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文 双 解

金杯海狮系列轻型客车结构与维修

罗德伦 张凯良 主编

机 械 工 业 出 版 社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车辆维修的实际出发，详细介绍了丰田海狮

（金杯）轻型客车的结构原理、维修工艺和故障诊断的修理方法，维修数

据等内容。

此书除适应本车型外，其他车型也可借鉴，也可作为教学部门的参考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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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丰田海狮轻型客车是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引进的一种新型产品，其销售

面已覆盖全国。为了适应市场和满足广大维修、管理和教学人员的需求，我们

根据最新资料整理，编写了本书提供给广大读者。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发动机和底盘两大部分，共二十章。详细地介绍了轻

型客车的结构、维修和故障诊断，维修数据等内容。本书图文并茂，易读易懂，

其维修步骤、操作方法、修理工艺、装配标准、安装位置，通过图一目了然，

注意、备注及时提醒人身、设备、材料的安全和维修质量，所以维修人员能很

快地掌握维修技能，进而提高维修质量，延长汽车使用寿命。

本书除适用本车型外，其他轻型客车也可借鉴，还可作为教学部门的参考

资料。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罗德伦、张凯良、朱宏伟、罗子城、谷雨菲、陈

雷、朱志详、李明、杨林等。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想法和实际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缺点和错误在所难

免，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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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动机机体

海狮轻型客车装用ＲＺ系列发动机，它由１ＲＺ、２ＲＺ和２ＲＺ－Ｅ发动机组成，如图１－１
所示。该发动机为直列、４缸、顶置凸轮轴、８气门，排量为２０Ｌ（１ＲＺ）、２４Ｌ（２ＲＺ和

２ＲＺ－Ｅ）。

机体主要由气缸盖、正时链和气缸体等机件组成。

图１－１ ＲＺ系列发动机



第一节 发动机机体的结构

一、气缸盖

图１－２为ＲＺ系列发动机气缸盖零件分解图，该气缸盖由铝合金制成，带有横流式进

气道和排气道以及带有镶块式燃烧室。火花塞位于燃烧室的右侧。

图１－２ ＲＺ系列发动机气缸盖分解图

１—１号空气管 ２—气缸垫片 ３—链条张紧器 ４、８、１０、１６、３０—垫片 ５—半圆形螺塞 ６—隔热垫 ７—输油泵

９—冷却液出口 １１—排气歧管 １２—排气歧管隔热罩 １３—分电器驱动齿轮 １４—输油泵驱动凸轮 １５—气缸盖罩

１７—凸轮轴轴承盖 １８—凸轮轴 １９—调整垫片 ２０—气门挺杆 ２１—气门弹簧上座 ２２—气门锁片 ２３—气门弹簧

２４—油封 ２５—气门导管 ２６—气门弹簧下座 ２７—气门 ２８—后板 ２９—气缸盖 ３１—进气歧管

３２—冷却液旁通法兰 ３３—歧管恒温器 ３４—２号空气管

２



凸轮轴由正时链驱动，凸轮轴轴颈被支承在各气缸的气门挺杆之间和１号气缸盖正面的

五个部位上。通过气缸盖上的润滑油道向凸轮轴齿轮供给润滑油。

气门间隙的调整是通过在气门挺杆的上部安放气门调整垫片而实现的，更换垫片时可不

必拆下凸轮轴。

二、正时链

图１－３为正时链零件分解图，正时链的作用是将曲轴的动力传给凸轮轴联接机构。正

时链轮罩由铝合金制成，在罩壳内装有水泵和机油泵。

图１－３ 正时链零件分解图

１—曲轮带轮 ２—油封 ３—水泵带轮 ４—传动带 ５、６—风扇 ７—正时链罩壳 ８—垫片 ９—滑履 １０—减振板

１１—正时链 １２—凸轮链轮 １３—机油喷嘴 １４、１５、１８、２１、２３、２４—垫片 １６—隔圈 １７—曲轴链轮

１９—机油滤网 ２０—油底壳 ２２—放油塞 ２５—机油液面传感器 ２６—交流发电机调整杆 ２７—交流发电机

３



三、气缸体

图１－４是海狮轻型客车装用的四缸机气缸体。它是机体的基础件，发动机的很多零件

均装在气缸体上。

图１－４ 气缸体零件分解图

１—曲轴轴承盖 ２—下止推垫圈 ３—曲轴 ４—上止推垫圈 ５—曲轴轴瓦 ６—机油滤清器 Ｗ／托架

７—安装托架 ８—泄放螺栓 ９—机油压力开关 １０—接头螺栓 １１、１２—Ｏ形密封圈 １３—垫片 １４—连杆轴瓦

１５—弹簧卡环 １６—活塞销 １７—弹簧卡环 １８—活塞环 １９—活塞 ２０—连杆螺栓 ２１—连杆 ２２—连杆盖

２３—前隔圈 ２４—传动板 ２５—后隔圈 ２６—飞轮 （Ｍ／Ｔ） ２７—后端板 ２８—油封 ２９—后油封护圈

３０—冷却液旁通管 ３１—燃油滤清器 ３２—安装托架 ３３—交流发电机托架

４



气缸体为龙门式结构，其上部有四个圆柱形空腔 （气缸），不镶缸套，其长度大约是活

塞行程的两倍。气缸的顶部由气缸盖封住，气缸的下部具有较深的裙边，并采用肋板加固，

即可减轻质量，又可减小振动和噪声。其上铸有五道主轴承座，内装有铝合金轴承支承着曲

轴。另外，气缸体内还含有冷却液套，冷却液被泵送流经冷却液套而对气缸进行冷却。

曲轴为整体式结构，带有８个平衡重块，它们与曲轴浇铸成一体起平衡作用。机油孔位

于曲轴内侧，通过油孔向连杆、轴承、活塞和其他零件供给机油。

活塞是由耐高温的铝合金制成，在活塞顶上加工有一个凹坑，以此防止与气门发生干

涉。活塞销为全浮动式结构，它既不与连杆也不与活塞固紧，为防止活塞销滑出在其二端装

有弹簧卡环。活塞上部装有活塞环，第一道为压缩环由不锈钢制成，而第二道压缩环由铸铁

制成。油环由不锈钢制成。各活塞环的外径稍大于活塞的直径。当它们被装到活塞上后，由

于活塞环的弹性而与气缸壁贴合。第一道和第二道压缩环可防止来自气缸中的气体渗漏，油

环可刮除气缸壁上的机油，以防止它进入燃烧室。

油底壳是一个机油储存容器，由钢板冲压制成。在油底壳的内部装有分隔板，其作用是

当汽车处于倾斜状态时，仍使油底壳的底部保持足够的机油。当汽车突然制动而机油发生波

动时，依靠这个分隔板可防止空气进入和使润滑油保持正常循环。

第二节 发动机机体的维修

一、气缸盖

１气缸盖的拆卸

（１） 拆下１号ＰＣＶ软管，再拆下高压电线和火花塞。

（２） 转动曲轴带轮使其槽对准正时链罩壳上标记 Ｏ，如图１－５所示，然后旋下９个螺

栓和两个螺母，拆下气缸盖罩和垫片，再拆下半圆形螺塞和分电器。

（３） 旋下两个螺栓，拆下进气歧管的支承。

（４） 从歧管恒温器上脱开１号冷却液旁通软管，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５ 对准正时链罩壳上标记Ｏ 图１－６ 脱开１号冷却液旁通软管

（５） 拆下输油泵，拆时先从输油管脱开３根燃油软管，再旋下两个螺母，如图１－７所

示。拆下输油泵和隔热垫。

（６） 拆下凸轮链轮

１） 在链轮和链条上作上配合记号，如图１－８所示。

２） 旋下凸轮链轮螺栓。

５



图１－７ 拆下输油泵和隔热垫 图１－８ 作配合记号

３） 拆下分电器驱动齿轮和输油泵驱动凸轮，如图１－９所示。

４） 旋下两个螺母，如图１－１０所示，拆下链条张紧器和垫片。

图１－９ 拆下驱动齿轮和凸轮 图１－１０ 拆下两个螺母

５） 从凸轮轴拆下凸轮链轮和链条，留下滑履和减振板，如图１－１１所示。

（７） 拆下气缸盖

１） 在旋下其他缸盖螺栓之前，先旋下缸盖正面上的２个螺栓，如图１－１２所示。

２） 使用１２边套筒扳手，按图１－１３所示的编号次序，分两步或三步逐渐地旋下１０个

缸盖螺栓。

图１－１１ 拆下凸轮链轮和链条 图１－１２ 先拧下缸盖正面上的两个螺栓

注意：如果不按规定的次序拧旋螺栓，则会引起气缸盖的弯曲变形或断裂。

３） 从气缸体的接合面抬起气缸盖，将缸盖放在台架上的木块上，如图１－１４所示。

注意：不要损伤气缸盖和气缸盖垫片侧的气缸体表面。

４） 拆下气缸盖垫片。

６



图１－１３ 旋下１０个缸盖螺栓 图１－１４ 将缸盖放在台架木块上

备注：如果气缸盖不易抬起，则可用螺钉旋具撬气缸盖和气缸体凸部的中间。

２气缸盖的分解

（１） 拆下排气歧管。

１） 旋下３个螺母和螺栓，如图１－１５所示，拆下排气歧管隔热罩。

２） 旋下８个螺母，如图１－１６所示，拆下排气歧管和垫片。

图１－１５ 拆下排气歧管隔热罩 图１－１６ 拆下排气歧管和垫片

（２） 拆下进气歧管

１） 旋下两个螺栓，如图１－１７所示，拆下１号空气管。

２） 旋下两个螺栓，如图１－１８所示，拆下输油管和ＰＣＶ软管。

图１－１７ 拆下１号空气管 图１－１８ 拆下输油管和ＰＣＶ管

３） 旋下７个螺栓，两个螺母，如图１－１９所示，拆下进气歧管和垫片。

（３） 旋下３个螺栓，如图１－２０所示，拆下气缸盖后板。

（４） 旋下螺钉，如图１－２１所示，拆下ＰＣＶ管。

（５） 旋下３个螺栓，如图１－２２所示，拆下冷却液出口和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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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９ 拆下进气歧管和垫片 图１－２０ 拆下气缸盖后板

图１－２１ 拆下ＰＣＶ管 图１－２２ 拆下冷却液出口和垫片

（６） 拆下凸轮轴轴承盖和凸轮轴。

注意：按图１－２３所示的次序拧松轴承盖螺栓，每一次只稍微旋松一点，逐步地将它们

旋松拆下。

（７） 拆下气门

１） 使用气门弹簧压缩器，压缩气门弹簧上座直到两个锁片能被拆下。如图１－２４所示，

拆下两个锁片及特种维修工具，然后拆下弹簧上座、弹簧和气门。

图１－２３ 拆下凸轮轴轴承盖和凸轮轴 图１－２４ 拆下气门

２） 拆下油封，使用小的螺钉旋具或磁铁拆下弹簧下座。

注意：被拆下的零件应按图１－２５所示的次序排列放好。

备注：进气门和排气门各有两种形式，即：１ＲＺ型发动机用的气门标有 “１Ｒ ” 记号；

２ＲＺ和２ＲＺ－Ｅ发动机用的气门标有 “２Ｒ ” 记号，如图１－２６所示。

３清洁与检查各零件

（１） 清洁活塞顶部和气缸体顶部。转动曲轴使各缸活塞上升到上止点位置时，从活塞顶

部刮除积炭；从气缸体顶部清除所有垫片材料，并从螺栓孔中吹净积炭和油污。

注意：当使用压缩空气时，要注意您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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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５ 被拆下的零件按次序放好 图１－２６ １ＲＺ和２ＲＺ发动机气门记号

（２） 清除气缸盖和歧管表面的所有垫片材料。

注意：使用刮刀时不要刮伤其表面。

（３） 清除燃烧室积炭。

注意：使用钢丝刷时，应小心不要擦伤气缸盖垫片的结合面。

（４） 使用气门导管刷和溶剂，清洁气门导管，如图１－２７所示。

（５） 清洁气缸盖。应使用软刷子和溶剂刷干净，如图１－２８所示。

图１－２７ 清洁气门导管 图１－２８ 清洁气缸盖

图１－２９ 用直尺和塞尺测量气缸

体和歧管的接触有无挠曲变形

注意：不要在热的容器内刷洗气缸盖，否则会使它产

生严重损伤。

（６）检查气缸盖平面度误差。使用精密直尺和塞尺测

量气缸体和歧管的接触面有无挠曲变形，如图１－２９所示。

最大挠曲变形：

气缸盖侧表面 ０１５ｍｍ
歧管侧表面 ０２０ｍｍ
如果挠曲变形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气缸盖。

（７） 检查气缸盖是否有裂纹。使用着色渗透剂，检查

燃烧室、进气和排气口，气缸盖表面和气缸盖顶部有无裂

纹，如图１－３０所示。

如果发现有裂纹，则应更换气缸盖。

（８） 清洁气门。使用垫片刮刀刮除气门积炭，并使用

钢丝刷刷干净。

注意：应小心不要损伤阀座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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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检查气门杆和导管的磨损情况。

１） 使用百分表测量导管内径，如图１－３１所示。

标准内径：８０１～８０３ｍｍ

图１－３０ 检查气缸盖是否有裂纹 图１－３１ 使用百分表测量导管内径

图１－３２ 用千分尺测量气门杆外径

２） 使用千分尺测量气门杆外径，如图１－３２所示。

标准气门杆外径：

进气门 ７９７０～７９８５ｍｍ
排气门 ７９６５～７９８０ｍｍ
３） 从气门导管内径的测量值减去气门杆外径的测

量值。

标准油隙：

进气门 ００２５～００６０ｍｍ
排气门 ００３０～００６５ｍｍ
最大油隙：

进气门 ００８ｍｍ
排气门 ０１０ｍｍ
如果油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气门和气门导管。

（１０） 如有必要，则应更换气门导管。

１）将气缸盖加热到９０℃左右，使用特种维修工具和锤子敲出气门导管，如图１－３３所示。

２） 使用测径规测量气缸盖上气门导管安装孔的直径，如图１－３４所示。

标准气门导管安装孔直径 （在２０℃时）：１２９９～１３０１９ｍｍ
３） 选择新的气门导管，按表１－１所示进行。

如果气缸盖上的气门导管安装直径大于１３０１９ｍｍ，则应将此孔加工到下述直径范围。

图１－３３ 使用特种维修工具和锤子敲出气门导管 图１－３４ 测量气缸盖上气门导管安装孔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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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进气和排气门导管外径

导管外径／ｍｍ 导管尺寸／ｍｍ

１２９９２～１３０１９ 使用ＳＴＤ

大于１３０１９ 使用Ｏ／Ｓ００５

重新加工的气门导管安装孔直径 （冷

机）：１３０４２～１３０６９ｍｍ。

４） 使用特种维修工具和锤子，将新的

气门导管敲入并使其凸出气缸盖一定的高

度，如图１－３５所示。

图１－３５ 用特种维修工具和锤子

将新的气门导管敲入

凸出高度：１８２～１８６ｍｍ
５） 使用８ｍｍ直径的锐利铰刀铰削气门导管的内孔，使气门导管和新气门杆之间的间隙

达到标准要求，如图１－３６所示。

标准油隙：

进气门 ００２５～００６０ｍｍ
排气门 ００３０～００６５ｍｍ

（１１） 检查气门和磨气门

１） 磨气门，将凹痕和积炭磨掉，检查气门面锥角是否已磨到正确的角度，如图１－３７
所示。

图１－３６ 用８ｍｍ铰刀铰削气门导管内孔 图１－３７ 检查气门锥角

气门面锥角为４４５°。

２） 检查气门头边缘厚度，如图１－３８所示。

最小边缘厚度：

进气门 ０５ｍｍ
排气门 ０８ｍｍ
如果气门头边缘厚度小于最小值，则应更换气门。

３） 检查气门总长，如图１－３９所示。

标准气门总长：

进气门 １０２００ｍｍ
排气门 １０２２５ｍｍ
最小总长：

进气门 １０１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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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８ 检查气门头边缘厚度 图１－３９ 检查气门总长

排气门 １０１７５ｍｍ
如果气门总长小于最小值，则应更换气门。

４） 检查气门杆端面是否已磨损，如图１－４０所示。

如果气门杆端面已磨损，则可用砂轮重新修磨端面或更换气门。

注意：不要磨去太多，以免气门总长小于最小总长。

最小总长：

进气门 １０１５０ｍｍ
排气门 １０１７５ｍｍ

（１２） 检查和清洁气门座

１）使用４５°硬质合金刀修磨气门座。只切除多余的金属以清洁气门座，如图１－４１所示。

２） 检查气门座位置。在气门面上涂上一层普士蓝 （或白铅），如图１－４２所示。装上气

门，轻轻地向气门座压气门，不要转动气门。

图１－４０ 检查气门杆端面 图１－４１ 修磨气门座 图１－４２ 检查气门座位置

３） 按下列所述检查气门面和气门座。

①如果气门面的３６０°圆周上都呈现蓝色，则表明气门是同心，否则应更换气门。

②如果气门座的３６０°圆周上都呈现蓝色，则表明气门导管和气门座是同心，否则应修

磨气门座。

③检查气门座是否以下述宽度与气门面的中间相接触：１２～１６ｍｍ。

如果不符合此要求，则应按下述方法修整气门座。

④如果气门座高于气门面太多，则应使用３０°和４５°硬质合金刀修磨气门座，如图１－４３
所示。

⑤如果气门座低于气门面太多，则应使用６０°和４５°硬质合金刀修磨气门座，如图１－４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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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３ 用３０°和４５°硬质合金刀修磨气门座 图１－４４ 用６０°和４５°硬质合金刀修磨气门座

⑥用金刚砂手工研磨气门和气门座，研磨后应进行清洁。

（１３） 检查气门弹簧。

１） 使用９０°角尺检查气门弹簧的垂直度误差，如图１－４５所示。

最大误差值：２０ｍｍ
如果垂直度误差大于最大误差值，则应更换弹簧。

２） 使用游标卡尺测量气门弹簧的自由长度，如图１－４６所示。

自由长度：４７３１ｍｍ
如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气门弹簧。

图１－４５ 用９０°角尺检查气门弹簧垂直度误差 图１－４６ 用游标卡测量气门弹簧的自由长度

３） 使用弹簧测试器，测量每个弹簧在规定安装长度下的张力，如图１－４７所示。

安装长度：４０３ｍｍ
标准安装张力：２６６Ｎ
最小安装张力：２３８Ｎ
如果安装张力小于最小值，则应更换弹簧。

（１４） 检查凸轮轴。

１） 将凸轮轴安放在Ｖ形架上，测量其中间轴颈的径向圆跳动误差，如图１－４８所示。

最大径向圆跳动量：００６ｍｍ

图１－４７ 用弹簧测试器测量弹簧张力 图１－４８ 测量中间轴颈径向圆跳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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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跳动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凸轮轴。

２） 使用千分尺测量凸轮凸起部的高度，如图１－４９所示。

标准凸轮凸起高度：４７８４～４７９４ｍｍ
如果凸起高度小于标准允许值，则表明凸轮轴已磨损，因此必须更换凸轮轴。

３） 使用千分尺测量轴颈直径，如图１－５０所示。

标准直径：３３９５９～３３９７５ｍｍ

图１－４９ 用千分尺测量凸轮凸起高度 图１－５０ 用千分尺测量轴颈直径

（１５） 测量凸轮轴的轴向间隙。将凸轮轴和轴承盖擦洗干净并将它们安装好，然后前后

推动凸轮轴，同时用千分表测量轴向间隙，如图１－５１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８～０１８ｍｍ
最大间隙：０２５ｍｍ
如果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气缸盖。

（１６） 检查凸轮轴油隙。

１）擦干净轴承盖和凸轮轴轴颈，并在每个轴颈上各横放一片塑料塞尺规，如图１－５２所示。

图１－５１ 测量凸轮轴的轴向间隙 图１－５２ 检查凸轮轴油隙

２） 装上轴承盖，安装时要按轴承盖上部的号码从前面开始依次排好，并且要使箭头朝

前面，如图１－５３所示。

３） 装上螺栓，并从中间开始分三次逐步旋紧。

旋紧力矩：１６Ｎ·ｍ。

备注：当塑料塞尺被压扁后不要转动凸轮轴。

４） 拆下轴承盖，在塑料的最宽处进行测量，如图１－５４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２５～００６６ｍｍ
最大间隙：０１０ｍｍ
如果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气缸盖或凸轮轴。

（１７） 测量气门挺杆的油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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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３ 检查凸轮轴油隙 图１－５４ 拆下轴承盖，在测隙规最宽处测量

１） 使用千分尺测量气门挺杆的外径，如图１－５５所示。

标准直径：３７９２２～３７９３２ｍｍ
２） 使用测径规，测量气缸盖上挺杆孔的内径，如图１－５６所示，并将此测量值减去气

门挺杆外径的测量值。

图１－５５ 用千分尺测量气门挺杆外径 图１－５６ 用塞尺测量气缸盖上挺杆内径

标准油隙：００２８～００５３ｍｍ
最大油隙：０１ｍｍ
如果油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气缸盖或气门挺杆。

（１８） 检查进气和排气歧管。使用精密直尺和塞尺检查与气缸盖接触的表面部分是否有

挠曲变形，如图１－５７所示。

最大挠曲：进气歧管 ０２ｍｍ
排气歧管 ０７ｍｍ

如果挠曲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歧管。

（１９） 检查链条张紧器。

１） 当用手指抬起棘爪时，齿杆应能平稳地移动，如图１－５８所示。

图１－５７ 用直尺和塞尺检查与气

缸盖接触表面是否有变形

图１－５８ 用手指抬起棘爪

时齿杆应能平稳移动

５１



２） 放开棘爪，检查齿杆是否有此位置被棘爪锁住，当用手指推它时应不会移动，如图

１－５９所示。

（２０） 如果必要，拆下歧管恒温器和冷却液旁通法兰。

４气缸盖的装配

备注：彻底地洗干净所有待装配零件，对所有的滑动和转动表面涂敷干净的发动机润滑

油，对所有垫片和油封应更换新件。

（１） 安装气门

１） 对气门导管装上油封，按图１－６０所示的部位向下推油封，确认已被稳固地装好，向

气门导管注入润滑油，并正确地装好气门，再将弹簧下座、弹簧和弹簧上座装到气缸盖上。

图１－５９ 用手指推棘爪时应不会移动 图１－６０ 对气门导管装上油封

２） 使用特种维修工具压缩弹簧上座，将两个锁片装到气门杆上，如图１－６１所示。

３） 使用塑料面锤子轻轻地敲打气门杆顶部，以确保它们正确地安装到位，如图１－６２
所示。

图１－６１ 将两个锁片装到气门杆上 图１－６２ 将气门安装到位

（２） 安装带调整垫片的气门挺杆，如图１－６３所示。

（３） 安装凸轮轴。

１） 将凸轮轴装到气缸盖上并装上轴承盖，装轴承盖时应从前面开始按号码次序排好，

并且要使箭头方向朝前面。

２） 装上后并按次序旋紧轴承盖螺栓。

旋紧力矩：１６Ｎ·ｍ
３） 转动凸轮轴使定位销位于上面，如图１－６４所示。

（４） 安装冷却液出口。用３个螺栓安装冷却液出口和新的垫片。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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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用螺栓安装ＰＣＶ管子。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６） 安装气缸盖后板。

１） 按图１－６５所示对气缸盖后板涂敷密封剂。

图１－６３ 安装气门挺杆 图１－６４ 转动凸轮轴使

定位销在上面

图１－６５ 对气缸盖后板

涂敷密封剂

密封剂：产品号０８８２６～００１００、１２８２Ｂ密封剂、１２８２ＢＴＨＲＥＥＢＯＮＤ或相当的品种

２） 用３个螺钉安装气缸盖后板。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７） 安装进气歧管。

１） 将新的垫片放到气缸盖上，用７个螺栓和两个螺母旋紧进气歧管，再安装２号ＰＣＶ
软管。

旋紧力矩：２１Ｎ·ｍ
２） 用两个螺栓安装输油管。

３） 用两个螺栓安装１号空气管。

（８） 安装排气歧管。

１） 将新的垫片放到气缸盖上，用８个螺母安装排气歧管。

旋紧力矩：４９Ｎ·ｍ
２） 用３个螺母和螺钉安装排气歧管的隔垫罩。

旋紧力矩：１１Ｎ·ｍ
５气缸盖的安装

（１） 安装气缸盖。

１） 在图１－６６所示的两个部位涂敷密封剂。

密封剂：产品号０８８２６～０００８０密封剂或相当的品种

２） 将一片新的气缸盖垫片放到气缸体结合面上，如图１－６７所示。

３） 如果链条已被拆下，则安装时要使拆下时在链轮和链条上所作的配合记号对准。

４） 将气缸盖放到气缸体的结合面上。

５） 在气缸盖螺栓的螺纹部和下部稍微涂些润滑油，使用１２边套筒板手先分若干步交替

地旋紧气缸盖螺栓。

旋紧力矩：４４Ｎ·ｍ
如果发现有不符合规定旋紧力矩的螺栓就应予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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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６ 涂敷密封剂 图１－６７ 放上新的气缸盖垫片

６） 用油漆在螺栓头部的前侧作一个记号，如图１－６８所示。

７） 第二步，旋转９０°使螺栓进一步紧固，如图１－６９所示。

８） 检查涂漆记号是否朝向侧面，如图１－７０所示。

图１－６８ 作涂漆记号 图１－６９ 进一步旋紧螺栓 图１－７０ 检查涂漆记号是

否朝向侧面

９） 第三步，再旋紧９０°使螺栓完全紧固，如图１－７１所示，再检查涂漆记号是否朝向后

侧。

１０） 装上并旋紧两个螺栓。

旋紧力矩：１９Ｎ·ｍ
（２） 安装凸轮链轮。

１） 用手提起链轮和链条，使链轮对准凸轮轴上的定位销并装入。

２） 将输油泵驱动凸轮和分电器驱动齿轮装到链轮上，然后装上并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７４Ｎ·ｍ
（３） 安装链条张紧器。

１）松开棘爪将齿杆完全推入并将销钩套到固定销上，使齿杆不能弹出，如图１－７２所示。

２） 用两个螺母装上链条张紧器和新的垫片。

旋紧力矩：２１Ｎ·ｍ

图１－７１ 旋转９０°使螺栓完全紧固 图１－７２ 将销钩套到固定销上，使齿杆不能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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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在安装链条张紧器时杆弹出，则应按上述重新操作再重新安装张紧器。

（４） 设定链条张力。向右转动曲轴使链条张紧器的锁钩从齿杆的固定销上脱开，这样齿

杆就弹出而将滑履压入链条，如图１－７３所示。

如果齿杆不能弹出，则可用螺钉旋具或用手指将滑履压入链轮张紧器，以此使锁钩脱开

而让齿杆弹出。

（５） 调整气门间隙。

（６） 安装输油泵。用两个螺母安装新隔热垫和输油泵。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再将３根燃油软管接到输油管上。

（７） 将１号冷却液旁通软管接到歧管恒温器上。

（８） 安装进气歧管支承。用两个螺钉安装进气歧管支承，如图１－７４所示。

旋紧力矩：３７Ｎ·ｍ

图１－７３ 设定链条张力 图１－７４ 安装进气歧管支承

（９） 安装分电器。

（１０） 安装气缸盖罩。

１） 将半圆形螺塞的气缸盖安装面涂敷密封剂，如图１－７５所示，将半圆形螺塞装到气

缸盖上。

２） 按图１－７６所示的两个部位涂敷密封剂。

密封剂：产品号０８８２６～０００８０或相当的品种。

图１－７５ 将气缸盖安装面涂敷密封剂 图１－７６ 按图所示的两个位置涂密封剂

３） 用９个螺栓和两个螺母安装气缸盖罩和垫片。

旋紧力矩：５４Ｎ·ｍ
（１１） 安装火花塞和１号ＰＣＶ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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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时链

１正时链的拆卸

（１） 拆下气缸盖

（２） 拆下连风扇的液力偶合器和水泵带轮。

１） 如果是液力偶合器型，旋松水泵带轮的４个固定螺母，如图１－７７所示。旋松传动

带调整螺栓和交流发电机的枢轴螺栓，拆下传动带。旋下４个固定螺母，拆下连风扇的液力

偶合器和水泵带轮。

２）如果是风扇驱动轴型，旋下４个螺母，如图１－７８所示，拆下风扇。旋松传动带调整

螺栓和交流发电机的枢轴螺栓，拆下传动带。旋下４个螺母，拆下风扇驱动轴和水泵带轮。

图１－７７ 旋松水泵带轮的４个固定螺母 图１－７８ 旋下４个螺母拆下风扇

（３） 拆下交流发电机。

（４） 拆下带轮

１）使用曲轴传动带固定工具和结合法兰固定工具固定住曲轴带轮。旋松和拆下带轮螺栓。

２） 使用曲轴带轮拉拨器，拆下曲轴带轮，如图１－７９所示。

（５） 拆下油底壳。

１） 旋下４个螺栓，如图１－８０所示，拆下机油液面传感器和垫片。

图１－７９ 拆下曲轴带轮 图１－８０ 旋下４个螺栓拆下机油液面传感器和垫片

２） 旋下１６个螺栓和两个螺母，使用油底壳密封刮刀和钢棒从气缸体将油底壳分开，如

图１－８１所示。

注意：拆下油底壳时应小心不要损伤油底壳的法兰面。

（６）拆下机油滤网。旋下两个螺栓和两个螺母，拆下机油滤网和垫片，如图１－８２所示。

（７） 拆下正时链罩壳。

１） 旋下冷却液旁通管的两个固定螺母和两个螺栓，如图１－８３所示。

２） 旋下两个螺母、１３个螺栓和交流发电机的调整杆，如图１－８４所示。使用塑料面锤

子敲松正时链罩壳，拆下正时链罩壳和３张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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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１ 将油底壳和气缸体分开 图１－８２ 拆下机油滤网和垫片

图１－８３ 旋下冷却液旁

通管的固定螺母和螺栓

图１－８４ 旋下２个螺母、１３个

螺栓和交流发电机的调整杆

（８） 拆下正时链和凸轮轴链轮。

（９） 拆下链条滑履和减振板。先旋下螺栓拆下滑履，再旋下两个螺栓拆下链条减振板。

（１０） 拆下机油喷嘴。旋下螺栓，拆下机油喷嘴和垫片。

（１１） 拆下曲轴链轮，如图１－８５所示。

２检查零部件

（１） 测量链条和链轮的磨损。

１） 将链条完全伸开测量１６节链环的长度，并至少再任意选择３个部位进行同样的测

量，如图１－８６所示。

图１－８５ 拆下曲轴链轮 图１－８６ 测量链条和链轮的磨损

１６节链环的链条伸长极限为１４６ｍｍ。

如果存在超过极限值的部位，则应更换链条。

２） 将链条套到链轮上，使用游标卡尺按图１－８７所示测量链销的外侧。两个链轮都进

行测量。

曲轮链轮的最小值为５９４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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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轴链轮的最小值为１１３８ｍｍ
如果测量值小于最小值，则应更换链条和两个链轮。

（２） 用千分尺测量链条减振板和滑履，如图１－８８所示。

图１－８７ 用游标卡尺测量链销外侧 图１－８８ 用千分尺测量链条减振板和滑履

最大磨损为１０ｍｍ
如果减振板和滑履已磨损或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减振板或滑履。

３正时链的安装

（１） 安装曲轴链轮和链条。转动曲轴使曲链位于上侧，将链轮滑入并套在曲轴的键上。

（２） 安装机油喷嘴和新垫片。

（３） 安装链条减振板和滑履。

链条减振板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滑履旋紧力矩：２６Ｎ·ｍ

（４） 安装链条和曲轴链轮。

１） 在曲轴链轮上安放正时链，而正时标记是光亮的链环，如图１－８９所示。

２） 将正时链装到曲轴链轮上，在安装时要将一个光亮的链环与曲轴链轮上的标记对准。

应确保链条被装到减振板和滑履的位置，逆时针方向转动凸轮轴链轮使链条保持松弛的

状态。

３） 按图１－９０所示，用绳索将正时链缚住以防止松开。

图１－８９ 在曲轴链轮上安放正时链 图１－９０ 用绳索缚住正时链

（５） 安装正时链罩壳

１） 清洁垫片安装面，将两张新垫片装到结合面上，然后再将１张新垫片装到冷却液旁

通管正时链罩壳之间的安装面上。

２） 将滑动正时链罩壳装到结合面上，安装交流发电机的调整杆，按图１－９１所示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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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１ 装上螺栓和螺母旋紧

螺栓和螺母并旋紧。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４１Ｎ·ｍ
?４３Ｎ·ｍ

３） 装上并旋紧两个螺栓。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接上冷却液旁通管，装上并旋紧两个螺母。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６） 安装机油滤网。用两个螺栓和两个螺母安装机油滤网和新垫片。

旋紧力矩：螺栓１８Ｎ·ｍ
螺母２０Ｎ·ｍ

（７） 安装油底壳

１） 刮除所有旧的密封材料，所有残余物，彻底地清洁所有零件，用无渣溶剂清洗两个

密封表面。

２） 对气缸体和后机油密封座圈之间的连接部分涂敷密封剂。

图１－９２ 对油底壳

涂敷密封剂

密封剂：产品号０８８２６～０００８０或相当的品种

３） 按图１－９２所示对油底壳涂敷密封剂，在５ｍｉｎ内将油底

壳套到气缸体上的双头螺栓上，用１６个螺栓和两个螺母予以紧固。

密封剂：产品号０８８２６～０００８０或相当的品种

旋紧力矩：１３Ｎ·ｍ
注意：零件必须在涂敷后５ｍｉｎ之内装上，否则，密封材料

必须刮除并重新进行涂敷。

４） 用４个螺栓安装新垫片和机油液面传感器。

（８） 安装曲轴带轮

１） 将曲轴带轮装到曲轮上，安装时要使曲轴带轮的花键齿与机油泵的大齿相啮合。然

后左右转动曲轴带轮检查曲轴带轮的键槽与曲轴上的键是否配合好，再安装曲轴带轮螺栓。

２） 使用曲轴带轮固定工具固定住曲轴带轮，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２４５Ｎ·ｍ
（９） 安装交流发电机。

（１０） 安装水泵带轮和连风扇的液力偶合器。

１）（液力偶合器型） 用４个螺母临时装上水泵带轮和风扇的液力偶合器，将传动带套到

各带轮上，张紧带并旋紧４个螺母。

２）（风扇驱动轴型） 用４个螺母临时装上水泵带轮和风扇驱动轴，将传动带套到各带轮

上，张紧传动带并旋紧４个螺母，再用４个螺母装上风扇。

（１１） 安装气缸盖。

（１２） 调整传动带。

三、气缸体

１分解前的准备

（１） 拆下飞轮和传动板。先拆下１０个螺栓，拆下飞轮。再拆下１０个螺栓，拆下后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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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传动板和前隔圈。

（２） 旋下３个螺栓，拆下后端板。

（３） 安装发动机支架以便于分解。

（４） 拆下气缸盖。

（５） 拆下正时链。

（６） 拆下接头螺栓、螺母和机油滤清器及其托架，如图１－９３所示。

（７） 拆下右侧和左侧的发动机安装托架。

（８） 拆下发动机冷却液泄放螺塞，如图１－９４所示。

图１－９３ 拆下接头螺栓、螺母和连同

机油滤清器的机油滤清器托架

图１－９４ 拆下发动机冷却液泄放螺塞

（９） 拆下机油压力开关，如图１－９５所示。

（１０） 旋下两个螺栓，拆下燃油滤清器，如图１－９６所示。

图１－９５ 拆下机油压力开关 图１－９６ 拆下燃油滤清器

（１１） 旋下螺栓，拆下冷却液旁通阀，如图１－９７所示。

（１２） 拆下交流发电机托架。

（１３） 旋下６个螺栓拆下后侧机油油封座圈，如图１－９８所示。

２气缸体的分解

图１－９７ 拆下冷却液旁通阀 图１－９８ 拆下后侧机油油封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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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测量连杆的轴向间隙。使用百分表边前后移动连杆，边测量它的轴向间隙，如图

１－９９所示。

标准间隙：０１６０～０３１２ｍｍ
最大间隙：０３５ｍｍ
如果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连杆部件或曲轴。

（２） 测量连杆油隙

１） 使用冲头或号码冲头在连杆和连杆盖上作上配合记号以保证正确地重新装配，如图

１－１００所示。

图１－９９ 用百分表测量连杆的轴向间隙 图１－１００ 用冲头在连杆和连杆盖上作配合记号

２） 使用１２边套筒扳手旋下连杆盖固定螺母，如图１－１０１所示。

３） 使用塑料面锤子轻轻地敲打连杆螺栓卸下连杆盖，如图１－１０２所示。

图１－１０１ 旋下连杆盖固定螺母 图１－１０２ 用塑料锤子轻轻敲打连杆螺栓卸下连杆盖

注意：使下轴瓦留在连杆盖内。

４） 用短的软管套住连杆螺栓，以防止损坏曲轴，如图１－１０３所示。

５） 清洁轴瓦和曲柄销，并检查各个轴瓦是否有剥蚀和划痕。

如果曲柄销或轴瓦有损伤，则应更换曲轴和轴瓦。

６） 拆下短的软管。

７） 将一片塑料塞尺模放在曲柄销上，如图１－１０４所示。

８） 对准连杆和连杆盖的记号，装上连杆盖，旋紧连杆盖的螺母。

注意：不要转动曲轴，并在螺母的螺纹部和螺母的下部涂敷一薄层机油。

９） 拆下连杆盖，在塑料塞尺的最宽处进行测量。

标准间隙：００３０～００５９ｍｍ
最大间隙：０１ｍｍ
如果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轴瓦或修磨曲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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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０３ 用短软管套住连杆螺栓 图１－１０４ 将一片塑料塞尺模放在曲轴销上

备注：如果使用标准轴瓦，则应换上一个与轴承盖上号码相同的轴瓦。标准轴瓦有三种

尺寸，相应的标记为１、２、３，如图１－１０５所示。轴瓦标准尺寸见表１－２所示。

图１－１０５ 标准轴瓦尺寸

相应标记为１、２、３

表１－２ 标准轴瓦尺寸 （单位：ｍｍ）

尺寸 大端内径 曲柄销直径 轴瓦中央壁厚

１

２

３

５６０００～５６００８

５６００９～５６０１６

５６０１７～５６０２４

５２９８７～５３０００

１４８１～１４８５

１４８６～１４８９

１４９０～１４９３

ｖ／ｓ
０２５

５６０００～５６０２４ ５２７４５～５２７５５ １６０１～１６０７

（３） 拆下活塞和连杆部件。

１） 从气缸的顶部清除所有积炭。

２） 用短的软管套住连杆螺栓，以防止损坏曲柄销，然后将活塞和连杆部件以及上轴瓦

从气缸体顶部推出。

备注：要使轴瓦和连杆盖保持一体，并按次序排放好活塞和连杆盖，如图１－１０６所示。

（４） 测量曲轴轴向间隙。用螺钉旋具前后撬动曲轴，同时用百分表测量其轴向间隙，如

图１－１０７所示。

图１－１０６ 按次序排放好活塞和连杆盖 图１－１０７ 用螺钉旋具前后撬动曲轴

标准轴向间隙：００２～０２２ｍｍ
最大轴向间隙：０３ｍｍ
如果轴向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成组地更换止推垫圈。

止推垫圈厚度：２４００～２４４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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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０８ 按图示次序

旋松轴承盖螺栓

（５） 测量主轴颈油隙。

１） 使用１２边套筒扳手分三步按图１－１０８所示的

数字次序，逐渐地旋松并拆下轴承盖螺栓。

２） 用所拆下的轴承盖螺栓前后撬动轴承盖，以将

它连同下轴瓦和止推垫圈 （仅３号主轴颈） 一起拆下。

注意：要将下轴瓦和轴承盖保持一体，不要分开，

并按次序排放好轴承盖和下止推垫圈。

３） 拆下曲轴。

注意：要将上轴瓦和上止推垫圈 （仅３号主轴颈）

同气缸体保持一体，不要分开。

４） 清洁并检查主轴颈和轴瓦是否有剥蚀和划痕。

如果主轴颈和轴瓦有损伤，则应修磨或更换曲轴

和轴瓦。

５） 将曲轴放到气缸体上，将塑料塞尺横放在各主

轴颈上，如图１－１０９所示。

６） 安装连同下轴瓦和下止推垫圈的曲轴轴承盖，

并旋紧轴承盖螺栓。

注意：不要转动曲轴。

７） 拆下曲轴轴承盖，在塑料塞尺的最宽处进行测量，如图１－１１０所示。

图１－１０９ 将塑料塞尺横放在各主轴颈上 图１－１１０ 在塑料塞尺的最宽处测量

标准间隙：００２０～００４９ｍｍ
最大间隙：０１ｍｍ
如果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轴瓦或修磨主轴颈。

备注：如果使用标准轴瓦，则应换上一个与气缸体上标记号相同的轴瓦。有三种尺寸的

标准轴瓦，相应的标记为１、２或３。标准轴瓦尺寸见表１－３所示。

表１－３ 标准轴瓦尺寸 （单位：ｍｍ）

尺寸 气缸体主轴颈孔径 主轴颈直径 轴瓦中央厚度

１ ６４０００～６４００８

２ ６４００９～６４０１６

３ ６４０１７～６４０２４

５９９８７～６００００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

ｖ／ｓ０２５ ６４０００～６４０２４ ５９７４５～５９７５５ ２１０６～２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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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拆下曲轴、曲轴上轴瓦和上止推垫圈。

注意：应按次序排放好轴承盖、轴瓦和上止推垫圈。

３气缸体的检查

（１） 刮除垫片材料。使用垫片刮刀从气缸体表面刮除全部垫片材料。

（２） 清洗气缸体。

（３） 检查气缸。检查气缸壁面是否有纵向划痕。

如果有较深的划痕，需四个气缸全部重镗。

（４） 检查气缸体的挠曲变形。使用精密直尺和塞尺检查气缸盖垫片的安装面是否有挠曲

变形，如图１－１１１所示。

最大挠曲变形：００５ｍｍ
如果挠曲变形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气缸体。

（５） 测量气缸直径。

１） 使用量缸表分别在推力和轴向Ａ、Ｂ和Ｃ处测量气缸直径，如图１－１１２所示。

图１－１１１ 检查气缸盖垫片安装面是否有挠曲变形 图１－１１２ 测量气缸直径

标准直径：

１ＲＺ ８５９９～８６００ｍｍ
２ＲＺ、２ＲＺ－Ｅ ９４９９～９５００ｍｍ
最大直径：

１ＲＺ ８６０６ｍｍ
２ＲＺ、２ＲＺ－Ｅ ９５０６ｍｍ
如果直径大于最大值，则应重镗四个气缸，如有必要可更换气缸体。

２）Ａ、Ｂ和Ｃ处测量值之间的差大于最大圆度误差。

最大圆度误差：００１ｍｍ
３） 推力和轴向测量值之间的差大于圆度误差极限。

圆度误差极限：００２ｍｍ
（６） 切除气缸台阶。如果磨损小于０２ｍｍ，则可用气缸缸口铰刀铰去气缸顶部的台阶

部分，如图１－１１３所示。

４活塞和连杆部件的分解

（１） 检查活塞和活塞销之间的配合情况。向前或向后扳动装在活塞销上的活塞，如图

１－１１４所示。如果感觉到有松动现象，则应更换活塞和活塞销。

（２） 拆下活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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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１３ 铰去气缸顶部的台阶部分 图１－１１４ 向前或向后扳动活塞

１） 使用活塞环扩张器拆下第一和第二道活塞环，如图１－１１５所示。

２） 用手拆下油环两侧的挡圈和油环张圈。

注意：应按次序排放好活塞环。

（３） 从活塞拆下连杆。

１） 使用小的螺钉旋具从活塞撬出弹簧卡环，如图１－１１６所示。

图１－１１５ 拆下第一和第二道活塞环 图１－１１６ 用小型螺钉旋具撬出弹簧卡环

２） 将活塞放在约８０℃的热水中，如图１－１１７所示。

３） 使用塑料面锤子和铜棒从活塞中轻轻地敲出活塞销，如图１－１１８所示。

图１－１１７ 将活塞放在约８０℃热水中 图１－１１８ 从活塞中敲出活塞销

备注：活塞和活塞销是配合件，拆下后应按次序排放好活塞、活塞销、活塞环、连杆和

轴瓦。

５活塞和连杆部件的检查

（１） 清洁活塞。

１） 使用垫片刮刀从活塞顶刮除积炭。

２） 使用活塞环槽清洁工具或断了的环将环槽刮干净。

３） 使用溶剂和刷子彻底地刷洗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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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要用钢刷。

（２） 测量活塞间隙。

１） 使用千分尺在与活塞销中心线成直角，离活塞顶５３５ｍｍ的位置测量活塞直径，如

图１－１１９所示。

标准活塞直径：

１ＲＺ ８５９５～８５９６ｍｍ
２ＲＺ、２ＲＺ－Ｅ ９４９５～９４９６ｍｍ
２） 在推力方向测量气缸直径，将测量值中减去活塞直径的测量值。

标准活塞间隙：００３～００５ｍｍ
如果活塞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四个缸的全部活塞或重镗四个气缸。

（３） 测量活塞环槽和活塞环之间的间隙。使用塞尺测量新活塞环和环槽岸之间的间隙，

如图１－１２０所示。

图１－１１９ 测量活塞直径 图１－１２０ 测量新活塞环和环槽岸之间的间隙

标准环槽间隙：

第一道环槽 ００３～００８ｍｍ
第二道环槽 ００３～００７ｍｍ
最大环槽间隙 ０２ｍｍ
如果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活塞。

（４） 检查活塞环开口间隙。

１） 将活塞环装入气缸，使用活塞将活塞环推到稍超过活塞环行程终迹的底部，并离开

气缸体顶部的距离，如图１－１２１所示。

距离：１１０ｍｍ
２） 使用塞尺测量开口间隙，如图１－１２２所示。

图１－１２１ 将活塞环推到稍超过活塞行程底部 图１－１２２ 测量开口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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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环开口间隙：

标准值 第一道环 １ＲＺ ０２２～０３５ｍｍ
２ＲＺ、２ＲＺ－Ｅ ０３０～０４３ｍｍ

第二道环 ０４５～０６０ｍｍ
油 环 ０１３～０３８ｍｍ

最大值 第一道环 １ＲＺ ０９５ｍｍ
２ＲＺ、２ＲＺ－Ｅ １０３ｍｍ

第二道环 １２０ｍｍ
油 环 ０９８ｍｍ

如果开口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活塞环。如果换上了新活塞环后，仍大于最大值，

则应重镗气缸。

注意：不要锉活塞环的端部。

备注：第一道活塞环有两种，标有记号 “１Ｎ” 的为１ＲＺ发动机用；标有记号 “１Ｒ” 的

为２ＲＺ、２ＲＺ－Ｅ发动机用。

第二道活塞环有两种，标有记号 “２Ｎ” 的为１ＲＺ发动机用；标有记号 “２Ｒ” 的为

２ＲＺ、２ＲＺ－Ｅ发动机用。

油环有两种，一种用于１ＲＺ发动机，另一种用于２ＲＺ、２ＲＺ－Ｅ发动机，两种油环没有

辨别标记。

（５） 检查活塞销的配合情况。在８０℃温度下，用大拇指把活塞销推入活塞销孔，如图

１－１２３所示。

如果能在低的温度下将活塞销装入活塞销孔，则应更换活塞销和活塞。

（６） 检查连杆。

１） 检查连杆的直线性。

①使用连杆校直器检查连杆弯曲变形，如图１－１２４所示。

图１－１２３ 用大拇指把活塞销推入活塞销孔 图１－１２４ 检查连杆弯曲变形

最大弯曲变形：０５ｍｍ／１００ｍｍ
如果弯曲变形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连杆部件。

②使用连杆校直器检查连杆扭曲变形，如图１－１２５所示。

最大扭曲变形：０１５ｍｍ／１００ｍｍ
如果扭曲变形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连杆部件。

注意：如果要更换连杆，连杆轴瓦和新连杆轴承盖的号码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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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检查连杆螺栓。将一个螺母分别旋到各连杆螺栓上，检查是否能用手把螺母旋到螺

