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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农业机械的正确使用、 技术保养与修理是充分发挥农业机械作

用、提高农业机械使用效率、保证农机户增效增收、促进农机化事业

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随着中央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贯彻落

实，各地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升，农机保有量大幅增加，机型不断

增多，农机使用领域不断拓宽，农民对农机维护修理技术知识的需求

日益迫切。为了使广大农民更好、更快地掌握农机技术保养与修理最

新的常用知识，结合当前农业机械的性能特点，我们编写了《北方农

机保养修理手册》一书。

本书力求通俗、具体、图文并茂，具有针对性、实用性，能让农民

群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可操作性强。

本书共分八章， 较系统地介绍了农业机械简易修理及保养基本

技术，柴油机、拖拉机底盘、电气设备、耕整地机械、播种机械、植保机

械和收获机械的技术保养及修理等内容。 可供基层农机操作手及维

护修理人员使用或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部分农机生产企业提供了最新的农业机械

产品技术数据，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书中不足之处，请读者批评指

正。

编 者

2009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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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业机械技术保养与修理概述

第一章 农业机械技术保养与修理概述

农业机器经常承受风、雨、雪、寒、暑、霜、冷、热、潮和泥水、沙尘

等的侵蚀；为了适应农作物、土地、气候的多样性和地块的差异多变，

机器结构复杂、种类繁多却也难以准确、完全地满足作业条件；多样

和多变的机器使研发难度大，批量制造的规模小，导致操作便捷性与

可靠性提升缓慢；操作者几乎都是农民，素质差异悬殊，虐待机器的

情形屡见不鲜。 农业机械使用环境恶劣、作业条件复杂多变、操作便

捷性与可靠性不高， 所有这些决定了农业机械对操作人员长期的和

必须的依赖性，因地制宜对机器进行技术保养和维修的重要性。

第一节 农业机械的技术保养

农业机械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某些间隙、孔洞和通道变化，紧固

件松动，零件疲劳、腐蚀、老化、磨损和变形等原因，造成零部件的工

作能力降低或丧失，使整机的技术状态变差。各部分的润滑、冷却、液压、

燃油等油液物料也会逐渐消耗，使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正常工作的条件

缺失，加剧整机技术状态的恶化。针对农业机械技术状态恶化以及工

作所需油液、物料消耗的程度，驾驶员、专业保养人员、修理人员适时采

取清洗、紧固、调整、更换、添加等维护性技术措施，以保持零部件的正

常工作能力和农业机械正常工作的条件的活动统称为技术保养。

一、技术保养的作用

一是良好的技术保养能够促使农业机械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机器在工作期间，由于运转、摩擦、振动、负荷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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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燃料及各种油液等的消耗，各部连接螺丝的松动，部分零件磨损严

重或损坏，油液、气体通道及其滤清器的堵塞、失效，配合间隙的变化

等等而出现不正常，使机器技术状态恶化，功率下降，作业质量变坏，

消耗增加。通过及时的对机器各部进行检查、清洁、紧固、加添、润滑、

调整、更换磨损严重及损坏的零件等技术保养工作，就可以使机器经

常保持技术状态良好，实现农业机械高效、低耗、优质、安全生产。

二是技术保养可延长机器经济寿命，提高收益，减少开支，保证

安全最有效果地工作。机器零件的磨损不是自然磨损，就是事故性磨

损。 机器在工作过程中，相互配合零件之间运动摩擦使尺寸改变，材料

疲劳；高温、高压和受化学腐蚀，零件变形损坏；振动使连接件松动等

都是自然磨损。 及时做好技术保养，可减轻自然磨损。 如不及时保养，

自然磨损可能转化为事故性磨损，不但会加快机件磨损和损坏，还会

造成事故。如润滑油消耗而不及时加添时，会造成润滑油不足，相互摩

擦的零件之间就形不成油膜，出现了干摩擦，加剧零件的磨损。 如按时、

按要求进行技术保养，及时加添润滑油，保持润滑油清洁和润滑油路

畅通， 相互摩擦的零件之间有充足的润滑油形成油膜， 变成液体摩

擦，磨损就会大大减少，机器使用寿命就可延长。 又如机油滤清器长时

间不清洗、不更换，造成润滑油路堵塞，曲轴因缺机油造成烧瓦，缸套、

活塞因缺机油造成粘缸，不但加快了机器磨损，还会造成断曲轴等恶

性事故。 再如转向机构的螺钉松动而长期不进行紧固， 会造成转向失

灵，进而造成翻车事故。

二、技术保养的种类及内容

（一）技术保养的种类

现行的技术保养主要有班次技术保养、 定期技术保养和专项技

术保养之分。

班次技术保养也称日常技术保养。各类农业机械在使用中，每天

或每班（累计工作时间达 8～10小时左右）作业前或作业后必须进行

的技术保养。

定期技术保养是根据农业机械制造、 使用及其技术状态变化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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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确定的周期性技术保养。 目前， 柴油机技术保养除班次技术保养

