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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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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高晨鸣、杨铁军、孙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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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免耕播种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牧草免耕播种机的术语、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机械式排种牧草免耕播种机。(简称播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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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30.4 牧草种子检验规程 发芽试验

GB/T5262 农业机械试验条件 测定方法的一般规定

GB6141 豆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6142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T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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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480—

2001,eqvISO3600:1996)

GB10395.1 农林机械 安全 第1部分:总则(GB10395.1—2009,ISO4254-1:2008,MOD)

GB10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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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0395.9—

2006,ISO4254-9:1992,MOD)

GB1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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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0396—

2006,ISO11684:1995,MOD)

GB/T13306 标牌

JB/T5673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JB/T7874 种植机械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JB/T7874所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单播 one-cropsowing
播种单一品种的牧草种子。

3.2
混播 mixingandsowing
按要求比例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牧草种子混合播种。

3.3
保护播种 under-cropsowing
将多年生牧草种子播在一年生作物之下,或与一年生作物进行同行条播、间行条播。用一年生作物

保护多年生牧草。

3.4
松土补播 scarifyresowing
在草地表下层,潜耕疏松土壤后再播种,且尽量减少地表层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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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表破坏程度 ratioofearthcrustbreaking
测区内被破坏的地表面积占全部地表面积的百分比。

3.6
免耕播种作业 no-tillagedrilling
在牧草残茬覆盖的地表上,不实行任何土壤耕作的条件下进行的播种作业。

3.7
播种作业通过性 drillingpassing
在免耕条件下,机具排除作物残茬堵塞,满足作物农艺要求的能力。

3.8
残茬 cropresidue
牧草收获后,地表以上牧草茎秆、叶子、根茬的总称。

3.9
残茬覆盖量 stubblemulch
单位面积地表土壤上,覆盖的作物残茬质量。

3.10
残茬覆盖率 stubblerate
地表土壤上牧草残茬覆盖面积与地表总面积的比率。

3.11
堵塞程度 blockagedegree
在免耕播种作业时,地表牧草残茬对机具形成壅堵的程度。

3.12
轻度堵塞 lightblockage
在播种作业时,机具有少量堵塞,堵塞物可以从行间通过,基本能正常作业。

3.13
重度堵塞 heavyblockage
在播种作业时,机具被牧草残茬缠绕堵塞,地表有长距离拖痕、拖籽或出现动力不足,无法行走,影

响播种质量。

3.14
断条 no-seedinseedchannel
种子粒距超出规定最大间距为断条。

3.15
断条率 discontinuityofseeds
断条长度之和与断条个数乘以最大间距之差占测定长度的百分比。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播种机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4.1.2 在不影响产品质量、使用寿命和零部件互换性的情况下,允许采用机械性能不低于规定材料的

其他材料代替。

4.1.3 播种机的破茬、切草、清垄以及开沟部件应具有切茬、分茬、防堵塞和防缠绕功能,工作时不应产

生重度堵塞与拖堆现象。

4.1.4 铸件不应有裂纹和其他降低零件强度的缺陷,配合部位不允许有砂眼、气孔、缩松、夹渣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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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焊接件应牢固,不应有夹渣、咬肉、烧穿和未焊透等缺陷,焊后变形应进行校正并应符合图样