纹的终端。

如果螺母不能被旋到螺纹下部拆下，则应使用一量具测量缩小外圆部的直径。

如果用肉眼检查不能判别缩小外圆的位置，则可按图１－１２６所示的位置，测量其缩小

外圆的直径。

标准直径：７４～７６ｍｍ
最小直径：７２ｍｍ
如果测量值小于最小值，则应成组地更换连杆螺栓和轴承盖螺母。

３） 测量连杆小端衬套和活塞销之间的油隙。

图１－１２５ 检查连杆扭曲变形 图１－１２６ 测量其缩小外圆的直径

①使用测径规测量连杆小端衬套的内径，如图１－１２７所示。

标准直径：２４００８～２４０１７ｍｍ
②使用千分尺测量活塞销的外径，如图１－１２８所示。

图１－１２７ 测量连杆小端衬套内径 图１－１２８ 测量活塞销的外径

标准直径：２４０００～２４００９ｍｍ
③从连杆小端衬套直径的测量值减去活塞销的直径。

标准油隙：０００５～００１１ｍｍ
最大油隙：００１５ｍｍ
如果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小端衬套。

６连杆小端衬套的更换。

（１） 拆下连杆小端衬套。使用特种维修工具从连杆小端拆下衬套。

（２） 装上新的衬套。使用特种维修工具将新衬套装入连杆小端。

注意：要将衬套的油孔与连杆小端的油孔对准。

（３） 珩磨新衬套并检查活塞销和连杆小端衬套的配合情况。

１） 珩磨新衬套并检查油隙是否在标准范围内，如图１－１２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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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油隙：０００５～００１１ｍｍ
２） 将活塞销上涂敷机油，在正常的室温下用大拇指将活塞销推入连杆小端衬套中，检

查活塞销的配合情况。

７曲轴的检查

（１） 测量曲轴的径向圆跳动误差。将曲轴放在 Ｖ形架上，使用百分表在中央轴颈处测

量圆周径向圆跳动误差，如图１－１３０所示。

图１－１２９ 珩磨新衬套并检查油隙 图１－１３０ 测量曲轴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图１－１３１ 测量主轴颈和曲柄销的直径

最大圆周径向圆跳动误差：００３ｍｍ
如果跳动量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曲轴。

（２） 检查主轴颈和曲柄销。

１） 使用千分尺测量主轴颈和曲柄销的直径。如

图１－１３１所示。

主轴颈直径：５９９８７～６００００ｍｍ
曲柄销直径：５２９８７～５３０００ｍｍ
２） 按图１－１３２所示测量轴颈的圆度误差和圆

柱度误差。

最大圆柱度误差：０００５ｍｍ
最大圆度误差：０００５ｍｍ
如果圆度误差和圆柱度误差大于最大值，则应

修磨或更换曲轴。

（３） 如果必要应修磨曲柄销或主轴颈。

１） 修磨曲柄销或主轴颈到减小尺寸的直径。

轴瓦尺寸 （Ｖ／Ｓ０２５）

主轴颈最后直径：５９７４５～５９７５５ｍｍ
曲柄销最后直径：５２７４５～５２７５５ｍｍ
２） 装上新的曲柄销或主轴颈的减小尺寸轴瓦。

８镗缸

（１） 选择加大尺寸的活塞。

加大尺寸活塞的直径：

Ｏ／Ｓ ０５０
１ＲＺ ８６４５～８６４６ｍｍ

图１－１３２ 测量轴颈的

圆度误差和圆柱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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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ＲＺ、２ＲＺ－Ｅ ９５４５～９５４６ｍｍ
（２） 计算镗缸尺寸。使用千分尺在与活塞销中心线成直角，离活塞顶５３５ｍｍ的位置测

量直径。

按下式计算各缸重镗的尺寸：

重镗尺寸＝Ｐ＋Ｃ－Ｈ
式中 Ｐ 活塞直径 （ｍｍ）；

Ｃ 活塞间隙 （００３～００５ｍｍ）；

Ｈ 珩磨余量，小于００２ｍｍ。

（３） 将气缸镗和珩磨到所计算的尺寸。

珩磨最大量为００２ｍｍ
注意：过多的珩磨将会破坏精加工的圆度要求。

９活塞和连杆部件的装配

（１） 装配活塞和连杆部件。

１） 将一个新弹簧卡环装到活塞销孔的一侧。

①将弹簧卡环的三分之一左右与活塞销孔边缘上的缺口对准，如图１－１３３所示。

②将弹簧卡环的 Ａ○部插入槽内，并用手指把弹簧卡环推入，如图１－１３４所示。

图１－１３３ 将弹簧卡环的三分之一处与

活塞销孔边缘上缺口对准

图１－１３４ 用手指把弹簧卡环推入

③将螺钉旋具的头部插入活塞销孔边缘上的缺口中，并向下推弹簧卡环将其装入。

２） 将活塞放在８０℃左右的热水中加热活塞。

３） 将活塞上的凹口与连杆上的记号对准，用大拇指推入活塞销，将另一个新弹簧卡环

装入销孔另一侧，如图１－１３５所示。

（２） 安装活塞环。

１） 用手装上油环胀圈和两侧的挡圈。

２） 使用活塞扩张器安装两个压缩环，安装时要使有记号的面向上。

３） 转动活塞环使活塞环开口的位置如图１－１３６所示。

注意：不要使各环的开口位于同一方向。

１０气缸体的装配

装配时总的注意事项：

１） 彻底地清洗所有被装配的零件。

２） 在安装零件之前应对所有滑动和转动面涂敷干净的机油。

３） 所有的垫片、Ｏ形密封圈和油封应使用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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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安装曲轴轴瓦。将轴瓦装入气缸体和轴承盖内。

注意：带有油孔的上轴瓦装入气缸体。

（２） 安装上止推垫圈。将上止推垫圈装到气缸体的３号主轴承盖的位置，安装时要使油

槽面朝向外，如图１－１３７所示。

图１－１３５ 将另一个新弹簧

卡环装入销孔另一侧

图１－１３６ 使活塞环开口位置如图位置 图１－１３７ 安装上止推垫圈

要使油槽面朝外

（３） 将曲轴放入气缸体。

（４） 安装主轴承盖。

１） 将下止推垫圈装到３号轴承上，安装时，要使油槽面朝向外。

２） 将主轴承盖装到它们各自的位置。

注意：每个轴承盖都标有记号。

（５） 旋紧曲轴螺栓。

１）在螺栓头部下面和螺纹部涂敷一薄层机油，使用１２边套筒扳手分若干次交替地旋紧。

旋紧力矩：３９Ｎ·ｍ

图１－１３８ 安装连杆轴瓦

２） 在每个螺栓顶部的前侧用油漆做一个记号。

３） 再旋紧９０°进一步旋紧各个螺栓。

４） 检查曲轴转动是否平稳。

５） 检查曲轴的轴向间隙。

６） 安装连杆轴瓦。将轴瓦装入连杆大端和连杆轴

承盖，并用机油润滑轴瓦的表面，如图１－１３８所示。

注意：将带油孔的轴瓦装入连杆大端。

（６） 安装活塞和连杆部件。

１） 用短的软管套住连杆螺栓，以防止损坏曲轴，并用干净的机油润滑气缸内壁和连杆

轴颈。

２） 平稳地固紧活塞压缩器，但不要紧顶活塞，然后用锤子的木柄或类似的工具将正确

号码的活塞和连杆部件轻轻地敲入相应的气缸，如图１－１３９所示。

（７） 安装连杆盖。

将编号的连杆轴承盖和连杆配套成组，安装连杆轴承盖并使其前面记号朝向前面，如图

１－１４０所示。

（８） 旋紧连杆轴承盖螺母。

１） 在连杆螺母的下部和螺纹部涂敷一薄层干净的机油，使用１２边套筒扳手先分若干步

交替地旋紧轴承盖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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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９ 用锤子木柄将活塞和连杆

轻轻敲入相应的气缸

图１－１４０ 安装连杆轴承盖使前面记号朝前

旋紧力矩：２９Ｎ·ｍ
如果发现有螺母不符合规定的旋紧力矩，则应成组地更换螺栓和螺母。

２） 用油漆在每个螺母顶部的前侧做一个记号。

３） 再旋转９０°进一步旋紧各个螺母，检查涂漆螺母记号应朝向侧面。

４） 检查曲轴转动是否平稳。

５） 检查连杆的轴向间隙。

１１气缸体的组装

（１） 安装后油封护圈。

１） 对油封护圈涂敷密封剂。

密封剂：产品号０８８２６～０００８０或相当的品种。

注意：对安装面进行清洁和涂敷密封剂的方法与安装油底壳时相同。

图１－１４１ 安装交流发电机托架

２） 用６个螺栓安装油封护圈。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２） 安装交流发电机托架，如图１－１４１所示。

旋紧力矩：４１Ｎ·ｍ
（３） 临时地安装冷却液旁通管和螺栓。

（４） 安装燃油滤清器 （２ＲＺ－Ｅ）。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５） 安装机油压力开关。

１） 从螺纹部清除密封剂等外部材料，并在开关后端的２或３牙的螺纹部涂敷密封胶。

密封胶：产品号０８８３３～０００８０、１３４４粘结剂、１３４４ＴＨＲＥＥＢＯＮＤ、２４２ＬＯＣＴＩＴＥ或相

当的品种

注意：这类粘结剂当暴露在空气中时不会硬化，而仅当涂敷到螺纹等排除了空气的部位

才起密封和粘结作用。

２） 安装机油压力开关。

旋紧力矩：１５Ｎ·ｍ
（６） 安装发动机冷却液泄放螺塞。

１） 从螺纹部清除密封胶等外部材料，并在泄放螺塞后端的２或３牙的螺纹部涂敷密封

胶。

６３



密封胶：产品号 （同上）

２） 安装冷却泄放螺塞。

旋紧力矩：１５Ｎ·ｍ
（７） 安装右侧和左侧发动机安装托架。

旋紧力矩：

至气缸体 ３７Ｎ·ｍ
至机油油尺导板 １３Ｎ·ｍ

（８） 安装连机油滤清器的托架。

旋紧力矩：

接头螺栓 ６９Ｎ·ｍ
螺 母 １２Ｎ·ｍ

（９） 安装正时链

（１０） 旋紧冷却液旁通管的安装螺栓。

旋紧力矩：３７Ｎ·ｍ
（１１） 安装气缸盖。

（１２） 拆下发动机支架。

（１３） 安装后端板。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１４） 安装飞轮或传动板。

１） 在螺纹后端２或３牙的螺纹部涂敷密封胶。

密封胶：产品号０８８３３～０００７０、１３２４粘结剂、１３２４ＴＨＲＥＥＢＯＮＯ或相当的品种。

注意：这类粘结剂当暴露在空气中时不硬化，而仅当涂敷到螺纹等排除了空气的部位才

起密封和粘结作用。

２） 用１０个螺栓安装飞轮。

旋紧力矩：８８Ｎ·ｍ
３） 用１０个螺栓安装前板、传动板和后板。

旋紧力矩：７４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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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动机燃料系统

第一节 化油器式燃料系统的结构与原理

ＲＺ系列发动机的化油器式燃料系统由汽油供给系、空气供给系、可燃混合气形成装置

和废气排出装置四个部分组成。

一、汽油供给系

它由汽油箱、汽油滤清器、汽油泵及输油管组成。

１汽油滤清器

该发动机所使用的汽油滤清器，它为整体式一次性使用，所以在安装滤清器时，应注意

燃油的流动方向，不得装反。

２汽油泵

ＲＺ发动机所使用的汽油泵其结构如图２－１所示，它为机械驱动膜片式，由凸轮轴上的

偏心轮驱动工作。

图２－１ 汽油泵结构图

１—油封 ２—出油阀 ３—进油阀 ４—泵臂

二、可燃混合气形成装置

ＲＺ发动机所使用的化油器为下吸式双腔膜片分动式，其结构如图２－２所示。

ＲＺ化油器的工作原理如图２－３所示。它在发动机低速中小负荷下，可燃混合气由主腔

提供，而在高速大负荷工况下，副腔参与工作，提供浓的混合气。为保证化油器适时提供发



图２－２ １ＲＺ、２ＲＺ化油器分解图

１—ＶＴＶ ２—外部通气控制阀 （ＯＶＣＶ） ３、１１、１３、１４、１６、１９、２５、５０、５２、５７、

６２、６４、６６、６７、７３—垫片 ４、２７、４６—护圈 ５—枢轴 ６—浮子 ７—针阀 ８—钢丝卡夹

９—动力活塞 １０—针阀座 １２—盖板 １５—空气管托架 １７—输油管 １８—接头螺栓

２０—输油管支座 ２１—号码板 ２２、７４—回位弹簧 ２３—托架 ２４—进气喇叭口

２６—线圈外壳 ２８—卡夹 ２９—阻风门强制开启阀 （ＣＯ）膜片 ３０—Ｅ形环 ３１—限位弹簧座

３２、３５、４０、５３、７１—弹簧 ３３—套筒 ３４、５４、７０—膜片 ３６、４２、５５、７２—罩盖

３７—Ｅ形环套筒 ３８—内膜片 ３９—壳体 ４１—外膜片 ４３—法兰盘

４４—怠速混合气调节螺钉 ４５—减速缓冲器 （ＤＰ） ４７—观察玻璃 ４８、６５—Ｏ形密封圈

４９、６８—螺塞 ５１—第一主量孔 ５６—怠速调整螺钉 ５８—省油量孔 ５９—第二主量孔

６０—辅助小喉管 ６１—低速量孔 ６３—电磁阀 ６９—辅助节气门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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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１ＲＺ、２ＲＺ化油器分解图 （续）

动机不同工况时所需的可燃混合气，在传统双腔分动式化油器的基础上增加了怠速断油电磁

阀，自动阻风门、快怠速机构、减速缓冲器 （ＤＰ）、辅助加速泵 （ＡＡＰ）、外部通气控制阀

（ＯＶＣＶ） 等辅助装置，进一步提高了化油器工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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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 ＲＺ化油器工作原理图

１—辅助节气门膜片 ２—第二主量孔 ３—辅助加速泵 （ＡＡＰ） ４—外部通气控制阀 （ＯＶＣＶ） ５—第二主喷嘴

６—阻风门 ７—第一主喷嘴 ８—断油电磁阀 ９—动力活塞 １０—浮子 １１—针阀 １２—省油量孔 １３—加速泵

１４—第一主量孔 １５—低速量孔 １６—怠速混合气调节螺钉 １７—主节气门 １８—辅助节气门

第二节 化油器式燃料系统的维修

一、化油器

１化油器的拆卸

化油器拆卸前，应先脱开蓄电池负极电缆，尽可能的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并保持现场清

洁，按顺序摆放拆下的零件。

（１） 拆下与化油器相联的空气滤清器及通管路。

（２） 脱开节气门钢索，并排尽化油器中的冷却液。

（３） 脱开与化油器联接的各种接插电缆。

（４） 脱开燃油进口、排气污染控制软管和管子。

（５） 拆下化油器。

２化油器零件的检查

检查之前，应将所拆开的零件清洗干净，并用空气将所有的污垢和杂物吹掉。

（１） 检查浮子和针阀。检查浮子是否有破碎，枢轴是否有擦伤和磨损，弹簧是否有断裂

和变形，针阀和柱塞是否有磨损或损坏，滤网是否有生锈和裂口。

如果有破碎、磨损、断裂和变形均应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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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检查功率活塞。按图２－４所示移动功率活塞是否平滑灵活。

如果移动功率活塞不灵活则应更换。

（３） 检查省油量孔。按压省油量孔开和关动作是否正常，如图２－５所示。

图２－４ 检查功率活塞 图２－５ 检查省油量孔

如果开和关动作不正常则应更换。

（４） 检查怠速断油电磁阀。将电磁阀和端子连接到蓄电池的接线柱上，当电源被接通和

断开时，电磁阀应发出 “咔嗒” 的响声，如图２－６所示。

如果电磁阀动作不正常，则应更换。

（５） 检查自动阻风门线圈外壳。用欧姆表测量自动阻风门线圈外壳接线柱间电阻，如图

２－７所示。

图２－６ 检查怠速断油电磁阀 图２－７ 检查自动阻风门线圈外壳

电阻 （冷）：１７～１９Ω
如果不符合要求，则应更换。

（６） 检查外部通气控制阀 （ＯＶＣＶ）。

１） 检查阀和阀座是否损坏，并用手按放阀杆，应进出移动平滑、灵活，如图２－８所

示。

如果有损坏，则应更换。

２） 使用欧姆表测量配线端子和壳体之间的电阻，如图２－９所示。

电阻 （冷）：６３～７３Ω
如果电阻不在规定值之内，则应更换外部通气控制阀。

３） 将ＯＶＣＶ体和配线端子连接到蓄电池接线柱上，并轻轻地按压阀，检查是否不返

回，如图２－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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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８ 检查阀和阀座是否损坏 图２－９ 用欧姆表测量配线端子和壳体之间的电阻

如果ＯＶＣＶ的动作不符合要求，则应更换。

（７） 检查阻风门强制开启阀 （ＣＯ） 的膜片。向膜片施加负压，负压不应马上下降，检

查连杆是否移动，如图２－１１所示。

图２－１０ 轻轻地按压阀检查是否不返回 图２－１１ 检查阻风门强制开启阀膜片

３化油器的调整

（１） 检查调整节气门开度。

１） 检查主腔节气门的全开角度，如图２－１２所示。

标准角度：从水平起９０°
如果全开角度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２） 弯曲主腔节气门的止动杆调整其全开角度，如图２－１３所示。

图２－１２ 检查主腔节气门全开角度 图２－１３ 弯曲主腔节气门止动杆调整全开角度

３） 在主腔节气门全开的状态下，完全开启副腔节气门检查其全开角度，如图２－１４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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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角度：从水平起８９°。

如果全开角度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４） 弯曲副腔节气门的止动杆调整其全开角度，如图２－１５所示。

图２－１４ 完全开启副腔节气门检查其全开角度 图２－１５ 弯曲副腔节气门止动杆调整其全开角度

（２） 检查调整副腔节气门翻倒间隙。

１） 在主腔节气门全开状态下，使用线归套件测量副腔节气门和壳体之间的间隙，如图

２－１６所示。

标准间隙：０３５～０５５ｍｍ。

如果翻倒间隙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２） 弯曲副腔节气门的翻倒杆进行调整，如图２－１７所示。

图２－１６ 测量副腔节气门和壳体之间的间隙 图２－１７ 弯曲副腔节气门的翻倒杆进行调整

（３） 检查调整辅助接触角度。

１） 在主腔节气门的触杆刚碰到副腔节气门触杆时，检查主腔节气门的开启角度，如图

２－１８所示。

标准角度：从水平起６７°～７１°。

如果开启角度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２） 弯曲主腔节气门的触杆进行调整，如图２－１９所示。

（４） 设定自动阻风门

１） 设定线圈外壳上的刻线，使它与恒温器壳体上的中心线对准，如图２－２０所示。

备注：当周围环境温度达到２５℃时，阻风门完全关闭。

２） 根据汽车的使用条件，转动线圈外壳调整发动机的起动混合气浓度，如图２－２１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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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８ 检查主腔节气门的开启角度 图２－１９ 对弯曲主腔节气门的触杆进行调整

图２－２０ 设定线圈外壳上的刻线对准

恒温器壳体的中心线

图２－２１ 调整发动机的起动混合气浓度

如果混合器太浓：顺时针方向转。

如果混合器太稀：逆时针方向转。

（５） 检查调整快怠速设定位置。

１） 使节气门保持微小开度，推阻风门使其关闭。当放开节气门时，阻风门应仍保持关

闭状态，如图２－２２所示。

２） 检查快怠速杆是否位于凸轮的第１挡位置，如图２－２３所示。

图２－２２ 阻风门保持关闭状态 图２－２３ 检查快怠速杆是否位于凸轮的第１挡位

３） 在阻风门全闭的状态下，检查主腔节气门的开启角度，如图２－２４所示。

标准角度：从水平起２０°～２２°。

如果开启角度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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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转动快怠速调节螺钉进行调整，如图２－２５所示。

图２－２４ 检查主腔节气门的开启角度 图２－２５ 转动快怠速调节螺钉进行调整

（６） 检查调整卸荷阀。

１） 在主腔节气门全开的状态下，检查阻风门角度，如图２－２６所示。

如果阻风门角度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２） 对弯曲卸荷杆进行调整，如图２－２７所示。

图２－２６ 检查阻风门角度 图２－２７ 弯曲卸荷杆进行调整

（７） 调整阻风门强制开启阀 （ＣＯ）。

１） 设定快怠速凸轮第１挡位置，向阻风门强制开启阀的膜片施加负压，检查其连接杆

是否移动，以及快怠速凸轮是否被释放到第３挡位置，如图２－２８。

如果角度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２） 弯曲阻风门强制开启阀拉杆进行调整，如图２－２９所示。

图２－２８ 检查连接杆是否移动和快怠速

凸轮是否被释放到第３挡

图２－２９ 弯曲阻风门强制开启阀

拉杆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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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检查调整阻风门开度限制器 （ＣＢ）。

单膜片式：

１） 向ＣＢ施加负压，检查阻风门角度，如图２－３０所示。

标准角度：从水平起３９°～４１°。

如果角度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２） 拆下线圈外壳，弯曲阻风门拉杆进行调整，如图２－３１所示。

图２－３０ 向ＣＢ施加负压、检查阻风门角度 图２－３１ 弯曲阻风门拉杆进行调整

双膜片式：

１） 向ＣＢ的膜片Ｂ施加负压，检查阻风门的角度，如图２－３２所示。

标准角度 （第一挡）：从水平起３７°～３９°。

如果角度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２） 弯曲阻风门拉杆进行调整，如图２－３３所示。

图２－３２ 向ＣＢ的膜片Ｂ施加负压检查阻风门的角度 图２－３３ 弯曲阻风门拉杆进行调整

３） 向ＣＢ的膜片Ａ和Ｂ施加负压，检查阻风门的角度，如图２－３４所示。

标准角度 （第二挡）：从水平起５８°～６２°。

如果角度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４） 转动ＣＢ调节螺钉进行调整，如图２－３５所示。

（９） 检查调整加速泵。转动节气门轴，检查加速泵拉杆和膜片杆的移动是否平滑，以及

柱塞行程的长度，如图２－３６所示。

标准柱塞行程：２６７ｍｍ。

（１０） 预设定怠速调整螺钉。

１） 打开节气门，然后在阻风门全开的状态下将它关闭，以确定快怠速机构是否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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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２－３７所示。

图２－３４ 向ＣＢ的膜片Ａ和Ｂ施加负压

检查阻风门的角度

图２－３５ 转动ＣＢ调节螺钉进行调整

图２－３６ 检查调整加速泵 图２－３７ 确定快怠速机构是否不工作

２） 检查主腔节气门的角度，如图２－３８所示。

标准角度：从水平起１３°。

如果角度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３） 转动怠速调节螺钉进行调整，如图２－３９所示。

图２－３８ 检查主腔节气门的角度 图２－３９ 转动怠速调节螺钉进行调整

（１１） 预设定怠速混合气调节螺钉。将怠速混合气调节螺钉旋到底，然后再向回旋３圈，

如图２－４０所示。

注意：不要旋得太紧和损坏螺纹。

（１２） 检查调整减速缓冲器 （ＤＰ）。

１） 开启节气门直到节气门从减速缓冲器末端分离开为止，如图２－４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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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０ 预设定怠速混合气调节螺钉 图２－４１ 开启节气门直到节气门从

减速缓冲器末端分离开

２） 逐渐放开节气门，检查当节气门拉杆接触到减速缓冲器末端时的减速缓冲器的接触

角，如图２－４２所示。

标准角度：从水平起１９°～２１°。

如果接触角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３） 旋松锁紧螺母，转动减速缓冲器膜片以调整减速缓冲器的接触角，如图２－４３所示。

图２－４２ 检查减速缓冲器的接触角 图２－４３ 调整减速缓冲器的接触角

（１３） 检查各个部分是否都能平滑地动作。

４化油器的安装

（１） 安装化油器。将新绝缘垫放到进气歧管上，将化油器放到绝缘垫上，旋上４个安装

螺母，如图２－４４所示。

（２） 联接软管。连接排气污染控制软管和管子，燃油进口和外部通气软管，如图２－４５
所示。

（３） 联接化油器的各部件。化油器的接插件、加速器钢索和进气接头等。

（４） 注入冷却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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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４ 安装化油器 图２－４５ 联接软管

５化油器的车上检查 检查化油器时需脱开进气接管及接插件。

（１） 检查化油器的连杆机构。

１） 各固定螺钉、螺塞和定位螺钉安装是否正确，有无松动。

２） 各连杆机构有无过渡磨损，弹簧、卡环有无丢失。

３） 在油门踏板完全踏下时，节气门是否全开。

（２） 检查油面高度。检查浮子室油面高度是否在观察窗的正确位置。如果不正确，则应

检查针阀和浮子的油位高度，并按需要进行调整和修理，如图２－４６所示。

冷发动机：

（３） 检查自动阻风门系统。

１） 首先检查阻风门是否关闭，然后脱开连接配线接插件，使用电阻表测量风门加热器

线圈外壳端子 （红线） 和车身接地之间的电阻，如图２－４７所示。

图２－４６ 检查油面高度 图２－４７ 用电阻表测量端子和接地间电阻

电阻：１７～１９Ω（在２０℃时）。

２） 连接配线接插件。

３） 起动发动机。在起动后不久检查阻风门是否开始打开，加热器线圈外壳是否发热，

然后关闭发动机，如图２－４８所示。

（４） 检查阻风门开度限制器 （ＣＢ） 系统。

起动发动机，并从膜片上脱开负压软管，检查阻风门连接杆是否移动。然后重新将负压

软管连接到膜片上，阻风门连接杆应在１～５ｓ内有动作，关闭发动机，如图２－４９所示。

（５） 检查阻风门强制开启阀 （ＣＯ） 系统。

１） 从强制开启阀的膜片上脱开负压软管，在冷却液温度低于４０℃下，逐渐放开加速踏

板，如图２－５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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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８ 检查阻风门打开和线圈外壳发热情况 图２－４９ 阻风门连接杆应在１～５ｓ内有动作

２） 起动发动机。

３） 重新连接好软管，检查阻风门连接杆是否不动，关闭发动机，如图２－５１所示。

图２－５０ 脱开真空软管逐渐放开加速踏板 图２－５１ 重新连接好软管，

检查阻风门连接杆是否不动

（６）检查辅助加速泵 （ＡＡＰ）系统。检查冷却液温度是否低于４０℃，起动发动机，并夹紧

ＡＡＰ的软管，释放软管，检查是否从加速喷嘴喷出汽油，然后关闭发动机，如图２－５２所示。

（７） 检查外部通气控制阀 （ＯＶＣＶ） 的动作。

１） 从化油器上脱开外部通气软管，将空气吹入通气管，检查 ＯＶＣＶ是否开启，如图

２－５３所示。

２） 起动发动机，在怠速运转的条件下，检查ＯＶＣＶ是否关闭，然后关闭发动机，如图

２－５４所示。

图２－５２ 检查辅助加速泵 图２－５３ 从化油器上脱开外部通气软管

将空气吹入通气管检查ＯＶＣＶ是否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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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脱开化油器的接插件，使用电阻表测量化油器接插件的ＯＶＣＶ端子和车身接地之间

的电阻，如图２－５５所示。

图２－５４ 检查ＯＶＣＶ是否关闭 图２－５５ 用电阻表测量化油器接插件的

ＯＶＣＶ端子和车身接地的电阻

电阻 （冷）：６３～７３Ω
４） 重新连接好外部通气软管。

热发动机：

（８） 检查阻风门开度限制器 （ＣＢ） 系统 （双膜片式）。预热发动机到正常的工作温度，

从ＣＢ的膜片Ｂ上脱开负压软管，检查阻风门连接杆是否返回，然后再重新连接负压软管，

关闭发动机，如图２－５６所示。

（９） 检查阻风门强制开启阀 （ＣＯ） 系统。

１） 预热发动机到正常的工作温度，关闭发动机，从阻风门强制开启阀的膜片上脱开真

空软管，如图２－５７所示。

图２－５６ 从ＣＢ的膜片Ｂ上脱开真空软管，

检查阻风门连接杆是否返回

图２－５７ 从阻风门强制开启阀的

膜片上脱开负压软管

２） 设定快怠速凸轮，保持节气门稍微开启，推阻风门使其关闭，在放开节气门时阻风

门仍保持关闭，起动发动机，但不要踩下加速踏板，然后关闭发动机。

３） 重新连接负压软管，检查阻风门连接杆是否移动，以及快怠速凸轮是否被松脱到第

３挡，如图２－５８所示。

（１０） 检查阻风门是否全开。

（１１） 检查辅助加速泵 （ＡＡＰ） 系统。预热发动机到正常的工作温度，从ＡＡＰ上脱开负

压软管，用手指检查是否有负压，再重新连接负压软管，关闭发动机，如图２－５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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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８ 重新连接真空软管 图２－５９ 检查辅助加速泵系统

（１２） 检查辅助加速泵 （ＡＡＰ） 的膜片。起动发动机，然后从ＡＡＰ上脱开软管，在怠速

下直接向ＡＡＰ施加和释放负压，检查在释放负压时发动机转速是否变化，再重新连接 ＡＡＰ
软管，关闭发动机，如图２－６０所示。

如果有问题，则应更换ＡＡＰ膜片。

（１３） 检查加速壳。先开启节气门，然后检查是否从加速喷嘴喷出汽油，如图２－６１所

示。

图２－６０ 检查辅助加速泵的膜片 图２－６１ 检查加速壳

１—加速泵 ２—节气门轴 ３—加速喷嘴

（１４） 检查调整减速缓冲器 （ＤＰ） 的设定转速。

１） 起动发动机，然后开启节气门直到节气门从减速缓冲器末端脱离为止，如图２－６２
所示。

２） 逐渐地放开节气门，检查当节气门接触到减速缓冲器末端时减速缓冲器的设定转速，

如图２－６３所示。

图２－６２ 开启节气门直到节气门

从减速缓冲器末端脱离为止

图２－６３ 检查缓冲器的设定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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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缓冲器的设定转速：２３００ｒ／ｍｉｎ
如果转速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可松开锁紧螺母，转动减速缓冲器的膜片调整设定转速，

如图２－６４所示。

图２－６４ 转动减速缓冲器

的膜片调整设定转速

３） 关闭发动机。

９化油器的车上调整

（１） 调整怠速和怠速混合气。

１） 将转速表连接到发动机上。

２） 预热发动机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

３） 检查怠速。

怠速：７５０ｒ／ｍｉｎ。

如果怠速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按下列步骤进行调整。

注意：在进行调整前要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①装上空气滤清器。

②冷却液温度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

③阻风门全开。

④所有附件开关置于关闭位置。

⑤连接好所有真空管路。

⑥正确地调整好点火正时。

⑦将变速器置于空挡位置。

⑧燃油液面位置与观察玻璃窗上的位置一致。

４） 使用一氧化碳测试仪的方法进行调整：

①起动发动机，使用一氧化碳测试仪测量排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转动怠速和怠速混合

气调节螺钉，如图２－６５所示。使怠速时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规定的浓度值。

②测量一氧化碳浓度。测量前发动机以２５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空转３ｍｉｎ。在空转之后等待

１～３ｍｉｎ，将测试头插入尾管 （深度至少为４０ｃｍ） 进行测量浓度，如图２－６６所示。

图２－６５ 测量排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 图２－６６ 测量一氧化碳浓度

４５



怠速下的一氧化碳浓度：２５％或以下

如果一氧化碳浓度在规定要求的范围内，则调整完毕。

如果一氧化碳浓度超出规定值，或发动机运转不平稳，则应重复上述的调整步骤。

如果一氧化碳浓度不能由怠速混合气的调整予以矫正，则应参照表２－１混合气浓度故

障诊断寻找可能引起的原因。

表２－１ 混合气浓度故障诊断

碳氢化合物 （ＨＣ） 一氧化碳 （ＣＯ） 故障现象 原 因

高 正常 怠速不良

点火故障：

正时不正确

火花塞污脏、短路或间隙不合适

高压电线开路或闭路

分电器盖帽断裂

气门间隙不正确

排气门漏气

气缸漏气

高 低
怠速不良 （碳氢化

合物读数波动）

负压泄漏：

负压软管

进气歧管

ＰＣＶ管路

化油器底座

空气旁通系统

高 高
怠速不良 （排气管

冒黑烟）

空气滤清器受阻

ＰＣＶ阀阻塞

化油器故障：

阻风门作用失灵

浮子调整不正确

针阀或座渗漏

辅助节气门没关闭

５） 不使用一氧化碳测试仪的方法进行调整

①起动发动机，转动怠速混合器调整螺钉，设定最高空载转速；转动怠速调整螺钉，设

定怠速混合气转速。

怠速混合气转速：８３０ｒ／ｍｉｎ
注意：上述两个步骤反复进行操作，直到不管怎样转动怠速混合气调节螺钉，其最高空

载转速不再上升为止。

②用怠速混合气调节螺钉将怠速调整到规定值。

（２） 调整快怠速。

１） 拆下进气接头。

２） 预热发动机至正常温度后停机。

３） 切断阻风门强制开启阀 （ＣＯ） 系统的动作，从阻风门强制开启阀膜片上脱开负压软

管，如图２－６７所示。并在软管的端部插入塞头。

４） 设定快怠速凸轮，使节气门保持微小的开度，推关闭着的阻风门，当放开节气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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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７ 脱开负压软管

在软管端部插入塞头

要使其保持关闭状态。

５） 起动发动机，但不要踩下加速踏板。

６） 转动快怠速调节螺钉调整快怠速。

快怠速：１ＲＺ ２６００ｒ／ｍｉｎ
２ＲＺ ２４００ｒ／ｍｉｎ

７） 将负压软管重新连接到原先的位置。

８） 安装进气接头。

二、汽油泵

１汽油泵的拆卸

（１） 从汽油泵上拆下汽油软管。

（２） 拆下两个固定汽油泵的螺母，卸下汽油泵和绝缘垫片。

２汽油泵的检查

（１） 检查进油阀。用手指堵住出油管和回油管，操作泵臂一或二次，最初泵臂很紧，然

后就能自由地移动 （无阻力），如图２－６８所示。

（２） 检查出油阀。用手指堵住进油管，检查泵臂是否被锁住，如图２－６９所示。

图２－６８ 用手指堵住出油管和回油管

操作泵臂一或二次

图２－６９ 用手指堵住进油管，

检查泵臂是否被锁住

（３） 检查膜片。用三个手指堵住进油、出油和回油管，检查泵臂是否被锁住。若摇臂推

不动，说明膜片是密封的，如图２－７０所示。

备注：如果以上三种检查都不符合要求，则表示泵体和上壳体的密合 （密封） 不良。

（４） 检查油封。用手指堵住通气口，检查泵臂是否被锁住，如图２－７１所示。

图２－７０ 用三个手指堵住进油、出油

和回油管，检查泵臂是否被锁住

图２－７１ 用手指堵住通气口，检查泵臂是否被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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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汽油泵的安装

（１） 用两个螺母安装新绝缘垫片和汽油泵。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２） 将燃油软管连接到汽油泵上。

（３） 起动发动机，检查是否有渗漏。

三、空气滤清器的清洁与滤芯的更换

１空气滤清器的清洁

（１） 清洁纸质滤清器滤芯。

１） 检查空气滤清器的滤芯是不是太脏、损坏或有油污。

如有必要，更换空气滤清器的滤芯。

２） 清洁空气滤清器滤芯。用压缩空气从滤芯内侧向外充分地吹净，然后再吹净滤芯的

外侧，如图２－７２所示。

（２） 清洁纤维滤清器滤芯。

１） 检查空气滤清器的滤芯是不是过脏、损坏或有油污。

如有必要，更换空气滤清器的滤芯。

２） 将滤芯浸在水中并上下搅动１０ｍｉｎ或更长的时间，然后放入清洁水中反复漂洗，直

到漂洗水变干净为止，如图２－７３所示。

图２－７２ 用压缩空气从滤芯内侧向外

充分吹净，再吹净滤芯的外侧

图２－７３ 将滤芯浸在水中上下搅动

再放入清洁水中反复漂洗

３） 用摇动滤芯的方法或用压缩空气吹的方法清除滤芯上的水分。

注意：不要敲打滤芯或将其掉下。

２更换空气滤清器滤芯

（１） 取出旧滤芯。拆卸滤芯首先用手旋下蝶形螺母，然后拆下盖子，再拆下另一蝶形螺

母，取出滤芯，如图２－７４所示。

（２） 安装新滤芯。安装时，须将滤芯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旋紧蝶形螺母，然后如图

２－７５所示扣上盖。

四、化油器燃料系统的故障诊断

化油器燃料系统的故障诊断与修理方法见表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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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７４ 拆卸滤芯

１—滤芯 ２—蝶形螺母 ３—盖子 ４—蝶形螺母

图２－７５ 安装新滤芯

表２－２ 化油器燃料系统故障诊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不能起动／起动

困难 （转动正常）

化油器故障：

溢油

阻风门动作

针阀卡住或阻塞

真空软管脱开或已损坏

断油电磁阀没有开启

外部通气控制阀 （ＯＶＣＶ）动作

检查阻风门系统

检查浮子和针阀

检查断油电磁阀

检查ＯＶＣＶ阀

怠速不良或失速

化油器故障：

怠速不正确

低速量孔阻塞

怠速混合气不正确

断油电磁阀没有开启

快怠速设定不正确 （冷机）

阻风门开启 （冷机）

副腔节气门不关闭

调整怠速

调整怠速混合气

检查断油电磁阀

调整快怠速

检查阻风门系统

发动机喘气／加速不良

化油器故障：

浮子位置太低

加速泵故障

省油量孔故障

阻风门关闭 （热机）

阻风门持续开启 （冷机）

燃油管路阻塞

歧管恒温器阻塞

检查浮子位置

检查动力活塞和阀

检查阻风门系统

检查阻风门系统

检查燃油管路

检查歧管恒温器

发动机熄不了火

（关闭点火开关后仍继续

着火运转）

化油器故障：

连接杆卡住

怠速或快怠速超调

断油电磁阀故障

阻风门关闭 （热机）

调整怠速或快怠速

检查断油电磁阀

检查阻风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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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燃油耗高

化油器故障：

阻风门故障

怠速太高

强制燃油切断系统故障

省油量孔

节气门不关闭

ＡＡＰ系统一直动作

燃油渗漏

检查歧管恒温器

检查阻风门系统

调整怠速

检查强制断油系统

检查ＡＡＰ系统

按需要进行修理

供给化油器的燃油不足

燃油滤清器阻塞

输油泵故障

燃油管路阻塞

燃油管路弯曲或纽结

更换燃油滤清器

更换燃油泵

检查燃油管路

更换燃油管路

第三节 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ＥＦＩ） 的结构

ＲＺ系列发动机的ＥＦＩ系统其结构由燃料系统、进气系统和电子控制系统三部分组成，

如图２－７６所示。

一、燃料系统

燃料系统由输油泵、喷油器、燃料箱、燃油滤清器等组成。电动输油泵以恒压向 ＥＦＩ
系统的喷油器提供足够量的燃油，喷油器根据来自ＥＣＵ的信号向进气歧管喷射一定量的燃

油。各喷油器在发动机运转的状态下同时喷射怠速燃烧所需的二分之一燃油。

二、进气系统

进气系统向发动机提供足够的空气以保证其正常工作。

三、电子控制系统

电子控制系统是通过电控单元 ＥＣＵ 可对燃油喷射时刻和点火时刻进行集中控制。其

ＥＣＵ控制功能是：

燃油喷射时刻控制：是ＥＣＵ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所发出的信号，这些传感器检测发动

机各种变化的工作条件。例如，进气歧管的绝对压力、进气温度、冷却液温度、发动机转

速、加速／减速、排气中含氧量等，ＥＣＵ利用这些信号确定必须的喷射持续时间以获得最佳

的空气燃油比。

点火时刻控制：是ＥＣＵ根据各种运转条件下的最佳点火正时的数据进行编程。使用由

监视发动机各种功能 （如转速、进气歧管绝对压力、冷却液温度等） 的传感器所提供的数

据，ＥＣＵ精确并即时地触发点火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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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７６ 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结构

１—氧传感器 ２—进气温度传感器 ３—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４—负压传感器 ５—冷起动喷射器 ６—压力调节器

第四节 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ＥＦＩ） 的维修

一、维修注意事项

１进气系统维修注意事项

（１） 发动机机油油位表、机油滤清器盖、ＰＣＶ软管等的脱落，都将会引起发动机运转

失调。

（２） 空气流量表和气缸盖之间的进气系统中的零件如发生脱开，松动或断裂时，将会引

起空气进入并使发动机运转失调。

２电子控制系统维修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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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拆下ＥＦＩ配线接插件和端子等前，应先将点火开关置ＯＦＦ位置或脱开蓄电池的

端子，以断开电源。

（２） 在安装蓄电池时，要特别注意不要把正、负极电缆接反。

（３） 在拆、装零件时，不要使它们受到严重冲撞，要小心地处理ＥＦＩ的所有零件，特

别是ＥＣＵ。

（４） 在进行故障诊断时不要粗心大意，由

于系统中有半导体数字电路，因此即使轻微地

能碰到其端子也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故障。

（５） 不要打开ＥＣＵ的盖。

（６） 当在下雨天进行检查时，应小心防止

雨水进入。此外，在清洗发动机室时，要防止

水沾到ＥＦＩ的零件和配线接插件上。

（７） 如有必要，应更换零件。

（８） 在拔出配线接插件时要注意，在松开

锁扣时要拉接插件，在完全插入接插件时，要

可靠地锁住，如图２－７７所示。

（９） 当用电路测试表检查接插件时，如果

检查的接插件是防水型结构时，则应小心地取

出防水橡胶。在检查导通、电流或电压时，应

从配线插入测试表的测试棒，并无必要的情况

下不要对端子施加力。检查后应可靠地将防水

橡胶装到接插件上。

图２－７７ 在完全插入接插件时要可靠锁住

１、３—锁扣 ２—锁扣弹簧

（１０） 检查或测试喷射器、冷起动喷射器及其配线接插件时要使用检查用配线 Ａ和Ｂ，

如图２－７８所示。

３燃油系统维修注意事项

（１） 当脱开高压油管时，会有大量的汽油溢出，如图２－７９所示，因此要注意按下列步

骤操作。

图２－７８ 使用检查用配线Ａ和Ｂ 图２－７９ 脱开高压油管时，会有大量的汽油溢出

１） 在管接头下面放一个盘之类的容器。

２） 慢慢地旋松管接头。

３） 脱开管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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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用橡胶塞子塞住管接头孔。

（２） 当将管接头螺母或接头螺栓连接到高压油管的接头上时，要注意按下列步骤操作。

管接头螺栓型：

１） 一定要使用新垫片，并用手旋紧接头螺栓，如图２－８０所示。然后将接头螺栓旋紧

到规定的力矩。

旋紧力矩：２９Ｎ·ｍ
管接头螺母型：

２） 在喇叭口涂敷一薄层机油，旋紧时应使用特种维修工具将螺母拧紧到规定的力矩，

如图２－８１所示。

图２－８０ 使用新垫片并用手拧紧接头螺栓 图２－８１ 用特种工具将螺母旋紧到规定的力矩

旋紧力矩：３０Ｎ·ｍ
（３） 在拆下和安装喷射器时要注意的事项：绝对不要使用已用过的 Ｏ形密封圈。在将

新Ｏ形密封圈放到喷射器上时，应小心无论如何不要损伤它，并且要用锭子油或汽油涂敷

Ｏ形密封圈，但绝对不要用机油、齿轮油或制动油涂敷。

（４） 按图２－８２所示将喷射器装到出油管和进气歧管上。

（５） 对燃料系统的各部分完成维修后，应确认无燃油渗漏现象。

１） 停下发动机，将点火开关置于 ＯＮ位置，使用特种维修工具将ＦＰ端子和检查用接

插件的＋Ｂ端子连接起来。

２） 夹紧燃油回油软管，高压油管的压力将会上升到３９２ｋＰａ左右，此时检查燃油系统的

各个部位是否有渗漏现象，如图２－８３所示。

注意：夹紧软管要防止弯曲，否则会引起软管断裂。

图２－８２ 将喷射器装到出油管和进气歧管 图２－８３ 检查燃油系统的

各个部位是否有渗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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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输油泵

输油泵的结构和线路连接如图２－８４所示。

图２－８４ 输油泵结构和线路连接图

１—橡胶缘冲垫 ２—滤清器 ３—转子 ４—轴承 ５—磁铁 ６—电枢

７—电刷 ８—轴承 ９—减压阀 １０—止回阀 １１—壳体 １２—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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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车上检查

（１） 检查输油泵工作情况。

１） 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但不要起动发动机，使用特种维修工具连接检查用接插

件的端子ＦＰ和＋Ｂ，如图２－８５所示。

备注：检查用接插件被安装在蓄电池的附近。

２） 检查进油软管内是否有压力。如果有压力的噪声，从检查用接插件上拆下特种维修

工具，将点火开关转回到ＯＦＦ位置。

如果无压力，则应检查熔断丝、保险丝、ＥＦＩ主继电器、输油泵和配线的连接。

（２） 检查燃油压力

１） 检查蓄电池电压应在１２Ｖ以上，然后脱开蓄电池的负极端子。

２） 在冷起动喷射器管子的下面放一个适当的容器或抹布，慢慢地旋松管子的接头螺栓，

并从出油管拆下接头螺栓和两张垫片，从出油管排出燃油。

３） 用两张新垫片按图２－８６所示把压力表装到出油管上，然后擦干净溅出的汽油。

图２－８５ 用特种工具连接检查

用接插件的端子ＦＰ和＋Ｂ

图２－８６ 把压力表装到出油管上

４）重新连接好蓄电池的负极端子，使用特种维修工具连接检查用接插件的端子ＦＰ和＋Ｂ。

５） 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测量燃油压力。

燃油压力：２６５～３０４ｋＰａ
如果压力太高，则应更换压力调节器；如果压力太低，则应检查下列各项：

①燃油软管及其连接情况。

②输油泵。

③燃油滤器。

④压力调节器。

６） 从检查用接插件上拆下特种维修工具，然后起动发

动机。

７） 从压力调节器上脱开负压软管，并用塞子将其塞

住，然后测量怠速时的燃油压力，如图２－８７所示。

燃油压力：２６５～３０４ｋＰａ

图２－８７ 脱开负压软管用塞子

将其塞住测量怠速燃油压力

８） 再将负压软管重新连接到压力调节器上，测量怠速时的燃油压力。

燃油压力：２２６～２６５ｋＰａ
如果不在规定的压力之内，则应检查真空软管和压力调节器。

９） 停止发动机，在５ｍｉｎ内检查燃油压力是否能保持在１４７ｋＰ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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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在规定要求的范围内，则应检查输油泵、压力调节器和喷射器。

１０） 在检查燃油压力后，脱开蓄电池的负极端子并小心拆下特种维修工具。

注意：防止汽油溅出。

１１） 使用新垫片，重新将冷起动喷射器管子连接到出油管上，再将配线接插件连接到冷

起动喷射器上。

１２） 起动发动机，检查是否有燃油渗油。

２输油泵的拆卸 输油泵拆卸后分解的零件见图２－８８所示。

注意：在拆修输油泵时，不要抽烟或靠近明火处进行操作。

图２－８８ 分解输油泵

１—橡胶缓冲垫 ２—输油泵托架 ３—垫片 ４—输油泵 ５—输油泵滤清器 ６—夹扣

（１） 从燃油箱中排尽汽油，拆下燃油箱。

（２）从燃油箱拆下输油泵托架。旋下６个螺钉和螺栓，拉出输油泵托架，如图２－８９所示。

（３） 从输油泵托架拆下输油泵。旋下两个螺母并从输油泵脱开配线，从托架拉出输油泵

的下侧，从燃油软管拆下输油泵，如图２－９０所示。

图２－８９ 从燃油箱拆下输油泵托架 图２－９０ 从托架拉出输油泵的下侧

从燃油软管拆下输油泵

（４） 从输油泵拆下输油泵滤清器。拆下橡胶缓冲垫，拆下夹扣并拉出滤清器，如图２－
９１所示。

３输油泵的安装

（１） 将输油泵滤清器装到输油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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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将输油泵装到输油泵托架上。将输油泵的外

口插入燃油软管，将橡胶缓冲垫装到输油泵的下侧，

并连同橡胶缓冲垫推入输油泵托架。

（３） 安装输油泵托架。把带有新垫片的输油泵托

架放到燃油箱上，装上并旋紧６个螺钉和螺栓。

旋紧力矩：

螺钉 ３９Ｎ·ｍ
螺栓 ５４Ｎ·ｍ

（４） 安装燃油箱。

（５） 向燃油箱注入汽油。

图２－９１ 从输油泵拆下输油泵滤清器

三、冷起动喷射器

冷起动喷射器的结构如图２－９２所示。

图２－９２ 冷起动喷射器结构图

１车上检查

测量冷起动喷射器的电阻。

１） 脱开冷起动喷射器的接插件，使用欧姆表测量喷射器的电阻，如图２－９３所示。

电阻：２～４Ω
２） 连接冷起动喷射器的接插件。

２冷起动喷射器的拆卸

（１） 从蓄电池的负极端子脱开电缆。

（２） 脱开冷起动喷射器的接插件。

（３） 拆下冷起动喷射器。

１） 在冷起动喷射器的管子下面放一个适当的容器或抹布，拆下接头螺栓和两张垫片，

脱开冷起动喷射器管子，如图２－９４所示。

注意：要慢慢地旋松接头螺栓。

２） 旋下两个螺栓，拆下冷起动喷射器和垫片。

３冷起动喷射器的检查

检查冷起动喷射器的喷射情况应在发动机为冷机状态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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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９３ 用欧姆表测量喷射器电阻 图２－９４ 拆下接头螺栓和两个