外，一般分为一级技术保养、二级技术保养和三级技术保养。 还有一

些只分为一级技术保养和二级技术保养。 拖拉机技术保养除班次技

术保养外，一般分为五级技术保养制、四级技术保养制、三级技术保

养制和定期技术保养制等形式。联合收割机多分为三级技术保养制，

其它较简单的农机具多采用定期保养制形式。 技术保养周期的确定

有两种方式，以农业机械累计工作时间或者累计燃油消耗量划分，现

行的技术保养周期多以农业机械累计工作时间划分。

专项技术保养主要是针对农业机械各主要工作部分或部件进行

的技术保养、换季技术保养、停用入库前技术保养和磨合试运转后的

技术保养。

（二）技术保养的一般要求和内容

1.技术保养的基本要求

农业机械的保养要按照“防重于治、养重于修”的原则，根据技术

保养规程或要求，按时、按号（级）、按项进行保养，确保农业机械经常

保持完好的技术状态。

各种农业机械要达到不漏油、不漏水、不漏气、不漏电；使用的各

种油液物料、冷却水洁净，标号、牌号符合要求；空气通道封闭好，过

滤有效；机器、工具清洁无污垢；油液料加注口、检视口密闭或封闭良

好；电路、导线绝缘良好，电器装置工作正常；各操作、转动、升降部位

轻便灵活；各部分设施机件齐全有效；各部件不变形、无锈蚀；各类切

割机件刃口不钝，运转机件和连接机件不旷动；各间隙和自由行程在

正常范围内；零部件配合部位润滑良好。

2.技术保养的基本内容

技术保养工作的内容方法会随着机器制造质量、 操作便捷性的

不断提高， 技术保养相关油液物料和工具的不断改进而可能有所变

化。 进行具体技术保养时，须依据随机使用说明书的具体要求，参照

本书和现行的技术保养条件，认真实施技术保养，确保农业机械技术

状态完好的同时，实现技术保养工作安全、低成本、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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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机械的保管常识

农业机械由于受到农作物生长季节性的限制， 大部分机器每年

工作时间较短，停放保管时间较长。 如不妥善保管，机器在停放期间

的损坏可能比工作期间的损坏更严重，应予特别重视。

（1）保管期间的损坏形式。①霉烂。霉烂主要是木质和纺织品类，

如帆布输送带等。 ②脱硫老化。 轮胎、胶带等橡胶件在空气中的氧和

阳光中的紫外线作用下，易老化变质，使橡胶件的弹性变差，工作性

能变差或早期损坏。 ③腐蚀和破裂。 木制机件受微生物的作用以及

雨淋、风吹、日晒易腐朽、破裂或被虫蛀。 ④变形。 一些零件由于长期

受力或放置不当，会产生塑性变形。 如弹簧、皮带、长刀杆、轮胎等。

⑤锈蚀。 金属受空气中的氧和水蒸气的作用将发生锈蚀。 锈蚀对零

件表面及厚度为 1～1.5毫米的薄钢板件危害最大。 如露天放置的薄钢

板一年锈蚀的深度可达 0.1～0.22毫米， 几年即可因锈蚀破损而报

废。锈蚀对型钢也有一定危害，特别是较薄、部位较低易受潮和积水的

零部件；锈蚀对铸铁件危害较小。⑥电气设备自行放电。电气设备

因受潮或表面有脏污、金属物件，可能引起蓄电池短路或自行放电等。

（2）保管措施。①存放机具的场、棚、库应保持清洁。露天停放时，

应将机具支离地面，做好防雨、雪等遮盖，以减少锈蚀。 ②机器停用

时，应进行认真检查、清洗和技术保养，已损坏的零件应及时修理或

更换。③金属零件的工作表面应涂防锈油，其中石蜡油的防锈效果较

好。 薄钢板、型钢及木制零部件都应涂漆保护。 ④拆下易腐怕潮的零

件入库保管时，棉制品、电气设备等应放在干燥处；木质和纺织品类

制品应拆下清洗晒干后， 存放在室内干燥并能防止虫害、 鼠害的地

方；橡胶制品应放在室内阳光直射不到的地方，或在外部进行遮盖。

蓄电池长期存放易硫化而提早报废，应按规定定期充电。⑤松放各种

弹簧、拆下皮带，支起装有轮胎的农具，以解除它们所受的负荷。长刀

杆应垂直挂起以防变形。 ⑥长期停放的拖拉机在技术保养时应注意

更换新润滑油并从油箱中放出燃油，清洗后封闭箱口，堵塞各开口、

孔洞，定期向汽缸内注入少量润滑油，充分润滑缸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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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业机械的修理