规定。

4.2 主要性能指标

4.2.1 播种作业通过性能:在残茬覆盖率不小于40%,残茬覆盖量小于0.3kg/m2,牧草含水率不大于

(22±3)%的条件下,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作业速度作业,不发生重度堵塞。

4.2.2 播种机作业时,播种深度合格率应不小于70%[以当地牧业要求播种深度为h,(h±1)cm
为合格]。

4.2.3 播种机所选用的牧草种子质量应不低于GB6141、GB6142中三级的要求,在规定排量的情况

下,主要性能指标应达到表1的规定。
表1 主要性能指标

项  目
性 能 指 标

禾 本 科 豆  科

各行排种量一致性变异系数/% ≤13 ≤12

总排种量稳定性变异系数/% ≤6 ≤4.5

牧草种子破损率/% ≤2

首次无故障平均作业量/(hm2/m) ≥20

播种均匀性变异系数/% ≤50

排  量/(kg/hm2) 达到设计值

撒播均匀性/% ≤50

地表破坏程度/% ≤10

4.2.4 播种机的使用说明书编写内容应符合GB/T9480的规定,并应说明播种机的安全要求、使用条

件和技术性能。使用说明书应有提示操作、保养人员的安全注意事项。

4.3 主要零件技术要求

4.3.1 切草盘刃口允许有残缺,但深度应不大于1.5mm,长度应不大于15mm,数量不多于3处,平
面度误差不大于1.5mm 。

4.3.2 作业中,开沟器弹簧应能使开沟器顺利地越过障碍,越过障碍后弹簧应能恢复到原来的形状。

4.4 主要部件技术要求

4.4.1 机架

机架焊合后应进行校正,机架的平行度及机架对角线尺寸公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机架尺寸公差

机架长度/m 尺寸公差/mm

≤1.5 ≤3

>1.5~2.5 ≤4.5

>2.5 ≤6

4.4.2 排种部件

4.4.2.1 同一排种轴上的各个排种轮,其槽轮工作长度之差不大于1mm。

4.4.2.2 种子箱的结合处应不漏种,排种盒与箱底板的间隙不大于0.5mm。

4.4.2.3 种子箱未装种子时,排种轴在9.8N·m力矩的作用下应转动灵活,无阻卡现象。

4.4.2.4 排种量调节装置应灵活轻便,作业时无阻卡现象。

4.4.2.5 滑刀式、锄铲式等开沟器铲尖表面应光洁无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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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6 双圆盘式开沟器应转动灵活,在交点处的间隙应不大于2mm,两圆盘在相对转动时,交点处

的间隙应不大于5mm。

4.5 总装技术要求

4.5.1 所有零、部件(包括外购件、协作件)必须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

4.5.2 装配后各运动部件应运转灵活,无碰卡现象;各调节机构应保证调节范围,操纵灵活、可靠。

4.5.3 同一传动副的主、被动链轮或开式齿轮应在同一平面内,轴向偏移量不应大于2mm。

4.5.4 地轮及支持轮的端面跳动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地轮及支持轮的端面跳动 单位为毫米

项  目
轮 子 直 径

≤600 600~1000 ≥1000

径向跳动量 ≤5 ≤8 ≤16

端面跳动值 ≤7 ≤10 ≤14

4.5.5 总装后圆盘刀、开沟器、镇压轮三者的纵向中心线应重合,其中圆盘刀、开沟器纵向中心线偏差

为±3mm。

4.5.6 总装后,播种机处于水平位置时,各行开沟器最低点应在同一水平面上,高度差不应大于5mm,
各行开沟器间距差不应大于5mm。

4.5.7 播种机在运输或作业状态时,输种管不应卡住或脱落。

4.5.8 播种机深浅调节机构应方便、灵活、可靠。

4.5.9 总装后应进行空运转试验,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转速空运转10min后,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机器运转平稳,不得有卡、碰现象和异常响声;

b) 连接件、紧固件不得松动;齿轮、链轮传动平稳,不得有脱链现象;

c) 提升操纵机构,使开沟器起落三次;检查传动、升降各连接部件,各运动零部件必须运转灵活,
无碰、卡现象,各调节机构应保证调节灵活、可靠;

d) 各处轴承温升不大于25℃。密封部位不应有渗漏。

4.5.10 播种机处于运输位置时,其最低点离地面高度应不小于300mm。

4.6 外观质量

4.6.1 播种机涂漆前应将表面锈层、油污、粘砂、泥土、焊渣和尘垢等清除干净。

4.6.2 播种机涂漆应符合JB/T5673中的规定。允许按用户的要求选用颜色及涂料,外露的金属件加

工面应涂防锈脂或清漆。

4.6.3 种子箱内壁、金属排种器内壁、铸铁排种轮及阻塞套允许只涂底漆、不涂面漆。开沟器、覆土器、
地轮等部件可以不涂底漆、只涂黑漆。

4.6.4 播种机的外观应整洁,不得有锈蚀、碰伤等缺陷。油漆表面应平整、均匀、光滑。

4.7 安全要求

4.7.1 播种机的安全要求应符合GB10395.1和GB10395.9的规定,并在播种机明显位置上设置安

全标志,其安全标志应符合GB10396的规定。

4.7.2 对操作人员有危险的外露的传动、旋转部件应设有防护罩或采取其他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护罩