垫片脱开冷起动喷射器管子

（１） 将一张垫片、两个特种接头、另一张垫片和

两个接头螺栓装到出油管和喷射器上。将特种软管

（喷射测量工具套件） 连接到各接头上，将ＥＦＩ检查

用配线 “Ａ” 连接到喷射器上，如图２－９５所示。

注意：应将喷射器尽可能地远离蓄电池。

（２） 在喷射器下面放一个容器，将点火开关置于

ＯＮ位置。

注意：不要起动发动机。

（３） 使用故障诊断检查用配线连接检查用接插件

的端子ＦＰ和＋Ｂ，如图２－９６所示。

图２－９５ 将特种软管连接到各接头上

将ＥＦＩ检查用配线Ａ连接到喷射器上

（４） 将ＥＦＩ检查用配线Ａ连接蓄电池，检查燃油喷雾情况，如图２－９７所示。

图２－９６ 用故障诊断检查配线检查端子 图２－９７ 检查燃油喷雾情况

注意：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此项检查。

（５） 从蓄电池上脱开特种测试棒，检查喷射器每分钟所滴下的燃油应少于１滴。

（６） 完成检查后，拆下软管、配线和检查用接插件等，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ＦＦ位置。

４冷起动喷射器的安装

（１） 安装冷起动喷射器。换上新垫片，用两个螺栓安装冷起动喷射器。

旋紧力矩：８３Ｎ·ｍ。

（２） 安装冷起动喷射器管子。使用新垫片和接头螺栓连接冷起动喷射器管子。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３） 连接冷起动喷射器的接插件。

（４） 将电缆连接到蓄电池的负极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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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检查是否渗漏燃油。

四、燃油压力调节器

燃油压力调节器的结构如图２－９８所示。

图２－９８ 燃油压力调节器结构图

１—阀 ２—膜片 ３—弹簧 ４—燃油压力调节器

１车上检查 检查燃油压力，其方法与检查输油泵燃油压力的方法相同。

２燃油压力调节器的拆卸

（１） 脱开负压软管。

（２） 脱开燃油回油软管。在压力调节器下面放一个

适当的容器或抹布，然后脱开燃油回油软管。

（３） 拆下压力调节器。旋松锁紧螺母，拆下压力调

节器。

３燃油压力调节器的安装

（１） 安装燃油压力调节器。

１） 完全旋松燃油压力调节器的锁紧螺母，将新的 Ｏ
形密封圈涂敷一薄层汽油，并把它装到压力调节器上。

用手将燃油压力调节器完全推入出油管，逆时针转动压

力调节器直到其出口朝向图２－９９所示的方向为止。

图２－９９ 逆时针转动压力调节器

直到其出口朝向指示方向

２） 旋紧锁紧螺母。

旋紧力矩：２５Ｎ·ｍ。

（２） 连接燃油回油管。

（３） 连接负压软管。

五、喷油器

喷油器的结构见图２－１００所示。

１喷油器的拆卸

（１） 从蓄电池的负极端子脱开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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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００ 喷油器结构图

１—针阀 ２—电磁线圈 ３—端子

（２） 放尽冷却液。

（３） 拆下节气门段。其方法与节气门段的拆卸方法相同。

（４） 拆下喷油器。

１） 从燃油压力调节器脱开真空和燃油软管。

２） 旋下两个接头螺栓，拆下冷起动喷油器管子和４张垫子。

３） 拆下接头螺栓和两张垫片，从出油管脱开１号输油管。

４） 旋下两个螺栓，拆下连同４个喷油器的出油管，从喷油管脱开４个接插件。

２喷油器的检查

（１） 测量喷油器的电阻。使用欧姆表测量两个端子的电阻，如图２－１０１所示。

电阻：１３４～１４２Ω
如果电阻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喷油器。

（２） 喷油器的喷射试验。喷射试验所用工具如图２－１０２所示。

图２－１０１ 使用欧姆表测量两个端子电阻 图２－１０２ 喷射试验所用工具

１—ＳＳＴ（软管） ２—ＳＳＴ（接头） ３—压力调节器

注意：在试验中要保持火花塞的清洁。

１） 从燃油滤清器的出口管脱开燃油软管，将特种接头 （喷射测量工具套件） 连接到燃

油滤清器的出口，如图２－１０３所示。

２） 将特种接头 （喷射测量工具套件） 和软管安装到出油管上，将燃油回油软管连接到

压力调节器上，将特种软管 （喷射测量工具套件） 连接到３个接头上，如图２－１０４所示。

９６



图２－１０３ 将特种接头连接到燃油滤清器的出口

１—新垫片 ２—接头螺栓 ３—ＳＳＴ（接头）

４—ＳＳＴ（软管） ５—燃油滤清器

图２－１０４ 将特种软管连接到３个接头上

１、２—回油软管 ３—ＳＳＴ（软管）

４、５—ＳＳＴ（接头）

３） 将喷油器放入量杯，连接蓄电池电缆，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

注意：不要起动发动机。

４） 使用故障诊断检查用配线连接用接插件的端子ＦＰ和＋Ｂ，如图２－１０５所示。

注意：检查用接插件被安装在蓄电池的附近。

５） 将ＥＦＩ检查用配线 “Ｆ” 连接到喷油器和蓄电池上１５ｓ，并在此时间内用量杯测量其

喷油量，如图２－１０６所示。

图２－１０５ 用配线连接用接插件的端子ＦＰ和＋Ｂ 图２－１０６ 用量杯测量其喷油量

注意：每个喷油器测试２或３次。

喷油量：４０～５０ｃｍ３／１５ｓ
各喷油器之间喷油量的差：小于６ｃｍ３

如果喷油量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更换喷油器。

（３） 检查渗漏。

在上述的条件下，从蓄电池脱开特种配线，检查喷油器喷口渗漏燃油的情况。

燃油滴漏：每分钟小于１滴燃油

３喷油器的安装

（１） 安装带喷油器的出油管。

１） 将新Ｏ形密封圈装到出油管上，如图２－１０７所示。

２） 将４个接插件连接到４个喷油器上，将连同出油管的喷油器和两个螺栓装到进气歧

管上，旋紧两个螺栓，如图２－１０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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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０７ 将新形密封圈装到出油管上 图２－１０８ 将出油管的喷油器装到进气歧管上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３） 用新垫片和接头螺栓将１号输油管连接到出油管上，如图２－１０９所示。

旋紧力矩：２９Ｎ·ｍ
４） 用两张垫片和两个螺栓安装冷起动喷射器，将燃油和负压软管连接到压力调节器上，

如图２－１１０所示。

图２－１０９ 用新垫片和接头螺栓将

１号输油管连接到出油管上

图２－１１０ 将燃油和负压软管

连接到压力调节器上

（２） 安装节气门。

（３） 将电缆连接蓄电池的负极端子。

六、节气门段

节气门段的结构见图２－１１１所示。

图２－１１１ 节气门段结构图

１—闸阀 ２—恒温蜡 ３—怠速点 ４—端子１ＤＬ ５—端子Ｅ１ ６—端子ＰＳＷ ７—动力点 ８—导向凸轮 ９—移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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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车上检查

（１） 检查节气门段

１） 检查节气门操纵杆系动作是否平滑，如图２－１１２所示。

２）检查各口的负压状态。首先起动发动机，然后用手指检查负压状态，如图２－１１３所示。

图２－１１２ 检查节气门操纵杆系动作是否平滑 图２－１１３ 用手指检查负压状态

各口的负压状态见表２－３所示。

表２－３ 各口的负压状态表

口名称 怠速时 ３５００ｒ／ｍｉｎ

Ｅ 负压 负压

Ｒ 无负压 负压

Ｐ 无负压 负压

（２） 检查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各端子之间

的电阻。从传感器拨去接插件，将测隙规插

到节气门止动螺钉和止动杆之间，使用欧姆

表测量各端子之间的电阻，如图２－１１４所

示。各端子之间的导通情况见表２－４所示。

图２－１１４ 用欧姆表测量各端子之间的电阻

表２－４ 各端子之间的导通情况

拉杆和止动螺

钉之间的间隙

端子之间的导通情况

１ＤＬ－Ｅ１ ＰＳＷ－Ｅ１１ＤＬ－ＰＳＷ

０３０ｍｍ 导通 不导通 不导通

０４０ｍｍ 不导通 不导通 不导通

节气门全开位置 不导通 导通 不导通

（３） 检查空气阀的工作情况。关闭节气门段上空气阀口，检查发动机的转速。

在冷温下 （冷却液温度低于８０℃） 当空气阀口被关闭时，发动机转速应下降。

在预热运转后，当空气阀口被关闭时，检查

发动机的转速下降不应超过１００ｒ／ｍｉｎ。

如果工作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节

气门段。

２节气门段的拆卸

（１） 从节气门段排尽冷却液。

（２） 从２号冷却液管和２号冷却液旁通管脱

开两根冷却液软管，如图２－１１５所示。

（３） 脱开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接插件。

（４） 脱开负压软管。

图２－１１５ 从２号冷却水管和２号

冷却水旁通管脱开两根冷却水软管

（５） 脱开节气门钢索 （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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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脱开加速器钢索和托架。

（７） 拆下节气门段。旋下两个螺栓和两个螺母，拆下节气门段和垫片。

３节气门段的检查

（１） 清洁节气门段。用软刷和化油器清洁工具将铸件零件擦洗干净，使用压缩空气将节

气门段上的所有通道和小孔吹干净。

（２） 检查节气门。当节气门全闭时，检查节气门止动螺钉和节气门拉杆之间应无间隙，

如图２－１１６所示。

（３） 检查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１） 按图２－１１７所示做一角规。

图２－１１６ 检查节气门止动螺钉和

节气门拉杆之间应无间隙

图２－１１７ 制做角规

２） 将节气门的开启角度从垂直位置 （包括节气门全闭角度１０°在内） 开始为基准设定

到规定角度，如图２－１１８所示。

节气门开启角度：６７°或７３°

图２－１１８ 将节气门的开启角度从垂直位置开始为基准设定到规定角度

３） 使用欧姆表测量各端子，如图２－１１９所示，其端子间的导通情况见表２－５所示。

图２－１１９ 用欧姆表测量各端子

表２－５ 其端子间的导通情况

节气门开启角度
导 通 情 况

１Ｄ１－Ｅ２ ＰＳＷ－Ｅ２１ＰＬ－ＰＳＷ

从垂直位置起６７° 不导通 不导通 不导通

从垂直位置起７３° 不导通 导 通 不导通

从垂直位置

起小于１１５°
导 通 不导通 不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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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如有必要，应调整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１） 旋紧传感器的两个螺钉。

２） 将塞尺 （０３５ｍｍ） 插到节气门止动螺钉

和拉杆之间，并将欧姆表接到端子１ＤＬ和Ｅ１上。

顺时针方向慢慢地转动传感器直到欧姆表的指针

摆动为止，然后用两个螺钉固 定 传 感 器，如 图

２－１２０所示。

３） 使用塞尺再次测量端子１ＤＬ和Ｅ１之间的

导通情况，其端子间导通情况见表２－６所示。

图２－１２０ 将塞尺插到节气门止动螺钉和

拉杆之间，并将欧姆表拉到端子上

４节气门段的安装

（１） 安装节气门段。将一张垫片放到进

气歧管上，用两个螺栓和两个螺母安装节气

门段，如图２－１２１所示。

表２－６ 端子间导通情况

拉杆和止动螺钉之间的间隙 １ＤＬ－Ｅ１的导通情况

０３０ｍｍ 导通

０４０ｍｍ 不导通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２） 将冷却液软管连接２号燃油软管和２号空气

管上。

（３） 连接加速器钢索托架和钢索。

（４） 连接节气门钢索 （Ａ／Ｔ）。

（５） 连接负压软管。

（６） 连接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接插件。

（７） 连接空气滤清器的软管。

（８） 注入冷却液。
图２－１２１ 安装节气门段

七、ＥＦＩ主继电器

ＥＦＩ主继电器是安装在车头的前部，其电子控制系统的其他各元件安装位置如图２－
１２２所示。

ＥＦＩ主继电器的元件如图２－１２３所示。

ＥＦＩ主继电器的检查：

（１） 检查继电器的导通。检查端子１和３之间是否导通，端子２和４之间、３和４之间

是否不导通，如图２－１２４所示。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２） 检查继电器的动作情况。在端子１和３之间加上蓄电池的电压，检查端子２和４之

间是导通，如图２－１２５所示。

如果动作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八、开路继电器

开路继电器安装位置，其元件如图２－１２６所示。

开路继电器的检查

（１） 检查继电器的导通情况。使用欧姆表检查端子ＳＴＡ和Ｅ１之间、端子Ｂ和ＦＣ之间

是否导通，以及端子Ｂ和ＦＰ之间是否不导通，如图２－１２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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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２２ 电子控制系统元件安装位置图

１—起动喷射器正时开关 ２—冷却水温度传感器 ３—ＥＦＩ主继电器

４—开路继电器 ５—进气温度传感器 ６—ＥＣＵ ７—氧传感器 ８—负压传感器

图２－１２３ ＥＦＩ主继电器元件图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２） 检查继电器的动作情况。

１） 在端子ＳＴＡ和Ｅ１之间加上蓄电池的电压，使用欧姆表检查端子＋Ｂ和ＦＰ之间是否

导通，如图２－１２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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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２４ 检查继电器的导通

１—端子４ ２—端子２ ３—端子１ ４—端子３

图２－１２５ 检查继电器的动作情况

图２－１２６ 开路继电器元件图

图２－１２７ 检查继电器的导通情况

１—端子ＳＴＡ ２—端子Ｂ ３—端子ＦＰ

４—端子ＦＣ ５—端子Ｅ１

图２－１２８ 使用欧姆表检查端子＋Ｂ
和ＦＰ之间是否导通

２） 在端子Ｂ和ＦＣ之间加上蓄电池的电压，

检查端子Ｂ和ＦＰ之间是否导通，如图２－１２９
所示。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

器。

九、起动喷射器正时开关

起动喷射器正时开关安装位置见图２－１２２
所示，其元件如图２－１３０所示。 图２－１２９ 检查端子Ｂ和ＦＰ之间是否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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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３０ 起动喷射器正时开关元件图

起动喷射器正时开关的检查：

测量起动正时开关的电阻。脱开接插件，使用欧姆表测量各端子之间的电阻，如图２－
１３１所示，其端子之间的电阻见表２－７所示。

图２－１３１ 测量起动正时开关的电阻

表２－７ 其端子之间的电阻

端子之间 电阻／Ω 冷却液温度／℃

ＳＴＡ－ＳＴＪ
３０～５０ 低于１０

７０～９０ 高于２５

ＳＴＡ－接地 ３０～９０ —

十、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见图２－１２２所示，其元件和特性曲线如图２－１３２所示。

图２－１３２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元件和特性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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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测量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电阻。脱开接插

件，使用欧姆表测量两个端子之间的电阻，如

图２－１３３所示。

电阻：参照曲线图

十一、负压传感器

负压传感器安装位置见图２－１２２所示，其

元件如图２－１３４所示。 图２－１３３ 用欧姆表测量两个端子之间的电阻

图２－１３４ 负压传感器元件图

负压传感器的检查

（１） 检查负压传感器的电源电压。脱开负压传感器的接插件，将点火开关置于 ＯＮ位

置，使用电压表测量负压传感器的端子ＶＣＣ和Ｅ２之间的电压，如图２－１３５所示。

电压：４～６Ｖ
（２） 检查负压传感器的电压输出。

１） 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从进气歧管脱开负压软管，将电压表连接到ＥＣＵ的端子

ＰＩＭ 和Ｅ２（Ｅ２１） 之间，测量环境大气压力下的电压输出，如图２－１３６所示。

２） 向 负 压 传 感 器 加 负 压， 从 １００ｍｍＨｇ（１３３ｋＰａ） 开 始， 每 次 递 增 １００ｍｍＨｇ
（１３３ｋＰａ） 一直到５００ｍｍＨｇ（６６７ｋＰａ） 以上，测量每档负压下的电压降。

电压降见表２－８。

十二、进气温度传感器

进气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见图２－１２２所示，其元件如图２－１３７所示。

进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检查进气温度传感器的电阻。使用负压表测量二端子之间的电阻，如图２－１３８所示。

电阻：参照曲线图

如果电阻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传感器。

十三、氧传感器

氧传感器安装位置见图２－１２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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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３５ 用电压表测量负压传感器

的端子ＶＣＣ和Ｅ２之间电压

图 ２－１３６

表２－８ 电压降表

负压度／ｍｍＨｇ（ｋＰａ） １００（１３３） ２００（２６７） ３００（４００） ４００（５３３） ５００（６６７）

电压降／Ｖ ０３～０５ ０７～０９ １１～１３ １５～１７ １９～２１

图２－１３７ 进气温度传感器元件和特性曲线图

氧传感器的检查

（１） 检查氧传感器加热器的电阻。使用欧姆表测量端子＋Ｂ和 ＨＴ之间的电阻，如图

２－１３９所示。

电阻：５１～６３Ω（在２０℃）

如果电阻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氧传感器。

（２） 检查反馈电压 （Ｖ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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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３８ 用欧姆表测量二端子之间的电阻 图２－１３９ 用欧姆表测量端子＋Ｂ
和ＨＴ之间的电阻

１） 预热发动机，将电压表连接到检查用接

插件的端子ＶＦ１和Ｅ１之间，如图２－１４０所示。

２） 测量反馈电压 （ＶＦ１），见表２－９。

十四、电子控制器 （ＥＣＵ）

电子控制器的安装位置见图２－１２２所示。

ＥＣＵ的检查

（１） 测量ＥＣＵ的电压。

１） 拆下右护板，将点火开关置于 ＯＮ位置，

使用万用表测量各端子间的电压，如图２－１４１
所示。

图２－１４０ 将电压表连接到接插件端子之间

１—ＳＳＴ ２—端子Ｅ１ ３—端子ＶＦ１ ４—端子ＴＦ１

２）ＥＣＵ配线接插件的电压值，见表２－１０所示。

（２） 测量ＥＣＵ的电阻。

１） 拆下中央立柱的装饰物，从ＥＣＵ拔出配线接插件，测量配线接插件各端子之间的电

阻，如图２－１４２所示。

图２－１４１ 用万用表测量

各端子间电压

图２－１４２ 测量配线接插件

各端子之间的电阻

２）ＥＣＵ配线接插件的电阻值，见表２－１１。

十五、断油转速

断油转速的检查

１） 起动并预热发动机，将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脱开其接插件，连接配线接插件侧的端子

１ＤＬ和Ｅ１，如图２－１４３所示。

２） 逐渐提高发动机的转速，检查断油和燃油回油点指针是否摆动，如图２－１４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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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９ 测量反馈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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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０ ＥＣＵ配线接插件的电压值

序号 端子 ＳＴＤ电压／Ｖ 条 件

１

ＢＡＴＴ－Ｅ１ １０～１４

＋Ｂ－Ｅ１ １０～１４

＋Ｂ１－Ｅ１ １０～１４

—

２
１ＤＬ－Ｅ１ ８～１４

ＰＳＷ－Ｅ１ ４５～５５
点火开关ＯＮ

节气门开

节气门全开

３ １ＧＴ－Ｅ１ ０７～１０ 转动或怠速

４ ＳＴＡ－Ｅ１ ８～１４ 转动

５

Ｎｏ１０Ｅ０１
—

Ｎｏ２０Ｅ０２

９～１４ 点火开关ＯＮ

６ Ｗ－Ｅ１ ９～１４
无故障 （ＣＨＥＣＫＥＮＧＩＮＥ（检查发动机）报警灯熄灭） 和

发动机运转

７
ＰＩＭ－Ｅ２（Ｅ２１） ３３～３９

ＶＣＣ－Ｅ２（Ｅ２１） ４５～５５
点火开关ＯＮ

８ ＴＨＡ－Ｅ２（Ｅ２１） ２０～２８

９ ＴＨＷ－Ｅ２（Ｅ２１） ０４～０８
点火开关ＯＮ

进气温度２０℃

冷却液温度８０℃

图２－１４３ 连接配线接插件

侧的端子１ＤＬ和Ｅ１

图２－１４４ 检查断油和燃油

回油点指针是否摆动

表２－１１ ＥＣＵ配线接插件电阻值

端子 电阻／ｋΩ 条件

１ＤＬ－Ｅ２（Ｅ２１）
无穷大 节气门开

０ 节气门全开

ＰＳＷ－Ｅ２（Ｅ２１）
０ 节气门全开

无穷大 节气门全开

ＴＨＡ－Ｅ２（Ｅ２１） ２～３ 进气温度２０℃

ＴＨＷ－Ｅ２（Ｅ２１） ０２～０４ 冷却液温度８０℃

Ｎｅ－Ｎｅ ０２８～０３６

断油转速：１７００ｒ／ｍｉｎ
回油转速：１２００ｒ／ｍｉｎ
备注：汽车将停止起动，加速器被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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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故障诊断

一、故障诊断系统

ＥＣＵ含有一个自动故障诊断系统，依助这个系统可以检测发动机信号网络的故障。当

出现故障时，位于仪表板上的 “ＣＨＥＣＫＥＮＧＩＮＥ（检查发动机）” 报警灯闪亮，向驾驶员通

告被检测到的故障。当故障被排除后，该报警灯就自动熄灭。

１“ＣＨＥＣＫＥＮＧＩＮＥ” 报警灯的检查

（１） 当点火开关被置于ＯＮ位置而发动机没有起动运转时，“ＣＨＥＣＫＥＮＧＩＮＥ” 报警灯

亮，如图２－１４５所示。

（２） 当发动机起动运转时，“ＣＨＥＣＫＥＮＧＩＮＥ” 报警灯就熄灭。

如果灯保持点亮状态，则表示故障诊断系统已检测到故障，或者该系统本身不正常。

２故障码的输出

（１） 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不要起动发动机。

（２） 使用跨接线连接检查用接插件的端子ＴＥ１和Ｅ１，如图２－１４６所示。

备注：检查用接插件被安装在蓄电池的附近。

图２－１４５ 当点火开关在ＯＮ位置而

发动机没起动报警灯亮

图２－１４６ 用跨接线连接插件端子

（３） 读取由 “ＣＨＥＣＫＥＮＧＩＮＥ” 报警灯的闪亮次数所指示的故障码。

１）ＥＦＩ系统正常时该报警灯将每隔０２５ｓ闪亮一次，如图２－１４７所示。

２） 故障码的指示，报警灯闪亮时间的长短第一个数字和第二个数字之间１５ｓ，码和码

之间为２５ｓ，所有故障码之间为４５ｓ，如图２－１４８所示。

图２－１４７ 报警灯每０２５ｓ闪亮一次 图２－１４８ 故障码的指示

故障诊断码数列反复时间将与检查用接插件端子ＴＥ１和Ｅ１被连接的时间一样长。

注意：万一出现若干故障码，则指示将从小的数值开始并依次持续指示出大的数值。

（４） 在故障诊断的检查之后，从检查用接插件上拆下跨接线。

３清除故障码

３８



（１） 在对故障部位进行修理后，由ＥＣＵ保存

在存储器内的故障码，应采取拆下ＥＦＩ（１５Ａ） 熔

丝，拆下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周围环境温度 （温度

低，熔丝拆下时间应长）。拆下熔丝之前应先关断

点火开关，如图２－１４９所示。

备注：

１）清除故障码也可依助拆下蓄电池的负极

（－）端子来进行，但是采用这种方法时，其他存

储器系统 （无线电ＥＴＲ、钟等）也将同时被清除。
图２－１４９ 拆下熔丝之前应先关断点火开关

２） 如果不将故障码清除，则将由ＥＣＵ保存，这样当万一有新的故障时它将同新的故障

码一起指示出。

３） 如果因修理发动机而必须拆下蓄电池端子时，应首先观看是否记录有故障码。

（２） 在消除故障码后，应进行一次道路行车试验，以确认当前 “ＣＨＥＣＫＥＮＧＩＮＥ” 报

警灯指示的是 “正常” 码。

４故障诊断指示

包括 “正常” 在内，ＥＣＵ由１４种故障码被编程，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码被指示出时，

最小的数字 （码） 将最先出现。故障码见表２－１２。

表２－１２ 故障码表

码编号
“ＣＨＥＣＫＥＮＧＩＮＥ”

的闪亮次数
征兆 故障诊断 故障部位

—

ＯＮ

ＯＦＦ

Ｆ１１４０１

正常
当没有任何其他码时，

指示出这个码予以识别

１２

Ｆ１１３８９

ＲＰＭ信号

在发动机已被转动后的

２ｓ内，无 “ＮＥ” 信号到

达ＥＣＵ

分电器回路

分电器

点火器回路

点火器

起动马达信号回路

ＥＣＵ

１３

Ｆ１１３９０

ＲＰＭ信号

当 发 动 机 转 速 达 到

１５００ｒ／ｍｉｎ 以 上 时， 无

“ＮＥ”信号到达ＥＣＵ

分电器回路

分电器

点火器回路

点火器

ＥＣＵ

１４

Ｆ１１３９１

点火信号
连续４～５次无 “１ＧＥ”

信号到达ＥＣＵ

点火器和点火线圈回路

点火器和点火线圈

ＥＣ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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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码编号
“ＣＨＥＣＫＥＮＧＩＮＥ”

的闪亮次数
征兆 故障诊断 故障部位

２１

Ｆ１１４００

氧传感器信

号

氧传感器加

热器信号

在空气—燃油比进气反

馈修正期，从氧传感器输

出的电压

在一个连续的时间内没

有超出稀和浓混合气侧的

设定值

氧 传 感 器 加 热 器

（ＨＴ１）开路或短路

氧传感器回路

氧传感器

ＥＣＵ

氧传感器加热器回路

氧传感器加热器

ＥＣＵ

２２

Ｆ１１３９２

冷却液温度

传感器信号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信号

（ＴＨＷ）开路或短路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回路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ＥＣＵ

２４

Ｆ１１６１１

进气温度传

感器信号

进 气 温 度 传 感 器 信 号

（ＴＨＡ）开路或短路

进气温度传感器回路

进气温度传感器

ＥＣＵ

２５

Ｆ１２５６２

空燃

比稀

故障

２６

Ｆ１２５６３

空燃

比浓

故障

在反馈过程中的相当时

间间隔中，氧传感器信号

连 续 位 于 上 （浓） 或 下

（稀）极限位置

空燃比反馈补偿值或自

适控制值在相当的时间间

隔内连续位于更新后的上

（稀） 或下 （浓） 极限位

置

氧传感器 （ＯＸ）开路

喷射器回路

喷射器

燃油管路压力

氧传感器回路

氧传感器

真空传感器

进气系统

ＥＣＵ

喷射器回路

喷射器

燃油管路压力

真空传感器

冷起动喷射器

ＥＣ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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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码编号
“ＣＨＥＣＫＥＮＧＩＮＥ”

的闪亮次数
征兆 故障诊断 故障部位

３１

Ｆ１１３９４

真空传感器

信号

进气歧管压力信号开路

或短路 （ＰＩＭ）

真空传感器回路

真空传感器

ＥＣＵ

４１

Ｆ１１３９６

节气门位置

传感器信号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信号

（ＰＳＷ）开路或短路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回路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４２

Ｆ１１３９７

汽车速度传

感器信号

除了发动机空运转外，

当发动 机 转 速 在２１００～

５０００ｒ／ｍｉｎ之间，冷却液

温度超过８０℃时，８ｓ无

“ＳＰＤ”信号到达ＥＣＵ

汽车速度传感器回路

汽车速度传感器

ＥＣＵ

４３

Ｆ１１３９８

起动机信号

在 汽 车 不 移 动 的 状 态

下， 发 动 机 转 速 达 到

８００ｒ／ｍｉｎ时 还 无 “ＳＴＡ”

信号到达ＥＣＵ

１Ｇ开关回路

１Ｇ开关

ＥＣＵ

５１

Ｆ１１３９９

开关状态信

号

在检查用接插件的端子

Ｅ１和ＴＥ１被连接的状态

下，无 “１ＤＬ” 信号到达

ＥＣＵ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回路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ＥＣＵ

二、故障诊断注意事项

（１） 发动机的故障往往不是由ＥＦＩ系统引起的。因此，在进行故障诊断时，首先应检

查其他系统的工作情况，如：

１） 电源。

２） 车身搭铁。

３） 供油系统。

４） 点火系统。

５） 进气系统。

６） 排气污染控制系统等。

（２） 引起故障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配线接插件的接触不良，因此应始终保持连接可靠。

（３） 在更换ＥＣＵ之前，要对其他原因进行充分的故障诊断。

三、故障诊断流程

故障诊断流程见表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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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３ 故障诊断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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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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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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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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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１９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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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动机润滑系统

第一节 润滑系统的结构

发动机润滑系统的主要任务是，供应一定数量的机油至摩擦表面，起润滑、冷却、清洁

和密封作用。

本机的润滑方式是复合式润滑，即压力润滑和飞溅润滑。在高速重负荷的摩擦表面用机油泵

强制压力润滑，以保证润滑可靠。在负荷轻、润滑速度低或润滑条件有利的地方则用飞溅润滑。

该润滑系统由油底壳、机油泵、机油滤清器等组成。机油泵将机油从油底壳向上泵送，

通过机油滤清器向曲轴和气缸体的各油孔供油。机油经过气缸体并完成润滑作用后，依其自

身的重力返回到油底壳。机油的液面通过位于机油泵旁的机油尺来检查。润滑系统的结构与

原理如图３－１所示。

图３－１ 润滑系统的结构与原理

１—机油泵 ２—机油喷嘴 ３—机油滤清器 ４—机油粗滤器



一、机油泵

机油泵为转子式结构，如图３－２所示。在泵体内装有一个主动转子和一个从动转子。

当主动转子转动时，则从动转子也以相同的方向转动。由于主动转子轴的轴线与从动转子的

中心不在一个中心线上，因此 ，二转子之间的空间随它们的转动而变化。当它们之间有大

空间的时候，机油被吸入，而当成为小空间的时候，机油就被压出。

图３－２ 机油泵结构

１—油封 ２—机油泵壳体 ３—主动转子 ４—从动转子 ５—Ｏ形密封圈

６—正时链罩壳 ７—减压阀 ８—弹簧 ９—弹簧座 １０—弹簧卡环

二、机油压力调节器

为了防止供给过多的机油，在机油泵上装有一个机油压力调节器。在正常供油下，螺旋

弹簧和阀使旁通孔保持关闭。当机油压力过多时，压力急速升高而克服弹簧力使阀开启，这

样就使过多的机油流过旁通阀回到油底壳。

三、机油滤清器

机油滤清器是内装纸质滤芯。带减压阀的全流式滤清器，它与机油管道形成一体，当机

油通过的时候，将会滤去各种杂质。

机油滤清器安装在发动机外部，能方便地更换滤芯。在滤芯的前面也有一个减压阀，万

一滤芯被杂质堵塞时，能释放高压机油。当机油压力克服了弹簧力时，减压阀开启，这时机

油就通过减压阀而不通过滤芯直接流入发动机的主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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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润滑系统的维修

一、机油压力的检查与机油和机油滤清器的更换

１检查机油压力

（１） 检查机油质量。检查机油是否变质、含有水分、变色或稀薄。

如果机油变质应予以更换，其粘度应符合所推荐的粘度要求，如图３－３所示。

（２） 检查机油液位。机油液位应处于液位计刻度 “Ｌ” 和 “Ｆ” 之间，如图３－４所示。

图３－３ 机油粘度应符合推荐要求 图３－４ 机油液位应在刻度Ｌ和Ｆ之间

如果液位低于 “Ｌ” 刻度线，应检查是否漏油并添加机油到 “Ｆ” 刻度位置。

（３） 拆下机油压力开关。使用机油压力开关套筒，拆下机油压力开关，如图３－５所示。

（４） 安装机油压力表，如图３－６所示。

（５） 起动发动机。起动发动机预热到正常的工作温度。

图３－５ 拆下机油压力开关 图３－６ 安装机油压力表

（６） 测量机油压力。

机油压力：

怠速时大于２９ｋＰａ
在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２４５～４９０ｋＰａ

注意：在重新安装机油压力开关后，应检查机油是否渗漏。

（７） 安装机油压力开关。

１） 将螺纹上的旧密封胶清除干净，在开关端部的２或３牙螺纹上涂敷密封胶，如图

３－７所示。

密封胶：产品号０８８３３～０００８０、１３４４粘结剂、１３４４ＴＨＲＥＥＢＯＮＤ、２４２ＬＯＣＴＴＴＥ或相

当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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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使用机油压力开关套筒，安装机油压力开关。

旋紧力矩：１５Ｎ·ｍ
２机油和机油滤清器的更换

（１） 排出机油。拆下机油滤清器盖，机油量油尺，放油塞并将机油排入容器中，如图

３－８所示。

（２） 更换机油滤清器。

图３－７ 涂敷密封胶 图３－８ 放出机油

１） 拆下机油滤清器，检查和清洁机油滤清器的安装面，并对新的机油滤清器垫片涂敷

干净的机油，如图３－９所示。

２） 轻轻地旋入机油滤清器，直到你感到有阻力为止，然后将机油滤清器旋紧３／４圈以

上，如图３－１０所示。

图３－９ 拆下机油滤清器并对新的机

油滤清器垫片涂干净机油

图３－１０ 安装机油滤清器

（３） 注入机油。

１） 清洗放油塞用新垫片装上旋紧。

旋紧力矩：２５Ｎ·ｍ
２） 将新机油注入发动机。

机油容量：注入量５２Ｌ
（４） 起动发动机并检查机油是否渗漏。

二、机油泵

１机油泵的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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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拆下水泵带轮，带风扇的液力偶合器和曲轴带轮。

（２）拆下机油泵壳体。拧下８个螺钉，拆下机油泵壳体和Ｏ形密封圈。如图３－１１所示。

２机油泵的检查

（１） 检查泵体间隙。使用塞尺测量从动转子和泵体之间的间隙，如图３－１２所示。

标准间隙：０１００～０１７５ｍｍ
最大间隙：０３０ｍｍ
如果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机油泵转子组和泵体。

图３－１１ 拆下机油泵壳体 图３－１２ 检查泵体间隙

（２） 检查径向间隙。使用塞尺测量二个转子之间的间隙，如图３－１３所示。

标准间隙：０１１～０２４ｍｍ
最大间隙：０３５ｍｍ
如果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机油泵转子组。

（３） 检查侧隙。使用塞尺和直尺，按图３－１４所示测量侧隙。

图３－１３ 检查径向间隙 图３－１４ 检查侧隙

标准间隙：００３～００９ｍｍ
最大间隙：０１５ｍｍ
如果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机油泵转子组或泵体。

３机油泵壳体的安装

（１） 安装机油泵壳体。

１） 将１个新Ｏ形密封圈装入正时链罩壳的槽内，如图３－１５所示。

２） 用８个螺钉安装机油泵壳体。

旋紧力矩：１０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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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安装曲轴带轮。

（３） 安装水泵带轮和带风扇的液力偶合器。

三、压力调节器

１压力调节器的拆卸

（１） 拆下油底壳。

（２） 拆下减压阀。使用钢丝钳拆下弹簧卡环，弹簧座、弹簧和减压阀，如图３－１６所

示。

图３－１５ 将新的密封圈装入正时链槽内 图３－１６ 拆下减压阀

２压力调节器的检查

检查压力调节阀。在阀柱上涂敷机油，检查其是否能依助自重平滑地落入阀孔，如图

３－１７所示。

如有必要，应更换减压阀或机油泵总成。

３安装压力调节器

（１） 安装减压阀。

１） 将减压阀、弹簧和弹簧座装入泵体，如图３－１８所示。

图３－１７ 检查压力调节阀 图３－１８ 将减压阀、弹簧和弹簧座装入泵体

２） 使用钢丝钳安装弹簧卡环。

（２） 安装油底壳。

四、润滑系统常见故障

润滑系统常见故障与故障诊断见表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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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 润滑系统常见故障与故障诊断表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机油渗漏

气缸盖、气缸体或机油体损坏或有裂纹

油封损坏

垫片损坏

按需要进行修理

更换油封

更换垫片

机油压力低

机油渗漏

减压阀损坏

机油泵损坏

发动机中机油变质

曲轴轴承损坏

连杆轴承损坏

机油滤清器堵塞

按需要进行修理

更换减压阀

更换机油泵

更换机油

更换轴承

更换轴承

更换机油滤清器

机油压力高 减压阀损坏 更换减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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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动机冷却系统

第一节 冷却系统的结构

冷却系统其主要任务是保证发动机在最适宜的温度状态下工作。

该冷却系统是采用加压水强制循环冷却系统，它由冷却水套、散热器、水泵、节温器、

冷却风扇、水管和其他零件组成。冷却液在冷却水套里吸收热量后被泵送到散热器内，再通

过散热器时被冷却风扇和汽车的气流冷却。被冷却后的冷却液由水泵再送回到发动机内，冷

却系统的结构与原理如图４－１所示。

图４－１ 冷却系统结构与原理图

１—进气歧管 ２—恒温器 ３—散热器 ４—水泵 ５—恒温器

６、７—水泵 ８—ＥＣＲ阀 ９—节气门段 １０—恒温器 １１—散热器

一、散热器

散热器装在汽车的前面，它由左右水箱和散热器芯组成。散热器芯与左右水箱相连接，



右水箱上装有一个吸入来自冷却水套的冷却液进口和一个加水口。它还装有软管和泄放螺

塞，可使过量的冷却液和蒸汽流过。左散热器上装有冷却液出口。散热器芯包含有许多管子

和散热片，冷却液通过这些管子和散热片从右水箱流到左水箱，这样，流过冷却液套而变热

的冷却液在这里被冷却风吸入并流过散热器的空气和汽车行驶所生成的气流冷却。

带有自动变速器的车型在散热器的左水箱里还装一个自动变速器油冷却器。

二、散热器盖

散热器盖是压力式盖，用于密封散热器，由于冷却液膨胀而引起的压力升高所产生的渗

漏，高压密封可防止当冷却液温度高于１００℃时的沸腾现象，散热器盖中装有减压阀 （高压

密封阀） 和真空阀 （负压阀）。当冷却系统内的压力超过极限值 （冷却液温度为１１０～
１２０℃），压力为２９４～９８１ｋＰａ时，减压阀便开启，使蒸汽通过溢流管逸出。在发动机停止

转动和冷却液温度下降后，真空阀开启，让大气进入减缓冷却系统内负压的产生。

三、储液罐

储液罐用于接收由于冷却液被加热后体积膨胀而从冷却系统溢出的冷却液。而当冷却液温度

下降后，储液罐内的冷却液再返回到散热器。这样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散热器保持充满的状态，以

避免冷却液不必要的损失，如果认为需要补充冷却液时，则可检查储液箱内的液面高度。

四、水泵

水泵是用于使冷却液流过冷却系统进行强制循环。它装在正时链罩壳的前面，采用离心

式结构水泵，用Ｖ带传动工作，其结构如图４－２所示。

图４－２ 水泵结构分装图

１—风扇 Ｗ／液力偶合器 ２—风扇 ３—风扇驱动轴 ４—垫片 ５—水泵 ６—水泵带轮

１０１



五、恒温器

恒温器带有一个石蜡旁通阀，它安装在冷却液的进口处，受冷却液温度波动而动作的自

动阀结构型式。当冷却液温度下降时，自动阀关闭旁通阀开启，以防止冷却液流过发动机进

行循环，可使发动机温度较快升高。当冷却液温度升高时，自动阀开启，而旁通阀关闭，这

时冷却液就通过散热器进行循环。恒温器内部的石腊被加热时膨胀，被冷却时收缩。在加热

的石腊产生压力克服使阀保持关闭的弹簧力，使自动阀开启；当石腊冷却时，石腊的收缩再

一次使弹簧力起作用而使阀关闭。该发动机采用的节温器在８２℃的温度时动作。

第二节 冷却系统的维修

一、水泵

１水泵的拆卸

（１） 拆下带风扇的液力偶合器。

１） 拉紧传动带，旋松风扇带轮的固定螺母，枢轴螺栓和调节螺栓，拆下传动带。

２） 旋下４个螺母，拆下带风扇的液力偶合器或风扇驱动轴水泵带轮。

（２） 拆下水泵。旋下１０个螺栓，拆下水泵和垫片。

２水泵的检查

（１） 检查水泵轴承。检查水泵轴承转动是否正常或有噪声，如图４－３所示。

注意：转动轴承不应可感到有径向间隙。

（２） 检查液力偶合器。检查液力偶合器是否损坏和渗漏硅油，用手转动法兰盘时，不应

有松动或发卡，如图４－４所示。

图４－３ 检查水泵轴承 图４－４ 检查液力偶合器

３水泵的装复

（１） 安装水泵。用１０个螺栓安装新垫片和水泵，如图４－５所示。

旋紧力矩：Ａ○２０Ｎ·ｍ
Ｂ○８８Ｎ·ｍ

（２） 安装水泵带轮、液力偶合器和交流发电机传动带。用４个螺母安装水泵带轮，带风

扇的液力偶合器，将交流发电机传动带装到各带轮上，拉紧传动带并旋紧４个螺母，如图

４－６所示。

旋紧力矩：２１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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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５ 安装水泵 图４－６ 安装水泵带轮、液力偶合器和交流发电机传动带

二、恒温器

１恒温器的拆卸

从水泵拆下两个螺母，进水口和带有垫片的恒温器。并从恒温器上拆下垫片。

２恒温器的检查

（１） 检查阀的开启温度。将恒温度浸入水中，并逐渐将水加热，如图４－７所示。

阀开启温度：８０～８４℃
（２） 检查阀的升程。继续将水加热，如图４－１１所示。

阀升程：在９５℃时大于８ｍｍ
如果阀的开启温度和升程不在规定要求范围内，则应更换恒温器。

图４－７ 将恒温器浸入水中并逐渐加热 图４－８ 检查阀的升程继续将水加热

（３） 在恒温器被完全关闭时，检查阀的弹簧是否张紧。

如有必要应予以更换。

３恒温器的装复

将新垫片装到恒温器上，使跳动阀向上，安装恒温器和进水口，装上并旋紧两个螺母，

如图４－９所示。

旋紧力矩：１２Ｎ·ｍ
三、散热器

１散热器的清洗 使用水或蒸汽从散热器芯子中清除所有的污泥和灰尘。

注意：如果使用高压式清洗器，则应注意不要使散热器芯子的散热片变形。如果清洗器的喷

嘴压力为２９４２～３４３２ｋＰａ，则散热器芯子和清洗器喷嘴之间的距离应保持在４００～５００ｍｍ以上。

２散热器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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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检查散热器盖。推动散热器盖测试器，测量减压阀开启压力是否在７４～１０５ｋＰａ之

间。如果压力低于５９ｋＰａ时，应检查压力表压力是否不迅速下降，如图４－１０所示。

图４－９ 使跳动阀向上安装恒温器和进水口 图４－１０ 检查压力表的压力是否不迅速下降

如果检查结果不在极限范围之内，则应更换散热器盖。

（２） 检查冷却系统是否有渗漏现象。

１） 将冷 却 液 注 入 散 热 器，并 接 上 散 热 器 盖 测 试 器，预 热 发 动 机，泵 压 测 试 器 至

１１８ｋＰａ，检查压力是否下降，如图４－１１所示。

２） 如果压力下降，则应检查软管，散热器或水泵是否有渗漏现象。如果没有发现外部

渗漏，则应检查加热器芯子，汽缸体和进气歧管。

四、冷却液的更换

１冷却液的检查

（１） 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冷却液的液位应在ＬＯＷ（低） 和ＦＵＬＬ（满） 二条标记线之

间，如图４－１２所示。

图４－１１ 将冷却液注入散热器接上散热器

盖测试器泵压测试器到１１８ｋＰａ

图４－１２ 冷却液的液位应在低和满之间

如果液位低，则应检查是否有渗漏，并添加冷却

液至 “ＦＵＬＬ” 线位置。

（２） 检查冷却液质量。检查散热器盖或散热器注

水口的周围有没有任何锈迹或积垢，如图４－１３所

示。

如果过脏，则应更换冷却液。

２更换冷却液 拆下散热器盖，从散热器和发

动机的泄放阀排出冷却液。然后关闭泄放阀，向系统

内注入冷却液，装上散热器盖，起动发动机，检查是 图４－１３ 检散热器有没有锈迹或积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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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渗漏现象及冷却液液面，如有必要再次加注冷却液。

注意：不要使用酒精型的冷却液，应使用与软化水或蒸馏水混合的冷却液。

冷却液容量：不带加热器 ８０Ｌ
带前加热器 ９０Ｌ
带前后加热器 １０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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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动机点火系统

第一节 点火系统的结构

２ＲＺ发动机点火系统主要担负着将蓄电池或发电机的低压电转变成高压电，并按发动机

的工作顺序依次分配到各缸火花塞点火，点燃可燃混合气，使发动机工作的作用。

该发动机点火系统有通用型和ⅡＡ型、２ＲＺ两种，其结构主要由点火线圈、火花塞和分

电器等组成。当低压电路被接通后，电流由蓄电池正极出发，经点火开关、点火线圈的初级

线圈、触点或点火器，经搭铁流回蓄电池负极。当低压电路被切断，电流突然中断，磁场迅

速变化，次级线圈中产生高压电，击穿火花塞间隙，点燃混合气。点火系统线路如图５－１所

示。

一、火花塞

２ＲＺ发动机点火系统采用的火花塞有普通尖端型和白金端型，它的主要作用是将高压电

流引进燃烧室，并在两个电极间产生电火花以点燃混合气。它由壳体、绝缘体、电极和衬垫

等组成。

二、点火线圈

该点火系统采用的点火线圈由通用型和ⅡＡ型、２ＲＺ、２ＲＺ－Ｅ高能型，它的作用是，

利用互感原理将蓄电池和发电机的低压电变为可点火的高压电。其结构由铁心、初级线圈、

次级线圈、壳体等组成。

为保护大功率晶体管，电子点火使用的点火线圈其初级线圈匝数较多电阻较小，所以在

使用时不能和通用型互换。

三、分电器

２ＲＺ发动机点火系统使用的通用型和ⅡＡ型、２ＲＺ分电器，它的作用是接通和切断低压

电路，使点火线圈产生高压电，并按照发动机的点火顺序，分配给分气缸的火花塞。

分电器的基本结构由断电器、配电器、电容器、点火提前调节装置组成。电子点火系统

取消了机械式的断电触点，代之以点火器做断电信号源，并辅以信号发生器来完成控制低压

电流的目的。分电器的结构如图５－２所示。



图５－１ 点火系统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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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 分电器的零件分解图

１—电容器 ２—垫片 ３—Ｅ形密封环 ４—负压提前器 ５—调速器弹簧

６—平板垫圈 ７—断路器板 ８—引出线 ９—密封垫片 １０—分电器盖

１１—转子 １２—断路器触点 １３—润滑脂堵头 １４—Ｅ形密封环 １５—调速器飞锤

１６—凸轮 １７—端子 １８、１９—绝缘体 ２０—分电器壳体 ２１—Ｏ形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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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 分电器的零件分解图 （续）

２２—Ｏ形密封圈 ２３—分电器壳体 ２４—信号转子轴 ２５—调速器飞锤

２６—定位销 ２７—点火器 ２８—断路器板 ２９—转子 ３０—分电器盖 ３１—密封垫片

３２—防尘罩 ３３—信号转子 ３４—润滑脂堵头 ３５—Ｅ形密封环 ３６—调速器弹簧

３７—分电器配线 ３８—真空提前器 ３９—垫片 ４０—点火线圈

第二节 点火系统的维修

一、点火系统检查须知

（１） 如果发动机起动不了时，不要使点火开关连续接通１０ｍｉｎ以上。

（２）１ＲＺ（通用型） 的检查，当转速表连接到系统中时，应把转速表的正极 （＋） 接线

柱与点火线圈的负极 （－） 接线柱相连接，如图５－３所示。

（３）１ＲＺ（ⅡＡ型） 和２ＲＺ的检查，当转速表连接到系统中时，应把转速表的正极接线

柱与分电器的辅助插件相连接，如图５－４所示。

（４） 由于有些转速表不适用于该点火系统，因此在使用转速表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此