农业机械在使用中，其工作性能逐渐变差，技术状态变坏，甚至

恶化到一定程度时，机器即处于故障状态。 农业机械出现了故障，要

及时进行排除和修理，绝不能怕花钱而勉强维持作业。机具使用中发

现异常后要立即停机， 查明原因并确认已排除后方能重新投入生产

进行作业。遇到的故障自己排除不了，要找专业修理机构或技术人员

解决和修理。 决不可以带病作业，否则，不是使故障恶化，扩大问题，

加快机器损坏，就是形成不安全隐患，甚至造成事故。

一、农业机械故障形成的原因

（一）使用和技术保养不当

任何一种机器，由于结构、材质等方面的特点，往往需要按规定

进行维护和技术保养。在使用中如不按技术规程操作，不按规定进行

技术保养，将造成零件的早期磨损，使正确的配合关系发生破坏，从

而破坏了机器的技术状态。

（二）缺乏正确的技术调整

很多配合关系是经过一定的调整而得到的。如履带的张紧度、气

门间隙、轴承间隙以及各种农机具的工作部件调整等等。如不进行必

要的正确调整，将直接引起机器技术指标的下降。甚至使零件之间冲

击力和附加阻力增加，加速零件的磨损或损坏，使其丧失工作能力。

（三）零件配合关系的破坏

机器经长期使用，由于配合件之间所承受的各种负荷、温度和周

围介质的腐蚀作用等，将引起配合件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在动配合

件之间，会使其原配合间隙增大，增加冲击负荷，使润滑条件变坏，加

快零件的磨损；在静配合件之间，会使其装配紧度减弱，变为动配合

关系，使工作失调。

（四）零件相互位置的精确性被破坏

零件、部件、总成之间的同心度、平行度、垂直度以及零部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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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的改变，都将引起机器的故障。

二、农业机械修理的形式

（一）农业机械修理的形式

农业机械修理的形式一是故障修理制，二是预防修理制。

1.故障修理制

故障修理制即机器发生故障后再停机修理的方式。 这种制度是

对机械的故障未能根据其征兆，判断其将出现的时机而采取“坏了再

修”的被动修理方式。 这种修理制度的危害性是较大的，一是发生的

故障如不直接引起停机事故， 机器仍继续工作时， 可能发生连锁反

应，造成一系列零件发生重大损坏的事故。二是在机器工作期间停机

修理将引起很大的间接经济损失。如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收获作业，

突然停机修理， 除去修理费用以外， 误工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很

大。 三是无法做好修理前的准备工作，故障是随机发生的，对修理的

时间、质量和费用都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2.预防修理制

预防修理制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按技术状态修理制，二是定期

修理制。预防修理制就是在机器出现故障前，根据其征兆确定修理的

时机，消除故障发生的能性的修理方式。定期修理制是在机械完成一

定工作量后，不管它的技术状态如何，即进行某种规定的维修活动，

它包括定期检查、定期调整和定期修理等内容。

（二）农业机械维修服务的两种形式

一是农业机械制造商在各地设立的特约维修服务站（点），主要

负责所制造产品的售后服务及换件修理等； 二是经政府批准的农机

维修单位和修理专业户。

农业机械需要维修服务时， 首先应到农机产品制造商的特约维

修服务站（点）去进行维修，然后再考虑到具有“维修技术资格”的修

理服务单位或专业维修点去维修。 拖拉机、自走式机械、柴油机的大

修，必须由具有相应大修能力的农机修理机构承担。修复后要保证达

到质量验收标准规定的功率、耗油率等技术经济指标。农机维修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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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依照农机维修技术标准进行维修，保证维修质量。

三、农业机械“三包”知识

为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明确销售者、修理者、生产者的三包

责任和义务，加强对销售者、修理者、生产者履行三包义务和承担责

任的监督管理，国家颁布实施了《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

定》，简称“三包”规定。

（一）农业机械“三包”责任的范围

列入《农业机械产品目录》的产品适用于《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未列入《农业机械产品目录》的农业机械产品，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规定承担修理、更换、退货及损失赔偿的产品质量担保责任。

