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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秸秆制肥上料系统

(57)摘要

一种秸秆制肥上料系统。在秸秆制肥过程中

需要进行上料，目前的上料都是采用人工上料的

形式，上料速度慢，效率低。本实用新型组成包

括：螺旋仓（1）和支架（8），支架上通过螺栓连接

有刮板装置（9），刮板装置呈倾斜布置并且左端

与螺旋仓右端的落料口处通过螺栓固定，螺旋仓

内与螺旋绞龙(1-3)通过轴承连接，刮板装置包

括刮板箱（9-3），刮板箱左端与主动轴（5）通过轴

承连接，右端与被动轴通过轴承连接，主动轴位

于刮板箱内部的部分并排设置两个主动链轮（9-

1），被动轴位于刮板箱内部的部分并排设置设置

两个被动链轮（9-2）。本实用新型应用于秸秆的

制肥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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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秸秆制肥上料系统，其组成包括：螺旋仓和支架，其特征是：所述的支架上通过

螺栓连接有刮板装置，所述的刮板装置呈倾斜布置并且左端与所述的螺旋仓右端的落料口

处通过螺栓固定，所述的螺旋仓内与螺旋绞龙通过轴承连接；

所述的刮板装置包括刮板箱，所述的刮板箱左端与主动轴通过轴承连接，右端与被动

轴通过轴承连接，所述的主动轴位于所述的刮板箱内部的部分并排设置两个主动链轮，所

述的被动轴位于所述的刮板箱内部的部分并排设置设置两个被动链轮，所述的主动链轮与

所述的被动链轮通过上料链条传动，两条所述的上料链条形成的圆周面上通过螺栓固定有

一组均匀布置的刮板，所述的刮板呈L形并且与两条上料链条形成的圆周面相垂直的一侧

具有锯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秸秆制肥上料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支架上固定有减速电

机，所述的减速电机的输出轴与动力链轮固定，所述的动力链轮与所述的主动轴端部的两

个链轮中的一个通过链条传动，另一个所述的链轮与螺旋轴端部的从动链轮通过链条传

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秸秆制肥上料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螺旋仓包括仓体，所述

的仓体上部盖有盖板，所述的仓体右侧开口，并且开口下端具有圆弧落料板，开口上端具有

挡料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秸秆制肥上料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螺旋绞龙的圆周面上固

定有四个清料板，四个所述的清料板在所述的螺旋绞龙的圆周面上呈螺旋分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秸秆制肥上料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刮板箱内均匀布置一组

托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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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秸秆制肥上料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秸秆制肥上料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秋收后通过收割机打碎的秸秆都是铺在地面上，将其运回也是进行堆放，没有

进行重新利用，粉碎的结构可以用于制作肥料，在秸秆进行制肥过程中需要进行上料，目前

的上料都是采用人工上料的形式，上料速度慢，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秸秆制肥上料系统。

[0004] 上述的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秸秆制肥上料系统，其组成包括：螺旋仓和支架，所述的支架上通过螺栓连接

