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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三夏”“双抢”农业生产

农机检修技术指引

为做好 2024 年“三夏”“双抢”农机检修工作，确保农业

机械化生产顺利进行，强化农机化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支撑保

障，不误农时早谋划早检修，提出以下 2024 年“三夏”“双抢”

农业生产农机检修技术指引，供各地参考。

一、“三夏”“双抢”农机化生产项目和机具

主要机械化作业项目在南方地区有：机收油菜、早稻、小

麦，机械化水田耕整地、施肥、中晚稻育插秧、植保等；在北

方地区有：机收小麦、机械化耕整地、施肥、播种、植保等。

使用的主要农业机械有拖拉机、翻转犁、旋耕机、微耕机、

秸秆粉碎还田机、玉米精量播种机、水稻插秧机、自走式喷杆

喷雾机、植保无人飞机、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自走履带

式谷物联合收割机、油菜籽联合收获机、打（压）捆机、固定

（移动）式谷物烘干机等。

二、主要农机具检修技术

（一）轮式（履带）拖拉机

1.发动机的检修

（1）检查润滑系统。除了更换三芯（空气滤芯、柴油滤

芯、机油滤芯）外，还要更换或清洗各个液压油滤芯。应按地

区、季节要求更换润滑油和燃油。如已经放出润滑油，应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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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盖上的加油口，加入合格的润滑油后，静置十分钟，检查油

标尺，应与机油尺“上”线平齐，然后静置 20～30 分钟再检

查油位有无变化。如有上涨，需查找原因并排除故障。如果是

带涡轮增压器的发动机，需拆下涡轮增压器悬浮轴承进油口空

心螺栓，滴几滴润滑油，再装好。润滑脂油嘴、油杯均应配齐。

各润滑部位及总成均应按规定油品加足润滑油或润滑脂。通气

器应清洁、畅通。

（2）检查冷却系统。清理散热器、风扇等表面杂物，检

查散热器、连接胶管等，确保不漏液（水）；检查并调整风扇

皮带松紧度满足规定要求。加满冷却液（水），静置一小时，

看液位有无变化。如液位有下降，则需要查找原因。如无下降，

则正常。注意不能加容易产生水垢的井水和自来水。

（3）检查电路系统。启动、照明、仪表的电路应正常，

所有电气附件的绝缘部分，不得有漏电、短路等现象。寒冷地

区发动机冷起动装置应能工作正常。

在蓄电池电量不足时，要先用蓄电池额定电流的十分之一

充电。在铅酸电池充电时，电解液液面高度与刻线平齐或高出

隔板 10～15 毫米，要打开加液塞，以防出气孔堵塞，蓄电池

因气压过高而爆炸。充电完成后，单体蓄电池电压应在 13 伏

左右。

以上都检查正常后，起动前主、副变速手柄等应处于“空”、

“降”、“中间”或“分离”位置；液压动力装置应处于“中间”

位置；此时用曲轴前端皮带轮盘车孔或打开飞轮壳上的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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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盘车，转动曲轴 3-5 圈后，再打开点火开关，启动发动机

（适用于停放 1 个月以上的中小型拖拉机）。发动机转速需要

先低后高，逐渐增加，同时观察仪表，细听声音，如有异常，

应先停机后检查并排除故障。

2.底盘部分的检修

（1）检查润滑油。逐一检查变速箱、前桥、末端传动的

润滑油；检查方向机的锂基润滑脂（蜗轮蜗杆机械式方向机）

或液压油箱（液压转向方向机）内液压油是否充足；检查液压

系统的液压油是否充足。

（2）检查转向系。注意左右方向间的间隙，观察拉杆球

头传动和油缸（液压油缸方向）销轴间隙，如间隙过大，需更

换拉杆球头和油缸销轴。更换球头和销轴后，需检查前束，四

轮驱动的前束是 0～4 毫米，两轮驱动的前束是 5～10 毫米。

（3）检查离合器。检查离合器踏板和分离轴承与分离杠

杆的间隙，保证分离彻底、灵活，无卡滞，踩下踏板行程五分

之四时，能挂换档位，无打齿异响。如离合器使用时间过长，

需拆开检查摩擦片和分离轴承，如果超限需更换；如磨损不大，

分离轴承加润滑脂后，再按标准组装好。

（4）检查制动器。检查制动液面和踏板行程，制动踏板

第一脚能一次踩死，连续第二脚踩不动，回位正常且无卡滞，

左右制动踏板高度应同步。

（5）履带式拖拉机检查变速箱与后桥连接处、万向节、

支重台车以及车架与后桥的紧固情况，检查履带的张紧度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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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定要求，不符合应调整。

3.与农具挂接及调整

（1）选用传动轴与拖拉机 PTO 花键规格应匹配。传动轴

的配合长度应不小于 200 毫米。

（2）调整拖拉机上拉杆（中央拉杆）和左右吊杆，达到

农具机架在纵向与横向都处于水平状态。

（3）调整拖拉机下悬挂臂限位螺杆，达到农具横向中心

线与拖拉机纵向中心线相重合。拖拉机悬挂下拉杆与左右吊杆

连接的销轴放置在长孔位置，使农具工作时达到整体仿形的效

果。

（4）液压系统分配器在拖拉机工作时应放在浮动位置。

（二）翻转犁

1.作业前检修

（1）检查犁铧、犁壁等零部件，犁铧刃口厚度大于 3mm

应打磨修复或更换，犁壁磨损严重要更换。

（2）检查地轮胎压在正常范围内（如有）。

（3）检查各种螺栓螺母、销轴，确保处于紧固状态。其

中犁壁固定螺栓不能过紧，以防犁壁产生应力，容易断裂。

（4）检查每个润滑口，确保黄油充足。对活动部位（轮

轴、行走曲柄等）涂油润滑。

（5）翻转犁与配套拖拉机连接后，应安装安全锁销；检

查液压油管，防止漏油和油管缠绕。

（6）将犁提起，调节升降速度，检查拖拉机的纵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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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必要时给拖拉机增加配重。