应便于机器的维护、保养和观察,防护罩的涂漆颜色应区别于播种机的整机涂色。

4.7.3 播种机应在明显位置标明“播种时不应倒退”的标志。

4.7.4 种箱盖开启时应有固定支撑装置,作业时不应因振动、颠簸和风吹自行将盖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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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5.1.1 一般要求

对比试验应在相同条件下进行。

5.1.2 试验样机

5.1.2.1 试验样机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磨合、调整、试运转,其技术状态应良好。

5.1.2.2 配套动力应与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一致,技术状态应良好。每次通过测区时,不得改变工况。

5.1.3 牧草种子

5.1.3.1 试验用的牧草种子应具有代表性,其质量不低于GB6141和GB6142中规定的三级。

5.1.3.2 试验前应对牧草种子进行特性、千粒重、含水率、原始破损率的测定。

5.1.4 仪器、设备

试验用仪器、设备须在有效检定周期内,其准确度应满足试验项目的要求。

5.1.5 试验地的选择

5.1.5.1 播种机的试验地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天然退化草场,整地质量要符合当地牧业技术的要求。

5.1.5.2 试验地测区长度应不小于60m,两端预备区不小于20m,测区宽度要保证能完成全部试验

项目。

5.1.6 试验地的调查

在试验区内按对角线选五点取样,记录试验地的地形、坡度、土壤类型等。

a) 牧草含水率的测定

  每点取样不少于100g,并立即称其质量,然后在105℃恒温下烘干至质量不变为止,按式(1)
计算。

Hc=msc-mgc

msc
×100 ……………………………………(1)

  式中:

Hc———牧草含水率,%;

msc———烘干前牧草质量,单位为克(g);

mgc———烘干后牧草质量,单位为克(g)。

b) 牧草平均长度的测定

  每点从地表面随机剪取30株以上牧草,按5cm长度间隔把牧草分类,统计每长度间隔牧草株

数,按式(2)计算。

Lp=∑
(nclz)
nz

……………………………………(2)

  式中:

Lp———牧草平均长度,单位为厘米(cm);

nc———每长度间隔内的牧草株数,单位为株;

lz———每长度间隔的中间值,单位为厘米(cm);

nz———取样牧草总株数,单位为株。

c) 土壤坚实度的测定

  每点用土壤坚实度测量仪测定0cm~5cm、5cm~10cm、两层土壤坚实度。

d) 土壤绝对含水率的测定

  每点分0cm~5cm、5cm~10cm、10cm~15cm三层取样,每层取样不少于30g,去掉石块、
草根等杂物后,立即称其质量。然后在105℃恒温下烘干至质量不变为止,再称质量,按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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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Ht=mst-mgt

mgt
×100 ……………………………………(3)

  式中:

Ht———土壤绝对含水率,%;

mst———湿土壤质量,单位为克(g);

mgt———干土壤质量,单位为克(g)。

e) 草根含量的测定

  每点在0.5m×0.5m 的面积内取0cm~10cm 深土壤内的草根,用水冲洗干净,然后在

105℃恒温下烘干至质量不变为止,按式(4)计算。
Mg=40mg …………………………………………(4)

  式中:
Mg———每公顷地含草根质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2);
mg———取样点内草根的平均质量,单位为克 (g)。
f) 残茬覆盖率的测定

  用100m长的绳子沿地块对角线拉开,每隔20cm做一记号,统计记号下有残茬的点数D2,再
除以总记号数(测定点数)D1,每个地块测定5次,取其平均值。按式(5)计算。

F=
∑D2

D1

5 ×100 ……………………………………(5)