转速表是否适用。

（５） 当发动机运转时，不要断开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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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３ 转速表的正极与点火线圈的负极相连接 图５－４ 转速表的正极与分电器的辅助插件相连接

二、火花试验与高压电线的检查

１火花试验 （跳火花试验）

（１） 通用型 从分电器脱开高压电线，使

其端部与车身保持１２７ｍｍ的距离，观察转动

发动机时是否跳火花。

（２）ⅡＡ型、从火花塞脱开高压电线，拆

下火花塞，再连接到脱开的高压电线上，并将

火花塞接地，检查转动发动机时是否跳火花，

如图５－５所示。

２高压电线的检查

（１） 小心地握住有橡胶套部分的高压电线

将它拨出，如图５－６所示。

注意：不要拉或弯曲电线部分，否则会损

坏边部导线。

（２） 检查高压电线的端子是否腐蚀、断裂

或变形。

否则，按需要更换电线。

（３） 检查高压电线的电阻。使用欧姆表测

量没有脱开盖时的电阻。

最大电阻：每条电线为２５ｋΩ。

如果电阻大于最大值，则应检查端子。如

有必要，则应更换高压电线或分电器盖。

三、火花塞

１通用尖端型

（１） 拆下火花塞。

（２） 清洁火花塞。使用火花塞清洁器或钢

丝刷将火花塞刷干净。

图５－５ 检查转动发动机时是否跳火花

图５－６ 小心握住有橡胶套部分的高压线将其拔出

（３） 检查火花塞。目测检查火花塞的电极是否磨损，螺纹是否损坏以及绝缘是否损坏。

如果发现不正常，则应更换火花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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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调整电极间隙。小心地弯外电极以获得正确的电极间隙，如图５－７所示。

电极间隙：０８ｍｍ
（５） 安装火花塞。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２白金端型

（１） 检查电极。

１） 如果使用兆欧表 （绝缘电阻表） 测量绝缘电阻时，正确的绝缘电阻应大于１０ＭΩ，

如图５－８所示。

如果小于１０ＭΩ，则应清洁火花塞。

图５－７ 调整火花塞间隙 图５－８ 测量绝缘电阻

２） 如果不用兆欧表测量时，将发动机快速地空运转到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目测检查火花塞。

如果电极是干的则正常，湿的则应清洁火花塞。

注意：绝对不要使用钢丝刷进行清洁。

（２） 拆下火花塞。

（３） 检查火花塞。目测检查火花塞的螺纹或绝缘部是否损坏。

如果不正常，则应更换火花塞。

（４） 检查电极间隙。最大电极间隙为１３ｍｍ，新火花塞的正确电极间隙１１ｍｍ，如果

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火花塞，如图５－９所示。

注意：已用过的火花塞电极间隙不宜再调整。如果要调整新火花塞的间隙，只能弯接电

极的电极座部分，不要触碰端部。

（５） 清洁火花塞。如果电极上有湿的积炭痕迹，则应让它晾干，然后再用火花塞清洁器

进行清洗。

但清洗持续时间应２０ｓ或更短些，空气压力应低于５８８ｋＰａ。

注意：如果在电极上有机油的痕迹，则在火花塞清洁上清洗之前把它清洗掉。

（６） 安装火花塞。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四、点火线圈

１１ＲＺ（通用型）

（１） 脱开高压电线。

（２） 检查初级线圈的电阻。使用欧姆表测量正极 （＋） 和负极 （－） 端子之间的电阻，

如图５－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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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９ 检查火花塞间隙 图５－１０ 用欧姆表测量点火线圈的正极和负极之间的电阻

初级线圈的电阻 （冷）：１２～１７Ω
如果电阻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更换点火线圈。

（３） 检查二次线圈的电阻。使用欧姆表测量正极 （＋） 和高压端子之间的电阻，如图

５－１１所示。

次级线圈的电阻 （冷）：１０７～１４５ｋΩ
如果电阻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更换点火线圈。

（４） 检查电阻器的电阻。使用欧姆表测量电阻器的电阻，如图５－１２所示。

电阻器的电阻 （冷）：１３～１５Ω

图５－１１ 用欧姆表测量次级线圈的电阻 图５－１２ 用欧姆表测量电阻器电阻

（５） 检查电源线路。

１） 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使用电压表使其正极 （＋） 测试棒接到电阻器 （黑和红

线） 的接线柱上，负极 （－） 测试棒接到壳体的接地端子上测量电压，如图５－１３所示。

电压：约为１２Ｖ
２）将点火开关置于ＳＴＡＲＴ（起动）位置，使电压表的正极 （＋）测试棒接到点火线圈的

正极 （＋）接线柱上，负极 （－）测试棒接到壳体的接地端子上测量电压，如图５－１４所示。

电压：约为１２Ｖ
２１ＲＺ（ⅡＡ型）、２ＲＺ和２ＲＺ－Ｅ
（１） 拆下分电器盖、转子和防尘罩。

（２） 检查一次线圈的电阻。使用欧姆表测量正极 （＋） 和负极 （－） 接线柱间的电阻，

如图５－１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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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３ 测量电阻器电压 图５－１４ 测量点火线圈的电压

一次线圈的电阻（冷）：

１ＲＺ、２ＲＺ １２～１６Ω
２ＲＺ－Ｅ ０４～０５Ω

如果电阻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更换点火线圈。

（３） 检查二次线圈的电阻。使用欧姆表测量正极 （＋） 和高压接线柱间的电阻，如图

５－１６所示。

二次线圈的电阻 （冷）：

１ＲＺ、２ＲＺ １０２～１３８ｋΩ
２ＲＺ－Ｅ １００～１４０ｋΩ

如果电阻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更换点火线圈

图５－１５ 用欧姆表测量一次线圈电阻 图５－１６ 用欧姆表测量二次线圈的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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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电器

（一）１ＲＺ（通用型） 分电器

１１ＲＺ（通用型） 分电器的拆卸

（１） 脱开真空软管，从分电器盖脱开高压电线，分电器的接插件，拆下分电器盖。

（２） 转动曲轴带轮，将第一缸置于ＴＤＣ／压缩位置，直到正时记号与正时链罩壳上的刻

度 “０” 对准为止，检查分电器转子的方向是否一致，如果不对，则再转动曲轴带轮一圈。

（３） 旋下压紧螺栓，从气缸盖上拉出分电器。

２１ＲＺ（通用型） 分电器的分解

（１） 拆下Ｏ形密封圈，转子和密封垫片，如图５－１７所示。

（２） 拆下断路器触点。旋松端子螺母，旋下两个螺钉，拆下断路器触点，如图５－１８所

示。

图５－１７ 拆下Ｏ形密封圈、转子和密封垫 图５－１８ 拆下断路触点

（３） 拆下端子。旋下螺母，拆下弹簧垫圈和分电器的配线，脱开电容器配线，拆下绝缘

体和端子，如图５－１９所示。

（４） 拆下真空提前器。

１） 使用小的螺钉旋具拆下Ｅ形密封圈，如图５－２０所示。

图５－１９ 拆下端子 图５－２０ 用螺钉旋具拆下Ｅ形环

２） 从分电器壳体拆下安装螺钉、电容器的垫片，转动并拉出负压提前器，如图５－２１所

示。

（５） 拆下断路器板。旋下两个螺钉，拆下引出线和平板垫圈、拉出断路器板，如图

５－２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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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１ 拆下螺钉、电容器垫片拉出负压提前器 图５－２２ 拆下断路器板

（６） 拆下调速器弹簧。使用尖嘴钳拆下２根弹簧，如图５－２３所示。

（７） 拆下凸轮。拆下润滑脂堵头，拧下调速器轴顶部的螺钉，拉出凸轮，如图５－２４所

示。

图５－２３ 拆下调速弹簧 图５－２４ 拆下凸轮

（８） 拆下调速器飞锤。使用小的螺钉旋具拆下Ｅ形环，拉出飞锤，如图５－２５所示。

３１ＲＺ（通用型） 分电器的检查

（１） 检查断路器板。转动断路器板，检查它是否有轻微阻滞。

如果卡住或阻力很大，则应更换断路器板。

（２） 检查调速器轴。转动调速器轴，检查其转动是否正常或是否磨损。

如果感到转动不良或已磨损，则应更换分电器壳体。

（３） 检查凸轮。临时将凸轮装到调速器轴上，检查它们之间的配合是否正常。

如果配合不正常，则应更换凸轮或分电器壳体。

４１ＲＺ通用型分电器的装配

（１） 安装调速器飞锤。将飞锤滑到小轴上，使用尖嘴钳装上Ｅ形密封圈。

（２） 安装凸轮。

１） 对调速器轴涂敷一薄层耐高温润滑脂，将凸轮装到调速器轴上。

２） 装上并旋紧螺钉，然后向轴注入耐高温润滑脂，并用手指按压润滑脂堵头，如图

５－２６所示。

（３） 安装调速器弹簧。使用尖嘴钳装上两个弹簧。

（４） 安装断路器板。使断路器板上的４个夹扣对准壳体上的切口部位，插入断路器板，

用螺钉装上引出线的一端和两个平板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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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５ 拆下调速器飞锤 图５－２６ 用手指按压润滑脂堵头

（５） 安装负压提前器

１） 将真空提前器连同密封垫片装入壳体，并使拉杆孔套到板的销子上，将螺钉连同电

容器装到分电器壳体上。

２） 将Ｅ形密封圈装到销子上，然后施加负压，检查负压提前器是否动作，如图５－２７
所示。

（６） 安装端子。装上端子和绝缘体，连接电容器配线，装上弹簧垫圈和螺母，暂不要旋

紧，如图５－２８所示。

图５－２７ 检查负压提前器是否动作 图５－２８ 安装端子

（７） 安装并调整断路器触点。

１） 用布沾上溶剂将触点的接触面擦干净，并在顶块上涂敷耐高温润滑脂。

２） 用两个螺钉装上断路器触点和引出线的一端，暂不要旋紧，使用塞尺调整凸轮和顶

块之间的间隙，如图５－２９所示。

间隙：０４５ｍｍ。

３） 旋紧两个螺钉和螺母。

（８） 安装转子。安装后顺时针方向转动转子，然后放开它，检查转子是否快速地按逆时

针方向返回，如图５－３０所示。

（９） 安装Ｏ形密封圈。将一个新Ｏ形密封圈装到壳体上，并在Ｏ形密封圈上涂一薄层

机油。

５１ＲＺ（通用型） 分电器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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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９ 用塞尺调整凸轮和顶块之间的间隙 图５－３０ 检查转子是否快速地按逆时针方向返回

（１） 将第一缸置于上止点前０°（ＢＴ－ＤＣ０°） 或上止点前５°（ＢＴ－ＤＣ５°）（排气） 位置，

如图５－３１所示。

图５－３１ 将第一缸置于上止点前０°或上止点前５°位置

（２） 安装分电器。

１） 将从动齿轮的凸出部与壳体的凸出部对准，如图５－３２所示。

２） 装入分电器，并使法兰的中心与气缸盖上的螺栓孔的中心对准，轻轻地旋紧压紧螺

栓，如图５－３３所示。

图５－３２ 将从动齿轮的凸出部与

壳体的凸出部对准

图５－３３ 装入分电器

（３） 安装密封垫片和分电器盖。

（４） 连接分电器的接插件。

（５） 将高压电线连接到分电器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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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次序：１—３—４—２。

（６） 连接负压软管。

（７） 调整点火正时。

（二）１ＲＺ（ⅡＡ型） 和２ＲＺ分电器

１１ＲＺ（ⅡＡ型） 和２ＲＺ分电器的拆卸

（１） 脱开真空软管，从分电器脱开高压电线、分电器接插件，折下分电器盖。

（２） 将第一缸置于压缩行程上止点 （ＴＤＣ） 位置。

１） 转动曲轴带轮，直到正时记号与正时链罩壳上的刻度 “０” 对准为止。

２） 检查分电器转子的方向是否如图５－３４所示一样，若不对，则再转动曲轴带轮一圈。

（３） 拆下分电器。旋下两个压紧螺栓，从气缸盖拉出分电器。

２１ＲＺ（ⅡＡ型） 和２ＲＺ分电器的分解

（１） 拆下Ｏ形密封圈。

（２） 拆下转子。

（３） 拆下点火线圈的防尘罩和密封垫片。

（４） 拆下点火线圈。

１） 旋下两个螺母，从点火线圈的端子脱开４根配线，如图５－３５所示。

图５－３４ 检查分电器转子的方向 图５－３５ 旋下两个螺母从点火线圈端子脱开４根配线

２） 拆下４个螺钉，拆下点火线圈，如图５－３６所示。

（５） 拆下点火器。

１） 旋下３个螺钉，从点火器脱开分电器配线，如图５－３７所示。

图５－３６ 拆下点火线圈 图５－３７ 从点火器脱开分电器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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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拆下两个螺钉和点火器，如图５－３８所示。

（６） 拆下负压提前器。将提前器的连接杆孔从断路器板的销子上分离开，拧下螺钉，拆

下负压提前器，如图５－３９所示。

图５－３８ 拆下两个螺钉和点火器 图５－３９ 拆下负压提前器

（７） 拆下分电器配线。

（８） 拆下信号转子。使用小的螺钉旋具，撬出转子定位销，拉出信号转子，如图５－４０
所示。

（９） 拆下断路器板和信号发生器 （感应线圈） 部件。拆下两个螺钉和两个垫圈，拉出断

路器板和信号发生器 （感应线圈） 部件，如图５－４１所示。

图５－４０ 拆下信号转子 图５－４１ 拆下断路器板和信号发生器部件

（１０） 拆下调速器弹簧。使用尖嘴钳拆下两个弹簧，如图５－４２所示。

（１１） 拆下信号转子轴。撬出润滑脂堵头，旋下调速器轴顶部的螺钉，拉出信号转子轴，

如图５－４３所示。

（１２） 拆下调速器飞锤。使用小的螺钉旋具拆下Ｅ形密封环并拉出飞锤，拆下两个飞

锤，如图５－４４所示。

３１ＲＺ（ⅡＡ型） 和２ＲＺ分电器的检查

（１） 检查断路器板。转动断路器板，检查它是否有轻微阻滞，如图５－４５所示。

如果卡住或阻力很大，则应更换带信号发生器 （感应线圈） 的断路器板部件。

（２） 检查信号发生器 （感应线圈）。使用电阻表测量信号发生器 （感应线圈） 的电阻，

如图５－４６所示。

电阻：１４０～１８０Ω
如果电阻不在规定范围内，则应更换信号发生器 （感应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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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４２ 拆下调速器弹簧 图５－４３ 拆下信号转子轴

图５－４４ 拆下调速器飞锤 图５－４５ 检查断路器板

（３） 检查调速器轴。转动调速器轴，检查其转动是否正常或磨损，如图５－４７所示。

如果感觉到转动不正常或已磨损，则应更换分电器壳体。

图５－４６ 检查信号发生器 图５－４７ 检查调速器轴

（４） 检查信号转子轴。临时将信号转子轴装到调速器轴上，检查它们的配合是否正确，

如图５－４８所示。

如果配合不好，则应更换信号转子轴或分电器壳体。

４１ＲＺ（ⅡＡ型） 和２ＲＺ分电器的装配

（１） 安装调速器飞锤。使用尖嘴钳安装带Ｅ形环两个飞锤。

（２） 安装信号转子轴。

１） 将调速器轴上涂一薄层耐高温润滑脂，按图５－４９所示将信号转子轴装到调速器轴

上。

２） 旋上螺钉，向轴注入耐高温润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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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４８ 检查信号转子轴 图５－４９ 将信号转子轴装到调速器上

３） 用手指压入润滑脂堵头。

（３） 安装调速器弹簧。使用尖嘴钳安装两根弹簧。

（４） 安装带信号发生器 （感应线圈） 的断路器板。将断路器板和壳体的切口部分对准，

安装带信号发生器 （感应线圈） 的断路器板，用两个螺钉固紧。

（５） 安装信号转子。压入带新弹簧的转子。

（６） 检查气隙。使用塞尺检查信号转子和信号发生器 （感应线圈） 之间的间隙，如图

５－５０所示。

气隙：０２～０４ｍｍ
如果气隙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更换带信号发生器 （感应线圈） 的断路器板。

（７） 安装分电器配线。

（８） 安装负压提前器。将提前器的连接杆连接到断路器板的销子上，用螺钉安装提前

器。然后施加负压检查负压提前是否动作，如图５－５１所示。

图５－５０ 更换带信号发生器的断路器板 图５－５１ 安装负压提前器

（９） 安装点火器。

１） 用两个螺钉安装点火器。

２） 用３个螺钉将３根配线连接到点火器上，如图５－５２所示。

３） 按图５－５３所示，将感应线圈的配线固定到夹扣上，并使它有足够的松弛度。

注意：不要使配线与信号转子或分电器接触。

（１０） 安装点火线圈。

１）对分电器上的点火线圈安装面涂敷密封剂，如图５－５４所示。

密封剂：产品号０８８２６～０００８０或相当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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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５２ 将３根配线连接到点火器上 图５－５３ 将感应线圈的配线固定到夹扣上

２） 用４个螺钉安装点火线圈。

３） 按图５－５５所示，用两个螺母将４根配线连接到点火线圈的接线柱上。

注意：将配线二端适当装入槽内，不要同信号转子或分电器壳体相接触。

图５－５４ 对点火线圈安装面涂敷密封剂 图５－５５ 将４根配线连接到点火线圈上

１—黄色 ２—蓝色 ３—红色 ４—棕色

（１１） 安装点火线圈防尘罩和垫片。

（１２） 安装转子。转子安装后顺时针转动转子，然后放开它检查转子是否快速地返回，

如图５－５６所示。

（１３） 安装Ｏ形密封圈。将一个新Ｏ形密封圈装入壳体，并在Ｏ形密封圈上涂一薄层机

油。

５１ＲＺ（ⅡＡ型） 和２ＲＺ分电器的安装

（１） 将第一缸置于上止点前 （ＢＴＤＣ）５°位置。

（２） 安装分电器。

１） 使从动齿轮的凸出部与壳体的凸出部对准。

２） 使法兰的中心与气缸盖上的螺孔中心一致，轻轻地旋紧两个压紧螺栓。

（３） 安装密封垫片和分电器盖。

（４） 连接分电器的接插件。

（５） 将高压电线连接到分电器盖上。

点火次序：１—３—４—２
（６） 连接负压软管。

（７） 调整点火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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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火正时的检查与调整

（１） 预热发动机。使发动机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

（２） 将转速表和正时灯连接到发动机上。

注意：

（１） 常规触点式：将转速表的测试头连接到点火线圈的负极 （－） 接线柱上。

（２）ⅡＡ型：拆下盖帽，将转速表的测试头连接到分电器的辅助插接件上。

在连接时，绝对不要使点火线圈的接线柱接触到地线，否则会导致损坏点火器和点火线

圈。

（３） 检查触点闭合角度 （常规触点式）。在发动机怠速运转的条件下，触点闭合角度应

在规定要求的范围内，如图５－５７所示。

图５－５６ 安装转子 图５－５７ 检查触点闭合角度

触点闭合角度：５２°±６°
如果角度太大，则应减小顶块间隙；如果角度太小，则应增大顶块间隙。

（４） 检查并调整点火正时。

１） 从负压提前器的膜片上脱开软管，并在软管的端部塞上塞子，如图５－５８所示。

２） 从散热器风扇罩拆下辅助孔盖，并使发动机在规定的怠速下运转，用正时灯检查正

时，如图５－５９所示。

点火正时：中国０°ＢＴＤＣＭａｘ９５０ｒ／ｍｉｎ
Ｅα中国５°ＢＴＤＣＭａｘ９５０ｒ／ｍｉｎ

图５－５８ 脱开软管并塞上塞子 图５－５９ 用正时灯检查正时

３） 如有必要，请旋松分电器的螺栓，并转动分电器使之与标记对正。旋紧分电器后再

重新检查正时。

旋紧力矩：１９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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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起 动 系 统

第一节 起动系统的结构

起动系统的作用是使发动机由静止状态过渡到工作状态。该系统一般由起动机、控制装

置和传动装置三大部分组成。起动系统的线路连接如图６－１所示。

图６－１ 起动系统线路图

一、起动机

１ＲＺ和２ＲＺ的起动机是带有齿轮啮合电磁操纵式的直流起动机，其结构如图６－２所

示。该起动机的额定输出功率为１０ｋＷ 和１４ｋＷ 两种型号，它的空载特性在１１５Ｖ时９０Ａ
或更小，可达到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或更大。

二、离合器

在起动机中装有离合器部件，其作用是在起动时保证起动机的动力传递给曲轴。当起动

完毕，在发动机开始工作时，即切断动力传递路线，使发动机不可能反过来驱动起动机。其

结构由离合器壳、离合齿轮、滚柱、弹簧等组成。



图６－２ １ＲＺ、２ＲＺ起动机零件分解图

１、１４—端罩 ２、１５—电刷架 ３、１６—磁场框架 ４、１７—电枢 ５、６、７、１９、２１、２５—轴承

８—钢球 ９—弹簧 １０、２４—起动电动机外壳 １１、２６—中间齿轮 １２、２７—离合器部件

１３、２８—电磁开关部分 １８、２３—Ｏ形密封圈 ２０—小齿轮 ２２—电刷弹簧

第二节 起动机的维修

一、起动机的分解

１从电磁开关部件拆下带电枢的磁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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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从电磁开关的端子旋下螺母脱开导线，如图６－３所示。

（２） 旋下两个贯穿螺栓，从电磁开关部件拉出带电枢的磁场框架，拆下 Ｏ形密封圈

（１４ｋＷ 型），如图６－４所示。

图６－３ 从电磁开关端子拧下螺母脱开导线 图６－４ 拆下Ｏ形密封圈

２从电磁开关部件拆下起动机外壳

（１） 旋下两个螺钉，如图６－５所示。

（２） 拆下带小齿轮的起动机外壳 （１４ｋＷ 型）、中间齿轮、轴承和离合器部件。如图

６－６所示。

图６－５ 旋下两个螺钉 图６－６ 拆下起动机外壳、中间齿轮、轴承和离合器部件

３从起动机外壳拆下离合器部件和中间齿轮

４拆下钢球和弹簧

使用磁力杆从离合器轴孔拆下弹簧和钢球，如图６－７所示。

５拆下电刷和电刷架

旋下两个螺钉，拉带磁场框架 Ｏ形密封圈的端罩 （１４ｋＷ 型），使用螺钉旋具按住弹

簧，从电刷架脱开４个电刷，拆下电刷架，如图６－８所示。

６从磁场框架拆下电枢。

二、起动机的检查

１电枢线圈的检查

（１） 检查整流器是否不接地。使用欧姆表检查整流器和电枢线圈芯之间是否不导通，如

图６－９所示。

如果导通，则应更换电枢。

（２） 检查整流器是否开路。使用欧姆表检查整流器的扇形板之间是否导通，如图６－１０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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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７ 拆下弹簧和钢球 图６－８ 拆下电刷

图６－９ 检查整流器和电枢之间是否不导通 图６－１０ 检查整流器的扇形板之间是否导通

如果在扇形板之间有不导通的地方，就应更换电枢。

２整流器的检查

（１） 检查整流器表面是否积有尘污和烧伤。

如果表面上有尘埃或烧伤，则应使用砂纸 （４００号） 进行修磨或在车床上进行修正。

（２） 检查整流器圆周的径向圆跳动量。将整流器放在 Ｖ形架上，使用百分表测量整流

器圆周的径向圆跳动量，如图６－１１所示。

最大径向圆跳动量：００５ｍｍ
如果径向圆跳动量大于最大值，则应在车床上进行修正。

（３） 检查整流器直径。使用游标卡尺测量整流器的直径，如图６－１２所示。

图６－１１ 测量整流器圆周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图６－１２ 用游标卡尺测量整流器直径

标准直径：３０ｍｍ
最小直径：２９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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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径小于最小值，则应更换电枢。

（４） 检查扇形换向器片的根切深度，如图６－１３所示。

标准根切深度：０６ｍｍ
最小根切深度：０２ｍｍ
如果直径小于最小值，则应更换电枢。

３磁场框架 （磁场线圈） 的检查

（１） 检查磁场线圈是否开路。使用欧姆表检查导线和磁场线圈电刷导线之间是否导通，

如图６－１４所示。

如果不导通，则应更换磁场框架。

图６－１３ 检查扇形换向器片根切深度 图６－１４ 检查磁场线圈是否开路

（２） 检查磁场线圈是否没有接地。使用欧姆表检查磁场线圈端部和磁场框架之间是否不

导通，如图６－１５所示。

如果导通，则应修理或更换磁场框架。

４电刷的检查

（１） 检查电刷长度。使用游标卡尺测量电刷长度，如图６－１６所示。

标准长度：１０ｋＷ 型 １３５ｍｍ
１４ｋＷ 型 １５５ｍｍ

最小长度：８５ｍｍ
如果长度小于最小长度，则应更换电刷架和磁场框架。

图６－１５ 检查磁场线圈是否没接地 图６－１６ 更换电刷架和磁场框架

（２） 检查电刷弹簧。使用拉力称检查电刷弹簧负载，在电刷弹簧脱开电刷的瞬间，读取

其读数，如图６－１７所示。

标准安装负载：１８～２４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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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安装负载：１２Ｎ
如果安装负载小于最小值，则应更换电刷弹簧。

（３） 检查电刷架。使用欧姆表检查正极 （＋） 和负极 （－） 电刷架之间是否不导通，如

图６－１８所示。

如果导通，则应修理或更换电刷架。

图６－１７ 检查电刷弹簧 图６－１８ 检查电刷架

５离合器和齿轮的检查

（１） 检查齿轮的齿部。检查小齿轮、中间齿轮和离合器部件的齿部是否磨损和损坏。

如果已损坏，还应检查飞轮齿圈是否磨损或损坏。

必要时更换齿轮或离合器部件。

（２） 检查离合器。顺时针方向转动离合器小齿轮，检查转动是否灵活，向逆时针方向撬

动离合器小齿轮，检查是否锁紧，如图６－１９所示。

如有必要，应更换离合器部件。

６轴承的检查

（１） 检查轴承。用手转动每个轴承，并同时对它施加一个向内的力，如图６－２０所示。

如果感觉到有阻力或轴承被卡住，则应更换轴承。

图６－１９ 逆时针方向撬动离合器小齿轮 图６－２０ 检查轴承

（２） 轴承的更换。

１） 使用特种维修工具 （工具号０９２８６～４６０１１） 拆下轴承，如图６－２１所示。

２） 使用特种维修工具和压床压入新轴承，如图６－２２所示。

工具号：１０ｋＷ 型０９２８５～７６０１０
１４ｋＷ 型０９２０１～４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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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１ 用特种维修工具拆下轴承 图６－２２ 用特种工具和压床压入新轴承

７电磁开关的检查

（１） 进行拉入线圈的开路试验。使用欧姆表检查端子５０和端子ｃ之间是否导通，如图

６－２３所示。

如果不导通，则应更换电磁开关部件。

（２） 进行保持线圈的开路试验。使用欧姆表检查端子５０和开关体之间是否导通，如图

６－２４所示。

如果不导通，则应更换电磁开关部件。

图６－２３ 检查端子５０和端子ｃ是否导通 图６－２４ 进行保持线圈的开路试验

三、起动机的装配与性能试验

１起动机的装配

备注：在装配起动机时，应使用耐高温润滑脂润滑轴承和齿轮。

（１） 将电枢装入磁场框架。在电枢轴承上涂敷润滑脂后，将电枢装入磁场框架。

（２） 安装电刷架。

１） 将电刷架放到框架上，使用螺钉旋具按住电刷弹簧，将４个电刷分别装到电刷架内。

注意：检查正极 （＋） 导线时，应不接地。

２） 将Ｏ形密封圈放到磁场框架上 （１４ｋＷ 型），用两个螺钉将端罩安装到磁场框架上。

（３） 将钢球涂敷润滑脂，装入离合器的孔中。

（４） 安装齿轮和离合器部件。在齿轮和离合器部件上涂敷润滑脂，将离合器件、中间齿

轮、轴承和小齿轮 （１４ｋＷ 型） 装入起动机外壳内，如图６－２５所示。

（５） 安装起动机外壳。将回位弹簧上涂敷润滑脂并装入电磁开关的孔内，再将起动机的

外壳放在电磁开关上，旋紧两个螺钉，如图６－２６所示。

（６） 将带电枢的磁场框架装到电磁开关部件上。

１） 将Ｏ形密封圈装在磁场框架上 （１４ｋＷ 型），使磁场框架上的凸出部与电磁开关的

切口对准，如图６－２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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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５ 安装齿轮和离合器部件

１、５—中间齿轮 ２、６—轴承 ３、７—离合器部件 ４—小齿轮

图６－２６ 安装起动机外壳

图６－２７ 使磁场框架上凸出

部与电磁开关的切口对准

２） 旋上两个贯穿螺栓，将导线连接到电磁

开关的端子ｃ上，并旋上螺母。

２起动机的性能试验

注意：下述试验步骤必须在３～５ｓ内完成，

否则会烧坏线圈。

（１） 进行拉入试验。从端子ｃ脱开磁场线

圈导线，按图６－２８所示将蓄电池接到电磁开

关上，检查离合器小齿轮是否向外伸出。

如果离合器小齿轮不能伸出，则应更换电

磁开关部件。

（２） 进行保持试验。当按上述进行连接并

在离合器小齿轮伸出的状态下、将负极 （－）

导线从端子ｃ脱开，检查离合器小齿轮是否保

持伸出状态，如图６－２９所示。

如果离合器小齿轮向内端进，则应更换电

磁开关。

（３） 检查离合器小齿轮返回。将负极 （－）

导线从开关体上脱开，检查离合器小齿轮是否

向内缩进，如图６－３０所示。

如果离合器小齿轮不返回，则应更换电磁开关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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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８ 将蓄电池接到电磁开关上 图６－２９ 检查离合器小齿轮是否保持伸出状态

（４） 进行空载运转试验。按图６－３１所示，将蓄电池和安培表连接到起动机上，检查起

动机在小齿轮移出的状态下运转是否平稳，无声；检查电流表的读数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规定电流：９０Ａ或小于９８Ａ（在１１５Ｖ时）

图６－３０ 检查离合器小齿轮是否向内缩进 图６－３１ 将蓄电池和安培表连接到起动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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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充 电 系 统

第一节 充电系统的结构

充电系统其作用是向用电部分供电，向蓄电池充电。它的结构由交流发电机、调节器、

电流表和充电指示灯等组成。充电系统的线路连接如图７－１所示。

图７－１ 充电系统线路图

一、交流发电机

４５Ａ和５０Ａ型、５５ＡＴ６０Ａ型交流发电机，它由发电和整流两部分组成。发电部分有转

子总成和定子总成，并在转子总成的转子轴的磁爪上绕有磁场线圈，在定子总成的铁芯上绕

有三组线圈。其整流部分有整流器和电刷等整流元件组成，其具体结构如图７－２所示。

该交流发电机用传动带进行传动。它具有质量轻、体积小、结构简单、维修方便、低转

速充电性能好等优点。

二、调节器

调节器是调节以保持交流发电机端电压稳定的作用。它装在交流发电机与其相应位置配

合使用，保证了交流发电机的使用性能。该调节器无需维护。当发现损坏时可更换总成。



图７－２ 交流发电机零件分解图

１、２０—带轮 ２、１９—驱动端框架 ３、１８—座圈 ４、１７—转子 ５、１６—轴承盖 ６、２１—波形垫圈

７、８、２２、２３—轴承 ９、２４—电刷架 １０、２５—ＩＣ调节器 １１、２６—端子绝缘件 １２、２８—后端罩

１３、２９—电刷 １４、３０—整电器架 １５—整流器后框架 ２７—电容器 ３１—整流器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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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充电系统的维修

一、充电系统的车上检查

１检查须知

（１） 检查蓄电池电缆是否正确地接到接线柱上。

（２） 当蓄电池快速充电时，应拆开蓄电池电缆。

（３） 不要用高压绝缘电阻表进行测试。

（４） 当发动机转动时，决不能断开蓄电池。

２车上检查

（１） 检查蓄电池电解液的密度和液位。

１） 检查各蓄电池的电解液密度，如图７－３所示。

标准密度：在２０℃下充足电时１２５～１２７
如果密度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对蓄电池充电。

２） 检查各蓄电池的电解液量。

如果量不足，则应补充蒸馏水或净化水。

（２） 检查蓄电池接线柱和易熔线。检查蓄电池接线柱是否松动或腐蚀，易熔线是否导

通。

（３） 检查传动带

１） 用肉眼观察检查传动带是否磨损，擦伤等。

备注：在传动带的肋侧允许有裂痕，但有大块脱落，则应更换传动带。

２） 在图７－４所示的传动带位置，对其加压９８Ｎ的力检查带挠度。

传动带挠度：新传动带 ５～７ｍｍ
已使用过的传动带 ７～８ｍｍ

图７－３ 检查蓄电池电解液 图７－４ 检查传动带挠度

３） 使用带张力计检查传动带的张紧度如图７－５所示。

传动带张紧度：新传动带 ６８６～７８６Ｎ
已使用过的传动带 ２９４～４４１Ｎ

备注：所谓新传动带，是指在发动机运转下所用的时间少于５ｍｉｎ；所谓已使用过的传

动带，是指在发动机运转下使用时间达５ｍｉｎ或以上。

４） 在安装传动带后，用手检查其与助槽的配合是否合适，如图７－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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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５ 检查传动带的张紧度 图７－６ 用手检查其肋槽的配合是否合适

５） 在安装新带后应运转发动机约５ｍｉｎ左右后，再检查带的张紧度。

（４） 检查熔丝是否导通。

熔丝：ＥＮＧＩＮＥ（发动机）７５Ａ
ＣＨＡＲＧＥ（充电）７５Ａ
ＩＧＮ（点火）７５Ａ

（５） 用肉眼观察和检查交流发电机的配线和用耳听检查是否有不正常的噪声。检查配线

连接是否正常，在发动机运转时，检查交流发电机运转时是否有不正常的噪声。

（６） 检查放电报警灯线路。

１） 预热发动机达到正常温度后停车，关闭所有的附件，将点火开关置于 ＯＮ位置，检

查放电警报灯是否点亮。

２） 起动发动机，检查灯是否熄灭。

如果灯不符合规定的操作要求，则应诊断报警灯线路的故障。

（７） 在空载下检查充电线路。

１） 如果没有测试器，可将一个电压表和一个安培表连接到充电回路中，如图７－７所

示。

①从交流发电机的端子Ｂ脱开配线，并将配线连接到电流表的负极 （－） 端子上。

②将测试导线从电流表的正极 （＋） 端子连接到交流发电机的端子Ｂ上。

③将电压表的正极 （＋） 导线连接到交流发电机的端子Ｂ上。

④将电压表的负极 （－） 导线接地。

２） 检查充电线路。使发动机从急速运转到２０００ｒ／ｍｉｎ，检查电流表和电压表的读数，

如图７－８所示。

标准电流：小于１０Ａ
标准电压：在２５℃时为１３９～１５１Ｖ

在１１５℃时为１３５～１４３Ｖ
如果电压读数大于标准值，则应更换ＩＣ调节器；如果电压读数小于标准值，则应检查

ＩＣ调节器和交流发电机。

３） 检查ＩＣ调节器和交流发电机。将端子Ｆ接地，起动发动机检查端子Ｂ的电压读数，

如图７－９所示。

如果电压读数大于标准值，则应更换ＩＣ调节器。

如果电压读数小于标准值，则应修理交流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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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７ 将一个电压表和一个电流表连接到充电回路中 图７－８ 检查电流表和电压表的读数

（８） 在负载下检查充电线路。使发动机运转到２０００ｒ／ｍｉｎ，打开远光大灯并将取暖器风

扇控制开关置于 “ＨＩ” 位置，检查电流表的读数，如图７－１０所示。

标准充电：大于３０Ａ
如果电流表读数小于３０Ａ，则应修理交流发电机。

注意：如果蓄电池被充满电，则指示值有时可能小于３０Ａ。

图７－９ 检查ＩＣ调节器和交流发电机 图７－１０ 检查电流表的读数

二、交流发电机

１交流发电机的分解

（１） 拆下后端罩。拆下螺母和端子绝缘件，旋下３个螺母，拆下后端罩，如图７－１１所

示。

（２） 拆下电刷架。旋下两个螺钉，拆下电刷架和罩盖，如图７－１２所示。

图７－１１ 拆下后端罩 图７－１２ 拆下电刷架

（３） 拆下ＩＣ调节器。旋下３个螺钉，拆下ＩＣ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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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拆下整流器架。旋下４个螺钉，拆下整流器架。

（５） 拆下带轮。

１） 用扭力扳手固定在螺母套筒扳手 Ａ，顺时针方向旋紧螺母套筒扳手Ｂ到规定力矩，

检查套筒扳手Ａ是否被固定在转子轴上，如图７－１３所示。

旋紧力矩：３９Ｎ·ｍ
２） 如图７－１４所示，将套筒扳手Ｃ固定在台虎钳上，然后将交流发电机装上，并按图

所示的方向转动螺母套筒扳手Ａ以旋松带轮螺母，并从套筒扳手Ｃ上拆下交流发电机，再

转动套筒扳手Ｂ，拆下螺母套筒扳手Ａ和Ｂ，拆下带轮螺母和带轮。

图７－１３ 检查套筒扳手Ａ是否被固定在转子轴上 图７－１４ 将套筒扳手固定在台虎钳上

（６） 拆下后端框架。

１） 旋下４个螺母。

２） 使用拉拨器拆下后端框架，如图７－１５所示。

（７） 从驱动端框架拆下转子。

２交流发电机的检查与维修

（１） 检查转子。

１） 检查转子是否开路。使用欧姆表检查集电环之间是否导通，如图７－１６所示。

标准电压 （冷机）：２８～３０Ω
如果不导通，则应更换转子。

图７－１５ 用拉拨器拆下后端框架 图７－１６ 用欧姆表检查集电环之间是否导通

２）检查转子是否接地。使用欧姆表检查集电环和转子之间是否不导通，如图７－１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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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导通，则应更换转子。

３） 检查集电环。使用游标卡尺测量集电环的直径，如图７－１８所示。

标准直准：１４２～１４４ｍｍ
最小直径：１２８ｍｍ
如果直径小于最小值，则应更换转子。

注意：如果集电环粗糙不平或被擦伤，则应更换转子。

图７－１７ 用欧姆表检查集电环和转子之间是否不导通 图７－１８ 用游标卡尺测量集电环的直径

（２） 检查定子。

１） 检查定子是否开路。使用欧姆表检查线圈导线之间是否导通，如图７－１９所示。

如果不导通，则应更换驱动端框架部件。

２） 检查定子是否接地。使用欧姆表检查线圈导线和驱动端框架之间是否不导通。如图

７－２０所示。

如果导通，则应更换驱动端框架部件。

图７－１９ 检查定子是否开路 图７－２０ 检查线圈导线和驱动端框架之间是否不导通

（３） 检查电刷。

测量露出电刷的长度。使用标尺测量露出电刷的长度，如图７－２１所示。

标准露出长度：１０５ｍｍ。

最小露出长度：１５ｍｍ。

如果电刷露出长度小于最小值，则应更换电刷。

（４） 检查整流器。

１） 检查正极侧整流器。

①使用欧姆表，将其一个测试棒连接到正极，并将另一个测试棒连接到整流器的各个端

子，如图７－２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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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２１ 用标尺测量路出电刷长度 图７－２２ 检查正极侧整流器

②将测试棒的极性反过来，检查导通情况，应是一种情况导通，另一种情况不导通，如

图７－２３所示。

如果不符合此要求，则应更换整流器架。

２） 检查负极侧整流器。

①将一个测试棒连接到整流器的各端子，将另一个测试棒接到整流器负极端子，如图

７－２４所示。

图７－２３ 检查导通情况 图７－２４ 将一个测试棒连接到整流器各端子

另一个测试棒接到整流器负极端子

②将测试棒的极性反过来，检查导通情况，应是一种情况导通，另一种情况不导通，如

图７－２５所示。

如果不符合此规定要求，则应更换整流器架。

（５） 检查轴承。

１） 检查前轴承转动是否正常或已磨损，如图７－２６所示。

图７－２５ 将测试棒的极性反过来检查导通情况 图７－２６ 检查前轴承转动是否正常或已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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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检查后轴承转动是否正常或已磨损，如图７－２７所示。

３交流发电机的装配

（１） 将转子装入驱动端框架内，安装后端框架。使用塑料面锤子，轻轻地将后端框架敲

入，旋上４个螺母。

（２） 安装带轮。

１） 将带轮装到转子轴，以顺时针方向旋紧螺母套筒扳手到规定力矩。

旋紧力矩：３９Ｎ·ｍ
２） 将螺母套筒扳手装到台虎钳上并安装上交流发电机，旋紧带轮螺母。

旋紧力矩：１１０Ｎ·ｍ
（３） 安装整流器架。用４个螺钉装上整流器架。

（４） 安装电刷架和ＩＣ调节器。

１） 将电刷架罩放到电刷架上，然后将ＩＣ调节器和电刷架水平地装到后端框架上。

注意：在安装中，不要使电刷架的罩滑到一侧。

２） 旋紧５个螺钉直到使电刷架罩和接插件之间至少有１ｍｍ的间隙。

（５） 安装后端罩。用３个螺母安装后端罩，并用螺母安装端子绝缘体。

（６） 转子的动平衡试验。为确保转子转动平稳，交流发电机在装配完毕后，应进行动平

衡试验，如图７－２８所示。

图７－２７ 检查后轴承转动是否正常或已磨损 图７－２８ 转子的动平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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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动机综合故障诊断与维修规范

第一节 发动机综合故障诊断

一、１ＲＺ和２ＲＺ发动机综合故障诊断

１ＲＺ和２ＲＺ发动机综合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８－１～表８－８。

表８－１ 发动机过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过热 冷却系统故障点火正时不正确 排除冷却系统的故障重新设定正时

表８－２ 起动困难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转不动或

转动很慢
起动系统故障 排除起动系统的故障

没有向化油器供给燃油

化油器故障：

阻风门动作

化油器浮子室溢油

针阀卡位或阻塞

负压软管脱开或已损坏

断油电磁阀没有开启

辅助节气门没有关闭

外部通气控制阀 （ＯＶＣＶ）动作

点火正时不正确

点大系统故障：

点火线圈

点火器 （Ｗ／点火器）

分电器

火花塞故障

高压电线脱开或已断路

负压泄漏：

ＰＶＣ管路系统

进气歧管

压缩不良

排除燃油系统的故障按需要进行修理

重新设定正时

进行跳火试验

检查线圈

检查分电器

检查火花塞

检查电线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压缩状态



表８－３ 怠速不良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怠速不良或失速 火花塞故障

高压电线故障

负压泄漏：

ＰＶＣ管理系统

进气歧管

空气旁通系统

点火正时不正确

点火系统故障：

点火线圈

点火器 （Ｗ／点火器）

分电器

化油器故障：

怠速不正确

低速量孔

怠速混合气不正确

断油电磁阀没有开启

快速怠速设定不正确 （冷机）

阻风门系统故障

辅助节气门没有关闭

ＨＡ１系统故障 （Ｗ／ＨＡ１）

发动机过热

气门间隙不正确

压缩不良

检查火花塞

检查电线

按需要进行修理

重新设定正时

进行跳火试验

检查线圈

检查分电器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ＨＡ１系统

排除冷却系统的故障

调整气门间隙

检查压缩状态

表８－４ 发动机喘气／加速不良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喘气／加速

不良

火花塞故障

高压电线故障

负压泄漏：

ＰＶＣ管路系统

进气歧管

点火正时不正确

空气滤清器堵塞

燃油管道堵塞

化油器故障：

浮子位置太低

加速泵故障

省油器量孔故障

阻风门关闭 （热机）

阻风门系统

检查火花塞

检查电线

按需要进行修理

重新设定正时

检查空气滤清器

检查燃油管路

按需要进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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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喘气／加速

不良

补助节气门限位器动作

失灵 （冷机）

排气污染控制系统故障：

ＨＡ１系统始终处于工作状态 （热机）（Ｗ／

ＨＡ１）ＡＡＰ系统故障

歧管恒温器阻塞

发动机过热

压缩不良

检查ＨＡ１系统

检查ＡＡＰ系统

检查歧管恒温器

检查冷却系统

检查压缩状态

表８－５ 发动机熄不了火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熄不了火

（关断点火开关后仍

继续着火运转）

化油器故障：

连接杆卡住

怠速或快速怠速超调

断油电磁阀故障

阻风门被关闭 （热机）

节气门没有关闭

点火正时不正确

按需要进行修理

重新设定正时

表８－６ 后燃、回火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仅在减速时消声

器爆燃 （后燃）

空气旁通系统

减速断油系统始终ＯＦＦ

检查空气旁通系统

检查断油系统

任何时候消声器

都爆燃 （后燃）

空气滤清器阻塞

阻风门故障

点火正时不正确

气门间隙不正确

检查空气滤清器

检查阻风门系统

重新设定正时

调整气门间隙

发动机回火

阻风门开启 （冷机）

化油器真空泄漏

燃油流量不足

点火正时不正确

气门间隙不正确

燃烧室中积炭

ＨＡ１系统故障 （Ｗ／ＨＡ１）

歧管恒温器阻塞

检查阻风门系统

检查软管并按需要进行修理

排除燃油系统的故障

重新设定正时

调整气门间隙

检查气缸盖

检查ＨＡ１系统

检查歧管恒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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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７ 机油消耗量过大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机油消耗量过大

渗漏机油

ＰＣＶ管路堵塞

活塞环磨损或损坏

气门杆和导管磨损

气门杆油封磨损或损坏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ＰＣＶ系统

检查活塞环

检查气门和气门导管

检查油封

表８－８ 每加仑汽油行驶的里程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每加仑汽油行驶

的里程短

渗漏燃油

空气滤清器堵塞

点火正时不正时

真空泄漏：

ＰＶＣ管路

进气歧管

化油器故障：

阻风门系统故障

怠速太高

强制燃油切断系统故障

省油器量孔常开

ＡＡ除统一直动作

火花塞故障

压缩不良

轮胎充气不适当

离合器打滑

制动器拖滞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空气滤清器

重新设定点火正时

按需要进行修理

车上进行检查

检查化油器

检查ＡＡＰ系统

检查火花塞

检查压缩状态

将轮胎充气到适当的压力

排除离合器故障

排除制动器的故障

二、２ＲＺ－Ｅ发动机综合故障诊断

２ＲＺ－Ｅ发动机综合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８－９～表８－１６。

表８－９ 发动机过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过热
冷却系统故障

点火正时不正确

排除冷却系统的故障

重新设定正时

表８－１０ 起动困难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转不动或

转动很慢
起动系统故障 排除起动系统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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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不起动／起

动困难 （转动正常）

没有向喷射器供给燃油：

油箱内无燃油

输油泵不工作

燃油滤清器阻塞

燃油管路阻塞或漏油

ＥＦＩ系统故障

点火系统故障

点火线圈

点火器

分电器

火花塞故障

高压电线脱开或已断路

真空泄漏：

ＰＶＣ软管

ＥＧＲ阀

进气歧管

节气门段

负压传感器和进气歧管之间进入空气压缩

不良

排除ＥＦＩ系统的故障

按需要进行修理

进行跳火试验

检查线圈

检查分电器

检查火花塞

检查电线

按需要进行修理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压缩状态

表８－１１ 怠速不良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怠 速 不 良、失 速

或熄火

火花塞故障

高压电线故障

点火系统故障：

点火线圈

点火器

分电器

点火正时不正确

负压泄漏：

ＰＣＶ软管

ＥＧＲ阀

进气歧管

负压传感器和进气歧管之间进入空气

怠速不正确

ＥＦＩ系统故障

发动机过热

压缩不良

气门间隙不正确

检查火花塞

检查电线

检查线圈

检查分电器

重新设定正时

按需要进行修理

按需要进行修理

调整怠速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冷却系统

检查压缩状态

调整气门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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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１２ 发动机喘气／加速不良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喘气／加速

不良

火花塞故障

高压电线故障

负压泄漏：

ＰＣＶ软管

ＥＧＲ阀

进气歧管

节气门段

负压传感器和进气歧管之间进入空气

点火正时不正确

燃油系统阻塞

空气滤清器阻塞

ＥＦＶ系统故障

排气污染控制系统故障 （冷机）：

ＥＧＲ系统始终处于工作状态

发动机过热

压缩不良

检查火花塞

检查电线

按需要进行修理

按需要进行修理

重新设定正时

检查燃油系统

检查空气滤清器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ＥＧＲ系统

检查冷却系统

检查压缩状态

表８－１３ 发动机熄不了火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熄不了火

（关断点火开关后仍

继续着火运转）

ＥＦＩ系统故障 按需要进行修理

表８－１４ 后燃、回火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仅在减速时消声

器爆燃 （后燃）
减速断油系统始终不工作 检查ＥＦＩ（断油）系统

任何时候消声器

都爆燃 （后燃）

空气滤清器阻塞

ＥＦＩ系统故障

点火正时不正确

气门间隙不正确

检查空气滤清器

按需要进行修理

重新设定正时

调整气门间隙

发动机回火

ＥＦＩ系统故障

负压泄漏：

ＰＣＶ软管

ＥＧＲ阀

进气歧管

节气门段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软管并按需要进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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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发动机回火