（7）操作拖拉机，检查翻转犁翻转是否正常。

2.作业中检修

（1）入土角调整。将犁体与犁柱间相连的紧固螺栓及定

位调整螺栓拧松，然后敲击犁体，使犁体相对犁柱的角度略微

改变，以增大或减小入土角度。入土角以 3 至 10 度为宜，犁

体数量越多，入土角应越小。调整完毕后同一侧犁体的犁尖应

处于同一高度，并将紧固螺栓和定位调整螺栓拧紧。

（2）耕深调整。通常情况下，翻转犁的耕深为 20-40cm。

试耕中，耕深过深或过浅，应调整限深轮。转动限深轮调整螺

栓（手柄），调低限深轮，升高犁架，减少耕深，反向转动调

整螺栓，增加耕深。也可通过拖拉机液压系统调整耕深满足要

求。拖拉机液压系统的设置请参阅拖拉机制造商的操作说明。

此时，必须将拖拉机液压系统调整至力调节或者力、位综合调

节。

（3）横向水平调整。当拖拉机停于水平地面时，悬挂架

横梁（犁架）应与地面平行,如果不能保持平行，应调整拖拉

机两下拉杆处于同一高度。犁地时，从行驶方向看，犁柱应尽

可能与地面保持垂直。如果不能保持垂直，应借助于悬挂架横

梁两面侧的水平调整螺栓来调整横梁横向水平。用同样的方法

使另一侧保持与地面平行。

（4）纵向水平调整。横向水平调整完成后就要在试耕中

对犁架进行纵向水平调整。其调整只限于调整拖拉机悬挂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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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拉杆，犁架前高后低、入土困难或耕深过浅，应缩短上拉

杆；反之，应伸长上拉杆。

（5）第一个犁体作业宽度调整。通过调整丝杠来调整第

一犁体的作业宽度，使第一犁体切下的土垡宽度和其他犁体切

下的土垡宽度相同，并且和已翻土接缝平整。

（6）牵引线调整。当试作业时，拖拉机明显跑偏时，应

调整牵引线。松开机架调整丝杠锁紧螺母，调整丝杠长度，使

翻转犁牵引线与行进方向一致，然后锁紧螺母。

（7）作业时应随时观察作业情况，发现机具有堵塞或缠

草严重应及时清理。

3.安全操作提示

（1）启动作业时，要边走边下落犁体，以免入土工作部

件受到剧烈冲击损坏。

（2）作业过程中翻转犁上严禁乘人，如出现异常响声，

应及时停止作业，待查明原因解决后再继续进行作业。

（3）地头作业时，应先将犁提升，当犁铧完全出土后才

能转弯。严禁一边转弯一边提升，以免损坏犁铧、犁柱和拖拉

机的后悬挂系统。

（4）不可以在悬挂状态下长距离运输。运输过程中确保

拖拉机下拉杆两侧限位杆锁定，严禁在犁架上捎运重物，以免

造成犁架变形。通过坎坷路面或沟壑时必须减速缓行，以避免

过大的颠簸冲击。

（5）保养或维修时，确保可靠支撑机构或液压锁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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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支撑液压翻转犁。

（6）停机熄火时，应将犁降落在地面。翻转犁存放时，

应用支撑杆撑牢犁架，以防倾倒。

（三）旋耕机

1.作业前检修

（1）检查传动箱。检查传动箱齿轮油油量，低于油面线

的要补加同类型齿轮油；检查各个齿轮之间间隙，特别是圆锥

齿轮啮合间隙，间隙过大过小都会引发故障；检查传动箱输出

花键轴和刀轴轴套之间间隙，磨损严重的要成套更换。

（2）检查刀部。检查刀轴两端油封，以及刀轴、刀座和

刀片，如有破损应除旧换新。更换刀片时应按照双螺旋线方向

有规律地紧固刀片固定螺栓。更换刀片等旋转零件时，必须将

拖拉机熄火。

（3）检查旋耕刀是否装反和固定螺栓及万向节锁销是否

牢靠，确认稳妥后方可使用。

（4）挂接拖拉机检查。挂接时，注意匹配的箱体高度，

高低箱体不能配错。注意动力输出轴和旋耕机输入轴夹角，夹

角最好小于 10 度。传动轴十字轴和轴承不能松旷，各方向转

动灵活，并加注润滑脂；旋耕机左右要水平，输入轴要与拖拉

机动力输出轴在同一个中心线上。

2.作业中检修

（1）拖拉机启动前，应将旋耕机离合器手柄拨到分离位

置。要在提升状态下接合动力，待旋耕机达到预定转速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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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方可起步，并将旋耕机缓慢降下，使旋耕刀入土。严禁在旋