（二）农机“三包”规定的基本要求

1.实行谁销售谁负责“三包”的原则

销售者与生产者、修理者之间订立的合同，不得免除依照法律、

法规、规定应当向农民承担的“三包”责任和义务。

销售者是指产品的销售者。 生产者是指产品的生产者、供货者。

产品的进口者视为生产者。修理者是指与销售者、生产者订立修理合

同，承担产品修理业务的修理者。

2.履行“三包”规定的基本要求

销售者、生产者、修理者实施或制定的具体“三包”内容，其产品

范围、三包期限、主要部件范围、故障范围、修理次数和要求，以及销

售者、修理者、生产者承担的三包责任、义务不得低于《农业机械产品

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要求。

3.销售者应当履行的义务

不能保证实施“三包”规定的，不得销售产品；认真执行进货检查

验收制度；不准销售不符合法定标识要求的产品以及假冒伪劣产品；

保证销售的产品的质量；产品售出时应当开箱检验或者向购买者当面

交验、试机（车），提供财政税务部门统一监制的发货票、三包凭证、产

品合格证及产品使用说明书，介绍产品三包方式、修理者地址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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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介绍产品使用、维护、保养注意事项，按装箱单向购买者交清随

机工具、附件、备件；农忙季节应当有及时排除主要产品故障的措施。

4.修理者应当履行的义务

承担三包有效期内的免费修理， 承担有关收费修理； 维护销售

者、生产者的信誉，不得使用与产品技术要求和质量要求不符的零配

件，认真作好维修记录，记录修理前故障和修理后的产品质量状况；

向农民当面交验修理后的产品及维修记录，并试机；按照修理合同的

约定，保证修理费用和修理配件用于三包修理；接受销售者、生产者

的监督、检查；保持常用维修配件的合理储备，确保维修工作的正常

进行，避免因缺少零配件而延误维修时间；农忙季节应当有及时排除

产品故障的能力和措施；积极开展上门修理和电话咨询服务，妥善处

理农民的投诉和修理质量的查询。

5.生产者应当履行的义务

产品质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 不存在危

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应当符合该标准,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

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符合在产品

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

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产品应当具有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三

包凭证和有关技术文件。 整机应当按照装箱单装齐随机工具、附件、

备件；产品包装和防锈处理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和运输部门的要求，切

实起到保护产品的作用。 在产品销售地区设立维修网点，负责指导、

处理重大疑难质量问题。按照修理合同的约定，向修理者提供产品技

术资料、合理数量的修理配件、修理费用，并负责维修人员的技术培

训。保证产品停产后五年内继续提供修理配件。协助销售者开展三包

工作。 农忙季节有及时处理各种主要农业机械故障的手段和措施。

（三）农业机械“三包”的有效期

1.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整机“三包”有效期。 大、中型拖拉机（18千

瓦以上）1年，小型拖拉机 9个月；联合收割机（包括玉米收获机）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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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部件“三包”有效期。 大、中型拖拉机的发动机机体、汽缸

盖、飞轮、机架、变速箱箱体、半轴壳体、转向器壳体、差速器壳体、最

终传动箱箱体、制动毂、牵引板、提升壳体 2年；小型拖拉机的发动机

机体、汽缸盖、飞轮、机架、变速箱箱体、半轴壳体、转向器壳体、差速

器壳体、最终传动箱箱体、制动毂、牵引板、提升壳体 1.5年；联合收

割机（包括玉米收获机）的发动机机体、汽缸盖、飞轮、机架、变速箱箱

体、离合器壳体、转向机、最终传动齿轮箱体 2年。

（四）农业机械“三包”故障范围

1.拖拉机“三包”故障（表 1-1）

表 1-1

2.联合收割机“三包”故障（表 1-2）

表 1-2

序 号 名 称 故 障
1 机架 裂纹、严重变形
2 割台 严重变形
3 割台输送螺旋半轴 断裂

序 号 名 称 故 障
1 机架 断裂、严重变形
2 前桥 损坏
3 变速箱 总成报废（多个重要零件损坏）
4 后桥 总成报废（多个重要零件损坏）
5 变速箱 脱挡或乱挡多次发生
6 离合器壳 裂纹或损坏
7 变速箱体 裂纹或损坏
8 半轴壳体 裂纹或损坏
9 最终传动箱体 裂纹或损坏
10 轮轴 损坏或裂纹
11 悬架 损坏或裂纹
12 转向臂 损坏或裂纹
13 制动毂 损坏或裂纹
14 贮气筒 损坏
15 牵引装置 损坏
16 柴油机部分 故障与内燃机三包故障表同

拖拉机“三包”故障

联合收割机“三包”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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