真空传感器和进气歧管之间进入空气燃油流

量不足

点火正时不正确

气门间隙不正确

燃烧室内积炭

按需要进行修理

排除燃油系统的故障

重新设定正时

调整气门间隙

检查气缸盖

表８－１５ 机油消耗量过大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机油消耗量过大

渗漏机油

ＰＣＶ管路阻塞

活塞环磨损或损坏

气门杆和导管磨损

气门杆密封磨损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ＰＣＶ系统

检查活塞环

检查气门

检查密封

表８－１６ 每升汽油行驶的里程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每升汽油行驶的

里程短

渗漏燃油

空气滤清器阻塞

点火正时不正确

ＥＦＩ系统故障：

喷射器故障

减速断油系统故障

火花塞故障

ＥＧＲ系统始终处于工作状态

压缩不良

轮胎充气不适当

离合器打滑

制动器拖滞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空气滤清器

重新设定正时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ＥＦＩ（断油）系统

检查火花塞

检查ＥＧＲ系统

检查压缩状态

将轮胎充气到适当的压力

排除离合器的故障

排除制动器的故障

有异味

怠速不正确

点火正时不正确

真空泄漏

ＰＣＶ软管

ＥＧＲ阀

进气歧管

节气门段

ＥＦＩ系统故障

调整怠速

重新设定正时

按需要进行修理

按需要进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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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动机维修规范

一、发动机维修规格

发动机在维修中所需的各种规格见表８－１７～表８－２３。

表８－１７ 发动机机体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使用限度

气缸盖

气缸盖表面挠曲变形

歧管表面挠曲变形

气门座重新研磨角度

进气

排气

接触角度

接触宽度

３０° ４５° ６０°

３０° ４５° ６０°

４５°

１２～１６ｍｍ

０１５ｍｍ

０２０ｍｍ

气门导管

内径

外径

加大尺寸００５ｍｍ
凸出高度

更换时温度 （气缸盖侧）

８０１～８０３ｍｍ

１３０４０～１３０５１ｍｍ

１３０９０～１３０９１ｍｍ

１８２～１８６ｍｍ
约９０℃

气门

气门总长 进气

排气

气门面角度

气门杆直径 进气

排气

气门杆间隙 进气

排气

气门间隙 进气

排气

１０２００ｍｍ

１０２２５ｍｍ

４４５°

７９７０～７９８５ｍｍ

７９６５～７９８０ｍｍ

００２５～００６０ｍｍ

００３０～００６５ｍｍ

０２０～０３０ｍｍ

０２５～０３５

１０１５０ｍｍ

１０１７５ｍｍ

００８ｍｍ

０１０ｍｍ

气门头边缘厚度 进气

排气

０５ｍｍ

０８ｍｍ

气门弹簧

自由长度

安装高度

安装张力

垂直度

４７３１ｍｍ

４０３ｍｍ

２８８Ｎ ２２６Ｎ

２０ｍｍ

轴向间隙

轴颈间隙

轴颈直径

圆周径向圆跳动

凸轮凸起部高度

００８～０１８ｍｍ

００２５～００６６ｍｍ

３３９５９～３３９７５ｍｍ

４７８４～４７９４ｍｍ

０２５ｍｍ

０１０ｍｍ

００６ｍｍ

９４１



（续）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使用限度

气门挺杆
外径

间隙

３７９２２～３７９３２ｍｍ

００２８～００５３ｍｍ ０１ｍｍ

进气和排气歧管
歧管表面 进气

排气

０２ｍｍ

０７ｍｍ

链条和链轮

１６节链环的链条伸长

曲轴链轮的磨损

凸轮轴链轮的磨损

１４６６ｍｍ

５９４ｍｍ

１１３８ｍｍ

减振板和滑履
减振板的磨损

滑履的磨损

１０ｍｍ

１０ｍｍ

气缸体

气缸盖表面挠曲变形

气缸磨损 １ＲＺ

２ＲＺ
气缸磨损

标准尺寸活塞时 １ＲＺ

２ＲＺ
加大尺寸０５０ｍｍ活塞时

１ＲＺ

２ＲＺ
圆柱度和圆度

缸体轴颈孔

Ｎ０１

Ｎ０２

Ｎ０３
减小尺寸 ０２５

８５９９～８６００ｍｍ

９４９９～９５００ｍｍ

６４０００～６４００８ｍｍ

６４００９～６４０１６ｍｍ

６４０１７～６４０２４ｍｍ

６４０００～６４０２４ｍｍ

００５ｍｍ

８６０６ｍｍ

９５０６ｍｍ

８６５６ｍｍ

９５５６ｍｍ

００１ｍｍ

活塞和活塞环

活塞直径 １ＲＺ

２ＲＺ
加大尺寸０５０ｍｍ １ＲＺ

２ＲＺ
活塞至缸套间隙

活塞环开口间隙Ｎ０１ １ＲＺ

２ＲＺ

Ｎ０２
油

环至环槽间隙 Ｎ０１

Ｎ０２
活塞销安装温度

８５９５～８５９６ｍｍ

９４９５～９４９６ｍｍ

８６４５～８６４６ｍｍ

９５４５～９５４６ｍｍ

００３～００５ｍｍ

０２２～０３５ｍｍ

０４５～０６０ｍｍ

０１３～０３８ｍｍ

００３～００８ｍｍ

００３～００７ｍｍ
约８０℃

０９５ｍｍ

０３０～０４３ｍｍ

１２０ｍｍ

０９８ｍｍ

０２０ｍｍ

０２０ｍｍ

连杆与轴瓦
轴向间隙

连杆大端内径 Ｎ０１

０１６０～０３１２ｍｍ

５６０００～５６００８ｍｍ
０３５ｍｍ

０５１



（续）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使用限度

连杆与轴瓦

Ｎ０２
Ｎ０３

减小尺寸０２５
连杆轴瓦中央壁厚 Ｎ０１

Ｎ０２
Ｎ０３

减小尺寸０２５
轴瓦间隙

活塞销至衬套间间隙

活塞销直径

衬套内径

每１００ｍｍ的弯曲变形

每１００ｍｍ的扭转变形

５６００９～５６０１６ｍｍ
５６０１７～５６０２４ｍｍ
５６０００～５６０２４ｍｍ
１４８１～１４８５ｍｍ
１４８６～１４８９ｍｍ
１４９０～１４９３ｍｍ
１６０１～１６０７ｍｍ
００３０～００５９ｍｍ
０００５～００１１ｍｍ
２４０００～２４００９ｍｍ
２４００８～２４０１７ｍｍ

０１０ｍｍ

００１５ｍｍ

００５ｍｍ

０１５ｍｍ

曲轴

轴向间隙

止推垫圈厚度

主轴颈间隙

主轴颈直径

主轴颈最后直径

减小尺寸

主轴瓦中央壁厚 Ｎ０１
Ｎ０２
Ｎ０３

减小尺寸０２５
曲柄销直径

曲柄销最后直径

减小尺寸

圆周径向圆跳动误差

主轴颈锥度和圆度误差

曲柄销轴颈锥度和圆度误差

００２～０２２ｍｍ
２４００～２４４０ｍｍ
００２０～００４９ｍｍ
５９９８７～６００００ｍｍ

５９７４５～５９７５５ｍｍ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ｍｍ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ｍｍ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ｍｍ
１６０１～１６０７ｍｍ
５２９８７～５３０００ｍｍ

５２７４５～５２７７５ｍｍ

０３０ｍｍ

０１０ｍｍ

００３ｍｍ
０００５ｍｍ
０００５ｍｍ

飞轮 径向圆跳动误差 ０１０ｍｍ

进气歧管真空度 在怠速下 大于５３３ｋＰａ

压缩压力
压力

各缸之间的压差

１２２６ｋＰａ

９８ｋＰａ

８８３ｋＰａ

表８－１８ 燃料系统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使用限度

化油器

１ＲＺ通用

２ＲＺ

１ＲＺ中国

浮子位置 升高位置

降低位置

节气门关闭角度 主

辅助

零件号２１１００～７５０３０

２１１００～７５０４０

２１１００～７５０６０

１０２ｍｍ

４７１ｍｍ

１５１



（续）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使用限度

化油器

节气门开启角度 主

辅助

翻倒间隙

辅助接触角度

快速怠速角度 １ＲＺ

２ＲＺ
卸荷器角度

阻风门开度限制器开启角度

单膜片式

１ＲＺ通用中国

２ＲＺ
双膜片式 第１挡

第２挡

怠速角度预设定 １ＲＺ

２ＲＺ
减速缓冲器预设定 １ＲＺ

２ＲＺ
阻风门加热器电阻

在２０°时

外部通气控制阀电阻

在２０°时

怠速

快速怠速 １ＲＺ

２ＲＺ
减速缓冲器 （ＤＰ）的设定转速

从水平起

从水平起

０３５～０５５ｍｍ
从水平起６７°～７１°
从水平起２０°～２２°
从水平起２１°～２３°
从水平起３８°～４２°

从水平起３９°～４１°
从水平起４１°～４３°
从水平起３７°～３９°
从水平起５８°～６２°
从水平起１３°
从水平起１４°
从水平起１９°～２１°
从水平起２０°～２２°

１７～１９Ω

６３～７３Ω

７５０ｒ／ｍｉｎ

２６００ｒ／ｍｉｎ

２４００ｒ／ｍｉｎ

２３００ｒ／ｍｉｎ

表８－１９ 润滑系统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使用限度

机油容量

干注入

推出后重新注入

不带机油滤清器更换机油

带机油滤清器更换机油

５～２Ｌ

３６Ｌ

４１Ｌ

机油泵

泵体间隙

侧隙

径向间隙

０１００～０１７５ｍｍ

０１１～０２４ｍｍ

００３～００９ｍｍ

０３０ｍｍ

０３５ｍｍ

０１５ｍｍ

机油压力
在怠速时

在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２９ｋＰａ或以上

２４５～４９０ｋＰａ

２５１



表８－２０ 冷却系统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使用限度

发动机冷却液容量

不带加热器

带前加热器

带前和后加热器

８０Ｌ

９１Ｌ

１０１Ｌ

散热器 减压阀开启压力 ７４～１０３ｋＰａ ５９ｋＰａ

恒温器

阀开启温度

阀开启行程

在９５℃

８０～８４℃

８ｍｍ或以上

传动带

加压９８Ｎ力时的传动带挠度

新传动带

已使用过的传动带

传动带张紧度

新传动带

已使用过的传动带

５～７ｍｍ

７～８ｍｍ

７０～８０ｋＰａ

３０～４５ｋＰａ

表８－２１ 点火系统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使用限度

点火次序 １－３－４－２

点火正时 中国 ０°上止点前 （ａ最大９５０ｒ／ｍｉｎ）

１ＲＺ和２ＲＺＥｘ中国 ５°上止点前 （ａ最大９５０ｒ／ｍｉｎ）

高压电线 电阻 ２５ｋΩ／每根

火花塞

型号 ＮＤ

ＮＧＫ
国产火花塞替换型号

火花塞间隙

Ｗ１６Ｅｘ－Ｖ

ＢＰ５Ｅｒ

Ｔ４１９５Ｊ或４１９７Ｊ

０８ｍｍ

点火线圈

电阻 通用型 初级

ⅡＡ型１ＲＺ２ＲＺ初级

次级

电阻器的电阻 （通用型）

１２～１６Ω

１０７～１４５ｋΩ

１２～１６Ω

１０２～１３８ｋΩ

１３～１５Ω

分电器通用型

顶块间隙

触点闭合角

０４５ｍｍ

５２°±６°

分电器提前角

（零件号）

调速器

分电器转速／

（ｒ／ｍｉｎ）
提前角 ｋＰａ 提前角

３５１



（续）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使用限度

分电器通用型

１９１００～７５０１０

１９１００～７５０２０

５５０

７００

８５０

１４００

２３５０

３２００

提前开始

０４°～２４°

１７°～３７°

４５°～６５°

９６～１１６°

１１３°～１３３°

主

１０７

１４７

２６７

３７３

５６０

提前开始

０４°～２６°

４２°～６６°

７８°～１０２°

１０５°～１２５°

副

２８０

３２０

３６０

３７３

提前开始

０４°～３０°

２０°～４６°

４０°～６０°

分电器 （ⅡＡ型）

气隙

信号发生器 （感应线圈）电阻

１ＲＺ、２ＲＺ

０２～０４ｍｍ

１４０～１８０Ω

分电器提前角

（零件号）

调速器 负压

分电器转速

（ｒ／ｍｉｎ）
提前角 ｋＰａ 提前角

１９０２０～７５０２０ ５５０

６５０

８００

１４５０

２４００

３２００

提前开始

０２°～１７°

１５°～３０°

５２°～６７°

１０１°～１１６°

１１０°～１３０°

主

１０７

１４７

２６７

３８７

５６０

提前开始

０４°～２４°

４４°～６４°

８５°～１０５°

１０５°～１２５°

副

２８０

３２０

３６０

３７３

提前开始

０４°～３０°

２０°～４６°

４０°～６０°

主

１３３

１７３

２９３

３４０

５８７

提前开始

０２°～２１°

３７°～５６°

６７°～８７°

９０°～１１０°

副

２８０

３２０

３６０

３７３

提前开始

０４°～３０°

２０°～４６°

４０°～６０°

４５１



表８－２２ 起动系统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使用限度

起动机

额定电压

输出功率

空载特性

电刷长度

弹簧安装负载

整流器 外径

根切深度

圆周径向圆跳动

电刷 长度

１２Ｖ

１０ｋＷ
在１１５Ｖ时９０Ａ或更小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或更大

１３５ｍｍ

１８～２４Ｎ

３０ｍｍ

０６ｍｍ

１３ｍｍ

１２Ｖ

１０ｋＷ

８５ｍｍ

１２Ｎ

２９ｍｍ

０２ｍｍ

００５ｍｍ

８５ｍｍ

表８－２３ 充电系统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使用限度

蓄电池
蓄电池电解液密度

在２０℃下充满电时
１２５～１２７

交流发电机

额定输出电流

转子线圈电阻

电刷露出长度

集电环直径

６０Ａ

２８～３０Ω

１０５ｍｍ

３２５ｍｍ

５５ｍｍ

３２１ｍｍ

调节器
调节电压 在２５℃时

在１１５℃时

１３９～１５１Ｖ

１３５～１４３Ｖ

驱动传动带

施加９８Ｎ的力变形挠度

新传动带

已使用过后传动带

５～７ｍｍ

７～８ｍｍ

二、发动机主要螺栓、螺母旋紧力矩

发动机主要螺栓、螺母旋紧力矩见表８－２４。

表８－２４



发动机主要螺栓、螺母旋紧力矩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

气缸盖×凸轮轴轴承盖

气缸盖×链条张紧器

气缸×火花塞

气缸盖×排气歧管

气缸盖×汽油泵

气缸体×机油滤清器托架螺母

接头螺栓

气缸体×放油阀

气缸体×气缸盖 第１次

第２次

第３次

气缸体×曲轴主轴承盖 第１次

第２次

１６Ｎ·ｍ
２１Ｎ·ｍ
１８Ｎ·ｍ
４９Ｎ·ｍ
２０Ｎ·ｍ
１２Ｎ·ｍ
６９Ｎ·ｍ
１５Ｎ·ｍ
３９Ｎ·ｍ
旋转９０°
旋转９０°
３９Ｎ·ｍ
旋转９０°

连杆×连杆轴承盖 第１次

第２次

曲轴×曲轴带轮

凸轮轴×分电器驱动齿轮

曲轴×飞轮

曲轴×驱动板

油底壳×放油塞

交流发电机×交流发电机托架

发动机安装绝缘体×发动机安装支架

进气歧管×恒温真空开关阀

冷却液旁通法兰×恒温阀

排气再循环阀×进气歧管

排气再循环阀×排气再循环管子

排气歧管×排气再循环管子

２５Ｎ·ｍ
旋转９０°
２４５Ｎ·ｍ
７４Ｎ·ｍ
８８Ｎ·ｍ
７４Ｎ·ｍ
２５Ｎ·ｍ
５９Ｎ·ｍ
３９Ｎ·ｍ
２５Ｎ·ｍ
２５Ｎ·ｍ
２０Ｎ·ｍ
２０Ｎ·ｍ
２０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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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离 合 器

第一节 离合器的结构

海狮汽车使用的离合器是单片干式膜片弹簧式，它装在发动机和变速器之间的一个总

成，担负着发动机动力的传递和切断，保证汽车平稳起步、顺利换档，防止传动系超负载地

工作。离合器的结构由离合器组件、总泵和分离缸等机件组成。

一、离合器组件

离合器组件主要由膜片弹簧、离合器罩壳、离合器盘等组成，如图９－１所示。

图９－１ 离合器组件零件分解图

１—导向轴承 ２—飞轮 ３—离合器盘 ４—离合器罩壳 ５—分离轴承 ６—夹扣 ７—分离叉 ８—保护罩

１膜片弹簧

它的主要特点是，代替了传统的螺旋弹簧和分离杠杆，因而使离合器结构简单，缩短了

离合器轴向尺寸。并且当摩擦片磨损后，膜片弹簧的压紧力几乎不变，可靠地保证了动力的

传递。

２离合器罩壳

它固定在飞轮上，随飞轮一起旋转，并具有良好的旋转平衡性和散热性能。

３离合器盘

摩擦片用铆钉铆接在波浪形曲面扇形弹簧片两侧，并在摩擦片上开有许多槽，起到了防



止负压吸附，有利于分离彻底的作用。

二、离合器总泵

离合器总泵的结构如图９－２所示。

图９－２ 离合器总泵零件分解图

１—推杆 ２—弹簧卡环 ３—夹扣 ４—销子 ５—Ｕ形销 ６—保护罩 ７—垫圈 ８—活塞 ９—弹簧

三、分离缸

分离缸的结构如图９－３所示。

图９－３ 分离缸零件分解图

１、７—放气塞 ２、９—弹簧 ３、１２—活塞 ４—推杆 ５、１１—保护罩 ６、８—分离缸 １０—推杆

７５１



第二节 离合器的维修

离合器的维修主要是对离合器总泵、分离缸和离合器组件的维修。

一、离合器总泵

１离合器总泵的拆卸

按下列顺序拆卸各零件，如图９－４所示。

图９－４ 按顺序拆卸各零件

１—节气门钢索护头 ２—转向柱罩壳 ３—组合仪表罩板 ４—组合仪表

５—加热器管道 ６—管接头 ７—总泵 ８—储液箱软管 ９—仪表下罩板

（１） 从蓄电池上脱开负极电缆。

（２） 拆下仪表下罩板。旋下３个螺钉拆下下罩板，并脱开节气门钢索。

（３） 拆下转向柱罩壳。

图９－５ 拆下组合仪表

（４） 拆下组合仪表罩板。旋下６个螺钉，拉出罩板，

并脱开配线接插件。

（５） 拆下组合仪表。旋下４个螺钉，拆下组合仪表，

如图９－５所示，并脱开速度表传动软轴和配线接插件。

（６） 拆下加热器管道。

（７） 从总泵上脱开贮液箱软管。

（８） 拆下夹扣和 Ｕ形销。

（９） 旋下离合器管路的管接头。使用管接头螺母１０×１２ｍｍ扳手旋下管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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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拆下离合器总泵。旋下安装螺栓，拉出离合器总泵。

２离合器总泵的分解

（１） 拆下推杆。向后拉保护罩，用尖嘴钳拆下弹簧卡环，拉出推杆和垫圈，如图９－６
所示。

（２） 拆下活塞。使用压缩空气从总泵内拆出活塞。

３离合器总泵的检查

备注：检查前应将所有零件进行清洗，并用压缩空气吹干。

（１） 检查离合器总泵内壁是否有擦伤或腐蚀，如果发现问题，应更换泵体。

（２） 检查活塞和活塞帽是否有磨损，擦伤、裂缝或弯形。否则，应予更换。

（３） 检查推杆是否有磨损或损坏，否则应更换推杆。

４离合器总泵的装配与安装

（１） 离合器总泵在装配前，按图９－７所示，在零件上涂敷锂皂基甘醇润滑脂。

图９－６ 用尖嘴钳拆下弹簧

卡环拉出推杆和垫圈
图９－７ 在零件上涂敷

锂皂基甘醇润滑脂

（２） 将活塞装入离合器总泵中。

（３） 安装带弹簧卡环的推杆部件。

（４） 用安装螺栓安装离合器总泵。

旋紧力矩：１２Ｎ·ｍ
（５） 连接储液箱软管。

（６） 旋上离合器管路的管接头。先用手指旋紧管接头螺母，然后用特种维修工具将它旋

紧到规定的力矩。

旋紧力矩：１５Ｎ·ｍ
（７） 将推杆部件装到离合器踏板上，用夹扣固定住 Ｕ形销。

（８） 安装加热器管道。

（９） 安装组合仪表及仪表罩板。

（１０） 安装仪表下罩板。

二、分离缸

１分离缸的拆卸与分解

（１） 分离缸的拆卸。使用管接头螺母扳手拆下离合器管路的管接头，旋下两个螺栓，拉

下分离缸。

（２） 分离缸的分解。拉出推杆，拆下保护罩，使用压缩空气从缸内拆下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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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离缸的检查

备注：检查前应用压缩空气将拆下的零件吹干。

（１） 检查分离缸内壁是否有擦伤或腐蚀。如果发现问题应更换缸体。

（２） 检查活塞和活塞帽是否有磨损，擦伤 、裂缝或弯形，必要时应予以更换。

（３） 检查推杆是否磨损或损坏，否则，应予以更换。

３分离缸的装配与安装

分离缸的装配与安装是按照拆卸与分解的相反顺序操作。

（１） 分离缸的装配。按图９－８所示，在零件上涂敷锂皂基甘醇润滑脂，然后安装活塞、

保护罩和插入推杆。

（２） 分离缸的安装。用两个螺栓安装分离缸，用管接头螺母扳手连接离合器管路的管接

头。

三、离合器组件

１离合器组件的拆卸

（１） 拆下变速器。

备注：不要排出变速器油。

（２） 拆下离合器罩壳和盘。在离合器罩壳和飞轮上做上装配记号，然后每一次旋松各固

定螺栓一圈，直到弹簧张力消失为止，拆下固定螺栓，拉下离合器罩壳和盘。

（３） 拆下分离轴承、分离叉和保护罩。使用钳子从变速器上拆下夹扣，拉下轴承和轮

壳，拆下分离叉和保护罩。

２离合器组件的检查

（１） 检查离合器盘是否有磨损或损坏。使用游标卡尺，测量铆钉头的深度，如图９－９
所示。

图９－８ 在零件上涂敷锂皂基甘醇润滑脂 图９－９ 测量铆钉头的深度

图９－１０ 用百分表检查离合

器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铆钉头最小深度：０３ｍｍ
如果发现有问题，则应更换离合器盘。

（２） 检查离合器的径向摆差。使用百分表，检查

离合器的径向圆跳动误差，如图９－１０所示。

最大径向圆跳动误差：０８ｍｍ
如果径向圆跳动误差超过最大值，则应更换离合

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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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测量飞轮的径向圆跳动误差。使用百分表进行测量飞轮的径向圆跳动误差，如图

９－１１所示。

最大径向圆跳动误差：０２ｍｍ
如果径向圆跳动误差超过最大值，则需更换飞轮。

（４） 检查导向轴承。用手转动轴承，同时沿轴线方向施加作用力，如图９－１２所示。

如果转不动或阻力很大，则应更换导向轴承。

图９－１１ 用百分表测量飞轮径向圆跳动误差 图９－１２ 用手转动轴承沿轴线方向施加作用力

（５） 检查膜片弹簧是否有磨损。使用游标卡尺检查膜片弹簧磨损的深度和宽度，如图

９－１３所示。

极限值：深度０６ｍｍ
宽度５０ｍｍ

必要时，应更换离合器罩壳。

（６） 检查分离轴承。用手转动轴承，同时沿轴线方向施加作用力，如图９－１４所示。

如果转不动或阻力很大，须更换分离轴承。

图９－１３ 用游标卡尺检查膜

片弹簧磨损的深度和宽度

图９－１４ 用手转动轴承

沿轴线方向施加作用力

图９－１５ 安装离合器罩壳

备注：此轴承是永久润滑的，装卸或更换不需要

进行清洁和润滑。

３离合器组件的安装

（１） 将离合器盘安装到飞轮上。使用离合器导向

工具将离合器盘安装到飞轮上。

（２） 安装离合器罩壳。将离合器罩壳和飞轮上的

装配记号对准，先临时旋紧１号和２号螺栓，然后依

次旋紧各螺栓，如图９－１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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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紧力矩：１９Ｎ·ｍ
（３） 检查膜片弹簧顶部的对齐度。使用带滚柱的百分表测量膜片弹簧顶部的对齐度。

最大不对齐度：０５ｍｍ
如果误差大于规定值，则使用膜片弹簧对齐工具调整膜片弹簧顶部的对齐度。

（４） 涂敷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或多用途润滑脂。如分离叉和轴承的接触点，分离叉和推

杆的接触点，分离叉支点，离合器盘的花键。

图９－１６ 检查踏板高度和推杆行程

１—地板上部的基准平面 ２—转向柱

３—推杆行程调整点 ４—踏板高度调整点

（５） 将保护罩、分离叉、轮毂和轴承装到变速器上。

四、离合器的调整和系统放气

１踏板高度和推杆行程的检查与调整

（１） 检查踏板高度和推杆行程。使用直尺进行测量，

如图９－１６所示。

踏板高度：从转向柱地板至踏板平面

１７０ｍｍ
推杆行程：踏板顶处的推杆行程

１～５ｍｍ
如果不正确，应须进行调整。

（２） 调整踏板高度。旋松锁紧螺母，旋转限位螺栓

直至高度正确为止，旋紧锁紧螺母。

（３） 调整推杆行程。旋松锁紧螺母，旋转推杆直至

推杆行程正确为止，旋紧锁紧螺母。

２踏板自由行程的检查与调整

（１） 检查踏板自由行程。轻压踏板直到能感觉到离

合器开始产生阻力为止，如图９－１７所示。

图９－１７ 检查踏板的

自由行程

踏板自由行程：５～１２ｍｍ
如果不符合要求，则应进行调整。

（２） 调整踏板自由行程。

１） 旋松锁紧螺母，旋转推杆直至自由行程正确为止。

２） 旋紧锁紧螺母。

３） 踏板自由行程调整后，检查踏板高度。

３离合器分离点的检查

（１） 拉住停车制动杆，并将车轮设置挡块。

（２） 起动发动机使其怠速运转。

（３） 不要踩下离合器踏板，慢慢地将换挡杆调入倒挡位置直到齿轮接触为止。

（４） 渐渐地踩下离合器踏板，测量从齿轮响声停止 （分离点） 开始直到全行程终点的距

离，如图９－１８所示。

标准距离：２５ｍｍ或更大

如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对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１） 检查踏板高度。

２） 检查推杆行程和踏板游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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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１８ 测量从齿轮响声停

止开始到全行程终点的距离

３） 排出离合器管路内的空气。

４） 检查离合器罩壳和盘。

４离合器系统放气

（１） 将制动液注入离合器储液箱。

注意：在放气过程中，要经常检查和保持液面高度。

（２） 将乙烯树脂管接到放气塞上，另一端插入盛有一半

制动液的容器中。

（３） 离合器管路放气。

１） 一人慢慢地踩动离合器踏板上下往复数次，然后踩

住踏板不动。

２） 另一人旋松放气塞直到制动液开始流出，旋紧放气塞。

如此反复以上动作直到制动液中气泡消失为止，再将离合器储液箱加到规定液面高度。

注意：不要让制动液留在涂漆的表面上，否则应立即洗掉。

第三节 离合器的故障诊断

离合器的故障诊断与修理方法，见表９－１。

表９－１ 离合器的故障诊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难于换挡或不能

换挡

离合器踏板自由行程过大

离合器管路内有空气

离合器分离缸故障

离合器总泵故障

离合器盘安装位置不正，偏摆过大或摩擦衬片破裂

输入轴上的花键或离合器片过脏或严重磨损

离合器压力板故障

调整踏板自由行程

排除离合器系统内空气

修理分离缸

修理离合器总泵

修理离合器盘

视需要修理

更换离合器罩盖

变速器脱离啮合 离合器导向轴承磨损 更换导向轴承

离 合 器 卡 滞、振

颤

离合器盘的摩擦衬片面上带油或磨损

压力板故障

离合器膜片弹簧弯曲

发动机支承松动

检查离合器盘

更换离合器罩盖

矫正离合器膜片

视需要修理

离合器踏板松软

离合器管路内有空气

离合器分离缸故障

离合器总泵故障

排除离合器系统内空气

修理分离缸

修理离合器总泵

离合器打滑

离合器踏板自由行程不足

离合器盘的摩擦片面上带油或磨损

压力板故障

分离叉卡住

调整踏板自由行程

检查离合器盘

更换离合器罩盖

检查分离叉

离合器噪声大

离合器壳体内有松动的零件

分离轴承磨损或过脏

导向轴承磨损

分离叉或连接杆卡住

视需要修理

更换分离轴承

更换导向轴承

视需要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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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手动变速器

第一节 手动变速器的结构

海狮汽车使用的手动变速器有Ｇ４５、Ｇ５２、Ｇ５５和Ｇ５６型，有４个或５个前进挡和１个

倒挡，每个挡都带有滑块式常啮合的同步器，其结构如图１０－１、图１０－２所示，规格见表

１０－１。

图１０－１ 两轮驱动手动变速器横剖示图

图１０－２ ４轮驱动手动变速器横剖示图

一、输入轴部件

输入轴其轴的前端用导向轴承支承在曲轴尾端的中心孔内，所以此轴又称离合器从动

轴。轴的后端用球轴承支承在变速器前壳体上，在轴承外圈装有弹簧卡环，用以限制输入轴

轴向移动。轴上与常啮齿轮、四挡套齿制成一体，其结构如图１０－３所示。



表１０－１ 手动变速器的规格

变速器型号 Ｇ４５（２ＷＤ） Ｇ５５（２ＷＤ） Ｇ５６（２ＷＤ） Ｇ５２（４ＷＤ）

发动机型号 １ＲＺ １ＲＺ、２ＲＺ、２ＲＺ－Ｅ、２Ｌ、３Ｌ ２ＲＺ－Ｅ、２Ｌ ２ＲＺ－Ｅ、２Ｌ

传动比

一挡 ４４５２ ４４５２ ４４５２ ３９２８

二挡 ２６１９ ２６１９ ２３９８ ２３３３

三挡 １５１７ １５１７ １４１４ １４５１

四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五挡 — ０８５４ ０８５４ ０８５１

倒挡 ４４７２ ４４７２ ４４７２ ４４７３

传动油容量／Ｌ ２４ ２２ ２６

传动油牌号 ＡＰ１分类ＧＬ－４或ＧＬ－５，ＳＡＥ７５Ｗ－９０

图１０－３ 输入轴部件零件分解图

１、２—弹簧卡环 ３—输入轴 ４—滚针轴承 ５—同步环 ６—轴承

二、输出轴部件

输出轴其轴的前端通过滚针轴承支承在输入轴后端内孔中，轴的后端用滚珠轴承支承于

壳体后壁上。轴上套装有一挡、二挡、三挡和五挡齿轮，以及一号、二号啮合套和同步环

等。其结构如图１０－４所示。

三、中间轴齿轮部件和倒挡惰齿轮

其轴的前后两端用滚珠轴承支承在壳体上，轴上固装着中间轴齿轮以及一、二、三、

四、五挡齿轮和倒挡惰齿轮，分别与输入轴和输出轴上的齿轮啮合传递动力，其结构如图

１０－５所示。

５６１



图１０－４ 输出轴部件零件分解图

１—２号离合器轴套 ２—弹簧卡环 ３—变速键弹簧 ４—变速键 ５—２号啮合套 ６—滚针轴承

７—３挡齿轮 ８—同步器 ９、１０、１２—钢球 １１—输出轴 １３—变速键弹簧 １４—变速键

１５—１号啮合套 １６—１挡齿轮 １７—滚针轴承 １８—轴承 １９—弹簧卡环 ２０—内座圈

２１、２２—同步环 ２３—２挡齿轮 ２４—滚针轴承 ２５、２６—弹簧卡环 ２７—车速表驱动齿轮 ２８—５挡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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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５ 中间轴齿轮部件和倒挡惰齿轮零件分解图

１—弹簧卡环 ２、４—轴承 ３—中间轴齿轮 ５—弹簧卡环

６—倒挡惰齿轮 ７—倒挡惰齿轮轴 ８—油分离器 ９—滚针轴承

１０—变速键 １１—３号啮合套 １２—５挡齿轮花键片 １３—同步环

１４—变速键弹簧 １５—中间轴５挡齿轮 １６—隔套

四、换挡杆和控制杆系

海狮汽车采用是遥制式换挡控制机构，分装于两个不同的位置，其主要的部件由换挡杆

控手、操纵箱、换挡杆部件、换挡杆连接杆部件、横轴部件等组成，其结构如图１０－６所

示。

五、同步器

Ｇ４５、Ｇ５２、Ｇ５５和Ｇ５６型变速器的前进挡和一个滑动啮合倒挡均采用常啮合同步器，

由于在换挡时采用了同步器，使换挡更加平稳地啮合传递动力，而不会损坏齿轮。同步器的

主要结构由啮合套、同步环、轴套和弹簧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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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６ 换挡控制机构

１、２３、２５、３１—隔热板 ２—横轴分部件 ３、２７—防尘罩 ４、２８—衬套 ５—护圈 ６—横轴支承

７、９、２０、２１—夹扣 ８、１０、１７、１９—销子 １１—１号横轴部件 １２—１号换挡连接杆部件

１３—换挡杆捏手 １４—操纵箱 １５—换挡杆部件 １６—２号横轴部件 １８—２号选择连接杆

２２—２号换挡连接部件 ２４—３号选择连接杆 ２６—３号换挡连接杆 ２９—弹簧卡环 ３０—横轴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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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手动变速器的维修

手动变速器的维修，主要是对各零件状况的检验，恢复各零件间的正常配合关系，得到

变速器的正常使用性能，其维修程序如下。

一、手动变速器的拆卸和分解

１手动变速器的拆卸

海狮汽车使用的变速器，有带分动器的和不带分动器的两种，这两种变速器的拆卸方法

基本相同，现以带分动器的变速器为例，介绍其拆卸方法如下。

（１） 拆下传动轴与变速器连接的固定螺栓。

（２） 拆下排气管卡夹固定螺栓、车速表传动软轴、开关接插件。

（３） 拆下２号横轴部件、分动器控制钢索。

（４） 拆下起动电动机导线，起动电动机固定螺栓及起动电动机。

（５） 稍微顶起变速器，拆下稳定杆托架和加强板、变速器安装螺栓，把变速器往后拉，

拆下变速器总成。

２手动变速器的分解

手动变速器在分解前，应将其外部油泥擦拭干净，然后按下列程序进行分解。

（１） 拆下分离叉和轴承。

（２） 拆下倒车灯开关和车速表传动软轴 （２ＷＤ）。

（３） 从变速器外壳拆下离合器壳体。

（４） 拆下换挡杆轴壳体部件。

（５） 拆下分动器连接体。

（６） 拆下前轴承护圈。

（７） 使用弹簧卡环钳拆下两个弹簧卡环。

（８） 将中间板从变速器外壳上分开。如图１０－７所示固定位变速器，使用塑料锤子小心

地敲出变速器外壳，从中间板上拆下变速器。

图１０－７ 拆下变速器

（９） 将中间板固定在台虎钳上。使用两个

离合器壳体螺栓、平板垫圈和适当的螺母，将

中间板固定在台虎钳上。

注意：平垫圈应装在正常位置的相反一

侧。并且采用增加或减少平垫圈的方法，使螺

栓端部和螺母的前端面要相齐平。

（１０） 拆下直螺塞、锁球和弹簧。

（１１） 拆下换挡叉轴和弹簧卡环，使用两

把螺钉旋具和锤子敲出弹簧卡环。

（１２） 拆下３挡换挡叉和４挡换挡叉轴。

（１３） 拆下３挡换挡叉轴、倒挡换挡头和叉。

（１４） 拆下２挡换挡叉轴。

（１５） 拆下１挡换挡叉、１挡换挡叉轴以及１挡和２挡换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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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拆下５挡齿轮花键片。同步环、滚针轴承和带３号啮合套的５挡中间轴齿轮。

（１７） 拆下隔套和钢球。

（１８） 拆下倒挡换挡臂托架。

（１９） 拆下倒挡惰齿轮和轴。

（２０） 拆下后轴承护圈。

（２１） 拆下中间轴齿轮。

（２２） 拆下输入轴。拆下带滚针轴承的输入轴和同步环。

（２３） 拆下输出轴。

二、手动变速器部件的检修

变速器分解后应对各部件进行再分解，检修与装配等操作过程，下面介绍手动变速器部

件的检修。

（一） 输入轴部件

检查同步环。

（１） 旋转同步环并向内推，检查其制动作用，如图１０－８所示。

（２） 测量同步环背面与齿轮花键之间的间隙，如图１０－９所示。

图１０－８ 旋转同步环并向内推 图１０－９ 测量同步环背面与齿轮花键的间隙

标准间隙：１０～２０ｍｍ
最小间隙：０８ｍｍ

（二） 输出轴部件

检查输出轴部件齿轮。

（１） 测量每个齿轮的轴向间隙，如图１０－１０所示。

标准间隙：０１０～０２５ｍｍ
最大间隙：０２５ｍｍ

（２） 测量每个齿轮的油隙。使用千分表进行测量，如图１０－１１所示。

标准间隙：

２挡、３挡齿轮 ０００９～００３３ｍｍ
１挡齿轮 ０００９～００３２ｍｍ
最大间隙：

２挡、３挡齿轮 ００３３ｍｍ
１挡齿轮 ００３２ｍｍ
如间隙超过最大限度，应更换齿轮、滚针轴承或轴。

（３） 检查输出轴和内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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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１０ 测量每个齿轮的轴向间隙 图１０－１１ 用千分表测量

１） 使用游标卡尺测量输出轴凸缘厚度，如图１０－１２所示。

最小厚度：４８０ｍｍ
２） 使用游标卡尺测量内座圈凸缘厚度，如图１０－１３所示。

最小厚度：３９９ｍｍ

图１０－１２ 用游标卡尺测量输出轴凸缘厚度 图１０－１３ 用游标卡尺测量内座圈凸缘厚度

３） 使用千分尺测量输出轴轴颈外径，如图１０－１４所示。

最小直径：２挡齿轮 ３７９８４ｍｍ
３挡齿轮 ３４９８４ｍｍ

４） 使用千分尺测量内座圈的外径，如图１０－１５所示。

最小直径：３８９８５ｍｍ

图１０－１４ 用千分尺测量输出轴轴颈的外径 图１０－１５ 用千分尺测量内座圈的外径

５） 使用百分表检查轴的径向圆跳动误差，如图１０－１６所示。

最大径向圆跳动误差：００５ｍｍ
（４） 检查同步器。

１） 转动同步环并将其向内推，检查制动作用，如图１０－１７所示。

２） 测量同步环背部和齿轮花键端部之间的间隙，如图１０－１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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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１６ 用百分表测量轴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图１０－１７ 转动同步环并向内推

标准间隙：１０～２０ｍｍ
最小间隙：０８ｍｍ

（５） 测量啮合套和换挡叉之间的间隙。应使用塞尺测量其间隙，如图１０－１９所示。

最大间隙：１０ｍｍ

图１０－１８ 测量同步环背部和齿

轮花键端部之间的间隙

图１０－１９ 用塞尺测量其间隙

（三） 中间轴齿轮部件和倒挡惰齿轮

１中间轴齿轮部件的检查

（１） 测量中间轴５挡齿轮的油隙。在中间轴齿轮上装上隔套、滚针轴套和中间轴５挡齿

轮，使用千分表测量其油隙，如图１０－２０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０９～００３２ｍｍ
最大间隙：００３２ｍｍ

（２） 检查中间轴齿轮。使用百分表测量滚针轴承座圈的外径，如图１０－２１所示。

标准间隙：２５９８～２６００ｍｍ

图１０－２０ 用千分表测量中间轴５挡齿轮油隙 图１０－２１ 用百分表测量滚针轴承座圈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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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间隙：２５８６ｍｍ
（３） 检查同步环。

１） 转动同步环并将其向内推，检查它的制动作用，如图１０－２２所示。

２） 测量同步环背部和齿轮花键端部之间的间隙，如图１０－２３所示。

标准间隙：１０～２０ｍｍ
最小间隙：０８ｍｍ

图１０－２２ 转动同步环并将其向内推 图１０－２３ 测量同步环和齿轮花键端部之间的间隙

（４） 测量换挡叉和啮合套之间的间隙。使用塞尺进行测量其间隙，如图１０－２４所示。

最大间隙：１０ｍｍ
２倒挡惰齿轮的检查

（１） 测量倒挡惰齿轮的油隙。使用千分表测量其油隙，如图１０－２５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４～００８ｍｍ
最大间隙：０１３ｍｍ

图１０－２４ 用塞尺测量换挡叉和啮合套的间隙 图１０－２５ 用千分表测量倒挡惰齿轮的油隙

图１０－２６ 用塞尺测量倒挡惰齿

轮和换挡臂蹄之间的间隙

（２） 测量倒挡惰齿轮和换挡臂端之间的间隙。

使用塞尺进行测量其间隙，如图１０－２６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５～０２７ｍｍ
最大间隙：０５ｍｍ
三、手动变速器的装配、调整与安装

１手动变速器的装配

（１） 将输出轴装入中间板。安装时，一边拉

输出轴一边敲中间板，如图１０－２７所示。装好

后，使用弹簧卡环钳安装输出轴中间轴承的弹簧

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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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弹簧卡环应与中间板表面齐平。

（２） 将输入轴装入输出轴。将１３个滚针轴承涂敷多功能润滑剂，装入输入轴。然后将

输入轴装入输出轴，并使同步环槽对齐变速键，如图１０－２８所示。

图１０－２７ 一边拉输出轴一边敲中间板 图１０－２８ 使同步环槽对齐变速键

（３） 将中间轴齿轮装到中间板上。使用弹簧卡环钳将弹簧卡环安装到中间轴齿轮的后轴

承上，然后将中间轴齿轮装入中间板，同时握住中间轴齿轮，使用轴承拆装工具装上中间轴

后轴承，如图１０－２９所示。

（４） 安装后轴承护圈。使用扭力套筒扳手安装并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５） 安装倒挡惰齿轮和轴。齿轮和轴安装后，装上轴的限位螺栓并旋紧，如图１０－３０

所示。

旋紧力矩：１７Ｎ·ｍ

图１０－２９ 用轴承拆装工具装上中间轴后轴承 图１０－３０ 装上轴的限位螺栓并旋紧

（６） 安装倒挡换挡臂托架。安装后旋紧两个螺栓。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７） 安装锁球和隔套。

（８） 安装带有３号啮合套部件和滚针轴承的中间轴５挡齿轮。在滚针轴承上涂敷齿轮

油，再安装中间５挡齿轮，如图１０－３１所示。

（９） 安装同步环和５挡齿轮花键片。将同步环装到５挡齿轮花键片上，使用压床和

２２ｍｍ套筒扳手安装５挡齿轮花键片，并使同步环槽对齐变速键，然后再将中间板固定到台

虎钳上，如图１０－３２所示。

（１０） 安装油分离器。

（１１） 安装弹簧卡环。选择一可使轴向间隙最小的弹簧卡环，使用铜棒和锤子装于轴上。

其弹簧卡环尺寸见表１０－２。

４７１



图１０－３１ 安装中间轴５挡齿轮 图１０－３２ 用压床和２２ｍｍ套筒扳

手安装５挡齿轮花键片

表１０－２ 弹簧卡环尺寸

标记 厚度／ｍｍ

Ａ ２８０～２８５
Ｂ ２８５～２９０
Ｃ ２９０～２９５
Ｄ ２９５～３００
Ｅ ３００～３０５
Ｆ ３０５～３１０
Ｇ ３１０～３１５

（１２） 测量中间轴５挡齿轮轴向间隙。使用塞尺测量此间隙，如图１０－３３所示。

标准间隙：０１０～０３０ｍｍ
最大间隙：０３０ｍｍ

（１３） 安装１挡换挡叉轴和换挡叉。

１） 将１挡和２挡换挡头装到１挡换挡叉轴上，用尖头冲子和锤子敲入带槽弹簧销，如

图１０－３４所示。

图１０－３３ 用塞尺测量中间轴５挡齿轮轴向间隙 图１０－３４ 用尖头冲子和锤子敲入带槽弹簧销

２） 安装１挡和２挡换挡叉，并穿过１挡和２挡换挡叉以及中间板安装１挡换挡叉轴，

如图１０－３５所示。

３） 装上１挡换挡叉固定螺栓并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１４） 安装２挡换挡叉轴和换挡叉。在２号联锁销上涂敷多功能润滑脂，并将它装入２

挡换挡叉轴。使用磁棒将１号联锁销装到中间板上，穿过２挡换挡叉和中间板安装２挡换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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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轴，并使用尖头冲子和锤子将带槽弹簧销敲入２挡换挡叉，如图１０－３６所示。

图１０－３５ 安装１挡和２挡换挡叉 图１０－３６ 安装２挡换挡叉轴和换挡叉

（１５） 安装３挡换挡叉轴、倒挡换挡叉和换挡头。

１） 将换挡臂蹄，换挡叉和２个Ｅ形密封圈装到倒挡臂上，再将倒挡臂装到倒挡臂托架

上，如图１０－３７所示。

２） 在２号联锁销上涂敷多功能润滑剂，将它装入３挡换挡叉轴上。再使用磁棒将１号

联锁销装到中间板上，并穿过倒挡换挡叉、换挡头和中间板安装３挡换叉轴，如图１０－３８
所示。然后使用尖头冲子和锤子将带槽弹簧销敲入倒挡换挡叉。

图１０－３７ 将倒挡臂装到倒挡臂托架上 图１０－３８ 用磁棒将１号联锁销将到中间板上

图１０－３９ 用磁棒将钢球

装到倒挡换挡头上

（１６） 安装４挡换挡叉轴和３挡换挡叉。

１） 使用磁棒将钢球装到倒挡换挡头上，穿过倒

挡换挡头安装４挡换挡叉轴，如图１０－３９所示。

２） 使用磁棒将１号联锁球装到中间板上，并穿

过３挡换挡叉和中间板安装４挡换挡叉轴。

３） 使用尖头冲子和锤子将带槽弹簧销敲入３挡

换挡叉。

（１７） 安装换挡叉轴的弹簧卡环。使用铜棒和锤

子敲入弹簧卡环，如图１０－４０所示。

４速：２个弹簧卡环

５速：４个弹簧卡环

（１８） 安装锁球、弹簧和直螺塞。

１） 安装锁球和弹簧。

４速：３个锁球和３个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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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速：４个锁球和４个弹簧

注意：应将短弹簧装入中间板的底部 （５速）。

２） 在螺塞的螺纹部分涂敷密封胶，安装锁球、弹簧和螺塞，并使用扭力套筒扳手旋紧

螺塞，如图１０－４１所示。

旋紧力矩：１９Ｎ·ｍ
（１９） 从台虎钳上卸下中间板。

（２０） 安装变速器外壳。将变速器外壳涂上密封剂，按图１０－４２所示安装中间板，再将

变速器外壳安装中间板上。

图１０－４０ 用铜棒和锤子敲入弹簧卡环

图１０－４１ 用扭力套筒扳手旋紧螺塞

图１０－４２ 安装中间板，再将变速器外壳安装中间板上

（２１） 安装轴承的弹簧卡环。使用弹簧卡环钳安装两个弹簧卡环。

（２２） 用新垫片安装前轴承护圈。在螺栓的螺纹部分涂敷密封胶，装上并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１７Ｎ·ｍ
（２３） 安装延伸壳。在延伸壳上涂敷密封剂，装上并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３７Ｎ·ｍ
（２４） 安装分动器连接体。在分动器连接体上涂敷密封剂，在连接体内侧的３个螺栓的