耕刀入土情况下直接起步，以防旋耕刀及相关部件损坏。严禁

急速下降旋耕机，旋耕刀入土后严禁倒退和转弯。

（2）作业中，如刀轴过多地缠草，应及时停车清理，以

免增加机具负荷。

3.安全操作提示

（1）地头转弯未切断动力时，旋耕机不得提升过高，万

向节两端传动角度不得超过 30 度，同时应适当降低发动机转

速。

（2）转移地块或远距离行走时，应将旋耕机动力切断，

并升到最高位置后锁定。

（3）旋耕机运转时，人严禁接近旋转部件，旋耕机后面

也不得有人，以防刀片甩出伤人。

（4）旋耕时，拖拉机和悬挂部分不准乘人，以防不慎被

旋耕机伤害。

（四）微耕机

1.发动机检修

（1）清洁发动机表面。使用干净的软布擦拭发动机外表，

确保清洁。可以用温水和中性清洁剂清洁，避免水进入进气口。

避免使用高压水枪直接冲洗发动机，以免损坏电子元件。

（2）检查、更换润滑油和燃油。使用油尺检查机油液位，

确保在最低和最高标记之间。如果需要添加机油，在加注前清

洁油口以避免杂质进入。应按地区、季节要求更换润滑油和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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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3）检修滤芯和火花塞。检查空气滤芯是否干净，可用

吹风机轻吹除尘，如严重污垢应更换新的滤芯。拆下火花塞检

查电极部分，清洁或更换火花塞，按说明书要求拧紧。风冷柴

油发动机不使用火花塞，此步骤可省略。

（4）检修电池（仅对电启动发动机）。检查电池的电量

是否充足，如果电池电量不足，需要充电或更换。检查电池接

线端是否有腐蚀，如果有，需清洁干净。

（5）检修电源线路（仅对电启动发动机）。检查电源线

路，如有磨损或者断裂情况，需要及时更换或修复，以免造成

电路短路或断开；检查线路连接处，如有松动或锈蚀需要及时

紧固和清洁。

（6）启动微耕机，确保发动机正常运转并没有异常声音

或震动。

2.传动系统检修

（1）检修传动轴和连接件。定期检查传动轴和连接件，

包括螺栓、螺母等，确保连接紧固无松动。

（2）检修链条或皮带。链条、皮带有开裂或较大磨损应

及时更换，调整链条、皮带张紧度符合规定要求。

（3）润滑传动部件。根据说明书要求定期给传动轴、链

条适量加注润滑油或润滑脂。

（4）清洁传动部件。定期清洁传动部件表面，去除积尘

和污垢，避免杂质进入传动系统影响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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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架及保护罩检修

（1）检修机架和保护罩等结构件与覆盖件。检查机架、

扶手架、拖挂体、保险杠和保护罩等结构件与覆盖件的连接螺

栓，确保连接紧固无松动或者缺失，如有松动现象，应进行紧

固，缺失的螺栓和螺母，应补全、紧固。定期检查上述部件是

否存在变形、裂纹或者开焊，如发现问题，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2）检修表面涂层。检查机架、扶手架、拖挂体、保险

杠和保护罩等结构件与覆盖件表面的涂层保护情况，如有锈蚀

或者磨损现象，应及时清除锈蚀部分并重新涂刷保护漆。

（3）清洁保养。定期清洁上述结构件和覆盖件表面，去

除表面的尘土和污垢，避免积尘引发腐蚀。

4.刀具部件检修

（1）检查刀具状态。定期检查耕田刀具或其他作业部件

的状态，如有损坏或磨损严重的情况，应及时修复或更换。检

查刀片与刀筒的连接螺栓、螺母等，确保刀具紧固可靠。

（2）清洁刀具部件。在使用过程中，及时清洁作业部件，

移除土壤、杂草或其他杂质。

5.作业中检修

（1）检修行驶机构：进行微耕机的行驶测试，检查转向

系统、传动系统等是否正常，换挡是否顺畅。

（2）检修离合器。每次作业前，微耕机按正常耕作状态

耕作，观察耕刀是否有打滑情况。如果出现打滑情况，应及时

调整离合拉索避免打滑情况；如果离合拉索调整到极限位置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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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打滑，则应更换离合拉索或离合器摩擦片，确保微耕机耕作

时耕刀不出现打滑情况。

（3）调整作业深度。根据土壤情况和作业要求，适时调

整作业部件的深度和刀具角度，确保作物栽培或土地处理的效

果达到最佳。

（4）调整作业速度。根据土壤性状与实际情况选择合适

挡位，避免过快或过慢导致作业质量下降，同时保证作业效率。

6.安全操作提示

（1）检修过程中，请将微耕机处于停止状态并停稳在平

坦地面上，避免倾翻而造成意外伤害。

（2）检修发动机和传动系统时，务必停止发动机并等待

传动部件完全停止运转。

（3）运转调试时，注意不要碰到旋转部件，确保安全。

（五）秸秆粉碎还田机

1.作业前检修

（1）检查拧紧各连接螺栓、螺母。

（2）检查各插销、开口销有无缺损，必要时添补或更换。

（3）加注润滑脂，传动轴伸缩套内应涂抹润滑脂。

（4）检查齿轮箱密封情况，静结合处不应渗油，动结合

处不滴、漏油；如渗漏油，需更换纸垫或油封。

（5）检查齿轮箱润滑油油面，不够时添加。检查齿轮箱

上呼吸孔是否畅通，如有堵塞应及时疏通。检查放油堵螺栓是

否松动，应拧紧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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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检查刀轴甩刀（锤爪）是否缺损并及时补齐。刀片