  式中:
F———残茬覆盖率,%;
D1———测定点数;
D2———测定有残茬的点数。

g) 残茬覆盖量

  在测试地块,按照对角线法选取10点,每点用1m×1m的测试框取样;拣出测试框内的全部

残茬,将残茬烘干至含水率不大于(22±3)%,称质量求平均值,按式(6)计算。

W =∑Wi

10
……………………………………(6)

  式中:
W———测区残茬覆盖量,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kg/m2);
Wi———每个测点残茬覆盖量,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kg/m2)。

5.2 性能试验

5.2.1 场地性能试验方法

5.2.1.1 排种能力的测定

选择最大播量和最小播量的牧草种子分别进行最大和最小排量的测定。
5.2.1.2 条播排种性能的测定

将播种机架起,使驱动轮离地,机架处于水平状态,各行排种器分别按最大或最小排量调整一致,种
箱内的种子应不少于种箱容积的1/3,用相当于正常作业速度的转速旋转驱动轮nq 圈[nq 按式(7)求
得],分别接取各排种器排出的种子,称其质量,称量精度不低于0.1g,重复5次,求其平均值。按式(8)
计算排种量。

nq=200mcZ
πDBM1

……………………………………(7)

  式中:
Z———排种器个数,单位为个;

6

GB/T25421—2010



mc———牧草种子千粒重,单位为克(g);
M1———理论播种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2);

M=10mzp

πDBnq
……………………………………(8)

  式中:

M———排种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2);

nq———驱动轮转动圈数,单位为圈;

D———驱动轮直径,单位为米(m);

B———机具工作幅宽,单位为米(m);

mzp———驱动轮转过nq 圈后,各次总排量平均值,单位为克(g)。
测定排种能力时,驱动轮旋转圈数nq 按式(7)计算:
条播时,每公顷实际播种量按式(9)计算。

Msh=MOy

1+δ
……………………………………(9)

  式中:

Msh———条播时每公顷实际播种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2);

Oy———牧草种子用价,%;

δ———驱动轮滑移率,%。

  注:牧草种子用价是种子发芽率和净度的乘积。

5.2.1.3 撒播排种能力的测定

按最大(最小)排量调整好排种器,让播种机在平地上前进5m以上,在此区段内等距取6点以上,
用边长为0.5m×0.5m的方框取样,并收集此方框内的牧草种子,然后称量,按式(10)计算。

Ms=40ms ……………………………………(10)

  式中:

Ms———撒播排种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2);

ms———取样方框内牧草种子平均质量,单位为克(g)。

5.2.1.4 总排量稳定性及各行排量一致性的测定

稳定性测定方法与条播能力测定相同。重复5次,测定后按式(11)~式(16)计算总排量稳定性标

准偏差和变异系数,如是混播时要对每种牧草种子分别测定。

a) 总排量稳定性计算:

췍Xu=
∑
n1

i=1
Xui

n1
……………………………………(11)

Su=
∑
n1

i=1

(Xui-췍Xu)2

n1-1
……………………………………(12)

Vu=Su
Xu

×100 ……………………………………(13)

  式中:

Xu———总排量,单位为克(g);

Xui———每次各行总排量,单位为克(g);

n1———测定次数;

Su———总排量稳定性标准偏差,单位为克(g);

Vu———总排量稳定性变异系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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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行排量一致性计算:

췍Xsh=
∑
n2

i=1
Xshi

n2
……………………………………(14)

Ssh= ∑(Xshi-췍Xsh)2
n2-1

…………………………………(15)

Vsh=Ssh
췍Xsh

×100 ……………………………………(16)

  式中:
췍Xsh———各行排量之和的平均值,单位为克(g);

Xshi———每行各次排量之和,单位为克(g);

n2———测定行数,单位为行;

Ssh———各行排量一致性标准偏差,单位为克(g);

Vsh———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

5.2.1.5 撒播宽度的测定

撒播宽度是指播种机单行程在纵向30cm为一段内分布的最外两侧种子之间横向宽度。
在往返两个单行程内均匀交错取6点,测撒播宽度,计算出平均值。

5.2.1.6 牧草种子破损率的测定

在测排量稳定性时,从各排种器排出的种子中取样,按GB/T5262的规定测定播后牧草种子的破

损率,然后按式(17)计算,求出牧草种子破损率。

Sp=Shp-Sqp ……………………………………(17)