螺纹部分涂敷密封胶，然后装上分动器连接体并旋紧螺栓，如图１０－４３所示。

旋紧力矩：３７Ｎ·ｍ
（２５） 用新垫片安装换挡杆轴壳体部件。

１） 将２挡换挡叉、１挡和２挡换挡头以及倒挡换挡头置于空挡位置，如图１０－４４所

示。

２） 将新垫片装到变速器外壳上，在除了两个黑色螺栓外将其螺栓的螺纹涂敷密封胶，

装上换挡杆轴壳体并旋紧螺栓，如图１０－４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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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４３ 涂敷密封胶安装连接体 图１０－４４ 将２挡换挡叉、１挡和２
挡换挡头及倒挡换挡头置于空挡

旋紧力矩：１７Ｎ·ｍ
（２６） 安装好换挡杆轴壳体后，检查下列各项。

１） 检查输入轴和输出轴的转动是否平稳。

２） 检查是否能平稳地换挡到所有挡位。

（２７） 安装离合器壳体。装上离合器壳体，并在 “Ａ” 螺栓螺纹上涂敷密封胶，装上并

旋紧螺栓，如图１０－４６所示。

旋紧力矩：３７Ｎ·ｍ

图１０－４５ 装上换挡杆轴壳体并拧紧螺栓 图１０－４６ 在Ａ螺栓螺纹上涂敷密封胶

装上离合器壳体拧紧螺栓

（２８） 安装倒车灯开关。

旋紧力矩：３７Ｎ·ｍ
（２９） 安装车速表从动齿轮。

旋紧力矩：１１Ｎ·ｍ
（３０） 将下列部位涂敷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或多功能润滑脂。

１） 分离叉和轴套的接触头。

２） 分离叉和推杆的接触点。

３） 分离叉支承点。

４） 离合器盘的花键部分。

（３１） 将防尘罩、叉、轴套和轴承装到变速器上。

２手动变速器的调整

（１） 换挡方向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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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脱开３号换挡连接杆并换挡到空挡位置，旋松选择连接杆的固定螺母，拆下换挡杆

捏手，使仪表板和换挡杆的螺栓顶部保持标准的间隙，如图１０－４７所示。

标准间隙：约１７０ｍｍ
２） 在标准间隙的条件下，转动球头节使１号横轴的换挡杆同１号换挡连接杆之间成为

直角，如图１０－４８所示。

３） 在标准间隙的条件下，调整换挡连接杆的长度，如图１０－４９所示。

图１０－４７ 使仪表板和换挡杆

螺栓顶部保持标准间隙

图１０－４８ 转动球头节使１号横轴的换

挡同１号换挡连接杆成９０°角

图１０－４９ 调整换挡连杆的长度

（２） 选择方向的调整。

１） 左右移动换挡杆，检查选择弹簧是否动作。

２） 转动球头节使１号横轴的选择杆同１号选择连接杆之间成为直角，如图１０－５０所

示。

３） 连接３号换挡连接杆，如图１０－５１所示。

图１０－５０ 使１号横轴的选择杆同１
号选择连接杆之间成为直角

图１０－５１ 连接３号换挡连接杆

３手动变速器的安装

（１） 用新垫片将分动器装到变速器上。

１） 将１张新垫片安放到分动器连接体上，然后将输入轴的花键与变速器的输出轴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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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分动器直至完全安装到位。

２） 将在两个前部螺栓的螺纹部上涂敷密封胶，装上并旋紧螺栓，如图１０－５２所示。

旋紧力矩：３７Ｎ·ｍ
（２） 安装变速器螺栓、加强板螺栓和起动机如图１０－５３所示。

旋紧力矩：

变速器安装螺栓 ７２Ｎ·ｍ
加强板螺栓—上部 ６９Ｎ·ｍ
加强板螺栓—下部 ３７Ｎ·ｍ
起动马达螺栓 ３９Ｎ·ｍ

图１０－５２ 装上两个前部螺栓 图１０－５３ 安装变速器螺栓、加强板螺栓起动机

（３） 注入变速器油和分动器齿轮油。

１） 变速器油。

变速器油级别：ＡＰ１分类ＧＬ－４或ＧＬ－５
粘度：ＳＡＥ７５Ｗ－９０
容量：２ＷＤ（４速） ２４Ｌ

２ＷＤ（５速） ２２Ｌ
４ＷＤ ２６Ｌ

２） 分动器齿轮油。

分动器齿轮油级别：ＡＰ１分类ＧＬ－４或ＧＬ－５
粘度：ＳＡＥ７５Ｗ－９０
容量：１２Ｌ

第三节 手动变速器的故障诊断

手动变速器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０－３。

表１０－３ 手动变速器故障诊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难于换挡或不能换挡
输出轴上的花键过脏或有粘附物

变速器故障

视需要修理

分解和检查变速器

变速器脱离啮合 变速器故障 分解和检查变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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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自动变速器

第一节 自动变速器的结构

海狮汽车使用的Ａ４５ＤＬ是４速自动变速器，在液力变矩器内装有锁住机构。该变速器

主要由液力变矩器、超速 （Ｏ／Ｄ） 行星齿轮组、３速行星齿轮组和液压控制系统组成。图

１１－１为Ａ４５ＤＬ４速自动变速器横剖示图。

图１１－１ Ａ４５ＤＬ４速自动变速器横剖示图

一、换挡控制原理

Ａ４５ＤＬ全液压控制的自动变速器中，自动换挡程序是由液压控制装置，按图１１－２所

示的方式完成的。

图１１－２ 全液压换挡控制原理图



二、行星齿轮组

行星齿轮组是由三套行星齿轮、向行星齿轮传送动力的三个离合器、四个制动器，以及

固定行星齿轮架和太阳轮的三个单向离合器所组成的，如图１１－３所示。

图１１－３ 行星齿轮组

１—Ｏ／Ｄ直接离合器（Ｃ０） ２—Ｏ／Ｄ行星齿轮架 ３—Ｏ／Ｄ制动器（Ｂ０） ４—Ｏ／Ｄ行星齿轮

５—前离合器（Ｃ１） ６—后离合器（Ｃ２） ７—第一制动器（Ｂ１） ８—第二制动器（Ｂ２） ９—第三制动器（Ｂ３）

１０—前行星齿轮 １１—后行星齿圈 １２—输出轴 １３—太阳轮 １４—前行星齿轮架 １５—第二单向离合器（Ｆ２）

１６—第一单向离合器（Ｆ１） １７—中间轴 １８—输入轴 １９—Ｏ／Ｄ行星太阳轮 ２０—Ｏ／Ｄ单向离合器（Ｆ０） ２１—Ｏ／Ｄ输入轴

发动机产生的动力，通过液力变矩器传送到输入轴，然后再通过离合器的动作传给行星

齿轮。操作制动器和单向离合器，使行星齿轮架或太阳轮固定不动，以便改变行星齿轮组转

速。换挡是通过改变离合器和制动器动作的组合而完成的。每个离合器和制动器的动作都是

由液压控制，齿轮的位置取决于节气门开度角和车速，变速是自动发生的。

各单元的动作和各齿轮的动作条件见表１１－１和表１１－２。

表１１－１ 各单元的动作

名 称 操 作

Ｏ／Ｄ直接离合器 （Ｃ０） 连接超速太阳轮和超速行星齿轮架

Ｏ／Ｄ制动器 （Ｂ０） 防止超速太阳轮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

Ｏ／Ｄ单向离合器 （Ｆ０） 当发动机驱动变速器时，连接超速太阳轮和超速齿轮架

前离合器 （Ｃ１） 连接输入轴和中间轴

后离合器 （Ｃ２） 连接输入轴和前、后行星太阳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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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名 称 操 作

第一制动器 （Ｂ１） 防止前和后行星太阳轮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

第二制动器 （Ｂ２） 防止Ｆ１的外座圈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防止前和后行星太阳轮逆时针转动

第三制动器 （Ｂ３） 防止前行星齿轮架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

第一单向离合器 （Ｆ１） 当Ｂ２动作时，防止前和后行星太阳轮逆时针转动

第二单向离合器 （Ｆ２） 防止前行星齿轮架逆时针转动

表１１－２ 各齿轮动作条件 （离合器制动器和单向离合器）

换挡杆位置 齿轮位置 Ｃ０ Ｃ１ Ｃ２ Ｂ０ Ｂ１ Ｂ２ Ｂ３ Ｆ０ Ｆ１ Ｆ２

Ｐ 停车 ０ ０ ０

Ｒ 倒挡 ０ ０ ０ ０

Ｎ 空挡 ０ ０

Ｄ

１挡 ０ ０ ０ ０

２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挡 ０ ０ ０ ０ ０

Ｏ／Ｄ ０ ０ ０ ０

Ｚ
１挡 ０ ０ ０ ０

２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Ｌ １挡 ０ ０ ０ ０ ０

三、液压控制系统

液压控制系统，是由液压泵、阀体、离合器和制动器，以及连接所有这些单元的液体通

路所组成。此系统以由液压泵产生的液压为基础，根据汽车的运行条件，来控制作用在液力

变矩器、离合器和制动器上的液压，其液压控制系统的动作原理如下：

液压泵提供的液压是由调节阀来控制的，由调节阀控制后所得到油压被称为 “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产生加速踏板控制液压和速控液压，此外，工作压力还产生行星齿轮组上的各

制动器和离合器动作所需要的液压。

节气门用来产生所谓的 “加速踏板控制液压”。这种液压随加速踏板的调整而变化，踩

下加速踏板时，加速踏板控制液压增大。

速控调压阀根据车速产生所谓的 “速控液压”，速控液压随车速的增大而增大。

根据加速踏板控制液压和速控液压之间的差，使行星齿轮组中的各换挡阀和接到离合器

及制动器的液体通路打开，从而使离合器和制动器动作，随后即发生换挡动作。

以使用２～３换挡阀为例，采用图１１－４所示说明液压控制系统的动作过程。

２挡：齿轮在２挡位置，速控液压低，通过加速踏板控制液压和弹簧张力迫使２～３换

挡阀向下移动，操作液压油通路关闭，汽车处于低速行驶。

３挡：当车速增加，速控液压亦增大，并克服加速踏板控制液压和弹簧张力，迫使２～３
换挡阀向上移动，从而使工作压力液体通路打开，后离合器动作，随后齿轮即被变换到３挡

位置，汽车处于高速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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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４ 液压控制系统动作原理

１—２～３换挡阀 ２—中间换挡阀 ３、４—弹簧

第二节 自动变速器的维修

一、自动变速器的检查

１初步检查

（１） 检查液位。

１） 将车辆停在平地上，检查必要时调整停车制动器。

２） 使发动机怠速运转，将换挡杆换挡到从Ｐ到Ｌ和Ｌ到Ｐ的所有挡位上。

图１１－５ 检查油液液位

３） 将变速器量油尺拨出，并擦拭干净，再将量油尺完

全插回到管中，停留一会后再将量油尺拨出，检查其液位

是否在ＨＯＴ范围内，如图１１－５所示。

如果液位较低，应加注变速器油。

变速器油：ＡＴＦＤＥＸＲＯＮ Ⅱ
注意：不要加得过满。

（２） 检查变速器油状况，如果变速器油有烧焦的气味

或变黑，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更换。

１） 旋下放油塞，排出变速器油，然后重新将放油塞牢固地拧上。

２） 关掉发动机，通过注油管注入新的变速器油。

能容量：６５Ｌ
放出和重新注入：２４Ｌ
３） 起动发动机，将换挡杆换挡到从Ｐ到Ｌ的所有挡位上，再使其返回到Ｐ位置。

４） 使发动机怠速运转，检查液位。

备注：添加变速器油使液位达到量油尺的ＣＯＯＬ范围内。

（３） 检查节气门钢索

１） 将加速踏板踩到底，然后检查节气门是否全开。

备注：如果节气门没全开，应调整加速器钢索。

２） 将加速踏板完全踩下，测量防尘套的端部和钢索限位套之间的距离，如图１１－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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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６ 测量防尘套端部

和钢索限位套的距离

１—钢索限位套 （或油漆标记）

２—橡胶防尘套 ３—外钢索 ４—调整螺母

标准距离：０～１ｍｍ
如果距离不符合标准，则应使用调整螺母调整钢索。

（４） 检查换挡杆位置。

将换挡杆从Ｎ位置换到其他位置，如图１１－７所

示，检查是否可将换挡杆平稳而精确地换到各挡位，

并检查位置指示器是否能正确地指示在该位置。

如果指示器没有指示在正确的位置，则应进行下

述调整。

１） 将换挡杆上的螺母拧松。

２） 将控制轴杆向后推到头，再将控制轴杆移过两

个槽口返回到Ｎ位置。

３） 将换挡杆设定到Ｎ位置，在推位换挡杆稍微偏向尺位置侧的同时，将换挡杆螺母拧紧。

４） 起动发动机，当将换挡杆从Ｎ换到Ｄ位置时，汽车是否向前移动，当将换挡杆换到

Ｐ位置时，汽车是否向后移动。

（５） 检查空挡起动开关。

检查是否只是当换挡杆处于Ｎ或Ｐ位置时发动机才能起动，而在其他位置时不能起动。

如果不符合上述要求，则应按下述步骤进行调整，如图１１－８所示。

１） 将空挡起动开关螺栓旋松，然后将换挡杆设定到Ｎ位置。

２） 将槽口和空挡基准线对正。并保持在此位置不动，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５４Ｎ·ｍ
２电子控制元件的检查

（１） 检查超速继电器。从继电器箱拆下超速继电器，按图１１－９所示进行下述检查。

图１１－７ 检查换挡杆各位置

图１１－８ 检查空挡起动开关

１—螺栓 ２—空挡基准线 ３—槽口

图１１－９ 检查超速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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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１０ 检查超速电子

控制器电压

１） 使用欧姆表检查端子３和４之间是否导通。

２） 对端子１和２施加蓄电池的电压，检查端子３和４
之间是否不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２） 检查超速电子控制器的电压。拆下杂物箱和电子

控制器，按图１１－１０所示进行检查。

１） 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测量各端子的电压。

２） 各端子电压见表１１－３。

表１１－３ 各端子电压表

端子 测量条件 电压／Ｖ

１～４ — １０～１４

２～４
发动机不运转 ４～７或０～１

发动机运转、汽车行驶 ２５～４

３～４ — １０～１４

５～４
汽车行驶、节气门开度８５％或更大 ０～１

汽车行驶、节气门开度小于８５％ ４～７

８～４
Ｏ／Ｄ主开关ＯＮ １２

Ｏ／Ｄ主开关ＯＦＦ ０～１

７～４
Ｏ／Ｄ主开关ＯＮ １０～１４

Ｏ／Ｄ主开关ＯＦＦ ０～１

（３） 检查超速电磁线圈。

１） 脱开电磁线圈的接插件，向电磁线圈施加１２Ｖ的蓄电池电压，这时应能听到电磁线

圈的动作响声。

２） 使用欧姆表测量端子和壳体接地之间的电阻。

标准电阻：１１～１５Ω
（４） 检查电磁线座。如果电磁阀内有外来杂质，即使电磁线圈工作也不能进行液压控

制，应按图１１－１１所示进行检查。

１） 当供给低压压缩空气时，检查电磁阀是否不渗漏。

２） 当向电磁线圈施加蓄电池的电压时，检查电磁阀是否开启。

（５） 检查 “Ｏ／ＤＯＦＦ” 指示灯。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按图１１－１２所示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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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将Ｏ／Ｄ主开关置于ＯＮ位置，检查 “Ｏ／ＤＯＦＦ” 指示灯是否熄灭。

２） 将Ｏ／Ｄ主开关置于ＯＦＦ位置，检查 “Ｏ／ＤＯＦＦ” 指示灯是否点亮。

图１１－１１ 检查电磁线座 图１１－１２ 检查Ｏ／ＤＯＦＦ指示灯

（６） 检查超速主开关。拆下操纵箱，使用欧姆表检查各开关位置时的端子导通情况。其

端子导通情况见表１１－４。

表１１－４ 超速主开关端子导通情况

图１１－１３ 向开关吹入低压压缩空气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

关。

（７） 检查换低挡开关。当向开关吹入低压压

缩空气 （１９６～２９４ｋＰａ） 时，检查端子和开关体

之间是否导通，如图１１－１３所示。

电阻：０Ω
（８） 检查空挡起动开关。使用欧姆表测量各

端子之间是否导通。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１－５。

表１１－５ 空挡起动开关端子导通情况

二、自动变速器的车上维修

（一） 阀体的拆卸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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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体的拆卸与安装按下列顺序进行。

（１） 清洗变速器外壳。

（２） 排出变速器油。

（３） 拆下油底壳、注油管和密封垫片。

（４） 拆下油管。

（５） 拆下变速器油滤网。

（６） 拆下阀体。

备注：在安装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１） 将手动阀杆和手动阀对准。

２） 先用手将所有螺栓都旋上，然后将螺栓均匀地旋紧。

旋紧力矩：１０Ｎ·ｍ
３） 安装油管时不得弯曲。

（二） 停车锁爪的拆卸与安装

停车锁爪的拆卸与安装按下列顺序进行。

（１） 拆下阀体。

（２） 拆下停车锁爪托架。

（３） 从停车锁爪主销上拆下弹簧，再拆下主销和停车锁爪。

停车锁爪安装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１） 将锁止杆向前推到头，装上两个螺栓并用手旋紧。

２） 检查锁爪操作是否平滑，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７４Ｎ·ｍ
（三） 节气门钢索的拆卸与安装

节气门钢索的拆卸与安装顺序是：

（１） 脱开节气门钢索。

（２） 拆下阀体。

（３） 将节气门钢索推出变速器外壳。使用１０ｍｍ套筒扳手推出节气门钢索。

节气门钢索在安装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１） 将钢索装入变速器外壳，要将它一直推到底。

图１１－１４ 套上限位套

２） 如果是新的节气门钢索，应在内钢索上套上限

位套。安装时轻轻拉内钢索直至能感到轻度阻力，然

后握住钢索，按图１１－１４所示套上限位套，宽０８～
１５ｍｍ。

３） 安装好后应调整节气门钢索，并进行车辆行驶

试验。

（四） 延伸壳的拆卸与安装

延伸壳的拆卸与安装顺序是：

（１） 将车辆顶起，并在下面放一个盘子以便收集可能滴落的油。

（２） 拆下传动轴。

（３） 将变速器稍微顶起，以便从后支承构件上拆下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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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脱开车速表软轴。

（５） 拆下车速表从动齿轮。

（６） 拆下变速器的贯穿螺栓。

（７） 拆下延伸壳和垫片。

延伸壳的安装应注意以下问题：

１） 清洁?螺栓和螺孔的螺纹部分，并在螺纹部分涂敷密封胶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３４Ｎ·ｍ。

备注：下面两个螺栓较短。

２） 安装变速器的贯穿螺栓。

旋紧力矩：４９Ｎ·ｍ。

３） 放下车辆，起动发动机，将换挡杆换到各挡位，然后在Ｐ挡位检查变速器油的液

位，并视需要加注变速器油。

变速器油牌号：ＡＴＦＤＥ×ＲＯＮ Ⅱ
注意：不要加得过满。

（五） 调速器体的拆卸与安装

调速器体的拆卸与安装顺序如下：

（１） 拆下延伸壳。

（２） 拆下车速表驱动齿轮。

（３） 从输出轴上拆下调速器。

三、液力变矩器和传动板的检查及变速器的拆卸要领

１液力变矩器和传动板的检查

（１） 检查单向离合器。

１） 将变速器用工具插入单向离合器的内座圈中，如图１１－１５所示。

２） 将插入的变速器用工具与液力变矩器轴套的切口和单向离合器的外座圈配合好，如

图１１－１６所示。

图１１－１５ 将变速器用工具插入

单向离合器的内座圈中

图１１－１６ 将插入的变速器用工具与液力变矩

器轴套切口和离合器外座圈配合好

３） 在液力变矩器直立的状态下，逆时针转动时，离合器应被锁上，而顺时针方向则能

自由平稳地转动，如图１１－１７所示。

如果有必要，应清洗液力变矩器，但要对离合器进行重新试验。

如果离合器在试验中仍然出现故障，则应更换变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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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测量传动板径向圆跳动误差并检查齿环。将千分表装上，测量传动板的径向圆跳动

误差，如图１１－１８所示。

图１１－１７ 安装调整变矩器 图１１－１８ 测量传动板径向圆跳动误差

如果径向圆跳动超过０２０ｍｍ或者齿环损坏，应更换转动板。如果要安装新的传动板，

应注意隔套的原来位置，然后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６４Ｎ·ｍ

图１１－１９ 测量液力变矩器滑

套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３） 测量液力变矩器滑套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１） 暂时将液力变矩器装到传动板上，再装好百

分表，如图１１－１９所示。

如果径向圆跳动误差超过０３０ｍｍ，应采用重

新定位安装变矩器的方法予以校正。如果过大的径

向圆跳动误差无法校正，应更换液力变矩器。

备注：应在变矩器的这一位置作上标记以保证

正确安装。

２） 拆下液力变矩器。

２自动变速器的拆装要领

自动变速器的拆卸和安装如图１１－２０所示。

（１） 脱开和连接散热器上部软管。

（２） 检查液力变矩器的安装状况。使用游标卡尺和直尺，测量从液力变矩器安装面到变

速器壳体前面的间距，如图１１－２１所示。

正确间距：Ｌ发动机 ２６ｍｍ
ＲＺ发动机 ３１ｍｍ

如果间距小于标准值，检查安装是否正确。

（３） 调整节气门钢索。

（４） 加注变速器油，然后检查其液位。

注意：不要加得过满。

四、自动变速器的测试

（一） 机械系统的测试

１失速试验

（１） 测试目的：此试验的目的是通过测量Ｄ和Ｒ挡位下的发动机最高转速来检查变速

器和发动机的大修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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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２０ 自动变速器拆卸和安装零件图

１、２—加强板 ３—机油冷却器托架 （Ｌ发动机） ４—节气门钢索 ５—机油冷却器管子 ６—起动机

７—量油尺 ８—注油管 ９—排气管支承托架 １０—换挡控制连接杆 １１—机油冷却器管托架 （ＲＺ发动机）

１２—车速表传动软管 １３—传动轴 １４—液力变矩器 １５—变矩器罩 １６—加强板

图１１－２１ 用游标卡尺和直尺

测量液力变矩器安装面到变

速器壳体前面的间距

（２） 测试要求

１） 发动机的工作液应在正常的温度 （５０～８０℃）

下进行本项试验。

２） 此项试验时间不要持续５ｓ以上。

３） 此项试验应要在宽广、清洁且平坦的地方进

行，以保证具有良好的牵引力并确保安全。

（３） 测试方法。按图１１－２２所示进行下列操作。

１） 用木块挡住前后车轮。

２） 装上一个发动机用转速表。

３） 将停车制动器置于完全制动位置。

４） 用左脚逐步用力踩下制动踏板。

５） 起动发动机。

６） 换挡到Ｄ挡位。用右脚逐步地踩下加速踏板并一直踩到底，此时快速地读取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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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转速。

失速转速：２Ｌ ２１００±１５０ｒ／ｍｉｎ
３Ｌ、１ＲＺ、２ＲＺ （２２５０±１５０）ｒ／ｍｉｎ
２ＲＺ－Ｅ （２３００±１５０）ｒ／ｍｉｎ

７） 在Ｒ挡位进行同样的试验。

图１１－２２ 测试失速方法

（４） 测试评定：

１） 如果发动机在三个挡位内的转速相同，但低于规定值，其可能原因是：

①发动机输出动力不足。

②液力变矩器空轮单向离合器工作不正常。

备注：如果转速低于规定值但大于６００ｒ／ｍｉｎ，则可能是液力变矩器的故障。

２） 如果在Ｄ挡位内失速超过规定值，其可能原因是：

①工作压力太低。

②前进离合器打滑。

③第二单向离合器工作不正常。

④Ｏ／Ｄ单向离合器工作不正常。

３） 如果Ｒ位内失速超过规定值，其可能原因是：

①工作压力太低。

②直接离合器打滑。

③第一和倒挡制动器打滑。

④Ｏ／Ｄ单向离合器工作不正常。

４） 如果在Ｒ和Ｄ挡位内失速都大于规定值，其可能原因是：

①工作压力太低。

②液位不正确。

③Ｏ／Ｄ单向离合器工作不正常。

２时滞试验

（１） 测试目的：当发动机怠速运转时，如果使换挡杆换挡，则应感到有冲击之前，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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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定的时间或有时间延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检查 Ｏ／Ｄ直接离合器、前离合器、直接离

合器、第一和倒挡制动器的工作情况。

（２） 测试要求：

１） 发动机应在正常的工作液温度 （５０～８０℃） 下进行本项试验。

２） 应确保本试验的间隔时间为１ｍｉｎ。

３） 进行３次测量，然后取平均值。

（３） 测试方法：按图１１－２３所示进行下列操作。

１） 将停车制动器置于完全制动位置。

２） 起动发动机并检查怠速运转状况。

怠速：８００ｒ／ｍｉｎ
３） 将换挡杆从Ｎ换到Ｄ挡位；使用秒表，测量从换挡杆换挡开始到感到冲击所经过的

时间。

时滞：小于１２ｓ
４） 用同样方法，测量Ｎ→Ｒ的时滞。

时滞：小于１５ｓ

图１１－２３ 测试时滞的方法

（４） 测量评定

１） 如果Ｎ→Ｄ的时滞大于规定值，其原因可能是：

①工作压力太低。

②前离合器磨损。

③Ｏ／Ｄ单向离合器工作不正常。

２） 如果Ｎ→Ｒ的时滞大于规定值，其原因可能是：

①工作压太低。

②直接离合器磨损。

③第一和倒挡制动器磨损。

④Ｏ／Ｄ单向离合器工作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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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液压试验

（１） 测试准备

１） 预热变速器工作液。

２） 挡住前轮。

３） 顶起汽车的后轮，并用支架支撑住。

４） 将变速器壳体的液压试验螺塞拆下，然后装上液压压力表。

注意：应在正常的工作液温度 （５０～８０℃） 下，进行本项试验。

（２） 测量工作压力的方法：按图１１－２４所示进行下列操作。

１） 将停车制动器置于完全制动位置，并用木块挡住四个车轮。

２） 起动发动机，并检查怠速运转状况。

３） 将换挡杆换到Ｄ挡位，用左脚用力踩下制动踏板，一边用右脚调节加速踏板，一边

测量表１１－６中所给定的发动机转速下的液压系统工作压力。

表１１－６ 液压系统压力 （单位：ｋＰａ）

发动机
Ｄ挡位 Ｒ挡位

怠速 失速 怠速 失速

１ＲＺ、２ＲＺ ３５３～４０２ １０３０～１１９６ ５００～５６９ １４２２～１７８５

２Ｌ、３Ｌ ３４３～４３１ １０９８～１２９４ ４５１～６５７ １４７１～１８６３

２ＲＺ－Ｅ ４４１～５００ ９９０～１１６７ ６６７～７４５ １４７１～１８６３

４） 用同样的方法，在尺位进行试验。

如果所测得的压力没达到规定值，应重新检查节气门钢索的调整并再次进行试验。

图１１－２４ 测量工作压力的方法

（３） 测试评定

１） 如果在所有挡位测得的压力都大于规定值，其原因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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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节气门钢索失调。

②节气门故障。

③调节阀故障。

２） 如果在所有挡位测得的压力都小于规定值，其原因可能是：

①节气门钢索失调。

②节气门故障。

③调节阀故障。

④机油泵故障。

⑤Ｏ／Ｄ直接离合器故障。

３） 如果只在Ｄ挡时压力较低，其原因可能是：

①Ｒ挡位回路漏液。

②前进离合器故障。

４） 如果只有Ｒ挡位时压力较低，其原因可能是：

①Ｒ挡位回路漏液。

②第一和倒挡制动器故障。

③直接离合器故障。

４测试速控液压

（１） 测试方法：按图１１－２５所示进行下列操作。

１） 检查停车制动器是否处于脱开位置。

２） 起动发动机。

３） 将换挡杆换到Ｄ挡位，然后按表１１－７所给定的转速下测量速控液压。

注意：试验可以在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的条件下进行测量，但如果要在１８００ｒ／ｍｉｎ和３５００ｒ／ｍｉｎ下

进行试验时，则应在道路或底盘测功器试验台上进行较安全，而停在原地进行试验是危险的。

表１１－７ 测量速控液压

发动机 输出轴／（ｒ／ｍｉｎ） 车速／（ｋｍ／ｈ） 速控液压／（ｋＰａ）

２Ｌ、

３Ｌ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３５００

２４

４４

８５

９８～１４７

１８６～２３５

４５１～５００

１ＲＺ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３５００

２４

４４

８５

１３７～１８６

２１６～２５５

４４１～５２０

２ＲＺ、

２ＲＺ－Ｅ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３５００

２６

４７

９１

１３７～１７７

２３５～２７５

５００～５７９

（２） 测试评定

如果速控液压不正常，其原因可能是：

①工作压力不正常。

②在速控液压回路中有渗漏。

③速控调压阀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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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２５ 测试速控液压

（二） 道路试验

注意：应在正常的工作液温度 （５０～８０℃） 下进行以下试验。

图１１－２６ Ｄ挡位试验

１Ｄ挡位试验

将换挡换到Ｄ挡位，在节气门全开、超速开关打开、加

速踏板保持在恒定的情况，如图１１－２６所示，对在下述各

点上进行检查。

（１） 检查１～２、２～３和３～Ｏ／Ｄ的挂高挡是否正常动

作，并检查换挡过程是否正常。

１） 如果没有１→２挂高挡，其原因可能是：

①速控调压阀故障。

②１→２变速阀卡住。

２） 如果没有２→３挂高挡，其原因可能是：２～３变速阀卡住。

３） 如果没有３→Ｏ／Ｄ挂高挡 （节气门开度小于８６％），其原因可能是：

①３～４变速阀卡住。

②电磁阀或回路故障。

４） 如果换挡点不正确，其原因可能是：

①节气门钢索失调。

②节气门、１～２变速阀、２～３变速阀、３～４变速阀等故障。

（２） 用同样的方法，检查在１→２、２→３和３→Ｏ／Ｄ挂高挡时是否有冲击和打滑，如图

１１－２７所示。

如果冲击过大，其原因可能是：

①液压系统工作压力过高。

②储液器故障。

③锁球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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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Ｄ挡位的３挡齿轮位置或Ｏ／Ｄ下行驶，检查是否有异常噪声和振动，如图１１－
２８所示。

备注：检查引起异常噪声和振动的原因时应要细心，因为这些现象也可能由传动轴、差

速器、轮胎、液力变矩器等的不平衡而引起的。

图１１－２７ 检查是否有冲击和打滑 图１１－２８ 检查是否有异常噪声和振动

（４） 当汽车在Ｄ挡位、２、３和Ｏ／Ｄ挡齿轮位置下行驶时，检查２→１、３→２和Ｏ／Ｄ→３
换低挡位的可能极限车速是否与表１１－８上所指明的一致。

表１１－８ 自动换挡一览表

发动机

节气门全开 〔 〕全闭 ｋｍ／ｈ

Ｄ挡位 Ｌ挡位

１→２ ２→３ ３→ＯＤ 〔锁住ＯＮ〕 〔锁住ＯＦＦ〕 ＯＤ→３ ３→２ ２→１ ２→１

１ＲＺ ４１～４７ ８２～９０ （２７～４１） ５９～６５ ５４～６０ ０ ７７～８５ ３５～４４ ３５～４４

２Ｌ ３０～３５ ５８～６６ （２９～３８） ５８～６３ ５３～６０ ９１～７８ ５２～６０ ２４～３２ ３１～４０

３Ｌ ３１～３７ ６１～６９ （３１～３９） ６１～６６ ５５～６３ ９１～７８ ５４～６３ ２５～３３ ３３～４２

２ＲＺ ４０～４６ ７９～８８ （２８～３９） ５８～６３ ５８～６３ ０ ７５～８３ ３２～４１ ３３～４１

２ＲＺ－Ｅ ４０～４６ ７９～８８ （１１４～１２５） ５８～６３ ５３～５８ １２１～１０８ ７５～８３ ３２～４１ ３３～４１

注：１（ ）号里的数字是节气门在全闭状态下挂高挡点车速

２Ｏ是ＯＤ→３换低挡点达到最高车速时

（５） 检查挂低挡时，是否有异常冲击和打滑，如图１１－２９所示。

（６） 检查锁住机构，如图１１－３０所示。

图１１－２９ 检查挂低挡时是否有异常冲击和打滑 图１１－３０ 检查锁住机构

１） 在Ｄ挡位、Ｏ／Ｄ齿轮位置定速 （锁住ＯＮ） 下行驶。

２） 轻轻踩下加速踏板，检查发动机的转速是否无突然变化。

如果发动机转速升高很多，则表明没有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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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挡位试验

将换挡杆换到２挡位，使节气门全开，在保持加速踏板恒定的情况下行驶，如图１１－
３１所示，对在下述点上进行检查。

（１） 检查１→２挂高挡是否正常动作，并检查换挡点是否与表１１－８自动换挡一览表一致。

（２） 当汽车在２挡位和２挡齿轮位置下行驶时，放开加速踏板，检查发动机的制动效

果，如图１１－３２所示。

如果发动机制动无效，其原因可能是：第二滑行制动器故障。

图１１－３１ 挂２挡位使节气门全保持加速踏板恒定 图１１－３２ 检查发动机的制动效果

（３） 在加速或减速时是否有异常噪声，在挂高挡或换挡时是否冲击，如图１１－３３所示。

３Ｌ挡位试验

（１） 使汽车在Ｌ挡位行驶，检查是否挂高挡到２挡齿轮位置，如图１１－３４所示。

图１１－３３ 检查是否有异常噪声或冲击 图１１－３４ Ｌ挡位试验

（２） 汽车在Ｌ挡位行驶，放开加速踏板，检查发动机的制动效果，如图１１－３５所示。

如果发动机制动无效，其原因可能是：第一和倒挡制动器故障。

（３） 检查在加速和减速期间是否有异常噪声，如图１１－３６所示。

图１１－３５ 检查发动机制动效果 图１１－３６ 检查在加速和减速期间是否有异常噪声

（４）Ｒ挡位试验

将换挡杆换到Ｒ挡位，当节气门在全开的情况下起动发动机时，检查是否打滑，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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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７所示。

（５）Ｐ挡位试验

使车辆停在斜坡上 （大于５°），当将换挡杆换到Ｐ挡位后，放开停车制动器，检查停车

锁爪是否可使车辆保持在原位置处不动，如图１１－３８所示。

图１１－３７ 检查Ｒ挡位是否有打滑 图１１－３８ Ｐ挡位试验

第三节 自动变速器的故障诊断

一、一般注意事项

自动变速器发生故障其因素可能有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或变速器自身引起，因此，在

进行故障诊断之前，应先将这三部分分清。然后故障排除从最简单的操作开始，按先易后难

的程序逐步排除。

故障诊断的一般检查步骤可按表１１－
９进行。

二、自动变速器的一般故障诊断和修

理方法

自动变速器的一般故障诊断和修理方

法见表１１－１０。

三、电子控制系统的故障诊断流程

故障１：在 Ｏ／Ｄ 主 开 关 ＯＮ 的 状 态

下，汽车 在 任 何 速 度 下 都 达 不 到 超 速 状

态，其检查见表１１－１１流程。

故障２：在节气门开度为８５％或更大

的状态下，不能从Ｏ／Ｄ换低到３挡齿轮位

置，其检查见表１１－１２流程。

故障３：在 Ｏ／Ｄ 主 开 关 ＯＮ 的 状 态

下，当节气门开度小于８５％ （换低挡开关

ＯＦＦ） 和车速为７０～１６０ｋｍ／ｈ时达不到超

速状态，其检查见表１１－１３流程。

表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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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３９ 电子控制系统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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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１０ 自动变速器的一般故障诊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变速器油变色或有烧焦的味道

变速器油内有杂质

液力变矩器故障

变速器故障

更换变速器油

更换液力变矩器

分解、检查变速器

车辆不向前也不向后移动

手动连接杆系失调

阀体或第一调节器故障

停车锁爪故障

液力变矩器故障

变矩传动板断裂

变速器故障

调接连接杆系

检查阀体

检查停车锁爪

更换液力变矩器

更换传动板

分解、检查变速器

换挡杆位置不正确

手动连接杆系失调

手控阀和换挡杆故障

变速器故障

调整连接杆系

检查阀体

分解、检查变速器

无论在哪一挡位下啮合都不良

节气门钢索失调

阀体或第一调节器故障

变速器故障

调整节气门钢索

检查阀体

分解、检查变速器

１～２、２～３或３～Ｏ／Ｄ挂高挡，

或者从 Ｏ／Ｄ～３或３～２然后换回

到Ｏ／Ｄ或３的换挡时间延迟

节气门钢索失调

阀体故障

调节器体故障

调整节气门钢索

检查阀体

检查调速器体

挂高挡１～２、２～３、３～Ｏ／Ｄ打

滑或者加速器打滑打颤

手动连接杆系失调

节气门钢索失调

阀体故障

变速器故障

调整连接杆系

调整节气门钢索

检查阀体

分解、检查变速器

１～２、２～３或３～Ｏ／Ｄ挂高挡阻

滞、卡住或阻塞

手动连接杆系失调

阀体故障

变速器故障

调整连接杆系

检查阀体

分解、检查变速器

挂低挡不平顺

节气门钢索失调

节气门钢索和凸轮故障

阀体故障

变速器故障

调整节气门钢索

检查节气门钢索和凸轮

检查阀体

分解、检查变速器

滑行时不能挂低速
阀体故障

调速器体故障

检查阀体

检查调速器体

滑行时挂低挡过快或过迟

节气门钢索故障

阀体故障

调速器体故障

变速器故障

检查节气门钢索

检查阀体

检查调速器体

分解、检查变速器

不能换低挡 Ｏ／Ｄ～３、３～２或２

～１

节气门钢索故障

调速器体故障

阀体故障

调整节气门钢索

检查调速器体

检查阀体

变速杆在２和Ｌ位置时，发动机

无制动作用

阀体故障

变速器故障

检查阀体

分解、检查变速器

换挡杆在Ｐ位置时，固定不住车

辆

手动连接杆系失调

停车锁爪凸轮和弹簧故障

调整连接杆系

检查凸轮和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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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１１ 检查流程

表１１－１２ 节气门开度检查表

表１１－１３ 检查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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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传 动 装 置

第一节 传动装置的结构

传动装置是将驱动力从变速器传送到前车轮，它介于二轮驱动 （２ＷＤ） 或四轮驱动

（４ＷＤ）（高） 和四轮驱动 （４ＷＤ）（低） 之间，担负着动力切换的一个装置，其结构由转

移部件和转移换挡控制系统两部分组成。图１２－１为该装置的横剖面图，其规格见表

１２－１。

图１２－１ 传动装置横剖面图

一、传动装置部件

１负压促动器

负压促动器装在转移装置后外壳上，由膜片、膜片泵体、膜片泵罩等零件组成，如图

１２－２所示。



表１２－１ 传动装置规格

变速器型号 Ｇ４５

发动机型号 ２ＲＺ－Ｅ、２Ｌ

换挡控制系统
２ＷＤ ４ＷＤ 负压促动器

Ｈ４ Ｌ４ 推—拉钢索

速比
高速挡位 １０００

低速挡位 ２５６６

齿轮油容量 １２Ｌ

齿轮油牌号 ＡＰ１分类ＧＬ－４或ＧＬ－５ＳＡＥ７５Ｗ－９０

图１２－２ 负压促动器零件分解图

１—Ｏ形密封圈 ２—膜片泵体 ３—换挡连接杆 ４—垫片 ５—膜片泵罩盖

２油泵体

油泵体装在传动装置的前外壳上，由驱动转子、从动转子、油泵板和油泵盖等组成，如

图１２－３所示。

３前输出轴

前输出轴上制有花键槽，在花键槽上装有换挡键护圈，２号轮毂衬套、离合器轴套。在

轴的光滑面上通过滚针轴承套装转移从动链轮，轴的前后端通过滚珠轴承，安装在前后外壳

上。其结构如图１２－４所示。

４后输出轴

后输出轴在轴花键上套装１号轮毂衬套，在光滑面上通过两半滚针轴承套装驱动链轮，

轴的前端用推力轴承装在输入轴的后端，其后端用滚珠轴承支承在延伸壳的轴承座上。后输

出轴的结构如图１２－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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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３ 油泵体零件分解图

１—油封 ２—油泵体 ３—销子 ４—从动转子 ５—油泵盖 ６—油泵板

７—驱动转子 ８—钢球 ９—弹簧 １０—直螺塞

图１２－４ 前输出轴零件分解图

１—弹簧卡环 ２—隔套 ３—２号轮毂衬套 ４—换挡键 ５—离合器轴套

６—传动从动链轮 ７—同步环 ８—换挡键弹簧 ９—换挡键护圈 １０、１１—轴承

１２—滚针轴承 １３—前输出轴 １４—隔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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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５ 后输出轴零件分解图

１—后输出轴 ２—钢球 ３—转动驱动链轮 ４—轴承 ５—Ｏ形密封圈

６—止推垫圈 ７—滚针轴承

５输入轴

输入轴由太阳轮和弹簧卡环组成，如图１２－６所示。在轴的前端套装推力轴承，行星齿

轮部件，在花键槽上套装行星齿轮花键片，高和低轮毂衬套，通过内花键套装在变速器输出

轴后端的外花键槽上。

图１２－６ 输入轴零件分解图

１—输入轴 ２—太阳轮 ３—弹簧卡环

６行星齿轮

行星齿轮由齿轮壳体和四个从动齿轮组成，如图１２－７所示，通过内轴承套装在输入轴

上。

７前外壳和延伸壳

前外壳和延伸壳其结构如图１２－８所示。传动装置的各部件均装于前外壳内，通过螺栓

安装在变速器壳体的后端。

二、传动装置换挡控制系统

传动装置换挡控制系统有机械式和电子式两种，分别控制传动装置的动力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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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７ 行星齿轮零件分解图

１—弹簧卡环 ２—外轴承 ３—内轴承 ４—行星齿轮部件

图１２－８ 前外壳和延伸壳零件分解图

１、２、３、５—油封 ４—延伸壳 ６—Ｏ形密封圈 ７—车速表从动齿轮

１机械换挡控制系统

机械换挡控制系统由传动换挡杆部件、控制钢索部件和换挡叉轴部件组成，其结构如图

１２－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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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９ 机械换挡控制系统零件分解图

１—传动换挡杆部件 ２—防尘罩 ３—传动换挡杆捏手 ４—卡夹 ５、８—夹扣 ６、９、１９—垫圈

７—控制钢索部件 １０—内换挡杆 １１—发动机下罩 １２—换挡控制限位板

１３—传动换挡杆 １４—衬套 １５—防尘罩 １６—前驱动换挡叉轴 １７—１挡换挡叉

１８—弹簧 ２０—高和低挡换挡叉轴和换挡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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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电子换挡控制系统

（１） 电子换挡控制系统的组成与安装位置如图１２－１０所示。它由指示灯、控制开关、

指示器开关、控制电磁线圈等组成。

图１２－１０ 电子换挡控制系统组成与安装位置图

１—４ＷＤ指示灯 （组合仪表内） ２—４ＷＤ控制开关 ３—传动指示器开关

４—负压促动器 ５—４ＷＤ控制电磁线圈 ６—单向阀 ７—负压储压箱

（２） 电子换挡控制系统回路如图１２－１１所示。它由电气配线和负压管道两条回路。

图１２－１１ 电子换挡控制系统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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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动装置的维修

一、传动装置的拆卸要领与分解

１传动装置的拆卸要领

传动装置拆卸按图１２－１２所示进行下列的顺序拆卸。

图１２－１２ 传动装置的拆卸所示零件图

１—传动装置外壳防护罩 ２—垫片 ３—车速表传动软轴 ４—发动机后支架 ５—传动装置控制钢索 ６—传动轴

７—负压软管 ８—传动装置指示器开关接插件 ９—传动 １０—传动轴 １１—稳定杆托架 １２—发动机下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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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拆下发动机下罩。

（２） 拆下传动轴。

（３） 脱开负压软管。

（４） 脱开传动装置指示器开关接插件。

（５） 拆下传动装置控制钢索。

（６） 拆下车速表传动软轴和发动机后支架。

（７） 拆下变速器结合的固定螺栓，从变速器上拆下传动装置总成。

２传动装置的分解

传动装置的零件按图１２－１３所示进行以下分解。

（１） 拆下膜片泵罩盖。旋下４个螺栓，拆下膜片泵罩盖和垫片。

（２） 拆下换挡连接杆。

（３） 拆下膜片泵体。从传动装置外壳旋下３个螺栓，拆下膜片泵体，并从膜片泵体上拆

下Ｏ形密封圈。

（４） 拆下车速表从动齿轮。

（５） 拆下油泵体部件。

（６） 拆下结合法兰。

（７） 从结合法兰拆下车速表驱动齿轮。

（８） 拆下延伸壳。旋下５个螺栓，拆下延伸壳。

（９） 拆下传动装置后外壳。

（１０） 从前驱动换挡叉轴拆下弹簧和垫圈。

图１２－１３ 传动装置分解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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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１３ 传动装置分解零件图 （续）

１—１号轮毂衬套 ２—推力轴承 ３—推力轴承座圈 ４—滚针轴承 ５—后输出轴部件 ６—车速表从动齿轮

７—盛油槽 ８—前外壳 ９—油泵体 １０—传动装置指示器开关 １１—Ｅ形密封圈 １２—内换挡杆

１３—换挡杆轴 １４、２６—垫圈 １５—行星齿轮部件 １６—推力轴承座圈 １７—行星齿轮花键片

１８—高和低轮毂衬套 １９—输入轴 ２０—推力轴承 ２１—齿圈 ２２—齿轮油粗滤器

２３—前驱动换挡叉轴 ２４—１挡换挡叉 ２５—弹簧 ２７—高和低２挡换挡叉轴和换挡叉

２８—延伸壳 ２９—车速表驱动齿轮 ３０—结合法兰 ３１—负压促动器 ３２—换挡连接杆

３３—垫片 ３４—膜片泵罩盖 ３５—后外壳 ３６—传动装置前驱动链条 ３７—前输出轴部件

（１１） 拆下前和后输出轴部件。

（１２） 拆下齿轮油粗滤器。使用套筒扳手拆下螺钉和粗滤器，然后从齿轮油粗滤器上拆

下Ｏ形密封圈。

（１３） 拆下盛油槽。

（１４） 拆下内换挡杆和换挡杆轴。

（１５） 拆下传动指示器开关。

（１６） 拆下直螺塞、弹簧和钢球。使用锁球螺塞套筒分别拆下上和下侧的直螺塞，再使

用磁棒取出上下侧螺塞的弹簧和钢球。

（１７） 拆下前驱动换挡叉轴。

（１８） 拆下高和低换挡叉轴。

（１９） 拆下高和低换挡叉。使用夹头冲子和锤子敲出带槽弹簧销，拆下高和低换挡叉。

（２０） 拆下带输入轴的行星齿轮部件。

（２１） 拆下输入轴。

（２２） 拆下齿圈。

（２３） 检查传动装置指示器开关。按图１２－１４所示，检查端子和开关体之间是否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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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２－２。

图１２－１４ 检查传动装置指示开关

表１２－２ 检查端子和开关体之间导通情况

开关位置 规定要求

按下 导通

放开 不导通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二、传动装置部件的检查

（一） 负压促动器的检查

检查膜片泵体，如图１２－１５所示。

（１） 向膜片上面的孔施加５００ｍｍＨｇ（６６７ｋｇａ） 的负压，确认这时推杆应被向上拉起。

（２） 向膜片下面的孔施加５００ｍｍＨｇ（６６７ｋｇａ） 的负压，确认这时推杆应被拉向下。

（３） 以相同的条件，检查仪表指针是否能稳定３０ｓ左右。

（二） 油泵体的检查

（１） 检查泵体和从动转子之间的间隙。向泵体的一侧推从动转子，使用塞尺测量其间

隙，如图１２－１６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７５～０１７ｍｍ
最大间隙：０４０ｍｍ
如果间隙超出极限值，则应更换从动转子或泵体。

图１２－１５ 检查膜片泵体 图１２－１６ 用塞尺测量泵体和从动转子之间的间隙

（２） 检查两个转子的径向间隙。使用塞尺测量两个转子顶部之间的径向间隙，如图１２
－１７所示。

标准间隙：０１０～０２２ｍｍ
最大间隙：０４０ｍｍ
如果间隙超过极限值，则应更换驱动转子或从动转子。

（３） 检查两个转子的侧隙。使用塞尺测量驱动转子、从动转子和油泵板之间的间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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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１８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３～０１３ｍｍ
最大间隙：０４０ｍｍ
如果间隙超过极限值，则应更换驱动转子、从动转子或油泵板。