应成组更换。更换刀片时，应对称更换径向相邻的两组刀片，

每组刀片重量差应小于 10 克。

（7）清除甩刀、刀轴、定刀片上的泥土与缠留物。

（8）检查各轴承处温升，若温升过快、过高，即为轴承

间隙过大或缺润滑油所致，应及时调整间隙或加润滑油润滑。

（9）机具挂接。方式一：将万向节抽开，将两个内花键

分别安装在拖拉机和还田机上，装好插销。拖拉机后悬挂与机

具悬挂装置基本对准后，先挂接万向节，后安装下悬挂和上悬

挂，并插好锁销。方式二：拖拉机后悬挂与机具悬挂装置基本

对准后，先安装下悬挂和上悬挂，然后将安装好的万向节两个

内花键分别安装在拖拉机和还田机上，并插好锁销。在安装过

程中，可微用力使机具的齿轮轴转动。

2.作业中检修

（1）随时检查及调整皮带张紧度，及时清理机壳内壁上

的粘集土层，发现声音不正常、振动时，应立即停车检查。

（2）调整留茬高度。调整限深滚，在机架左右两侧侧板

上预留了一排调整孔，固定位置不同，得到的留茬高度也不同，

调整时两边应同步调整。注意最低留茬高度以甩刀（锤爪)刃

口不入土为宜，否则会加速甩刀（锤爪)磨损，降低粉碎效果，

增加拖拉机负荷。

3.安全操作提示

（1）秸秆粉碎还田机运转时，严禁人体接近旋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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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上和机具后严禁有人，以防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2）转弯、倒车时，必须提升秸秆粉碎还田机并切断动

力，严禁猛提猛放。

（3）作业时如有异响，振动异常时，应立即停车检查，

排除故障后方可继续工作。

（4）检修、清理机具杂物时，拖拉机必须熄火，将机具

落地并稳固，防止机具伤人。

（六）玉米精量播种机

1.作业前检修

（1）开沟器安装调整。播种开沟器必须与施肥开沟器左

右方向错开 50 毫米以上，避免化肥烧苗。安装各播种总成时

要尽量保持各对应轴孔同心，螺栓旋紧时，边拧边观察总成与

支架梁的间隙，要保证与梁面紧密均匀接合。

（2）播种行距调整。按当地农艺要求调整播种机行距；

调整时以播种机梁架中心线为基准线，向左、右对称轴向移动

播种单体和施肥开沟部件，同时,支撑轮、传动机构以及排肥

箱也要做相应调整。移动过的零部件要重新拧紧。

（3）播种株距的调整。播种株距的调整就是对播种机的

传动系统进行调整，大多数播种机的传动系统都是由链条传动

来完成的，可以根据使用说明书中的播量表选择与预期播量相

匹配的链轮，将其正确挂接在传动系统上，挂接好相应的链轮

并张紧。

（4）施肥深度调整。松开施肥开沟器固定座上的顶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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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移动犁柱调整深浅，上移则浅、下移则深。要求各施肥开

沟器下尖连线与机架平行，建议施肥开沟器较播种开沟器深 50

毫米，以实现化肥深施。

（5）施肥量调整。作物品种、亩保苗株数（垄距和株距）、

土壤肥力决定亩施肥量，根据施肥量的要求，以支撑轮转动 10

圈为准，测定排肥器排出肥量大小，再计算出亩排肥量（滑移

率按 10％计算），直到调节排肥器达到亩排肥量时为准。

（6）播种深度调整。调节每个播种单体上的限深指针手

柄，确保每一个播种单体上的限深指示针处于同一刻度，保证

整机播种深度一致。但在播种作业的实际操作中，受整地条件

和土壤环境不同所限，播深调整后应进行实际播种深度测定，

一旦出现指示播深与实际播深不符时，要进行二次微调，达到

播深一致的效果。

（7）播种量的调整。打开排种器盖调整隔板，隔板定位

孔上移，重播率降低，但漏播率提高；隔板定位孔下移，漏播

率降低，但重播率提高。需要反复调整试验，达到满意状态为

止。

（8）链条松紧调整。通过调整链条张紧板的位置改变链

条张紧程度达到说明书要求。

2.作业中检修

（1）播种机在选择作业路线时，机械应保证进出方便且

便于加种。

（2）播种时不能中途停车或忽慢忽快，要保持匀速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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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以免漏播、重播。

（3）要在行进过程中操作播种机的升降，转弯或倒退时

应提升播种机，以防止开沟器被堵塞。

（4）在播种时实时观察传动部件、开沟器、排种器以及

覆土器的工作情况，及时排除粘土、缠草、堵塞或晾种的情况。

3.安全操作提示

（1）播种机启动作业时，要边走边下落播种机，避免快

速或突然放下，以防入土工作部件受到剧烈冲击损坏，也避免

造成导种管口和施肥开沟器口堵塞。

（2）严禁在播种作业时进行调整、修理和润滑工作。工

作部件和传动部件粘土或缠草过多时，必须停车清理，严禁在

作业中用手清理。

（3）不准在左右划印器下站人和在机组前来回走动，以

免发生人身事故。

（4）播种机在作业过程中不允许急转弯和倒车，以免损

坏播种部件。

（5）播拌药种子时，工作人员应戴风镜、口罩与手套等

防护用具。播后剩余种子要妥善处理，严禁食用，以防人畜中

毒。

（七）水稻插秧机

1.作业前检修

（1）清洁机器。清洗机体，清除泥污杂物、缠绕物；清

洁空气滤清器、散热器、油水分离器。清理肥箱中残存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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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排肥槽轮、排料毛刷等；清除开沟器及排肥口处泥污杂物。