  式中:

Sp———牧草种子破损率,%;

Shp———播后牧草种子破损率,%;

Sqp———播前牧草种子破损率,%。

5.2.1.7 撒播均匀性的测定

撒播试验时,机具前进方向要同风向平行,在往返两个单行程内等距取6个点,每点在撒播宽度内

用边长为0.5m×0.5m的方框取样,然后数出方框内牧草种子粒数,按式(18)计算极限误差率。

Δ=
췍X-Xmax+ 췍X-Xmin

2췍X ×100 ……………………………(18)

  式中:

Δ———极限误差率,%;
췍X———测定平均值,单位为粒;

Xmax———测试点最多牧草种子粒数,单位为粒。

Xmin———测试点最少牧草种子粒数,单位为粒。

5.2.1.8 排种后牧草种子发芽率的测定

在测排量稳定性时,从各排种器排出的种子中随机取样,按GB/T2930.4中的规定测定牧草种子

发芽率。

5.2.2 田间性能试验

5.2.2.1 条播均匀性的测定

在测定小区内,将每行纵向分成5小段。对一般牧草种子以10cm为一段,对灌木及半灌木或要求

间苗且株距大于20cm的牧草种子以50cm为一段。然后测定各小段内种子粒数,按式(19)~式(2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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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标准偏差Sj、平均数췍Xj、均匀性变异系数Vj。对于小粒种子(如苜蓿、早熟禾等)也可以在出苗整齐

后测定,式中的粒数均为实测苗数除以种子播后发芽率。标准偏差用假定平均数方法计算:

Sj= ∑fβ2
ng

……………………………………(19)

Xj=A+b ……………………………………(20)

Vj=Sj
췍Xj

……………………………………(21)

  式中:

Xj———平均每段种子粒数,单位为粒;

A———假定每段种子粒数,单位为粒;

b———校正率,b=∑fβn3
;

β———假定每段平均粒数偏差,β=X-A;

X———各段粒数,单位为粒;

n3———测定总段数,n3=∑f;

f———相同粒数的段数,单位为段。

5.2.2.2 断条率的测定

可与条播均匀性测定同时进行,只是将测定小区内的5小段视为一整段测定。
规定最大间距:对一般牧草种子为10cm,对要求间苗且株距大于20cm的牧草种子及灌木类牧草

种子为理论株距的1.5倍。若超出规定最大间距为断条。对于小粒种子(如苜蓿、早熟禾等)也可以在

出苗整齐后测定。按式(22)计算断条率。

ε=
(L1+L2+L3+……+Ln)-ndi

L ×100 ………………………(22)

  式中:

      ε———断条率,%;

L1,L2,L3,……,Ln———超出规定最大间距的空断长度,单位为米(m);

L———测定长度,单位为米(m);

nd———断条段数,单位为段;

i———规定最大间距,单位为米(m)。

5.2.2.3 驱动轮滑移率及下陷深度的测定

用定圈数测距离的方法测定,驱动轮转动圈数不得少于15圈,往返行程各测2次,随机测定轮子的

下陷深度5次,按式(23)计算。

δ=Ls-2πRn4

2πRn4
×100 ………………………(23)

  式中:

Ls———驱动轮实际走过的距离,单位为米(m);

n4———驱动轮在测试区段内转过的圈数,单位为圈;

R———驱动轮半径,单位为米(m)。

5.2.2.4 播种深度的测定

播种深度的测定在测区内取10行,每行测定5点。

5.2.2.5 通过性能的测定

播种机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作业速度进行作业,测区长度不小于60m,往返一个行程,观察机具在

作业过程中是否能连续正常作业,残茬对机具的堵塞程度,是否影响播种质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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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动力指标的测定

5.2.3.1 测定次数往返各不少于一次。

5.2.3.2 应在与正常作业相同的条件和最大松土深度或最大开沟深度下进行动力测定。

5.2.3.3 对于不用动刀输出轴带动的牵引机具或悬挂机具,可直接测定牵引力及作业速度,按式(24)
计算:

Pq=Fqv×10-3 ………………………(24)

  式中:

Pq———牵引功率,单位为千瓦(kW);

Fq———牵引力,单位为牛(N);

v———作业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5.2.3.4 对于由动力输出轴带动的牵引机具或悬挂机具,除按式(24)计算外,还要测定传动轴的扭矩

和转速,按式(25)、式(26)计算:

P=Pq+Pc ………………………(25)

Pc=1.05×10-4Mcn5 ………………………(26)

  式中:

P———总功率消耗,单位为千瓦(kW);

Pc———传动轴功率消耗,单位为千瓦(kW);

Mc———传动轴传递扭矩,单位为牛米(N·m);

n5———传动轴转速,单位为转每分钟(r/min)。

5.3 试验报告

试验结束后,应及时整理分析和汇总试验数据和资料,编写试验报告。试验报告包括:

a) 试验目的,样机名称、型号和台数,研制单位和样机提供单位,试验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完成工作

量等情况;

b) 样机简介;

c) 试验条件及分析;

d) 试验用仪器仪表;

e) 结论:根据试验目的和对试验结果的分析汇总,做出试验结论。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6.1.1 出厂的每台播种机必须经制造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签发产品质量合格证方可出厂。

6.1.2 出厂检验项目按4.5.9、4.6、4.7规定进行,出厂检验中的每项都应合格,如有不合格允许修复;
修复仍不合格,则不允许出厂。

6.2 型式检验

6.2.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产品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三年应进行一次型式试验;

d) 产品停产两年或两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2.2 抽样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每批产品中抽检台数不少于2台。抽样母本不少于16台。在用户和销售单位

抽样时可不受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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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检验项目分类

检验项目按其对产品的影响程度分为A类、B类和C类,检验项目分类见表4。
表4 检验项目分类表

类 别 项 序 项 目 名 称 本标准章条

A
1 安全要求 4.7

2 机具通过性 4.2.1

B

1 播种均匀性变异系数 4.2.3

2 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 4.2.3

3 总排量稳定性变异系数 4.2.3

4 牧草种子破碎率 4.2.3

5 首次无故障平均作业量 4.2.3

6 排种量 4.2.3

7 地表破坏程度 4.2.3

8 播种深度合格率 4.2.2

9 撒播均匀性 4.2.3

C

1 外观质量 4.6

2 圆盘开沟器交点处间隙 4.4.2.6

3 机架焊接质量与各梁的平行度和对角线尺寸 4.4.1

4 空载转动排种力矩 4.4.2.3

5 轴承温升 4.5.9d)

6 使用说明书 4.2.4

6.2.4 判定规则

抽样检验合格判定按表5规定进行,表中AQL为接收质量限,Ac为接收数,Re为拒收数。被检样

机的A、B、C各类项目不合格数均不超过相应的接收质量限,方可判定被检样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

合格。
表5 抽样判定表

不合格项分类 A B C

样本项目数 2 9 6

检查水平 S-1

AQL 6.5 25 40

Ac  Re 0   1 1   2 2   3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播种机应在明显的位置固定产品标牌。标牌的尺寸及技术要求应符合GB/T13306的规定,标牌

的内容应包括:

a) 产品型号及名称;

b) 主要技术参数;

c) 制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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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出厂编号;

e) 制造厂名称;

f) 执行标准编号。

7.2 有包装箱出厂的播种机,箱面文字和标记应清晰、整齐、耐久。

7.3 播种机可以总装或部件包装出厂。部件包装出厂应牢固可靠,各部件在不经任何修正的情况下即

能进行总装。零件、附件、备件、随机专用工具需用木箱或包装袋包装。

7.4 播种机出厂时,随机技术文件应用防水袋装好,文件包括:

a) 装箱清单;

b) 产品质量合格证;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7.5 播种机的运输应符合交通部门的有关规定,应保证在正常的运输途中不损坏零部件。

7.6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和无腐蚀气体的室内,露天存放时应有防雨、防潮和防碰撞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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