图１２－１７ 用塞尺测量两个转子顶部

之间的径向间隙

图１２－１８ 用塞尺测量驱动转子、从动转子

和油泵板之间的间隙

（三） 前输出轴部件的检查

（１） 检查前输出轴。使用千分尺测量前输出轴轴颈部分的外径，如图１２－１９所示。

最小直径：３６９３０ｍｍ
（２） 检查从动链轮的游隙。使用百分表测量链轮和装有滚针轴承的轴之间的游隙，如图

１２－２０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１０～００５７ｍｍ
最大间隙：０１５ｍｍ
如果间隙超过极限值，则应更换从动链轮、前输出轴或滚针轴承。

图１２－１９ 用千分尺测量前输出轴轴颈外径 图１２－２０ 用百分表测量从动链轮的游隙

（３） 检查同步环。

１） 转动同步环并同时将它向内推，检查其制动作用，如图１２－２１所示。

２） 使用塞尺测量同步环背部和键轮花键端部之间的间隙，如图１２－２２所示。

标准间隙：１１～１９ｍｍ
最小间隙：０８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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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２１ 检查同步环 图１２－２２ 用塞尺测量同步环背部和键轮花键端部之间间隙

如果间隙小于极限值，则应更换同步环。

（４） 测量１挡换挡叉和２号轮毂衬套之间的间隙。使用塞尺测量１挡换挡叉和２号轮毂

衬套之间的间隙，如图１２－２３所示。

最大间隙：１０ｍｍ
如果间隙超过极限值，则应更换换挡叉或轮毂衬套。

（四） 后输出轴部件的检查

（１） 检查后输出轴。使用千分尺测量后输出轴轴颈部分的外径，如图１２－２４所示。

图１２－２３ 用塞尺测量１挡换挡叉和

２号轮毂衬套的间隙

图１２－２４ 用千分尺测量后输出轴外径

最小直径：Ａ部位 ２７９３０ｍｍ
Ｂ部位 ３８９００ｍｍ
Ｃ部位 ３６９３０ｍｍ

（２） 检查驱动链轮的游隙。使用千分表测量链轮和装有滚针轴承的轴之间的游隙，如图

１２－２５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１０～００５７ｍｍ
最大间隙：０１５ｍｍ
如果间隙超过极限值，则应更换驱动链轮、后输出轴或滚针轴承。

（３） 测量１挡换挡叉和１号轮毂衬套之间的间隙。使用塞尺测量１挡换挡叉和轮毂衬套

之间的间隙，如图１２－２６所示。

最大间隙：１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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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２５ 用千分表测量驱动链轮的游隙 图１２－２６ 用塞尺测量１挡换挡叉和轮毂衬套的间隙

如果间隙超过极限值，则应更换换挡叉或轮毂衬套。

（４） 测量２挡换挡叉和高、低轮毂衬套之间的间隙。使用塞尺测量２挡换挡叉和高、低

轮毂衬套之间的间隙，如图１２－２７所示。

最大间隙：１０ｍｍ
如果间隙超过极限值，则应更换换挡叉或轮毂衬套。

（五） 输入轴的检查

检查输入轴，使用千分尺测量输入轴轴颈的外径，如图１２－２８所示。

最小直径：Ａ部位 ４７５４０ｍｍ

图１２－２７ 用塞尺测量２挡换挡叉和

高低轮毂衬套间隙

图１２－２８ 用千分尺测量输入轴轴颈的外径

（六） 行星齿轮的检查

（１） 测量行星小齿轮的轴向间隙。使用塞尺测量行星小齿轮的轴向间隙，如图１２－２９
所示。

标准间隙：０１１～０８６ｍｍ
最大间隙：０８６ｍｍ
如果间隙超过极限值，则应更换行星齿轮部件。

（２） 检查行星小齿轮的油隙。使用千分表测量行星小齿轮的油隙，如图１２－３０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０９～００３８ｍｍ
最大间隙：００３８ｍｍ
如果间隙超过极限值，则应更换行星齿轮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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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２９ 用塞尺测量行星小齿轮的轴向间隙 图１２－３０ 用千分表测量行星小齿轮油隙

三、传动装置的装配与安装要领

１传动装置的装配

（１） 安装齿圈。将齿圈装入外壳，如图１２－３１所示，然后安装弹簧卡环。

（２） 将输入轴装到行星齿轮部件上。

（３） 安装带输入轴的行星齿轮部件。将带输入轴的行星齿轮部件装入前外壳内，如图

１２－３２所示。

备注：在安装行星齿轮部件时应稍微转动行星齿轮。

图１２－３１ 将齿圈装入前外壳 图１２－３２ 将带输入轴的行星齿轮部件装入前外壳内

（４） 装配高和低换挡叉轴。

（５） 安装带轮毂衬套的高和低换挡叉轴。

（６） 安装前驱动换挡叉轴。

（７） 安装高、低换挡叉轴用的直螺塞、弹簧和锁销。在螺塞上涂敷液态密封胶，装上锁

球和弹簧 （红色），使用锁球螺塞套筒旋紧螺塞 （Ａ／Ｔ的螺塞为黄色），如图１２－３３所示。

旋紧力矩：１７Ｎ·ｍ
（８） 安装前驱动换挡叉轴用的直螺塞、弹簧和锁球。将螺塞上涂敷液体密封胶，装上锁

球和弹簧，使用锁球螺塞套筒旋紧螺塞，如图１２－３４所示。

旋紧力矩：１７Ｎ·ｍ
（９） 安装换挡杆轴。

１） 将平垫圈和换挡杆轴装到前外壳上，并使换挡杆轴的花键和内换挡杆的花键对准，

将内换挡杆装到换挡杆轴上，如图１２－３５所示。

７１２



图１２－３３ 用锁球螺塞套筒旋紧螺塞 图１２－３４ 用锁球螺塞套筒紧固螺塞

２） 使高、低换挡叉的槽口与内换挡杆顶部对准，使用钳子装入Ｅ形密封圈，如图１２－
３６所示。

图１２－３５ 将内换挡杆装到换挡杆轴上 图１２－３６ 用钳子装入Ｅ形密封圈

（１０） 安装盛油槽。

旋紧力矩：４９Ｎ·ｍ
（１１） 安装齿轮油粗滤器。将１个新Ｏ形密封圈装到粗滤器上，并安装粗滤器，使用扭

力套筒扳手旋紧螺钉，如图１２－３７所示。

旋紧力矩：４９Ｎ·ｍ
（１２） 安装前和后输出轴部件。

（１３） 将弹簧和垫圈装到前驱动换挡叉轴上。

（１４） 安装传动装置后外壳。将后外壳部分涂敷密封剂后，装到前外壳上。

旋紧力矩：３７Ｎ·ｍ
（１５） 安装延伸壳。在延伸壳部分涂敷密封剂，然后装上延伸壳。

旋紧力矩：１１Ｎ·ｍ
（１６） 将车速表驱动齿轮装到结合法兰上，如图１２－３８所示。

（１７） 安装结合法兰。

１） 将结合法兰装到后输出轴上，使用结合法兰固定工具固定住法兰，装上结合法兰的

锁紧螺母，如图１２－３９所示。

旋紧力矩：１２３Ｎ·ｍ
２） 翻边锁止锁紧螺母，如图１２－４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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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３７ 安装粗滤器用扭力套筒扳手紧固螺钉 图１２－３８ 把车速表驱动齿轮装到结合法兰上

图１２－３９ 装上结合法兰的锁紧螺母 图１２－４０ 翻边锁止锁紧螺母

（１８） 安装油泵体部件。

１） 将两个销子装到输入轴上，如图１２－４１所示。

２） 按图１２－４２所示的油泵体部分涂敷密封剂，然后安装油泵体部件。安装时要使驱动

转子的槽口对准两个销子。

图１２－４１ 将两个销子装到输入轴上 图１２－４２ 安装油泵体时要使驱动

转子的槽口对准两个销子

３） 在螺栓上涂敷液态密封胶，装上并旋紧螺栓，如图１２－４３所示。

旋紧力矩：１１Ｎ·ｍ
（１９） 安装好油泵体部件后，检查下列各项：

１） 检查输入轴和输出轴的转动是否灵活平稳。

２） 检查是否能平顺地换挡到所有位置。

（２０） 安装传动装置指示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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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安装车速表从动齿轮。

（２２） 安装膜片泵体。将一个新Ｏ形密封圈装到膜片泵体上，再将膜片泵体装到传动装

置外壳上，旋紧三个螺栓，如图１２－４４所示。

旋紧力矩：１７Ｎ·ｍ

图１２－４３ 在螺栓上涂敷液态密封胶 图１２－４４ 将膜片泵体装到传动装置外壳上旋紧三个螺栓

（２３） 安装换挡连接杆，如图１２－４５所示。

（２４） 安装膜片泵罩盖。用新垫片将膜片泵罩盖装到膜片泵体上，旋紧四个螺栓，如图

１２－４６所示。

旋紧力矩：１７Ｎ·ｍ

图１２－４５ 安装换挡连接杆 图１２－４６ 安装膜片泵罩盖

２传动装置安装要领

（１） 用新垫片将传动装置装到变速器上。

１） 将１张新垫片安放到传动装置连接体上。

图１２－４７ 前面两个螺栓的螺纹涂敷密封胶

２） 使输入轴的花键与变速器的输出轴对准，

将传动装置完全推入到位置。

３） 按图１２－４７所示的前面两个螺栓的螺纹

部分涂敷密封胶，装上并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３７Ｎ·ｍ
（２） 向传动装置注入齿轮油。

齿轮油级别：ＡＰ１分类ＧＬ－４或ＧＬ－５
粘度：ＳＡＥ７５Ｗ－９０
容量：１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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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换挡控制系统的检验

１机械换挡控制系统控制钢索的调整

（１） 调整控制钢索的间距。

１） 起动发动机，将控制开关置于ＯＮ位置，然后脱开控制钢索，并将内换挡杆换到Ｌ４
位置，拆下换挡捏手，如图１２－４８所示。

２） 使操纵箱和换挡杆的螺钉顶部之间保持标准间距，如图１２－４９所示。

标准间距：９０ｍｍ

图１２－４８ 将内换挡杆换到Ｌ４位置，

拆下换挡捏手

图１２－４９ 使操纵箱和换挡杆的螺钉

顶部之间保持标准间距

（２） 调整控制钢索的长度。在操纵箱和换挡杆的螺钉顶部之间保持标准间距的条件下，

调整控制钢索的长度，如图１２－５０所示。

２电子换挡控制系统的检验

（１） 检查２－４选择器的工作状况。起动发动机，在将４ＷＤ控制开关置于接通位置时，

检查指示灯是否点亮。而将开关关闭时，检查指示灯是否熄灭，如图１２－５１所示。

备注：如果在操作控制开关时，指示灯不点亮和不熄灭，则可稍微向前开动汽车，检查

系统工作时是否正常。

图１２－５０ 调整控制钢索的长度 图１２－５１ 检查指示灯是否熄灭

（２） 检查４ＷＤ控制开关。按下表１２－３检查图１２－５２所示的开关端子之间的导通情

况。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３） 检查４ＷＤ控制电磁线圈。

１） 检查电磁线圈的动作情况。在向ＶＳＶ的２号和４号端子加上和没有加上蓄电池的电

压时，按表１２－４分别检查各孔口的气流情况，如图１２－５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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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３ 检查４ＷＤ控制开关导通情况

图１２－５２ 检查４ＷＤ控制开关

表１２－４ 检查各孔口的气流情况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ＶＳＶ。

２） 检查电磁线圈的电阻。测量端子１和２之间的电阻，如图１２－５４所示。

电阻：（３９±３）Ω

图１２－５３ 检查各孔口的气流情况 图１２－５４ 检查电磁线圈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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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检查传动装置指示器开关。如图１２－５５所示，按表１２－５检查端子和开关体之间

是否导通。

图１２－５５ 检查传动装置指示开关

表１２－５ 检查端子和开关导通情况

开关位置 规定要求

按下 导通

放开 不导通

如果动作状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５） 检查负压储压箱和管道。

１） 检查负压储压箱的气密性。从真空管道脱开负压软管，在约３０ｓ内施加６６７ｋＰａ的

负压压力，检查在此时间内负压压力是否变化，如图１２－５６所示。

２） 检查负压管路。从负压储压箱脱开负压管道，将负压表连接到负压管道上。如图

１２－５７所示。然后起动发动机并在怠速下运转，检查负压表的指示值是否为４００ｍｍＨｇ。

图１２－５６ 检查此时间内负压变化 图１２－５７ 将负压表连接到负压管道上

第三节 传动装置的故障诊断

传动装置的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２－６。

表１２－６ 传动装置的故障诊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齿轮脱离啮合 传动装置故障 分解和检查传动装置

换挡困难或不能换挡

传动装置故障

电子元件故障

负压促动器故障

储压箱和负压管路故障

分解和检查传动装置

检查４ＷＤ控制开关

检查４ＷＤ控制电磁线圈

检查电源

检查负压促动器

检查储压箱和负压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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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主 动 轴

第一节 主动轴的结构

主动轴即传动轴，又称万向传动装置，它的主要作用是，把不同平行的两个轴连接起

来，并随着其相对位置不断变化传递着动力。其结构由万向节和主动轴组成。

海狮２ＷＤ汽车的主动轴有两种形式，即：双万向节式和三万向节式，其结构如图１３－
１所示。

图１３－１ ２ＷＤ主动轴零件分解图

１、７—十字轴轴承 ２、８—弹簧卡环 ３、１８—主动轴 ４、１７—凸缘叉 ５、１５—十字轴 ６、１６—防尘罩

９—中间轴 １０—中间轴承 １１—法兰 １２—螺母 １３、１４—隔套



海狮４ＷＤ汽车的主动轴由前和后主动轴组成，其结构如图１３－２所示。

图１３－２ ４ＷＤ主动轴零件分解图

１、９、１２—凸缘叉 ２、１１—十字轴轴承 ３、１０—弹簧卡环 ４、１４—万向节叉

５—前主动轴 ６—十字轴 ７—稳定杆 ８—发动机下罩 １３—后主动轴

第二节 主动轴的维修

一、主动轴的拆卸

１２ＷＤ主动轴的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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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将主动轴法兰从差速器的结合法兰上脱开。在各法兰上作上配合记号，旋下四个螺

栓和螺母，如图１３－３所示。

（２） 拆下中间支承轴承 （三万向节式），如图１３－４所示。

图１３－３ 在法兰上作配合记号，旋下四个螺栓 图１３－４ 拆下中间支承轴承

（３） 从变速器拆下主动轴。

２４ＷＤ主动轴的拆卸

（１） 拆下发动机下罩。

（２） 拆下稳定杆托架。旋下四个螺栓，如图１３－５所示。

（３） 将主动轴法兰从前差速器的结合法兰上脱开。在各法兰上作上配合记号，旋下四个

螺栓和螺母，如图１３－６所示。

图１３－５ 拆下稳定杆托架旋下四个螺栓 图１３－６ 在各法兰上作上配合记号，

旋下四个螺栓和螺母

（４） 拆下前主动轴。从分动器拉万向节叉，将变速器油螺塞装入分动器，以防止油漏

出，如图１３－７所示。

（５） 将主动轴法兰从分动器的结合法兰上脱开。在各法兰上作上配合记号，旋下四个螺

栓和螺母，如图１３－８所示。

（６） 拆下后主动轴。在各法兰上作上配合记号，旋下四个螺栓和螺母，如图１３－９所

示。然后拆下后主动轴。

二、主动轴的分解、检验与装配

１主动轴的分解

（１） 分离主动轴与中间轴。在各法兰上作上配合记号，旋下四个螺栓和螺母，如图

１３－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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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７ 拆下前主动轴 图１３－８ 在各法兰上作上配合记号，

旋下四个螺栓和螺母

图１３－９ 在各法兰上作配合记号，

旋下四个螺母和螺栓

图１３－１０ 在各法兰上作配合记号，

旋下四个螺栓和螺母

（２） 从中间轴上拆下中间支承轴承。

（３） 将万向节叉从主动轴上拆下 （４ＷＤ）。在万向节叉和轴上作上配合记号，从轴上拉

出万向节叉，如图１３－１１所示。

２主动轴零件的检验

（１） 检查主动轴和中间轴有无损伤或径向圆跳动误差，如图１３－１２所示。

图１３－１１ 在万向节叉和轴上作配合记号 图１３－１２ 检查主动轴零件

最大径向圆跳动误差：０８ｍｍ
如果轴的径向圆跳动误差大于最大允许值，则应更换轴。

（２） 检查十字轴轴承。检查十字轴轴承是否磨损或损坏，然后用手将轴抓牢，转动万向

节叉，检查十字轴轴承的轴向间隙，如图１３－１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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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的轴向间隙：小于００５ｍｍ。

如有必要，应更换十字轴轴承。

（３） 检查中间轴承是否磨损或损坏。检查轴承能否自由转动，如图１３－１４所示。

如果轴承已损坏、磨损或不能自由转动，则应更换之。

图１３－１３ 检查十字轴轴承的轴向间隙 图１３－１４ 检查轴承能否自由转动

３主动轴的装配

（１） 将中间支承轴承装在中间轴上，如图１３－１５所示。

备注：安装时，中间支承轴承上的切口应朝向后面。

（２） 将法兰安装到中间轴上。

１） 在中间轴的花键上涂敷多功能润滑脂，将法兰装到中间轴上并对齐标记，如图１３－
１６所示。

备注：如果更换中间法兰或中间轴，在重新装配时，要使中间轴的前万向节叉和主动轴

的后万向节叉朝向同一方向。

图１３－１５ 将中间支承轴承装在中间轴上 图１３－１６ 将法兰装到中间轴上并对齐标记

２） 使用结合法兰固定工具固定住法兰，向下旋紧新螺母而将轴承压入到规定的位置。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３） 旋松螺母，按规定力矩重新旋紧螺母，然后用锤子和冲子将螺母铆住，如图１３－１７

所示。

旋紧力矩：６９Ｎ·ｍ
（３） 安装主动轴。对齐法兰上的配合记号，用四个螺栓和螺母将两法兰连接起来，并按

规定旋紧螺栓和螺母。

旋紧力矩：７４Ｎ·ｍ
备注：如果更换了中间法兰或中间轴，在重新装配时，要使中间轴的前万向节叉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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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１７ 用锤子和冲子将螺母铆住

轴的后万向节叉朝向同一方向。

（４） 将万向节叉插入主动轴 （４ＷＤ）。在主动轴花键和万向节叉滑动表面上涂敷多功能

润滑脂，然后对齐万向节叉和主动轴上的配合记号，将万向节叉插入主动轴。

三、主动轴的安装

１安装２ＷＤ主动轴

（１） 将万向节叉装入变速器。拆下油螺塞，将万向节叉推入变速器，如图１３－１８所示。

（２） 安装中间支承轴承 （三万向节式）。用两个螺栓安装中间支承轴承，并用手旋紧。

（３） 将主动轴法兰连接到差速器结合法兰上。对齐各法兰上的配合记号，用四个螺栓和

螺母将法兰连接起来，旋紧螺栓和螺母。

旋紧力矩：７４Ｎ·ｍ
（４） 调整中间支承轴承 （三万向节式）。如图１３－１９所示。

图１３－１８ 将万向节叉装入变速器 图１３－１９ 调整中间支承轴承

１） 汽车在空载条件下，调整中间支承轴承使其保持图所示的间距。

２） 在相同条件下，检查中间轴承的中心线是否与轴线方向成直角。如有必要，应调整

轴承。

３） 旋紧两个螺栓。

旋紧力矩：３６Ｎ·ｍ
２安装４ＷＤ主动轴

（１） 安装前主动轴。从分动器上拆下专用工具，将前主动轴装到分动器上。

（２） 将主动轴法兰连接到前差速器的结合法兰上。对齐各法兰上的配合记号，用四个螺

栓和螺母将法兰连接起来，并旋紧螺栓和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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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紧力矩：７４Ｎ·ｍ
（３） 安装稳定杆托架。装上并旋紧４个螺栓。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４） 安装发动机下罩。

（５） 将主动轴法兰连接到分动器的结合法兰上。对齐各法兰上的配合记号，用四个螺栓

和螺母将法兰连接起来，并旋紧螺栓和螺母。

旋紧力矩：７４Ｎ·ｍ
（６） 将主动轴法兰连接到差速器的结合法兰上。对齐各法兰上的配合记号，用四个螺栓

和螺母将法兰连接起来，旋紧螺栓和螺母。

旋紧力矩：７４Ｎ·ｍ

第三节 主动轴的故障诊断

主动轴的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３－１。

表１３－１ 主动轴的故障诊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噪声

万向节叉的花键磨损

中间轴承磨损

十字轴轴承磨损或咬死

主动轴径向圆跳动误差大

主动轴不平衡

变速器延伸壳后衬套磨损

万向节叉的花键咬死

更换万向节叉

更换中间轴承

更换十字轴轴承

更换主动轴

更换主动轴

更换延伸壳

更换万向节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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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车桥和悬架系统

第一节 车桥和悬架系统的结构

车桥分为前桥和后桥，是用在车架和车轮之间的一个装置，承载各种重量，传递各方向

的力和力矩。海狮汽车的前桥由于结构不同，具有普通的转向桥和转向驱动桥两种，后桥为

驱动桥。

悬架系统是用在车架和车桥之间把其弹性连接起来一种装置的总称，它吸收和缓和汽车

在路面上的一切力和力矩的冲击及振动，以保证汽车正常行驶。

一、车轮定位

所谓车轮定位是指前轮、悬架系统元件和转向系统元件在安装到车身上后所形成的几何

角度和尺寸。这些定位参数有：车轮外倾角、主销后倾角、主销内倾角和前轮前束。保证了

汽车能稳定直线行驶，转向后前轮能自动回正的作用等。

车轮外倾角：前轮中心不垂直于地面，向外倾斜一个

角度。

主销后倾角：在纵向平面内，主销上部向后倾斜一个

角度。

主销内倾角：在横向平面内，主销上部向内倾斜一个

角度。

前轮前束：汽车两前轮中心面不平行，前边缘距离小

于后边缘距离。

（１）２ＷＤ车轮定位 即车轮外倾角、主销后倾斜角和

主销内倾角，如图１４－１所示。

（２）４ＷＤ车轮定位，即车轮外倾角、主销后倾角和主

销内倾角，如图１４－２所示。

（３）２ＷＤ、４ＷＤ的前轮前束，如图１４－３所示。 图１４－１ ２ＷＤ前车轮定位角

图１４－２ ４ＷＤ前车轮定位角 图１４－３ 前轮前束



二、２ＷＤ前桥

２ＷＤ的前桥它由前桥毂和转向节等部件组成。

１前桥毂

它分盘式和鼓式两种，由前桥毂、轴承和座圈等组成，如图１４－４所示。

图１４－４ ２ＷＤ前桥毂零件分解图

１—垫片 ２—制动分泵 ３—桥毂和盘形转子 ４、１０、１７、２１—轴承 ５、２２—垫圈 ６、２３—锁帽

７、２５—润滑脂帽 ８、２６—开口销 ９、１６—油封 １１、１５、１８、２０—外座圈

１２—盘形转子 １３—桥毂螺栓 １４、１９—前桥毂 ２４—制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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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转向节

它由转向节、轴承和垫圈等组成，如图１４－５所示。

图１４－５ ２ＷＤ转向节零件分解图

１、１３—转向节 ２、１２—转向节臂 ３—垫片 ４—制动分泵 ５—防尘罩 ６—下球窝节

７—桥毂和盘形转子 ８、１５—轴承 ９、１６—垫圈 １０—锁帽 １１、１８—润滑脂帽

１４—前桥毂 １７—锁帽 １９—制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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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４ＷＤ前桥

４ＷＤ前桥它由自由轮毂、前桥毂和转向节等部件组成。

１自由轮毂

其结构由自由轮毂体、自由轮毂罩盖、控制手轮和随动棘爪等组成，如图１４－６所示。

图１４－６ ４ＷＤ自由轮毂零件分解图

１、４—垫片 ２—自由轮毂体 ３—锥形垫圈 ５、１５—自由轮毂罩盖 ６—离合器

７—张力弹簧 ８—随动棘爪 ９、１２—弹簧 １０—弹簧卡环 １１—钢球

１３—控制手轮 １４—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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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前桥毂

其结构由前桥毂、轴承和座圈等组成，如图１４－７所示。

图１４－７ ４ＷＤ前桥毂零件分解图

１—夹扣 ２、７、１０—垫片 ３—前制动分泵 ４—轴承 ５—垫圈 ６—锁紧垫圈 ８—自由轮毂体 ９—锥形垫圈

１１—自由轮毂罩盖 １２—油封 １３—轴 １４、１７—外座圈 １５—桥毂螺栓 １６—前桥毂

３转向节

其结构由转向节、轴承、隔套和衬套等组成，如图１４－８所示。

四、４ＷＤ前驱动轴

４ＷＤ前驱动轴其结构由前驱动轴、保护罩和保护罩卡夹等组成，如图１４－９所示。

五、４ＷＤ前差速器

４ＷＤ前差速器其结构由差速器壳、差速器箱、差速器小齿轮、差速器侧齿轮和差速器

小齿轮轴等组成，如图１４－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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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８ ４ＷＤ转向节零件分解图

１—夹扣 ２、１６、１９—垫片 ３—制动分泵 ４—转向节臂 ５—油封 ６、８—衬套 ７—转向节 ９—隔套

１０—弹簧卡环 １１—防尘罩 １２—轴承 １３—垫圈 １４—锁紧垫圈 １５—锁紧螺母

１７—锥形垫圈 １８—自由轮毂体 ２０—自由轮毂罩盖

６３２



图１４－９ ４ＷＤ前驱动轴零件分解图

１—前驱动轴 ２—隔套 ３、１０—弹簧卡环 ４、７—垫片 ５—自由轮毂体

６—锥形垫圈 ８—自由轮毂罩盖 ９—外座圈 １１、１４—保护罩

１２、１３—保护罩卡夹 １５—轴 １６—防尘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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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０ ４ＷＤ前差速器零件分解图

１、３７—垫片 ２—螺塞 ３—差速器箱罩盖 ４、３２、３３—油封 ５—差速器管 ６、３１、３４—防尘罩 ７、３５—侧齿轮轴

８—侧轴承 ９—平垫圈 １０—锁板 １１—差速器壳 １２—齿圈 １３—驱动小齿轮 １４—垫圈

１５—驱动小齿轮前轴承 １６、１９—止推垫圈 １７—差速器小齿轮 １８—差速器侧齿轮 ２０—差速器小齿轮轴

２１—轴承 ２２—销子 ２３、２４、３６—弹簧卡环 ２５—差速器箱 ２６—隔套 ２７—驱动小齿轮后轴承

２８—甩油环 ２９—结合法兰 ３０—垫圈 ３８—放油塞 ３９—轴承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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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１ ２ＷＤ前减振器零件分解图

１—螺母 ２、４—护圈 ３—弹簧垫 ５—前减振器

六、２ＷＤ前悬架

２ＷＤ前悬架它由前减振器、扭杆弹簧、支承杆、上悬架臂、下悬架臂、上球窝节、下

球窝节和稳定杆等部件组成。

１前减振器

其结构由活塞、缸筒、阀门与阀片、防尘罩等组成，如图１４－１１所示。

２扭杆弹簧

其结构由扭力臂、固定臂和调整螺母等组成，如图１４－１２所示。

３支承杆

其结构由套筒、护圈和弹性垫、支承杆等组成，如图１４－１３所示。

４上悬架臂

其结构由上悬架臂、上悬架臂轴、衬套和护圈等组成，如图１４－１４所示。

５下悬架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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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２ ２ＷＤ扭杆弹簧零件分解图

１—扭力臂 ２—扭杆弹簧 ３—固定臂销铰节 ４—固定臂 ５—调整螺母座 ６—调整螺母

图１４－１３ ２ＷＤ支承杆零件分解图

１、３—护圈 ２、４—弹性垫 ５—套筒 ６—支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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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４ ２ＷＤ上悬架臂零件分解图

１—扭力臂 ２—扭杆弹簧 ３—固定臂 ４—调整螺母座 ５—调整螺母

６—上悬架臂轴 ７—上悬架臂 ８—衬套 ９—护圈

其结构由下悬架臂、衬套和调整凸轮等组成，如图１４－１５所示。

６上球窝节

其结构由上球窝节、短轴等组成。如图１４－１６所示。

７下球窝节

其结构由下球窝节和短轴等组成，如图１４－１７所示。

８稳定杆

其结构由稳定杆、稳定杆托架、护圈和弹簧垫等组成，如图１４－１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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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５ ２ＷＤ下悬架臂零件分解图

１—螺母 ２、４—护圈 ３—弹簧垫 ５—调整凸轮 ６—衬套 ７—弹簧缓冲器

图１４－１６ ２ＷＤ上球窝节零件分解图

１—开口销 ２—上球窝节 ３—制动分泵

２４２



图１４－１７ ２ＷＤ下球窝节零件分解图

图１４－１８ ２ＷＤ稳定杆零件分解图

１—稳定杆 ２—２号稳定杆托架 ３、６—护圈 ４、５—弹簧垫 ７—螺栓 ８—稳定杆托架

３４２



七、４ＷＤ前悬架

１前减振器

其结构由活塞、缸筒、阀门与阀片、防尘罩等组成，如图１４－１９所示。

２扭杆弹簧

其结构由扭杆弹簧、扭力臂、固定臂和调整螺母等组成，如图１４－２０所示。

３上悬架臂

其结构由上悬架臂、上悬架臂轴、衬套和护圈等组成，如图１４－２１所示。

４下悬架臂

其结构由下悬架臂、衬套和调整凸轮等组成，如图１４－２２所示。

５下球窝节

其结构由下球窝节和短轴等组成，如图１４－２３所示。

６稳定杆

其结构由稳定杆、稳定杆托架、护圈、衬套和弹簧垫等组成，如图１４－２４所示。

八、后桥轴

后桥轴其结构由后桥轴、导油板、轴承和轴承护圈等组成，如图１４－２５所示。

图１４－１９ ４ＷＤ前减振器零件分解图

１—螺母 ２、４—护圈 ３—弹性垫 ５—前减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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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２０ ４ＷＤ扭杆弹簧零件分解图

１—扭力臂 ２—扭杆弹簧 ３—固定臂销铰节 ４—固定臂 ５—调整螺母座 ６—调整螺母

图１４－２１ ４ＷＤ上悬架臂零件分解图

１—上悬架臂 ２—扭力臂 ３—扭杆弹簧 ４—固定臂 ４—调整螺母座 ６—调整螺母 ７—夹扣 ８—垫片 ９—制动分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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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２２ ４ＷＤ下悬架臂零件分解图

１—衬套 ２—调节凸轮 ３—螺母 ４、７—护圈 ５、６—弹簧垫

８—开口销 ９—下悬架臂

图１４－２３ ４ＷＤ下球窝节零件分解图

１—开口销 ２—弹簧垫 ３—螺母 ４—护圈 ５—下球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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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２４ ４ＷＤ稳定杆零件分解图

１、３、４、７、８、１０、１３—护圈 ２、５、６、９、１２—弹簧垫 １１—稳定杆托架

１４—螺栓 １５—衬套 １６—托架罩盖

九、后差速器

１后差速器的结构

后差速器其结构由差速器壳、差速器箱、驱动小齿轮、前轴承、侧轴承、后轴承、轴承

盖、外座圈和调整螺母等组成，如图１４－２６所示。

２后差速器的型式

（１）２小齿轮型式。其结构由差速器壳、差速器小齿轮、小齿轮轴、侧齿轮和止推垫圈

等组成，如图１４－２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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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２５ 后桥轴零件分解图

１—销子 ２、１２—油封 ３—Ｏ形密封圈 ４—制动蹄 ５、８—弹簧 ６—弹簧盖

７、１７—垫片 ９—护圈 １０—轴承护圈 １１—后板 １３—轴承 １４—弹簧卡环

１５—轮毂螺栓 １６—导油板 １８—后桥轴

（２）４小齿轮型式。其结构由ＲＨ壳和ＬＨ壳、小齿轮、十字轴、侧齿轮和止推垫圈等

组成，如图１４－２８所示。

（３） 防滑差速器。其结构由左壳和右壳、小齿轮、十字轴、侧齿轮、左挡块和右挡块、

离合器片、止推垫圈等组成，如图１４－２９所示。

十、后悬架

后悬架它由减振器和钢板弹簧部件组成。

１后减振器。其结构由活塞、缸筒、阀门和阀片、护圈、衬套等组成，如图１４－３０所

示。

２后钢板弹簧。其结构由钢板、隔板、衬板、Ｕ 形螺栓和栓座、衬套、套筒等组成，

如图１４－３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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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２６ 后差速器零件分解图

１—后轴承 ２、６、１１、１６—外座圈 ３—平垫圈 ４—驱动小齿轮 ５、１２—调整螺母 ７、１０—侧轴承

８—齿圈 ９—差速器壳 １３—锁板 １４—调整螺母锁片 １５—隔套 １７—甩油环

１８—防尘罩 １９—结合法兰 ２０—油封 ２１—前轴承 ２２—差速器箱 ２３—轴承盖

图１４－２７ ２小齿轮型式零件分解图

１—差速器壳 ２、６、８、１１—止推垫圈 ３—侧齿轮 ４—销子

５、１０—差速器小齿轮 ７—侧齿轮 ９—小齿轮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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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２８ ４小齿轮型式零件分解图

１—ＲＨ壳 ２—小齿轮 ３—小齿轮止推垫圈 ４—ＬＨ壳 ５—侧齿轮止推垫圈

６—侧齿轮 ７—十字轴

图１４－２９ 防滑差速器零件分解图

１、８—侧齿轮 ２—弹簧 ３—右挡块 ４、１３—调整垫片 ５—右壳 ６、１４—离合器片

７、９、１５—止推垫圈 １０—差速器小齿轮 １１—左挡块 １２—左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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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３０ 后减振器图

１、３—护圈 ２—衬套

图１４－３１ 后钢板弹簧零件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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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３１ 后钢板弹簧零件分解图 （续）

１—内钢板弹簧 ２、９、１３—衬套 ３—缓冲器 ４—隔板 ５、１１—衬板 ６—护罩 ７—Ｕ形螺栓

８—套筒 １０—后弹簧 １２—Ｕ形螺栓座 １４—１号钢板弹簧 １５—２号钢板弹簧

１６—消声垫 １７—３号钢板弹簧 １８—４号钢板弹簧 １９—５号钢板弹簧

第二节 车桥和悬架系统的维修

一、车轮定位 （２ＷＤ、４ＷＤ）

１车轮定位检查前的准备

（１） 进行以下检查并排除所有存在的问题。

１） 检查轮胎的磨损和充气压力是否正常。

２） 检查车轮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车轮摆差：１２ｍｍ以下

３） 检查前轮轴承是否松动。

４） 检查前悬架是否松动。

５） 检查转向传动杆系是否松动。

６） 检查球窝节是否过于松动。

７） 进行标准弹力试验，检查减振器的工作是否正常。

（２） 测量汽车高度。汽车高度的测量点如图１４－３２所示。

１） 前侧测量点：调节凸轮螺栓的顶部中心处的高度。

２） 后侧测量点：后钢板弹簧吊耳前衬套中心处的高度。

如果汽车高度不符合标准要求，则可以采取向下压车身或抬高车身的方法进行调整。如

果仍不能校正，则应检查弹簧或悬架系统零件是否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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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３２ 测量汽车高度

备注：在检查车轮定位之前，应将汽车高

度调整到规定的要求。

２前车轮定位的检查与调整

（１） 安装车轮定位测量仪。应根据测量仪

制造厂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

（２） 检查与调整车轮外倾角。通过测量仪

检查车轮外倾角。如果外倾角不在规定的范围

内，则可转动调节凸轮进行调整，如图１４－
３３所示。

注意：凸轮的每个标度可使外倾角改变

１８′左右，当转动凸轮超过离中心线位置４５
个标度时，则调节凸轮将不能转动。

（３） 检查与调整主销后倾角。根据测量仪

的检查，如果后倾角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可

转动支承螺母进行调整，如图１４－３４所示。

备注：旋松支承杆垫块上的二个螺母中的

一个，并以同样的程度旋紧相反侧的另一个螺母来改变支承的长度，这样就可以调整主销后

倾角。

注意：旋动支承杆螺母进行调整时，不能多于三圈 （以原始位置为基准）。螺母每旋动

一圈，主销后倾角约改变３０′。

（４）４ＷＤ前车轮的车轮外倾角、主销后倾角和主销内倾角调整，如果不在规定的范围

内，则应使用前侧和后侧调整凸轮进行调整，如图１４－３５所示。

图１４－３３ 检查与调整车轮外倾角

图１４－３４ 检查与调整主销后倾角 图１４－３５ 调整车轮外倾角和主销后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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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标准见表１４－１。

表１４－１ 调整标准

轴距 车轮外倾角 主销后倾角 主销内倾角

标准 ０°０５′±３０′ ２°４０′±３０′ １２°３５′±３０′

长型 ０°０５′±３０′ ２°４５′±３０′ １２°３５′±３０′

如果在正确地调整好车轮外倾角和主销后倾角后，主销内倾角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

重新检查转向节和前车轮是否弯曲或松动。

（５） 检查与调整前轮前束。

１） 使用前束尺按下述步骤进行前束的测量。

①上下摇动汽车以使悬架稳定，然后在汽车两前轮呈直驶的状态下，向前移动汽车５ｍ
左右后，标记出各后车轮的中心，并测量左、右轮胎之标记之间的距离 “Ｂ”，如图１４－３６
所示。

②向前移动汽车，使轮胎后侧的标记移到安放在前面的测量仪的测量高度位置，如图

１４－３７所示。

备注：如果轮胎转得太远，超过要求，则应从头重新做起。

图１４－３６ 测量左、右轮胎的标记之间的距离Ｂ 图１４－３７ 向前移动汽车

③测量轮胎前侧上的标记之间的距离 “Ａ”，如图１４－３８所示。

④计算前束，前束＝Ｂ－Ａ，如图１４－３９所示。

如果前束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应进行调整。

图１４－３８ 测量轮胎前侧的标记之间的距离Ａ 图１４－３９ 计算前束

２） 调整前束。拆下保护罩卡夹，旋松转向横拉杆端部的锁紧螺母，转动左、右转向横

拉杆端部以调整前束，左、右转动的量要相等，如图１４－４０所示。然后旋紧转向横拉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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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紧螺母，装上保护罩并夹住。

旋紧力矩：８８Ｎ·ｍ
备注：测量左、右转向横拉杆端部的长度，应使它们相同，其左、右差值，应不超过

３ｍｍ。

（６） 检查与调整车轮角度。

１） 拆下转向节限位螺栓的盖，检查车轮角度，如图１４－４１所示。

图１４－４０ 调整前束 图１４－４１ 调整车轮角度

车轮角度：

２ＮＤ
盘式制动器：内转角 ３７°３０′±０°

３°

外转角 ３４°００′±０°
３°

鼓式制动器：内转角 ３６°００′±０°
３°

外转角 ３５°００′±０°
３°

４ＮＤ
车轮角度：

内转角 ３２°２０′±０°
３′

外转角 ３０°１０′±０°
３′

如果最大转向角不符合标准值，则应调整车轮角度。

２） 按下列步骤调整车轮角度。

①拆下转向节限位螺栓的盖。

图１４－４２ 旋松锁紧螺母

②旋松锁紧螺母，如图１４－４２所示。

③将转向节限位螺钉旋到底。

④如果左、右车轮的角度不同，则应调整转向横

拉杆的长度以消除车轮角度差。

⑤充分地转动转向盘，并旋松转向节限位螺栓直

到它接触到下臂为止。

⑥旋紧锁紧螺母。

旋紧力矩：４４Ｎ·ｍ
⑦装上转向节限位螺栓的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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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检查前束。

如果车轮角度仍不能调到极限值之内，则应检查和更换损坏或磨损的转向系统零件。

二、前桥 （２ＷＤ、４ＷＤ）

（一） 自由轮毂 （４ＷＤ）

１自由轮毂的拆卸

（１） 拆下自由轮毂罩盖。

１） 将控制手轮设定到自由 （ＦＲＥＥ） 位置，如图１４－４３所示。

２） 拆下罩盖固定螺栓，拉出罩盖，如图１４－４４所示。

图１４－４３ 将控制手轮设定到自由 （ＦＲＥＥ）位置 图１４－４４ 拆下罩盖固定螺栓拉出罩盖

（２） 拆下带垫圈的螺栓，如图１４－４５所示。

（３） 拆下自由轮毂体。拆下固定螺母和垫圈，使用铜棒和锤子敲打螺栓头，拆下锥形垫

圈，拉出自由轮毂体，如图１４－４６所示。

图１４－４５ 拆下带垫圈的螺栓 图１４－４６ 用铜棒和锤子敲打螺栓头

拆下锥形垫圈、拉出自由轮毂体

２自由轮毂的检查

检查罩盖，手轮和密封圈。临时将手轮装入罩盖，检查手轮能否平稳而自由地活动，如

图１４－４７所示。

３自由轮毂的安装

（１） 安装自由轮毂体。将１张新的垫片放到前桥毂的安装面上，用６个锥形垫圈和螺母

安装自由轮毂体，旋紧螺母，如图１４－４８所示。

旋紧力矩：３１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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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４７ 检查手轮能否平稳而自由地活动 图１４－４８ 安装自由轮毂体

（２） 安装螺栓和垫圈。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３） 在内轮毂的花键上涂敷多功能润滑脂。

图１４－４９ 将罩盖装到自由轮毂体上

（４） 用新垫片安装自由轮毂罩盖。

１） 将控制手轮和离合器设定到ＦＲＥＥ（自由）

位置，将１张新垫片放到罩盖的安装面上。

２） 将罩盖装到自由轮毂体上，安装时要使棘

爪翼片与轮毂体上的无齿部分对准，如图１４－４９
所示。

３） 旋紧罩盖的固定螺栓。

旋紧力矩：１０Ｎ·ｍ
（二） 前桥毂

１前桥毂的拆卸

（１） 顶起汽车，拆下车轮。

（２） 拆下前制动分泵 （盘式制动器）。从制动分泵脱开制动器软管，拆下两个螺栓和前

制动分泵，如图１４－５０所示。

（３） 拆下前制动鼓 （鼓式制动器）。拆下螺钉和制动鼓，如图１４－５１所示。

图１４－５０ 拆下前制动分泵 （盘式制动器） 图１４－５１ 拆下前制动鼓 （鼓式制动器）

（４） 拆下前桥毂。

１） 拆下润滑脂帽，然后再拆下开口销、锁帽和锁紧螺母，如图１４－５２所示。

２） 拆下前桥毂、轴承和垫圈。

注意：应小心不要掉下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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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前桥毂的安装

（１） 安装前桥毂。将前桥毂装到转向节上，安装外轴承和垫圈，如图１４－５３所示。

注意：应小心不要损伤油封。

图１４－５２ 拆下润滑脂帽、开口销、锁帽和锁紧螺母 图１４－５３ 安装前桥毂

（２） 调整轴承的预紧力如图１４－５４所示。

图１４－５４ 调整轴承的预紧力

１） 装上并旋紧锁紧螺母。

旋紧力矩：２９Ｎ·ｍ
２） 前后转动桥毂，使轴承固定，旋紧锁紧螺

母直至能用手转动为止。

３） 使用弹簧拉力秤，测量油封的转动摩擦

力，并依助旋紧螺母来调整预紧力。

预紧力 （转动）：

附加转动摩擦力 ５９～７７Ｎ。

４） 检查轴承应无轴向窜动，然后装上锁紧和

新的开口销。

（３） 安装润滑脂帽。

（４） 安装前制动分泵 （盘式制动泵）。

１） 安装前制动分泵并旋紧两个螺栓。

旋紧力矩：１０８Ｎ·ｍ
２） 将制动器软管连接到带两张新垫片的制动

分泵上。然后排除制动系统内的空气，并检查有

无渗漏现象。

（５） 安装前制动鼓 （鼓式制动器）。

（６） 安装车轮，放下汽车。

（三） 转向节

１转向节的拆卸

（１） 拆下前桥毂。

（２） 脱开转向横拉杆。拆下开口销和螺母，使用球窝节拆卸工具从转向节臂脱开转向横

拉杆，如图１４－５５所示。

（３） 拆下转向节臂和制动器防尘罩 （盘式制动器）。拆下两个开口销、两个螺母和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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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臂，再拆下两个螺栓和制动器防尘罩，如图１４－５６所示。

图１４－５５ 脱开转向横拉杆 图１４－５６ 拆下两个螺栓和制动器防尘罩

（４） 脱开制动器管子 （鼓式制动器）。使用制动器管接头螺母１０×１２ｍｍ扳手，从车轮

制动分泵脱开制动器管子，如图１４－５７所示。

（５） 拆下转向节臂和制动器底板 （鼓式制动器）。拆下两个开口销、两个螺母和转向节

臂，再拆下两个螺母和带制动蹄的制动器底板，如图１４－５８所示。

图１４－５７ 从车轮制动分泵脱开制动器管子 图１４－５８ 拆下转向节臂和制动器底板

（６） 拆下下球窝节。

（７） 拆下转向节。如图１４－５９所示。

２转向节的安装

（１） 临时装上转向节。临时将转向节装到上球窝节上，如图１４－６０所示。

图１４－５９ 拆下转向节 图１４－６０ 临时装上转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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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安装下球窝节。

（３） 旋紧螺母。旋紧上球窝节的螺母，然后装上新的开口销。

旋紧力矩：１４２Ｎ·ｍ
（４） 安装制动器防尘罩和转向节臂 （盘式制动器）。

１） 装上制动器防尘罩和两个螺栓。

旋紧力矩：１９Ｎ·ｍ
２） 用两个螺钉和两个螺母安装转向节臂，然后装上两个新的开口销。

旋紧力矩：８７Ｎ·ｍ
（５） 安装制动底板和转向节 （鼓式制动器）。

１） 用两个螺栓和两个螺母安装制动器底板和制动器软管托架。

旋紧力矩：８７Ｎ·ｍ
２） 用两个螺栓和两个螺母安装转向节臂，然后装上两个新开口销。

旋紧力矩：８７Ｎ·ｍ
（６） 连接制动器管子 （鼓式制动器）。使用制动器管接头螺母１０×１２ｍｍ扳手，将鼓式

制动器管子连接到车轮制动分泵上。

（７） 连接转向横拉杆。将转向横拉杆连接到转向节臂上，装上新的开口销，如图１４－
６１所示。

旋紧力矩：９１Ｎ·ｍ
（８） 安装前桥毂。

（９） 排除制动系统内的空气，并检查有无渗漏现象。

（１０） 检查前车轮定位。

（四） 前驱动轴 （４ＷＤ）

１前驱动轴的拆卸

（１） 顶起汽车拆下车轮。

（２） 拆下自由轮毂。

（３） 拆下弹簧卡环和隔套。使用弹簧卡环钳子拆下弹簧卡环和隔套，如图１４－６２所示。

图１４－６１ 连接转向横拉杆 图１４－６２ 用弹簧卡环钳子拆下弹簧卡环和隔套

（４） 拆下前驱动轴。

１） 旋下六个螺栓和螺母，从差速器侧的齿轮轴脱开前驱动轴，如图１４－６３所示。

２） 拆下前驱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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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应小心不要损伤驱动轴保护罩。

２前驱动轴的检查

检查驱动轴，如图１４－６４所示。

１） 上下、左右和沿轴线方向移动万向节，检查动作是否平稳以及无显著的松动。

２） 检查保护罩是否无裂纹、损伤或渗漏润滑脂。

图１４－６３ 从差速器侧的齿轴脱开前驱动轴 图１４－６４ 检查驱动轴

３前驱动轴的安装

（１） 安装前驱动轴。

１） 在转向节上和在防尘罩的唇部涂敷润滑脂。

２） 将驱动轴装入转向节。

注意：应小心不要损伤保护罩。

３） 用六个螺栓和螺母将前驱动轴连接到侧面齿轮轴上。

旋紧力矩：８３Ｎ·ｍ
（２） 安装隔套和弹簧卡环。

（３） 安装自由轮毂。

（４） 安装前车轮。

旋紧力矩：１０３Ｎ·ｍ
（五） 前差速器 （４ＷＤ）

１前差速器的拆卸

前差速器如图１４－６５所示进行拆卸。

（１） 排出差速器油。

（２） 脱开前主动轴。

（３） 从侧齿轮轴脱开驱动轴。旋下连接驱动轴和侧齿轮轴的六个螺栓、螺母。

（４） 拆下ＬＨ和ＲＨ支架罩、１号和３号发动机上罩。

（５） 拆下ＬＨ支架。旋下四个螺栓拆下支架。

（６） 用千斤顶支撑住前差速器。

（７） 旋下后支架螺栓。旋下并将后支架固定到横梁上的螺栓。

（８） 拆下ＲＨ支架。旋下四个螺栓拆下支架。

（９） 拆下前差速器总成。降低千斤顶，拆下前差速器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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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６５ 前差速器的拆卸零件分解图