（适用于侧深施肥装置）

（2）检查及添加燃油、冷却液（水）、机油。检查燃油和

冷却液（水）余量，若不足应及时加注。按说明书规定的保养

周期清洁或更换燃油滤清器滤芯；检查、补充或更换发动机、

变速箱、后车轴箱、插秧箱等部件机油，更换机油应同时更换

机油滤清器滤芯。

（3）加注润滑油脂。按说明书要求，对插秧臂、旋转箱、

移动支架、浮舟、连杆、驱动轴、滑块、导轨、各行离合器等

部件涂抹或加注锂基润滑油脂。

（4）作业零部件和发动机传动部件检查。检查送秧机构、

曲柄、摆杆、秧爪、插植叉等的磨损、变形、润滑情况及间隙

大小，如不满足使用需求需更换或调整；检查肥箱、排肥槽轮、

输肥波纹管、输气波纹软管是否破损漏气，如有请及时修理或

更换（适用于侧深施肥装置）；检查前后轮胎磨损；检查、调

整或更换发动机皮带、变速箱驱动皮带、纵向传送带；检查调

整各手柄及拉杆、拉线；检查或更换推秧器、秧针。

（5）启动检查。检查启动电机、发电机、喇叭、车灯等

电器部件是否正常，发动机有无异响，排气烟色是否正常，仪

表指示是否正常等，发现故障及时维修。

（6）运转作业部检查。检查载秧台、送秧部件及插植臂

等插植部件是否工作正常，发现故障及时维修；检查排肥槽轮、

鼓风机是否运转正常，如排肥卡阻等及时维修（适用于侧深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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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装置）。

（7）行走检查。缓慢起步，检查插秧机行走是否平稳，

制动器、变速器是否正常工作等，发现故障及时维修。

（8）试栽插检查。按农艺要求调整栽插株距、取秧量、

栽插深度等,进行试栽,检查栽插作业质量,直至符合指标要

求。若漏秧率达不到指标要求，应减少横向传送次数以增加取

样量，若漂秧率达不到指标要求，应适当增加栽植深度。

（9）施肥量检查（适用于侧深施肥装置）。按侧深施肥农

艺要求调节开沟器高度与角度，设定目标施肥量，运行一段距

离后称施肥量，根据作业面积统计实际施肥量，调整排肥器开

度大小直至实际施肥量满足作业需求。

2.作业中检修

（1）作业时，应平缓启动机器，保证起步阶段不漏插、

不断肥。

（2）插秧作业时，因秧箱内秧片栽插至长度较短时，应

及时加装秧苗，切勿用手扶抵秧苗，以防秧爪取苗时伤手。

（3）当插秧机下陷时，请勿强行牵拉或上抬，可用水田

轮加塞棍子法，可将长 650 mm，直径 100 mm 的棍子塞进水田

轮叶片间，通过水田轮转动使机具逐渐离开下陷地带。

（4）插秧机转向时，应提起秧箱、肥箱，停止栽插、施

肥。避免倒车，倒车容易造成施肥口堵塞。

（5）在插秧机工作过程中，要确保浮舟清洁，避免其上

堆积的杂物缠到传动轴或万向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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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业完毕后应及时清扫肥箱，定期对施肥部件进行

清洗及加油，防止肥料附着生锈（适用于侧深施肥装置）。

3.安全操作提示

（1）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说明书和产品上粘贴的警示标

牌、提示标牌。

（2）饮酒后、睡眠不足和过于劳累时请不要操作机器。

（3）插秧过程中，机手和喂秧手要各司其责，协同配合，

以免喂秧手发生操作事故；如需要调整，必须要将插秧机停机，

熄火后再进行相关的调整。

（4）不得用插秧机拖拉重物。

（5）进、出田块和过田埂时，要低速行驶，并严格按照

使用说明书的操作方法进行。

（6）停车时，请务必将主变速手柄置于空挡位置，并踩

下刹车踏板，必要时熄灭发动机。

（八）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1.作业前检修

（1）清洗机体，清除异物、缠绕物，清洗植保机药箱、

药泵、滤网及喷嘴等；清洁空气滤清器、散热器、防虫网、油

水分离器等。

（2）添加冷却液（水）；加注燃油；清洁或更换燃油滤清

器滤芯；补充或更换发动机、变速箱、后车轴箱等部件机油，

更换机油应同时更换机油滤清器滤芯；添加药泵润滑油，清洗

药泵吸入式滤芯；更换密封件、喷嘴等易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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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看外部及连接部主要螺母有无异常、松动，前后

轮胎是否磨损，调整或更换发动机皮带、变速箱驱动皮带等；

调整各手柄及拉杆、拉线；补充蓄电池电量。

（4）启动电机、发电机、喇叭、车灯等电器部件是否正

常，发动机有无异响，排气烟色是否正常，仪表指示是否正常

等，发现故障及时维修。

（5）检查喷杆升降、收放是否正常，回水搅拌装置是否

工作，系统压力和各喷头喷雾效果是否符合作业要求等。

（6）缓慢起步，检查机具行走是否平稳，制动器、变速

器是否正常工作等，发现故障及时维修。

2.作业中检修

（1）发生故障时，需要停车熄火，关闭药液分配阀等，

再进行检查。

（2）尽量避免急刹车，以免主药箱中的水涌动导致机器

不稳。

3.安全操作提示

（1）运输前请检查灯光、喇叭、刹车和紧急制动功能是

否正常，保证喷杆处于折叠状态且喷杆托架已经托住喷杆。机

具在起步、升降及喷杆展开或折叠时应鸣笛示警。

（2）在道路运输及作业过程中，严禁人员站在机器上，

应时刻注意道路交通状况能否满足机具的尺寸。

（3）在未熄火的状态下，不得进入机械底部进行检查、

保养、维修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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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行作业、维护保养及操作喷杆时，喷杆摆动范围

