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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谷物联合收割机的一般构造有
哪些?

( 1) 收割台 ( 如图 1 所示) 。谷物联合收割机收

割台构造由拨禾轮、切割器、割台搅龙 ( 如图 2 所

示) 等组成。其拨禾轮直径、转速调整范围、切割器

型号、割刀行程，护刃器间距、割刀往复次数、割台

搅龙体直径、叶片直径、螺距、转速等设计参数不同

的机型也都基本相同或相似。

图 1 收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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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割台搅龙

( 2) 输送器 ( 输送过桥) 。联合收割机输送器不

论何种机型 ( GF 4． 9B型除外) ，除结构尺寸有大小

之分外，其构造基本相同，由箱体 ( 壳体) 、主动轴、

被动轴、输送链耙等构成。主动轴在上端，被动轴在

下端是浮动轴 ( 上下浮动) ，如图 3 所示为新疆 2 型

联合收割机的倾斜输送器。

( 3) 脱粒装置。由脱粒滚筒和凹板组成。滚筒有

钉齿式和纹杆式两种，以纹杆式为主。滚筒直径，

中、小型收割机大多采用直径 550 毫米，大型收割机

多采用直径 600 毫米。滚筒额定转速 ( 作业转速) 的

线速度 ( 不论直径是 550 毫米还是 600 毫米)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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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疆 2 型联合收割机的倾斜输送器

在 29 ～ 31 米 /秒范围内; 凹板都是栅格式 ( GT 4． 9B

型除外) ，包角大多都在 110°左右，如图 4 所示为一

纹杆式单滚筒脱粒装置图。

( 4) 分离、清选装置。分离装置目前主要有键式

逐稿器和滚筒式分离机构。键式逐稿器，多为双轴四

键。键箱传动曲轴半径普遍采用 R50 毫米 ( JL1000

系列为 R75 毫米) ，曲轴转速普遍为 190 ～ 220 转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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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纹杆式单滚筒脱粒装置

( JL1000 系列为150 ～ 160 转 /秒) 。各型收割机分离装

置最大的不同点是键箱长度和阶梯数。JL1000 系列联

合收割机键箱最后端一阶为可调式，如秸秆潮湿，分

离负荷大时，为避免分离不彻底，可适当调长，最大

可增长 202 毫米; 另一种是近年来我国自行研制的双

滚筒式脱粒分离装置。第二滚筒主要起分离作用，辅

以补充脱粒，省去了结构庞大的逐稿器，使机器整体

结构尺寸缩小，机动性能增强。

( 5) 底盘。牵引式联合收割机的底盘就是转向轮

和行走轮; 悬挂式联合收割机自身无底盘，悬挂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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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拖拉机上; 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底盘设计安装有变速

箱、离合器、制动器、转向轮桥、驱动轮桥等。

图 5 谷物流程图

( 6) 传动系统。所有联合收割机传动系统几乎全

部采用“V”型皮带和套筒滚子链传动。“V”型皮带

和链条的紧度调整方法要求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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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液压系统。油泵大多采用 CB 型泵 ( 齿轮

泵) ，割台升降，拨禾轮升降和无级行走变速器多数

机型都采用单作用油缸，转向轮采用双作用油缸。

( 8) 电气系统。多为直流 12 伏系统，单线制、

负极搭铁。

谷物联合收割机收割谷物时，谷物的流程如图 5

所示。

2 ． 按动力配置方式分类，谷物联合
收割机可分为哪几种?

按动力配置方式分类，谷物联合收割机可分牵引

式、自走式和悬挂式。

( 1) 牵引式。

由拖拉机牵引作业。它又分为自配动力和不配备

动力装置两种。不配备动力的收割机，动力来源由牵

引拖拉机的动力输出轴供给。

牵引式联合收割机的优点是造价低，而且拖拉机

可全年充分利用; 缺点是机器编组庞大，机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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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适应长途转移和跨区作业，相对而言利用率

较低。

( 2) 自走式。

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整机设计紧凑，突出优点是机

动性能好，收割时不需要人工打割道，地头转弯半径

小，生产效率高。自实现跨区作业以来，更充分体现

了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的优点。目前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是收割机家族中的主导机型。

( 3) 悬挂式。

悬挂式联合收割机自身没有底盘，整台收割机

( 割台、输送装置、脱粒清选装置等) 组装在拖拉机

上。它的突出优点是机动性能较好，和牵引式相比，

造价低; 它的缺点是整机配置松散，收割、脱粒中间

的过渡带太长，驾驶员视野较差，劳动条件差。并且

其割台在前，影响发动机水箱散热，发动机易开锅，

更为重要的是粮食清选性能差，每次向拖拉机上装卸

都费时费力，目前已逐步被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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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谷物联合收割机常见故障及排除
方法有哪些?

造成谷物联合收割机常见故障的原因，归纳起

来，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 1) 机器零部件的正常磨损损坏造成故障。

( 2) 事故性故障。

( 3) 维修、安装调整不正确造成的故障。

( 4) 作业中使用、调整不当造成的故障。

作业中故障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故障造成停

机，不能继续作业，必须立即排除故障，才能进行作

业; 另一种故障不造成停机，机器仍然可以继续进行

作业，故障表现为作业质量完全达不到农业技术要

求，如脱粒不净、分离不彻底、清选不净等，大量籽

粒排出机外，虽丰产了，却不丰收。出现这种故障的

主要原因是作业中使用调整不当和维修不规范，安装

调整不正确造成的。

除正常磨损损坏造成的故障外，其他原因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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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只要驾驶员在工作中严格执行联合收割机使用

操作规程，认真做好技术维护保养和在作业中随作业

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工作部件的技术状态是完全可以

避免的。

熟悉机器的构造、零部件的作用和工作原理是排

除故障的基础。故障分析和排除应采取先易后难、先

外后内、先简后繁、先头后尾、先低压后高压的方

法，避免盲目乱拆乱卸。

4 ． 联合收割机维修应注意哪些问题?
( 1) 收割机中的铆合件、铆钉一般都是冷挤制

成，在铆合时不应加热，如加热会降低材质强度。铆

合后应用成形冲子重铆，以加强刀片与刀杆的牢

固性。

( 2) 易损零件，特别是销轴、压片、套、垫铁在

维修中不能以多加黄油而代替换件和修理，如长时间

使用磨损到极限的零部件会造成其他机械零件寿命的

减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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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没有平衡机的轴类修理时，可在轴的一端

装一推力轴承，夹持在车床三爪上，另一头可用顶尖

顶住，如车床短，可用中心架夹住另一端装在轴上的

轴承，直到校正平衡为止。但在配重时，用螺钉上

紧，尽量不要用电焊方式配重。

( 4) 在维修中因材料型号繁多，不易购置，可用

废旧轴类加工。目前我国轴类大都是以 45 号碳结钢

为主，如需淬火调质，在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可用氧

气、土炉，将所需零件加热到红中发乌放置盐水中，

淬火程度根据需求而定。

( 5) 在加工套类零件时尽可能在套孔中拉油槽。

因收割机某些部位加油十分困难，凡难加油的地方可

用黄油及重机油，不能用尼龙套。凡用尼龙套的部

位，最好不要用铸铁、铜、铝代替，因为尼龙套能够

承受一定的冲击而不变形。

( 6) 皮带轮和轴上的键与键槽修复，应保证尺寸

不变为前提，否则会影响到轴的强度，轴上键槽可用

电焊填料补焊在旧键的反方向铣一键槽，带轮上键槽

可用镶套 ( 过渡配合) 的办法，镶好后，用埋头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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