流市场健康

有序发展，促进我国粮食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粮食

机械企业的竞争力和整体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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