内及喷杆下方均不允许站人；除非进行必要的维修保养，否则

人员不得进入药箱。喷药作业后，如药箱内有残余药液，则应

按照有关环保规定进行处理，不得随意排放。

（5）操作人员作业时需佩戴防护装备(衣服、手套、鞋子

等)，不得有喝水、吃东西、吸烟等可能产生农药中毒效果的

行为。

（九）植保无人飞机

1.起飞前例行检修

（1）检查螺旋桨、机臂、电机底座、舵机、脚架、边梁、

碳框是否完好，如发现异物需及时清理，如发现裂纹或缺陷需

要及时更换。

（2）试运转动力电机，检查安装是否牢固、有无虚位、

旋转是否顺畅无异响，发现问题及时维修。

（3）试运转离心喷头，检查安装是否牢固、旋转是否顺

畅、喷盘是否完整，发现问题及时维修。

（4）检查 RTK 天线是否安装完好，发现问题及时维修。

（5）检查药箱进药口、过滤网有无异物，发现异物及时

清理。

（6）检查视角影像镜头是否清洁，为防止刮坏镜头，建

议使用眼镜布从左至右一个方向擦拭。

（7）检查仿地雷达、前置动态雷达表面是否清洁、无异

物遮挡并安装稳定，发现问题及时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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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检查电池插座有无异物，如发现金属发黑，需及时

进行清理。

（9）检查电池卡扣是否有损坏，安装电池时听到“咔嗒”

一声表示安装牢固，否则需及时维修。

2.操控系统检修

（1）打开无人机操控 App，查看 App 版本及设备固件是否

需要更新，如有更新，请立即根据提示完成更新操作（注意：

请确保每次飞行前，所有固件都升级至最新版本）。

（2）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检修“单手控绑定”，确认绑定单

手操控设备。

（3）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检修“通信系统”，查看通讯信号

是否良好且显示正常。

（4）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检修“定位系统”，查看基站是否

连接，是否进入 RTK。

（5）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检修“电力系统”，确认电池电量

可以满足当前作业需求，电池电芯电压为绿色表示正常。

（6）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检修“喷洒系统”，进行手动喷洒

测试。确认喷洒系统通畅，管道无破裂漏药，喷盘转动正常，

流出液体无气泡。

（7）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检修“动力系统”，进行怠速测试，

确认电机转向正常无异响。

（8）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检修“感知系统”，确认地形模块

和避障雷达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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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操作提示

（1）酒后、睡眠不足、生病时、孕妇、未满 18 周岁、未

获得资质证书者不允许操作。

（2）在周围 1 亩范围无安全降落点的田内不能进行作业。

（3）作业结束后应停止发动机，关闭遥控器电源，并将

遥控器置于工具箱内，取出钥匙。

（4）当无人机出现紧急状况时，应将无人机以最快方式

飞离人群，并尽快降落或迫降。

（5）操作员必须了解机械使用知识及药剂性质，掌握预

防中毒措施和救护方法。

（6）操作员作业前必须穿戴防护用品，作业后凡与药物

接触的身体部位和防护用品必须用肥皂水洗净。

（7）无人机的药剂箱、管道及接口不能渗漏，作业时工

作压力不能超过规定值，排除故障、拆卸接头和喷头前须先清

除箱内压力。

（8）夜间检修或添加药剂时，不准用明火照明。

（9）作业结束后，应在适当地点对机械进行彻底清洗，

并防止水源污染。

（十）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1.作业前的检修

（1）检修发动机。清理空气滤清器和通气道；清洗或更

换机油滤芯和柴油滤芯并更换油底壳机油，油箱加足合格柴

油；检查冷却系，加足冷却液；检查蓄电池电量并充电。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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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空转 10～15 分钟，观察有无异常，如有异常需停机

检查排除。

（2）检修传动部件。检查割台、滚筒、风扇、筛箱驱动

机构等转速高、震动大、负荷重的部件和转速高的链轮、复合

胶带轮及轴承的螺栓紧固情况。调整链条和胶带的张紧度。查

看各转动部件是否转动灵活。

（3）检修刀片。检查刀片是否完好，刀片是否牢固，割

刀间隙、压刃器间隙是否合理，活动刀片与护刃器中心线是否

重合，不符合作业要求的应调整并紧固。

（4）检查脱粒间隙。依次检查收割、输送、脱粒和清洗

装置，按作业要求调整脱粒间隙。

（5）检查操纵机构。检查离合器、制动装置的技术状态，

查看其可靠性和灵活性，必要时更换制动液。

（6）检查液压系统。检查液压油泵、操纵阀及管路，内

漏严重或封闭垫损坏的应及时排除或更换；液压油过脏及有杂

质的应予更换。

（7）检查密封性。为防止作业时跑粮、漏粮，应认真检

查过桥与脱谷滚筒凹板过渡板结合处、滚筒凹板间隙检视孔

处、抖动板两侧密封袋与侧壁结合处、清粮筛框两侧密封带与

侧壁结合处、搅龙壳与底活门贴合处、复脱器盖与壳贴合处、

卸粮搅龙与粮箱结合处等的密封性。

2.作业中检修

（1）要先运转再行走；下田进行作业时，必须先结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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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离合器，让割台、割刀、传送装置、脱粒装置、清选装置等