有刮板装置，所述的刮板装置呈倾斜布置并且左端与所述的螺旋仓右端的落料口处通过螺

栓固定，所述的螺旋仓内与螺旋绞龙通过轴承连接；

[0006] 所述的刮板装置包括刮板箱，所述的刮板箱左端与主动轴通过轴承连接，右端与

被动轴通过轴承连接，所述的主动轴位于所述的刮板箱内部的部分并排设置两个主动链

轮，所述的被动轴位于所述的刮板箱内部的部分并排设置设置两个被动链轮，所述的主动

链轮与所述的被动链轮通过上料链条传动，两条所述的上料链条形成的圆周面上通过螺栓

固定有一组均匀布置的刮板，所述的刮板呈L形并且与两条上料链条形成的圆周面相垂直

的一侧具有锯齿。

[0007] 所述的秸秆制肥上料系统，所述的支架上固定有减速电机，所述的减速电机的输

出轴与动力链轮固定，所述的动力链轮与所述的主动轴端部的两个链轮中的一个通过链条

传动，另一个所述的链轮与螺旋轴端部的从动链轮通过链条传动。

[0008] 所述的秸秆制肥上料系统，所述的螺旋仓包括仓体，所述的仓体上部盖有盖板，所

述的仓体右侧开口，并且开口下端具有圆弧落料板，开口上端具有挡料板。

[0009] 所述的秸秆制肥上料系统，所述的螺旋绞龙的圆周面上固定有四个清料板，四个

所述的清料板在所述的螺旋绞龙的圆周面上呈螺旋分布。

[0010] 所述的一种天然椴树蜜提取设备，所述的刮板箱内均匀布置一组托辊。

[0011] 本实用新型所达到的有益效果是：

[0012] 1 .本实用新型可以将秸秆通过螺旋仓内加入，然后通过螺旋绞龙的输送，通过刮

板装置可以将秸秆进行输送，保证输送的效率。

[0013] 2.本实用新型设置刮板装置，通过刮板将堆积在螺旋绞龙落料板处的秸秆刮起，

通过刮板的阻挡，使得相邻两个刮板托着秸秆进行输送，这样通过设置多个刮板，可以保证

秸秆能够一直被刮起，一直被输送。

[0014] 3.本实用新型设置清料棒，在转动时螺旋轴是逆时针转动的，这样在转动过程中

清料棒能够将堆积着的秸秆刮起，使得秸秆能够顺利被刮板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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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附图中：

[0016]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7]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18] 附图3是刮板装置的主视图；

[0019] 附图4是刮板装置的侧视图；

[0020] 附图5是附图3的A-A部剖视图；

[0021] 附图6是螺旋仓的主视图；

[0022] 附图7是螺旋仓的侧视图；

[0023] 附图8是附图6的B-B部剖视图；

[0024] 附图9是螺旋绞龙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螺旋仓；2、螺旋轴；4、从动链轮；5、主动轴；6、动力链轮；7、减速电机；8、支

架；9、刮板装置；1-1、盖板；1-2、仓体；1-3、螺旋绞龙；1-4、挡料板；1-5、落料板；1-6、清料

棒；9-1、主动链轮；9-2、被动链轮；9-3、刮板箱；9-4、上料链条；9-5、托辊；9-6、刮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

选实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秸秆制肥上料系统，其组成包括：螺旋仓1和支架8，所述的支架上通过螺栓连

接有刮板装置9，所述的刮板装置呈倾斜布置并且左端与所述的螺旋仓右端的落料口处通

过螺栓固定，刮板装置与水平面之间呈45-60度夹角，所述的螺旋仓内与螺旋绞龙1-3通过

轴承连接；

[0029] 所述的刮板装置包括刮板箱9-3，刮板箱左端与螺旋仓右端的出料口处通过螺钉

连接，所述的刮板箱左端与主动轴5通过轴承连接，右端与被动轴通过轴承连接，所述的主

动轴位于所述的刮板箱内部的部分并排设置两个主动链轮9-1，所述的被动轴位于所述的

刮板箱内部的部分并排设置设置两个被动链轮9-2，所述的主动链轮与所述的被动链轮通

过上料链条9-4传动，两条所述的上料链条形成的圆周面上通过螺栓固定有一组均匀布置

的刮板9-6，所述的刮板呈L形并且与两条上料链条形成的圆周面相垂直的一侧具有锯齿。

[0030] 实施例2：

[0031] 根据实施例1所述的秸秆制肥上料系统，所述的支架上固定有减速电机7，所述的

减速电机的输出轴与动力链轮6固定，所述的动力链轮与所述的主动轴端部的两个链轮中

的一个通过链条传动，另一个所述的链轮与螺旋轴2端部的从动链轮4通过链条传动。

[0032] 实施例3：

[0033] 根据实施例1或2所述的秸秆制肥上料系统，所述的螺旋仓包括仓体1-2，所述的仓

体上部盖有盖板1-1，所述的仓体右侧开口，并且开口下端具有圆弧落料板1-5，开口上端具

有挡料板1-4。

[0034]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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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根据实施例1或2或3所述的秸秆制肥上料系统，所述的螺旋绞龙的圆周面上固定

有四个清料板1-6，四个所述的清料板在所述的螺旋绞龙的圆周面上呈螺旋分布。

[0036] 实施例5：

[0037] 根据实施例1或2或3或4所述的秸秆制肥上料系统，所述的刮板箱内均匀布置一组

托辊9-5，托辊可以对链条进行支撑，在进行输送时，如图2所示，将秸秆从仓体左侧上端的

入料口放入到仓体内，螺旋绞龙逆时针转动，秸秆被输送到下端右侧，然后堆积在出料口的

圆弧落料板的秸秆被清料棒刮起，主动轴为顺时针转动，这样上料链条顺时针传动，被清料

棒刮起的秸秆在刮板的作用下被抬到刮板上，随着上料链条的转动，落入到相邻两个刮板

之间，相邻两个刮板的距离为2.6cm，可以防止秸秆的掉落，这样秸秆就会不断的被刮板刮

起输送，刮板设置锯齿为了方便插入到秸秆内部将秸秆刮起，同时也防止与清料棒产生干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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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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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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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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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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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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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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