工作部件先运转起来，发动机油门要踩到底，达到额定工作转

速，此时，机手才可驾驶操作小麦收割机进行行走，开始收割

作业。

（2）调整作业速度。高产田块要降速，低产田块要提速；

收割机的喂入量是有上限的，喂入量过大，易造成分离、清选

超负荷，出现丢损超标的情况。

（3）要及时检查。在收割过程中，要及时检查收割机作

业质量，发现异常时及时停机检查。在停机时，要按技术要求

对机具进行检查、维护、调整，使收割机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3.安全操作提示

（1）请不要在酒后、服药后或疲劳状态下操作维护收割

机。

（2）在对收割机进行清理、清洁、检查、维护保养、加

油以及机手离开驾驶室时，请务必关停发动机并拔下钥匙。请

在发动机充分冷却后再打开散热器的水箱盖。

（3）启动发动机时，必须先鸣喇叭，确认其他人都远离

收割机到达安全处后再启动。两个人共同检修保养收割机时，

严禁另一人私自转动旋转部件。

（4）在升起割台、打开粮仓、脱粒滚筒等作业机构进行

检查、清扫、调节时，请务必锁上安全锁具，确保各机构不会

下落或自行关闭而造成人员伤害。收割机在道路行驶或转移

时，应将左、右制动踏板锁住，收割机割台提升到最高位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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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

（5）严禁在麦田中抽烟，并要防止电气线路接触不良、

短路、发动机排气管周边堆集草屑等引发的火灾安全事故。

（十一）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及油菜籽收获机

1.作业前检修

（1）清理发动机空气滤清器和通气道；清洗或更换机油

滤芯和柴油滤芯并更换油底壳机油、液压油、制动液;油箱加

足合格柴油；加入冷却液；检查蓄电池电量并充电。启动发动

机，空转 10～15 分钟，观察有无异常，如有异常需停机检查

排除。

（2）检查滚筒、风扇、割台、筛箱驱动机构等转速高、

震动大、负荷重的部件和转速高的链轮及轴承的螺栓紧固情况

并根据需要调整。

（3）查看各转动部件是否转动灵活；调整链条和胶带的

张紧度。

（4）检查收割机构。检查切割器刀片是否完好、牢固，

间隙是否合理，动刀片与护刃器中心线是否重合，并根据需要

调整紧固；按作业要求调整拨禾轮高度和扶禾爪的下垂量。

检查竖割刀的刀片是否完好，刀片是否牢固，割刀间隙、

压刃器间隙是否合理，活动刀片与护刃器中心线是否重合，横

割刀与竖割刀联动机构协调性，不符合作业要求的应调整并紧

固（适用于油菜籽收获机）。

（5）检查脱粒清选装置。按作业要求调整脱粒间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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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风扇风量等。查看切草刀、振动筛及前端轴承、百叶筛条等

磨损情况并根据需要更换。

（6）检查秸秆处理机构。全喂入收割机一要调整秸秆排

出位置，保证秸秆均匀排出；二要查看切断刀和定刀是否磨损

或破损，如有请更换新的刀片。半喂入收割机切刀刀片与供给

刀刀片重叠量在 9 毫米以下时，要调整供给刀轴的安装位置；

切刀刀片和供给刀刀片之间的间隙要在 4.5～7 毫米之间；排

草链条压杆与链轮的间隙要调整至 2.5 毫米以内。

（7）检查离合器、制动装置的技术状态，看其可靠性和

灵活性。

（8）查看液压油泵、操纵阀及管路，损坏的应及时更换；

液压油过脏及有杂质的应予更换。

（9）检查过桥与脱谷滚筒凹板过渡板结合处等地的密封

性，减少收获损失，杜绝跑粮、漏粮现象。

2.作业中检修

（1）发动机每工作 250～300 小时必须更换机油及机油滤

芯，柴油滤清器每工作 200 小时需更换；液压系统每工作 250～

300 小时换油及回油滤清器、行走过滤器滤芯一次。在进行清

理、检修、保养、加油以及机手离开驾驶室前，请务必关停发

动机。

（2）在升起割台、打开粮仓、脱粒滚筒等作业机构进行

检修、清扫、调节前，请务必锁上安全锁具，确保各机构不会

下落或自行关闭而造成人员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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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割台堵塞时，应调整动、定刀片间隙到 0.3～1 毫米

左右；如果割刀刀片或护刃器损坏，需更换刀片或护刃器。割

台堆积作物时，割台喂入搅龙与割台底板的间隙应调整到 6～

15 毫米左右。喂入搅龙缠草时，应调整喂入搅龙右侧的拨片来

使拨禾齿杆与底板的间隙为 6～10 毫米。拨禾轮打落籽粒较多

时，需降低拨禾轮转速。

（4）脱粒滚筒堵塞时，可调整皮带张紧度来保障滚筒转

速，如因喂入量偏大所致，可降低机器前进速度或提高割茬。

排草夹带籽粒偏高时，要清理凹板筛前后“死角”的堵塞，发

动机转速应达到 2500 转/分，油门要踩到位。粮食中含杂率偏

高时，要将鱼鳞筛角度调整到合适位置，调节风量调节板，适

当增加进风量。

3.安全操作提示

（1）请勿在酒后、服药后或疲劳状态下操作维护收割机。

（2）在进行清理、检修、加油以及机手离开驾驶室时，

请务必关停发动机并拔下钥匙。

（3）两人共同检修收割机时，严禁另一人私自转动旋转

部件。

（4）在升起割台、打开粮仓、脱粒滚筒等作业机构进行

检修、清扫、调节时，请务必锁上安全锁具，确保各机构不会

下落或自行关闭而造成人员伤害。

（5）严禁在稻（麦）田中抽烟，要防止电气线路接触不

良、短路、发动机排气管周边堆集草屑等引发的火灾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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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打（压）捆机

1.作业前检修

（1）检查弹齿离地间隙并调整到 50 毫米。

（2）打捆前机器空运转 3～5 分钟，观察各运动件是否相

互干涉、卡滞、各处联接是否牢固可靠。

（3）调整草捆密度。草捆密度和重量的调整要根据牧草

品种、含水率等田间条件灵活掌握。慢慢增加草捆密度,进行

多次打捆以调整草捆密度,直到达到所需密度。

（4）调整草捆长度。在打结器后方的压捆室顶部装有草

捆长度控制器。草捆长度通过可调挡环的安装位置调整，当可

调挡环向上移动时，草捆长度随之增加；反之，草捆长度缩短。

2.作业中检修

（1）要注意观察草条和地形变化状况，使拖拉机的前进

速度和动力输出轴转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2）当物料堆积时，先切断动力输出轴动力，并关闭发

动机，人工清除堵塞物料。

3.安全操作提示

（1）在检修保养机器时，必须切断动力输出轴动力，关

闭发动机。

（2）机器运转时，严禁驾驶员离开座位。

（3）酒后、带病或过度疲劳、儿童等无自我保护能力人

员严禁操作机具；操作者应谢绝上述人员在机具运转和作业时

靠近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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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地头转弯空行时，必须切断动力输出轴动力。

（5）机器上应配置灭火器，作业现场严禁烟火，消除一

切火灾隐患。

（十三）固定（移动）式谷物烘干机

1.作业前检修

（1）查看电源或热源情况，如果用电电源电压需稳定且

满足在额定电压±5%范围内并设置二级漏电保护装置；检查电

源线有无损伤；电源是否确实接地。

移动式谷物烘干机安装完第一次使用或更换电力系统时，

请重新确认接地效果。

（2）查看装粮排粮机构及内部干燥循环机构是否堵塞或

磨损变形，如堵塞或磨损变形需清理或更换相应机构。

（3）检修三角皮带及链条。三角皮带松紧度以食指压入

凹下 10～15 毫米(0.5 公斤)为标准，不满足应调整；链条及链

条松紧度和润滑，将护罩取下调整传动链条松紧度，适度加润

滑油（脂）后再将护罩挂上锁紧；查看杓子和皮带有无损伤，

调整杓子和皮带的张力，有损伤或磨损时需更换。

（4）查看排风管、排尘风管是否有破损，如有需更换。

（5）清理机器内部残余物，清理集尘室内部残余物。

（6）机器周围不应有障碍物或易燃物，作业通路需保持

离机器周围 1.5 米以上。

（7）移动式谷物烘干机应检查设备承重柱是否支撑可靠，

轮胎以离地 10～20 毫米为宜。查看设备自带的水平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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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是否还存在倾斜并及时调整。检查粮仓升降锁定杆、提升

绞龙确保锁定可靠。

2.作业中检修

（1）原粮需清选干净进入干燥机，避免壳屑、石块、秸

秆等杂物混入，即浪费能源，又容易引起堵塞。烘干数批或换

粮时，应停机排空清除残余粮食和杂物，若原粮太脏，则需每

批清理。

（2）发现密封处不严时，应及时更换密封材料。

（3）经常检查各紧固件是否有松动现象，并适时检查和

调整传动皮带的松紧度。

（4）装卸粮食时应轻装轻卸，以免损坏零部件。

3.安全操作提示

（1）查看是否配备干粉灭火器，灭火器应在有效期内。

（2）谷物进机后勿停留过久，应立即送风或干燥。装入

谷物量不得大于烘干机最大额定容量，不得超负荷运转。

（3）烘干机运转时，严禁操作人员用手接触烘干机各部

运转机构；烘干机异常时，应立即停机检修，不可强行运转。

烘干作业停止后，不要立即将主电源切掉，请先通风运转 5 分

钟以上，让机台继续送风冷却燃烧室后再停机，否则燃烧室内

的未燃瓦斯可能产生异音喷出热气，会造成烧伤的事故发生。

（4）移动式谷物烘干机运转时，操作人员不得触摸热风

机、燃烧炉附近部位或将热风机拉出，防止发生烧伤或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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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使用试料取出器以外物品或手指伸入试料取料口，防止物

品或人员卷入造成机械故障或伤害。

（5）操作人员检修时，应两人以上作业，需有人监护，

戴好安全帽，登高时应系好安全带。

（6）除进行点检或维修时，控制箱门要确保在关闭的状

态，防止灰尘及异物进入控制箱内部，导致控制箱内部故障、

短路或火灾。

（7）禁止在烘干机运转中补充燃油；补充燃油时，严禁

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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