１—支架罩 ２—３号发动机上罩 ３、５、１２—下支承挡圈 ４、６、１０—上支承挡圈

７—差速器支架ＲＨ ８—前主动轴 ９—前差速器 １１—差速器后支架

１３—差速器支架ＬＨ １４—１号发动机上罩

２差速器箱的检查

（１） 检查结合法兰的径向圆跳动。

１） 使用千分表测量结合法兰的径向圆跳动，如图１４－６６所示。

最大径向圆跳动误差：０１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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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使用千分表测量结合法兰的端面圆跳动，如图１４－６７所示。

最大端面圆跳动：０１０ｍｍ

图１４－６６ 用千分表测量结合法兰的径向圆跳动 图１４－６７ 用千分表测量结合法兰的端面圆跳动

（２） 检查驱动小齿轮的预紧力矩。使用扭力扳手测量驱动小齿轮和齿圈之应用齿隙的预

紧力矩，如图１４－６８所示。

预紧力矩 （始动点）：０６～１０Ｎ·ｍ
（３） 检查总预紧力矩。使用扭力扳手测量总预紧力矩。

总预紧力矩 （始动点）：除驱动小齿轮的预紧力矩之外０４～０６Ｎ·ｍ
（４） 拆下差速器箱罩盖。

１） 旋下八个螺栓。

２） 使用铜棒和锤子敲打并拆下差速器箱的罩盖，如图１４－６９所示。

图１４－６８ 检查驱动小齿轮的预紧力矩 图１４－６９ 用铜棒和锤子敲下差速器箱罩盖

（５） 检查齿圈的径向圆跳动。使用千分表测量齿圈的径向圆跳动，如图１４－７０所示。

最大径向圆跳动：００７ｍｍ
（６） 检查齿圈的齿隙。将千分表固定在与齿面成９０°角的位置，并固定位驱动小齿轮法

兰，测量齿圈的齿隙，如图１４－７１所示。

齿圈的齿隙：０１３～０１８ｍｍ
如果齿隙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调整齿圈的齿隙。

备注：在齿圈的圆周上测量三个或更多的部位。

（７） 检查齿圈和驱动小齿轮之间齿的接触状态。

（８） 检查侧齿轮的齿隙。握住朝向外壳的一个小齿轮，测量侧齿轮的齿隙，如图１４－
７２所示。

标准齿隙：００５～０２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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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７０ 用千分表测量齿圈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图１４－７１ 检查齿圈的齿隙

如果齿隙超出规定范围，则应装上适当的止推垫圈。

３前差速器的安装

（１） 顶起前差速器总成。

（２） 安装ＲＨ支架。用４个螺栓安装ＲＨ支架，如图１４－７３所示。

旋紧力矩：差速器侧 ９５Ｎ·ｍ
横梁侧 １４３Ｎ·ｍ

图１４－７２ 测量侧齿轮的齿隙 图１４－７３ 安装ＲＨ支架

（３） 安装后支架螺栓。将后支架固定到横梁上的螺栓，如图１４－７４所示。

旋紧力矩：１４３Ｎ·ｍ
（４） 安装ＬＨ支架。用４螺栓安装ＬＨ支架，如图１４－７５所示。

旋紧力矩：差速器侧 ９５Ｎ·ｍ
横梁侧 １４３Ｎ·ｍ

图１４－７４ 安装后支架螺栓 图１４－７５ 用４个螺栓安装ＬＨ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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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安装１号和３号发动机上罩、ＬＨ和ＲＨ支架罩，如图１４－７６所示。

（６） 将驱动轴连接到侧齿轮轴上。用６个螺栓和螺母将驱动轴连接到侧齿轮轴上，旋紧

螺栓和螺母，如图１４－７７所示。

旋紧力矩：８３Ｎ·ｍ

图１４－７６ 安装１号和３号发动机上罩、

ＬＨ和ＲＨ支架罩

图１４－７７ 将驱动轴连接到侧齿轮轴上

（７） 将前主动轴连接到结合法兰上，如图１４－７８所示。

（８） 向差速器注入齿轮油。注入准双曲面齿轮油，如图１４－７９所示。

齿轮油牌号：ＡＰＬ分类ＧＬ－５准双曲面齿轮油

推荐齿轮油粘度：１８℃以上ＳＡＥ９０
１８℃以下ＳＡＥ８０Ｗ 或８０Ｗ－９０

容量：１６Ｌ

图１４－７８ 将前主动轴连接到结合法兰上 图１４－７９ 注入准双曲面齿轮油

三、前悬架 （２ＷＤ、４ＷＤ）

（一） 前减振器

１前减振器的拆卸

拆下前减振器。

１） 旋下螺母，从车身脱开减振器。

２） 旋下减振器下侧的螺栓，拆下前减振器。

２减振器的检查

检查减振器。压缩和伸展减振器，检查有无不正常的阻力或不正常的工作响声，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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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０所示。

如果有不正常现象，则应更换上新的减振器。

３前减振器的安装

（１） 安装前减振器。

１） 用护圈和弹性垫将减振器装到车身上，装上螺母，如图１４－８１所示。

备注：旋紧螺母直至减振器的螺钉部分伸出４５ｍｍ左右为止。

图１４－８０ 检查有无不正常的阻力或响声 图１４－８１ 将减振器装车身上

２） 用螺栓将减振器连接到下悬架臂上，如图１４－８２所示。

旋紧力矩：９５Ｎ·ｍ
（２） 安装前轮。

旋紧力矩：１３７Ｎ·ｍ
（二） 扭杆弹簧

１扭杆弹簧的拆卸

（１） 拆下前轮。

（２） 作上配合记号。从固定臂拆下防尘罩，并在扭杆弹簧、扭力臂和固定臂上作上配合

记号，如图１４－８３所示。

图１４－８２ 将减振器连接到下悬架臂上 图１４－８３ 作上配合记号

（３） 拆下固定臂的锁紧螺母。

（４） 拆下扭杆弹簧。按图１４－８４所示测量伸出的螺栓端长度 Ａ，然后旋松调整螺母，

拆下固定臂和扭杆弹簧。

备注：在调整汽车高度时，以 “Ａ” 测量值作为参考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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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拆下扭力臂。旋下螺母和螺栓，拆下扭力臂，如图１４－８５所示。

图１４－８４ 测量伸出的螺栓端长度Ａ 图１４－８５ 拆下扭力臂

２扭杆弹簧的安装

备注：在扭杆弹簧的后端有左、右指示标记，应注意不要装反，如图１４－８６所示。

（１） 安装扭力臂。用螺栓和螺母安装扭力臂。

旋紧力矩：１４２Ｎ·ｍ
（２） 在扭杆弹簧的花键部分涂敷润滑脂，安装防尘罩，然后在花键部分涂敷多功能润滑

脂。

（３） 安装扭杆弹簧。

１） 对齐配合记号，将扭杆弹簧装到扭力臂上，将固定臂装到扭杆弹簧上。

２） 旋紧调整螺母使螺栓的伸出长度与拆下前的长度相等。

（４） 将防尘罩装到固定臂上。

（５） 安装前轮。

（６） 检查汽车高度。上下摇动汽车若干次，使悬挂系统稳定，测量汽车高度，如图

１４－８７所示。

汽车高度：见底盘与车身维修规格

如果测量值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可转动调整螺母来调整汽车高度。

图１４－８６ 注意标记不要装反 图１４－８７ 检查汽车高度

（７） 安装锁紧螺母。

旋紧力矩：７８Ｎ·ｍ
（三） 支承杆 （２ＷＤ）

１支承杆的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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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拆下前轮。

（２） 拆下支承杆。

１） 在支承杆和螺母上作上配合记号，如图１４－８８所示。

２） 使用输出轴轴承锁紧螺母扳手拆下支承杆后侧的螺母、垫圈、护圈和弹簧垫。

３） 旋下螺栓和螺母，从下悬架臂脱开支承杆，拆下支承杆、套筒、弹簧垫和护圈。

４） 在测量好如图１４－８９所示的尺寸后旋下螺母。

图１４－８８ 在支承杆和螺母上作配合记号 图１４－８９ 测量好尺寸旋下螺母

２支承杆的安装

（１） 安装螺母。对齐配合记号，将螺母旋到支承杆上。

备注：当装上支承杆时，将螺母旋到测量时的尺寸范围内。

（２） 安装支承杆。

１） 如图１４－９０所示，将护圈、弹簧垫和套筒装到支承杆上，再将支承杆装到支承杆托

架上，安装弹簧垫、护圈、垫圈和螺母，并临时旋紧螺母。

２） 用螺栓和螺母将支承杆连接到下悬架臂上，如图１４－９１所示。

旋紧力矩：１１８Ｎ·ｍ

图１４－９０ 将护圈、弹簧垫和套筒装到支承杆上 图１４－９１ 将支承杆连接到下悬架臂上

（３） 安装前轮。

旋紧力矩：１０３Ｎ·ｍ
（４） 旋紧支承杆后侧的螺母。上下摇动汽车若干次使悬架系统稳定，然后用输出轴轴承

锁紧螺母扳手旋紧支承杆后侧的螺母，如图１４－９２所示。

旋紧力矩：１０７Ｎ·ｍ
注意：应使用力臂长度为４０ｃｍ的扭力扳手。

（５） 检查前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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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悬架臂

１上悬架臂的拆卸

（１） 拆下扭杆弹簧。

（２） 从上悬架臂脱开上球窝节。用千斤顶支撑住下悬架臂，旋下螺母和螺栓，从上悬架

臂脱开上球窝节，如图１４－９３所示。

图１４－９２ 旋紧支承杆侧的螺母 图１４－９３ 从上悬架臂脱开上球窝节

（３） 拆下上悬架臂。

１） 拆下ＬＨ上悬架臂时：如图１４－９４所示，拆下动力转向储液箱，并从动力转向泵脱

开动力转向管，拆下发动机冷却液箱，拆下两个螺栓和上悬架臂。

２） 拆下ＲＨ上悬架臂时：如图１４－９５所示，拆下发动机辅助孔的罩盖，再拆下两个螺

栓和上悬架臂。

图１４－９４ 拆下动力转向储液箱从动力转向泵

脱开动力转向管拆下冷却液箱

图１４－９５ 拆下发动机辅助孔的罩盖

２上悬架臂的安装

（１） 安装ＬＨ上悬架臂。

１） 在上悬架臂固定螺栓的螺纹部分涂敷机油，然后装上上悬架臂。

旋紧力矩：１４７Ｎ·ｍ
２） 安装发动机冷却液箱，并将动力转向管连接到动力转向泵上，再安装动力转向储液

箱。

（２） 安装ＲＨ上悬架臂。

１） 在上悬架臂固定螺栓的螺纹部分涂敷机油，然后装上上悬架臂。

旋紧力矩：１４７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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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安装发动机辅助孔的罩盖。

（３） 连接上球窝节。用螺栓和螺母将上球窝节连接到上悬架臂上。

旋紧力矩：６４Ｎ·ｍ
（４） 安装扭杆弹簧。

（５） 检查前车轮定位。

（五） 下悬架臂

１下悬架臂的拆卸

（１） 拆下前车轮。

（２） 从下悬架臂脱开减振器。

（３） 从下悬架臂脱开稳定杆。旋下稳定杆螺栓下侧的螺母，拆下护圈和弹性垫，从下悬

架臂脱开稳定杆，如图１４－９６所示。

（４） 拆下下悬架臂。

１） 旋下４个螺母，从下悬架臂脱开下球窝节和支承杆，如图１４－９７所示。

图１４－９６ 从下悬架臂脱开稳定杆 图１４－９７ 从下悬架臂脱开下球窝节和支承杆

２） 在调节凸轮和车身上作上配合记号，拆下调节凸轮的螺栓和下悬架臂，如图１４－９８
所示。

２下悬架臂的安装

（１） 安装下悬架臂。

１） 安装下悬架臂和调节凸轮螺栓，临时旋紧调节凸轮的螺母。

备注：在螺母的螺纹部分涂敷机油。

２） 将下悬架臂连接到下球窝节和支承杆上，旋紧螺母。

旋紧力矩：螺母Ａ １１８Ｎ·ｍ
螺母Ｂ ７３Ｎ·ｍ

（２） 将稳定杆连接到下悬架臂上。将稳定杆连接到下悬架臂上，装上弹性垫和护圈，然

后在稳定杆螺栓下侧旋上一个新螺母，旋紧直至螺栓伸出长度达到４５～６ｍｍ为止，如图

１４－９９所示。

（３） 将减振器连接到下悬架臂上。从汽车的后侧旋入螺母，并旋紧螺母。

旋紧力矩：９５Ｎ·ｍ
（４） 安装前车轮。

旋紧力矩：１０３Ｎ·ｍ
（５） 旋紧调节凸轮的螺母。旋前应上下摇动汽车若干次使悬架系统稳定，然后用千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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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９８ 在调节凸轮和车身上作上配合记号 图１４－９９ 旋紧螺栓直至伸出长度

达到４５～６ｍｍ为止

支撑住下悬架臂，旋紧调整螺母。

旋紧力矩：１６８Ｎ·ｍ
备注：应使调节凸轮和车身上的配合记号对准。

（６） 检查前车轮定位。

（六） 上球窝节 （２ＷＤ）

１上球窝节的车上检查

检查上球窝节是否过于松动，如图１４－１００所示。

１） 顶起汽车的前侧，并使用支架支撑住。

２） 使前车轮处于直驶状态的位置，踏下制动踏板。

３） 上下移动前车轮，检查球窝节的纵向窜动。

上球窝节的最大纵向窜动：２３ｍｍ
２上球窝节的拆卸

（１） 拆下前车轮。

（２） 旋松扭杆弹簧的调整螺母。

１） 旋下固定臂的锁紧螺母。

２）如图１４－１０１所示，测量螺栓端伸出长度Ａ，然后旋松调整螺母直至能用手旋动它。

备注：在调整汽车高度时，以这个测量值作为参考数据。

图１４－１００ 检查上球窝节是否过于松动 图１４－１０１ 测量螺栓端伸出长度Ａ

（３） 拆下前制动分泵 （盘式制动器）。拆下两个螺栓和前制动分泵，如图１４－１０２所示，

然后用钢缆等吊住制动分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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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拆下上球窝节。

１） 拆下开口销和螺母，用千斤顶支撑住下悬架臂，使用球窝节拆卸工具从转向节脱开

上球窝节，如图１４－１０３所示。

图１４－１０２ 拆下两个螺栓和前制动分泵 图１４－１０３ 拆下球窝节

２） 拆下四个螺母、两个螺栓和上球窝节，如图１４－１０４所示。

３上球窝节的检查

检查球窝节的转动状况。主要检查球窝节的短轴转动是否平稳。

４上球窝节的安装

（１） 安装上球窝节。

１） 用两个螺栓和４个螺母将上球窝节装到上悬架臂上。

旋紧力矩：６４Ｎ·ｍ
２） 将上球窝节连接到转向节上，并旋紧螺母，然后装上新的开口销。

（２） 安装前制动分泵 （盘式制动器）。

旋紧力矩：３９Ｎ·ｍ
（３） 旋紧扭杆弹簧的调整螺母。

备注：螺栓伸出长度应与拆前相等。

旋紧力矩：７８Ｎ·ｍ
（４） 安装前车轮。

旋紧力矩：１０３Ｎ·ｍ
（５） 检查汽车高度。

（６） 检查前车轮定位。

（七） 下球窝节

１下球窝节的车上检查

检查下球窝节是否过于松动，如图１４－１０５所示。

１） 顶起汽车的前侧，并用支架支撑住。

２） 使前车轮处于直驶状态的位置，踩下制动踏板。

３） 上下移动下悬架臂，检查下球窝节是否过大的窜动。

最大纵向窜动：２３ｍｍ
２下球窝节的拆卸

（１） 拆下前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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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０４ 拆下四个螺母、两个螺栓和上球窝节 图１４－１０５ 检查下球窝是否过于松动

（２） 拆下下球窝节

１） 拆下开口销，旋松下球窝节上的螺母２～３圈，将球窝节拆卸工具装入上球窝节和下

球窝节之间，然后伸展专用工具，从转向节脱开下球窝节，如图１４－１０６所示。

备注：如果下球窝节和转向节之间是刚性连接而不能分开时，则可使铜棒和锤子敲打转

向节，同时伸展专用工具使下球窝节脱开。

２） 拆下４个螺母、螺栓和下球窝节。

３下球窝节的检查

检查球窝节的转动状况，如图１４－１０７所示。

１） 在旋上螺母之前，来回翻动球窝节的短轴５次。

２） 使用扭力计以每２０ｓ转动一圈的速度连续地转动螺母，检查转到第５圈时的力矩读

数。

力矩 （转动时）：１５～３９Ｎ·ｍ

图１４－１０６ 从转向节脱开下球窝节 图１４－１０７ 检查球窝节的转动状况

４下球窝节的安装

（１） 安装下球窝节。

１） 用４个螺栓和螺母将下球窝节装到下悬架臂上，如图１４－１０８所示。

旋紧力矩：螺母Ａ １１８Ｎ·ｍ
螺母Ｂ ７３Ｎ·ｍ

２） 将下球窝节连接到转向节上，并旋上螺母，然后装上新的开口销。

旋紧力矩：１４２Ｎ·ｍ
（２） 安装前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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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紧力矩：１０３Ｎ·ｍ
（３） 检查前车轮定位。

（八） 稳定杆

１稳定杆的拆卸

（１） 拆下前车轮。

（２） 拆下稳定杆。

１） 旋下稳定杆的左、右螺栓，如图１４－１０９所示。

图１４－１０８ 用４个螺栓和螺母将下球

窝节装到下悬架臂上

图１４－１０９ 旋下稳定杆的左、右螺栓

２） 拆下稳定杆左、右托架，如图１４－１１０所示，再拆下稳定杆。

备注：先拆下位于稳定杆托架前侧的螺栓。

２稳定杆的安装

（１） 安装稳定杆。

１） 将稳定杆衬套装到稳定杆上，安装稳定杆和左、右稳定杆托架。

注意：不要将左、右托架混淆。

备注：稳定杆托架的前、后固定螺栓是不同的，如图１４－１１１所示。安装时应先装后侧

的螺栓，然后再安装前侧螺栓。

旋紧力矩：１２Ｎ·ｍ

图４－１１０ 拆下稳定杆左、右托架 图１４－１１１ 稳定杆托架的前后固定螺栓是不同的

２） 安装稳定杆螺栓、护圈和弹性垫，装上并旋紧新螺母直至螺栓的伸出长度到４５～
６ｍｍ为止，如图１４－１１２所示。

（２） 安装前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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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紧力矩：１０３Ｎ·ｍ
四、后桥

（一） 后桥轴

１后桥轴的拆卸

（１） 拆下后车轮。

（２） 拆下制动鼓。

（３） 拆下后制动蹄。

（４） 拆下停车制动器钢索。从后板上拆下２个螺栓和停车制动器钢索，如图１４－１１３所

示。

图１４－１１２ 旋紧新螺母直至螺栓的伸出

长度到４５～６ｍｍ

图１４－１１３ 拆下停车制动器钢索

（５） 从制动分泵脱开制动管。使用制动器管接头螺母１０×１２ｍｍ扳手从制动分泵脱开制

动器管，如图１４－１１４所示。

（６） 拆下后桥轴。

１） 旋下４个螺母，拆下带后板的后桥轴，如图１４－１１５所示。

图１４－１１４ 从制动分泵脱开制动管 图１４－１１５ 拆下带后板的后桥轴

２） 使用弹簧卡环钳拆下弹簧卡环，如图１４－１１６所示。

３） 用４个螺母将后桥轴拆卸工具装到后板上，使用压床拆下后桥轴和轴承护圈，如图

１４－１１７所示。

（７） 拆下导油板。使用轮毂螺栓拆卸工具拆下轮毂栓，如图１４－１１８所示。然后从后桥

轴上拆下导油板和垫片。

２轴承的拆卸

（１） 拆下油封 （外侧）。使用油封拆卸工具从轴承壳拆下油封，如图１４－１１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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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１６ 用弹簧卡环钳拆下弹簧卡环 图１４－１１７ 用压床拆下后桥轴和轴承护圈

图１４－１１８ 用轮毂螺栓拆卸工具拆下轮毂栓 图１４－１１９ 拆下油封 （外侧）

（２） 拆下轴承。使用后桥轴轴承拆卸工具和压床拆下轴承，如图１４－１２０所示。

（３） 拆下轴承壳。将螺母旋到连接螺栓上，使用锤子敲出连接螺栓，拆下轴承壳，如图

１４－１２１所示。

图１４－１２０ 拆下轴承 图１４－１２１ 拆下轴泵壳

３后桥轴的检查

检查后桥轴是否有磨损、损伤或径向圆跳动误差过大，如图１４－１２２所示。

轴的最大径向圆跳动：２０ｍｍ
法兰的最大径向圆跳动：０２ｍｍ

（二） 轴承和后桥轴的安装

１轴承的安装

（１） 安装轴承壳。将后板放在轴承壳上，使用两个套筒扳手将四个联接螺栓压入，如图

１４－１２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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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２２ 检查后桥轴是否有磨损、损伤或径向圆跳动 图１４－１２３ 安装轴承壳

（２） 安装轴承。使用桥毂和驱动小齿轮轴承工具和压床安装新轴承，如图１４－１２４所

示。

注意：应小心不要损伤车轮制动分泵。

（３） 安装油封 （外侧）。使用前桥毂与驱动小齿轮轴承工具和锤子安装新油封，如图１４
－１２５所示。然后在油封的唇部涂敷多功能润滑脂。

图１４－１２４ 安装轴承 图１４－１２５ 安装油封 （外侧）

２后桥轴的安装

（１） 安装导油板。将新垫片和导油板装到后桥轴上，使用两个螺母安装轮毂螺栓，如图

１４－１２６所示。

（２） 将后桥轴装入后板。将后板轴承护圈安放到后桥轴上，用变速器和分动器轴承拆卸

工具和压床将后桥轴压入后板，如图１４－１２７所示。

图１４－１２６ 安装导油板 图１４－１２７ 将后桥轴装入后板

（３） 安装弹簧卡环。使用弹簧卡环钳将新的弹簧卡环装到后桥轴上。

（４） 安装后桥轴。将新的Ｏ形密封圈装到后桥壳上，安装带后板的后桥轴，旋紧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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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母。

旋紧力矩：６９Ｎ·ｍ
（５） 连接制动器管。使用制动器管接头螺母１０×１２ｍｍ扳手将管连接到制动分泵上。

（６） 安装停车制动器钢索。用两个螺栓将停车制动器钢索装到后板上。

（７） 安装后制动蹄。

（８） 安装制动鼓。用新垫片安装制动鼓。

（９） 排出制动系统内的空气，并检查有无渗漏现象。

（１０） 安装后车轮。

旋紧力矩：１０３Ｎ·ｍ
（三） 后差速器

１后差速器的拆卸

备注：后差速器的拆卸和安装如图１４－１２８所示。

（１） 拆下放油塞，排出差速器油。

（２） 拆下后桥轴。

（３） 从差速器脱开主动轴。

（４） 拆下差速器箱总成。

２后差速器的安装

（１） 装上１张新垫片。

（２） 安装差速器箱总成。将差速器箱总成装到车桥上，旋上１０个螺母并旋紧，如图

１４－１２９所示。

旋紧力矩：２７Ｎ·ｍ
（３） 将主动轴法兰连接到结合法兰上。对齐法兰上的配合记号，用４个螺栓和螺母连接

法兰，并旋紧，如图１４－１３０所示。

旋紧力矩：７４Ｎ·ｍ
（４） 装上放油塞并注入差速器油，如图１４－１３１所示。

齿轮油牌号：Ｗ／０ ＬＳＤＡＰ１分类ＧＬ－５
Ｗ／ ＬＳＤＡＰ１分类ＧＬ－５（ＬＳＤ用）

粘度：高于１８℃ＳＡＥ９０
低于１８℃ＳＡＥ８０Ｗ 或８０Ｗ－９０

容量：２２Ｌ
３差速器箱的检查

（１） 测量结合法兰的径向圆跳动，如图１４－１３２所示。

最大径向圆跳动：０１０ｍｍ
（２） 检查结合法兰的端面圆跳动，如图１４－１３３所示。

最大横向径向圆跳动：０１０ｍｍ
（３） 检查齿圈径向圆跳动，如图１４－１３４所示。

如果径向圆跳动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齿圈。

最大径向圆跳动：０１０ｍｍ
（４） 检查齿圈的齿隙，如图１４－１３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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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２８ 后差速器的拆卸和安装零件分解图

１、４—垫片 ２—后差速器 ３—Ｏ形密封圈 ５—弹簧盖 ６—弹簧

７—制动蹄 ８—销子 ９—后桥轴 １０—出油口螺塞 １１—放油塞

如果齿隙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调整侧轴承的预紧力矩进行修理。

齿隙：０１３～０１８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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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２９ 安装差速器箱总成 图１４－１３０ 将主动轴法兰连接到结合法兰上

图１４－１３１ 装上放油塞并注入差速器油 图１４－１３２ 检查结合法兰的径向圆跳动

图１４－１３３ 检查结合法兰的端面圆跳动 图１４－１３４ 检查齿圈径向圆跳动

（５） 测量驱动小齿轮的预紧力矩。以驱动小齿轮和齿圈的齿隙测量驱动小齿轮的预紧力

矩，如图１４－１３６所示。其预紧力矩见表１４－２。

图１４－１３５ 检查齿圈齿隙 图１４－１３６ 测量驱动小齿轮的预紧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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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２ 预紧力矩 （始动点）

２ＲＺ发动机 ＭＴ

２ＲＺ－Ｅ发动机
４ＷＤ

２ＷＤ

其他

０５～０８Ｎ·ｍ

０９～１３Ｎ·ｍ

（６） 检查总预紧力矩。使用扭力扳手测量总预紧力矩，如图１４－１３７所示。

总预紧力矩：除驱动小齿轮的预紧力矩之外０４～０６Ｎ·ｍ
如有必要，应分解和检查差速器。

（７） 检查侧齿轮的齿隙 （２小齿轮型式）。握住一个朝向差速器壳的小齿轮，测量侧齿

轮的齿隙，如图１４－１３８所示。

标准齿隙：００５～０２０ｍｍ。

如果齿隙超出规定范围，则应装上适当的止推垫圈进行调整。

图１４－１３７ 用扭力扳手测量总预紧力矩 图１４－１３８ 测量侧齿轮的齿隙

（８） 检查齿的接触印痕图形。

４差速器箱的调整

（１） 调整侧轴承的预紧力矩。

１） 将４个轴承盖螺栓旋紧到规定的力矩，然后旋松它们直到能用手旋动为止，再用手

完全旋紧４个轴承盖螺栓，如图１４－１３９所示。

规定旋紧力矩：７８Ｎ·ｍ
２） 使用差速器侧轴承调整螺母扳手旋紧齿圈侧的调整螺母，直至齿圈的齿隙达到

０２ｍｍ左右为止。如图１４－１４０所示。

图１４－１３９ 用手完全旋紧４个轴承盖螺栓 图１４－１４０ 用专用工具旋紧齿圈侧的调整

螺母直至齿隙为０２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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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边转动齿圈，边使用上述专用工具完全旋紧驱动小齿轮侧的调整螺母。在调整好轴

承后，旋松驱动小齿轮侧的调整螺母。如图１４－１４１所示。

４） 将千分表安放在齿圈侧调整螺母的顶部，旋紧另一个调整螺母直到千分表的指针开

始移动为止，此点即作为侧轴承预紧力矩的零点，如图１４－１４２所示。

图１４－１４１ 旋松驱动小齿轮侧的调整螺母 图１４－１４２ 将千分表安放在齿圈侧调整螺母的顶部

５） 从预紧力矩零位开始，旋紧调整螺母１～１１
４

个槽口，如图１４－１４３所示。

６） 使用百分表调整齿圈的齿隙使其达到规定的要求，如图１４－１４４所示。

齿隙：０１３～０１８ｍｍ
备注：转动左、右调整螺母相同的量来调整齿隙。例如，旋松左侧螺母一个槽口，则应

旋紧右侧螺母一个槽口。

图１４－１４３ 旋紧调整螺母１～１１
４

个槽口
图１４－１４４ 用百分表调整齿圈的齿隙

７） 旋紧轴承盖螺栓，如图１４－１４５所示。然后重新检查齿圈的齿隙。

旋紧力矩：７８Ｎ·ｍ
齿隙：０１３～０１８ｍｍ
８） 使用扭力计测量转动预紧力矩。

总预紧力矩 （始动点）：

附加驱动小齿轮的预紧力矩为０４～０６Ｎ·ｍ
齿隙：０１３～０１８ｍｍ

（２） 调整齿圈和驱动小齿轮之间齿的接触情况。

１） 在齿圈的三个不同位置上用红丹分别涂敷３或４个齿，如图１４－１４６所示。然后用

手紧紧地握住结合法兰，以两个方向转动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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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４５ 旋紧轴承盖螺栓 图１４－１４６ 用红丹分别涂敷３或４个齿

２） 检查齿接触印痕图形，如图１４－１４７所示。

图１４－１４７ 检查齿接触印痕图形

３） 如果齿的接触不正常，可按表１４－３选择适当垫圈进行调整，如图１４－１４８所示。

表１４－３



选择适当垫圈

垫圈厚度／ｍｍ 垫圈厚度／














ｍｍ

１７０

１７３

１７６

１７９

１８２

１８５

２０３

２０６

２０９

２１２

２１５

２１８

１８６

１８８

１９１

１９４

１９７

１２０

２２１

２２４

２２７

２３０

２３３

图１４－１４８ 选择适当垫圈进行调整

（３） 调整驱动小齿轮的预紧力矩。

预紧力矩 （始动点）：表１４－４、表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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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４ 新轴承

２ＲＺ发动机 ＭＴ

２ＲＺ－Ｅ发动机
４ＷＤ

２ＷＤ
其他

１０～１６Ｎ·ｍ

１９～２５Ｎ·ｍ

表１４－５ 已用过的轴承

２ＲＺ发动机 ＭＴ

２ＲＺ－Ｅ发动机
４ＷＤ

２ＷＤ
其他

０５～０８Ｎ·ｍ

０９～１３Ｎ·ｍ

如果预紧力矩大于规定要求，则应更换轴承隔套。

如果预紧力矩小于规定要求，则应重新旋紧螺母。每次增大力矩１３Ｎ·ｍ直至达到规定

的预紧力矩为止。

如果旋紧螺母超出了最大力矩时，则应更换轴承隔套，并重复进行上述的检查步骤，但

不准用反旋驱动小齿轮螺母来减小预紧力矩。

最大力矩：３４３Ｎ·ｍ
（四） 两小齿轮型式差速器壳

１差速器壳的拆卸

图１４－１４９ 分解差速器壳

（１） 拆下差速器。

（２） 从差速器箱拆下差速器壳。

２差速器壳零件的更换

（１） 分解差速器壳。使用锤子和冲子敲出直销，

拆下小齿轮轴、两个小齿轮、两个侧齿轮和两个止

推垫圈，如图１４－１４９所示。

（２） 装配差速器壳。

１） 装上适当的止推垫圈和侧齿轮，如图１４－
１５０所示。

备注：按表１４－６选择能够保证齿隙在规定范围内的止推垫圈，并且两侧垫圈应尽量选

用相同的尺寸。

标准齿隙：００５～０２０ｍｍ
表１４－６ 选择止推垫圈

止推垫圈厚度／ｍｍ

１６

１７

１８
图１４－１５０ 装上适当的止推垫圈和侧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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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将止推垫圈和侧齿轮装入差速器壳，如图１４－１５１所示。

３） 检查侧齿轮的齿隙。握住朝向差速器壳的１个小齿轮，测量侧齿轮的齿隙，如图１４
－１５２所示。

标准齿隙：００５～０２０ｍｍ
如果齿隙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更换上不同厚度的止推垫圈。

图１４－１５１ 将止推垫圈和侧齿轮装入差速器壳 图１４－１５２ 测量侧齿轮的齿隙

４） 使用锤子和冲子安装穿过差速器壳和小齿轮轴上的孔的直销，如图１４－１５３所示。

５） 铆住差速器壳，如图１４－１５４所示。

图１４－１５３ 用锤子和冲子安装直销 图１４－１５４ 铆住差速器壳

３差速器的安装

（１） 将差速器壳装入差速器箱内。

（２） 安装差速器。

（五）４小齿轮型式差速器壳

１差速器壳的分解

（１） 分解差速器壳

１） 在ＬＨ和ＲＨ壳上作上配合记号，旋下８个螺栓，如图１４－１５５所示。

２） 使用塑料锤子将ＬＨ和ＲＨ壳分开，如图１４－１５６所示。

（２） 从差速器壳拆下下列零件，如图１４－１５７所示。

１） 两个侧齿轮。

２） 两个侧齿轮止推垫圈。

３） 十字轴。

４） 四个小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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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５５ 在ＬＨ和ＲＨ壳上作上配合记号 图１４－１５６ 用塑料锤子将ＬＨ和ＲＨ壳分开

５） 四个小齿轮止推垫圈。

２差速器壳的装配

（１） 测量侧齿轮的齿隙。

１） 将侧齿轮垫圈装到侧齿轮上，再将侧齿轮装

到ＲＨ壳上，如图１４－１５８所示。

２） 将四个小齿轮和止推垫圈装到十字轴上，再

将小齿轮和十字轴装到 ＲＨ 壳上，如图１４－１５９所

示。

３） 握住侧齿轮、测量侧齿轮的齿隙，如图１４－
１６０所示。

图１４－１５７ 从差速器壳拆下各零件

图１４－１５８ 将侧齿轮装到ＲＨ壳上 图１４－１５９ 将４个小齿轮和止推垫圈装到十字轴上

齿隙：００５～０２０ｍｍ
备注：分别在ＲＨ和ＬＨ壳测量齿隙。

４） 如果齿隙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则应更换上不同厚度的止推垫圈，见表１４－７。

图１４－１６０ 测量侧齿轮的齿隙

表１４－７ 止推垫圈的厚度

止推垫圈厚度／ｍｍ

０９ １２

１０ １３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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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装配差速器壳。

１） 将侧齿轮和止推垫圈、小齿轮和十字轴装到ＲＨ壳上。

２） 将侧齿轮和止推垫圈装到ＬＨ壳上。

备注：各个零件在装配前涂敷齿轮油。

３） 使ＬＨ和ＲＨ壳上的配合记号对准，旋紧８个螺栓。

旋紧力矩：４７Ｎ·ｍ
（六） 防滑差速器

１差速器壳的拆卸

（１） 拆下差速器。

（２） 从差速器箱拆下差速器壳。

２防滑差速器的分解

（１） 在左、右差速器壳上作上配合记号，如图１４－１６１所示。

（２） 拆下差速器螺栓和带侧齿轮的左差速器壳。均匀地旋下各螺栓，每次都将每个螺栓

稍微旋松一些直至旋下，如图１４－１６２所示。

图１４－１６１ 在左、右差速器壳上作上配合记号 图１４－１６２ 拆下左差速器

（３） 从左差速器壳上拆下以下零件，如图１４－１６３所示。

１） 侧齿轮。

２） 侧齿轮止推垫圈 （５个）。

３） 离合器片 （４片）。

备注：拆下的零件要按顺序放好。

（４） 从右差速器壳上拆下以下零件，如图１４－１６４所示。

１） 弹簧的左挡块和两个弹簧。

２） 带小齿轮的十字轴。

３） 弹簧的右挡块。

４） 侧齿轮。

５） 侧齿轮止推垫圈 （５个）。

６） 离合片 （４片）。

备注：拆下的零件要按顺序放好。

３各零件的检查

（１） 更换已磨损或损坏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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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６３ 从左差速器壳上拆下零件 图１４－１６４ 从右差速器壳上拆下各零件

备注：如果要更换侧齿轮，如图１４－１６５所示，则应与它配合的止推垫圈也要一起更

换。

（２） 检查止推垫圈是否磨损或损坏。检查止推垫圈的接触表面，应均匀并无金属裸露现

象，如图１４－１６６所示。必要时应予更换。

极限厚度 （供参考）：１７４ｍｍ
备注：如果更换止推垫圈，则应与之配合的离合器片一同更换。

图１４－１６５ 与止推垫圈一起更换 图１４－１６６ 检查止推垫圈是否磨损或损坏

（３） 检查离合器片有无磨损或损坏。离合器片应没有异常磨损，如图１４－１６７所示，如

有必要，应更换离合器片。

（４） 检查弹簧的自由长度。测量弹簧的自由长度，如图１４－１６８所示。

极限值：大弹簧 ３１３ｍｍ
小弹簧 ３１３ｍｍ

图１４－１６７ 检查离合器片有无磨损或损坏 图１４－１６８ 测量弹簧的自由长度

４选择调整垫片

（１） 测量右差速器壳。按图１４－１６９所示测量右差速器壳。

Ａ＝壳体尺寸

（２） 测量侧齿轮、止推垫圈和离合器片的尺寸。

１） 将侧齿轮、止推垫圈和离合器片装好，使用前下臂衬套拆装工具以１００Ｎ的力将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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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垫圈和离合器片压下去，测量尺寸Ｂ，如图１４－１７０所示。

备注：不要装调整垫片。

图１４－１６９ 测量右差速器壳 图１４－１７０ 测量尺寸Ｂ

２） 垫片总厚度 “Ｃ”＝Ａ－Ｂ－１６１５ｍｍ
根据计算，查阅表１４－８调整垫片选择表，选择正确的调整垫片。其调整垫片的厚度见

表１４－９。

表１４－８ 调整垫片选择表 （单位：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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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１４－９ 调整垫片厚度／



ｍｍ



标记 厚度 标记 厚度



Ａ ０１５ Ｄ ０３０



Ｂ ０２０ Ｅ ０３５

Ｃ ０２５

（３） 左差速器壳调整垫片的选择如图１４－１７１所示，其方法同上。

５差速器壳的装配

（１） 装配ＲＨ差速器壳。

１） 必要时装上调整垫片，如图１４－１７２所示。

备注：装配前，应将每个零件涂敷防滑差速器油。

图１４－１７１ 在差速器壳选择调整垫片 图１４－１７２ 装上调整垫片

２） 按图１４－１７３所示的办法安装止推垫圈和离合器片。然后再装上侧齿轮。

备注：如果不交换止推垫圈，则可在每个侧齿轮上装上一个比其他止推垫圈厚的止推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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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７３ 安装止推垫圈和离合器片

圈。并将厚的装在最外部位置，其油槽较少的那面

朝向差速器壳。

如果交换止推垫圈，由于所有的止推垫圈都是

一样，所以可不规定安装顺序和方向。

（２）ＬＨ差速器壳的装配方法相同。

（３） 将小齿轮、垫圈和 ＲＨ 挡块装到十字轴

上。装上小齿轮和垫圈，并使ＲＨ挡块上的孔与十

字轴的定位销对准，再装上 ＲＨ挡块，如图１４－
１７４所示。

（４） 将十字轴装到ＲＨ差速器壳上。检查 ＲＨ
挡块是否已牢固地装在十字轴上，如图１４－１７５所

示。

（５） 测量小齿轮的齿隙。将侧齿轮固定住，将

弹簧的挡圈向内推，同时测量齿隙，如图１４－１７６
所示。

齿隙：００５～０２０ｍｍ
备注：４个位置都要测量。

图１４－１７４ 装上ＲＨ挡块 图１４－１７５ 将十字轴装到ＲＨ差速器上

如果齿隙不在规定范围内，应选用合适的调整垫片。

（６）ＬＨ差速器壳的测量方法同上。

（７） 装上弹簧和ＲＨ挡块，如图１４－１７７所示。

图１４－１７６ 测量齿隙 图１４－１７７ 装上弹簧和ＲＨ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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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ＲＨ 和 ＬＨ 差速器壳的装配。对齐配合记

号，装好ＲＨ和ＬＨ差速器壳，如图１４－１７８所示。

备注：注意不要失落侧齿轮，应检查小轮和侧齿

轮的对中。

（９） 旋上差速器壳固定螺栓。

１） 在各螺栓上涂敷齿轮油。

２） 均匀地旋紧各螺栓，每次旋紧一点点。

旋紧力矩：４７Ｎ·ｍ
６差速器的安装

图１４－１７８ ＲＨ和ＬＨ差速器壳的装配

（１） 将差速器壳装到差速器箱内。

（２） 安装差速器。

五、后悬架

（一） 后减振器

１后减振器的拆卸

（１） 顶起并支撑住车身。顶起车身并用支架支撑住车身，如图１４－１７９所示。然后降下

桥壳直至钢板弹簧成自由状态。

（２） 拆下减振器。

２后减振器的检查

检查减振器。上下压缩和伸展减振器，检查有无不正常的阻力或不正常的工作，如图

１４－１８０所示。

如果有不正常现象，则应调用新的减振器。

图１４－１７９ 顶起车身并用支架支撑住车身 图１４－１８０ 检查减振器

３后减振器的安装

图１４－１８１ 安装后减振器

（１） 安装后减振器。将减振器装到车身上，连

接到弹簧下座上，如图１４－１８１所示。

旋紧力矩：４３Ｎ·ｍ
（２） 放下汽车。

（二） 钢板弹簧

１钢板弹簧的拆卸

（１） 顶起并支撑住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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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拆下后车轮。

（３） 从钢板弹簧脱开停车制动器的钢索，如图１４－１８２所示。

（４） 从弹簧下座脱开减振器。

（５） 拆下Ｕ形螺栓。旋下 Ｕ形螺栓的固定螺母，拆下弹簧下座、衬板和 Ｕ形螺栓，如

图１４－１８３所示。

图１４－１８２ 从钢板弹簧脱开停车制动器的钢索 图１４－１８３ 拆下Ｕ形螺栓

（６） 拆下钢板弹簧。

１） 拆下吊耳销螺栓，如图１４－１８４所示。

２） 拆下吊耳板的螺栓和螺母，如图１４－１８５所示，然后拆下钢板弹簧。

图１４－１８４ 拆下吊耳销螺栓 图１４－１８５ 拆下吊耳板的螺栓和螺母

２钢板弹簧的分解

（１） 撬开弹簧夹扣。使用錾子撬开弹簧夹扣，如图１４－１８６所示。

（２） 拆下缓冲器。

（３） 拆下中央螺栓，将靠近中央螺栓的钢板弹簧固定在台虎钳上，拆下中央螺栓，如图

１４－１８７所示。

３钢板弹簧的装配

（１） 安装中央螺栓。将靠近中央螺栓的钢板弹簧固定在台虎钳上，安装中央螺栓。

旋紧力矩：４４Ｎ·ｍ
（２） 弯紧弹簧夹扣。使用锤子将弹簧夹扣敲弯到相应的位置，如图１４－１８８所示。

（３） 安装缓冲器。

４钢板弹簧的安装

（１） 安装钢板弹簧。

１） 将隔板、衬板和护罩装到钢板弹簧上，如图１４－１８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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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１８６ 撬开弹簧夹扣 图１４－１８７ 拆下中央螺栓

图１４－１８８ 用锤子将弹簧夹扣敲弯到相应位置 图１４－１８９ 将隔板、衬板和护罩装到钢板弹簧上

２） 将钢板弹簧的前端安放到前托架上，并装上吊耳销螺栓，用手旋紧吊耳销的螺母。

３） 将钢板弹簧的后端安放好，装上吊耳板、两个螺栓和两个螺母，用手旋紧螺栓和螺

母。

（２） 安装Ｕ形螺栓。装上衬板、弹簧下座和 Ｕ形螺栓，旋紧４个螺母。

旋紧力矩：１２３Ｎ·ｍ
备注：旋紧螺母使位于弹簧座下面的所有 Ｕ形螺栓的长度都相同。

（３） 将减振器连接到弹簧下座上。

旋紧力矩：４３Ｎ·ｍ
（４） 将停车制动器钢索连接到钢板弹簧上。

（５） 安装后车轮并放下汽车。

（６） 旋紧所有螺栓和螺母。

１） 上下摇动汽车若干次，使悬架系统稳定，旋紧吊耳销螺栓。

旋紧力矩：１４７Ｎ·ｍ
２） 旋紧吊耳板螺栓和螺母。

旋紧力矩：螺栓 ９１Ｎ·ｍ
螺母 １４７Ｎ·ｍ

第三节 车桥和悬架系统的故障诊断

车桥和悬架系统的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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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１０ 车桥和悬架系统的故障诊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游动或拉扯

轮胎磨损或充气不当

轮胎对中不正确

车轮轴承调的太紧

前后悬架零件松动或损坏

转向杆系松动或磨损

转向装置结合不良或损坏

充气至适当压力或更换轮胎

检查车轮的对中情况

调整车轮轴承紧度

上紧或更换悬架零件

上紧或更换转向杆系

调整或维修转向装置

车辆下况

车辆过载

减振器磨损

弹簧太弱

将轮胎充气至适当压力

更换减振器

更换弹簧

左右摆动或上下跳动

轮胎充气不合适

稳定杆弯曲或损坏

减振器磨损

将轮胎充气至适当压力

检查稳定杆

更换减振器

前轮径向圆跳动

轮胎磨损或充气不当

各车轮不平衡

摆动阻尼器磨损

减振器磨损

车轮对中不正确

车轮轴承磨损或调整不良

球节或衬套磨损

转向杆系松动或磨损

转向机构调整不良或损坏

更换轮胎或充气至适当压力

使各车轮平衡

更换转向阻尼器

更换减振器

检查前轮对中情况

更换或调整车轮轴承

检查球节和衬套

紧定或更换转向杆系

调整或维修转向机构

轮胎异常磨损

轮胎充气不合适

减振器磨损

车轮对中不良

悬架零件磨损

将轮胎充气至规定压力

更换减振器

检查前轮内倾

更换悬架零件

差速器漏油

油位太高或油的品级不正确

油封磨损或损坏

结合法兰松动或损坏

更换齿轮油

更换油封

紧定或更换结合法兰

轴内有噪声

油位太低或油的品级不正确

小齿轮与齿圈或侧齿轮之间的游隙太大

齿圈、小齿轮或侧齿轮磨损或碎裂

小齿轮轴承磨损

后桥轴轴承磨损

差速器轴承松动或磨损

更换齿轮油

检查齿隙必要时进行调整

检查各齿轮必要时更换

更换轴承

更换轴承

紧定或更换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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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制 动 系 统

第一节 制动系统的结构

海狮汽车制动系统的结构特点是，在制动器中使用了盘式制动器和鼓式制动器两种。为

了提高制动系统的制动可靠性，采用了直动式负压伺服机构的双回路的制动管道。在停车制

动器中，利用后轮鼓式制动器附装停车制动器。在制动踏板采用下吊式，这样易于操作，增

加制动效力。因此，制动系统的功用是：在必要时可强制汽车迅速减速直至停车；在下坡时

可限制车速在安全值内稳定行驶；在汽车停驶时能可靠地停在原地不动。

制动系统的结构是由总泵、制动加力器、负压泵、制动器、负载传感比例阀和旁通阀等

组成。

一、总泵

总泵主要结构由总泵体、活塞、弹簧和储液箱等组成，如图１５－１所示。

图１５－１ 总泵零件分解图

１—弹簧卡环 ２—总泵体 ３—垫片 ４—限位螺栓 ５、７—弹簧 ６—２号活塞 ８—１号活塞

二、制动加力器

海狮汽车使用的制动加力器由单式和串联式两种加力器，其结构如下。



１ＡＩＳＩＮ型单加力器。它由前后壳体、膜片、膜片弹簧、推杆、操作杆、阀体和活塞

等组成，如图１５－２所示。

图１５－２ ＡＩＳＩＮ型单加力器零件分解图

１—圆环 ２、１１—壳体密封件 ３—前壳体 ４—膜片弹簧 ５—反力盘 ６—阀体

７—膜片 ８—加力器活塞 ９—限位键 １０—推杆 １２—毛毡滤芯

１３—保护罩 １４—海棉滤芯 １５—后壳体 １６—操作杆

２ＡＩＳＩＮ型串联式加力器。它由前壳体、后壳体、１号活塞、２号活塞、１号膜片、２
号膜片、反力盘、中心盘、活塞盘、弹簧、推杆和空气阀等组成，如图１５－３所示。

三、真空泵

真空泵由外壳、转子、转子轴、端板、单向阀和负压软管接头等组成，如图１５－４所

示。

四、前制动器

海狮汽车前制动器由鼓式和盘式两种制动器，其结构如下。

１前鼓式制动器

它为双活塞双领蹄式，主要由制动鼓、制动分泵、上制动蹄、下制动蹄、回位弹簧和蹄

片压簧等组成，如图１５－５所示。

２前盘式制动器

它由转子盘、衬垫、衬垫支承板、扭力板、制动分泵等组成，如图１５－６所示。

五、后制动器

后制动器为鼓式双向自增力式，主要由制动鼓、制动蹄、制动蹄拉簧、回位弹簧和自动

调整装置等组成，如图１５－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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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３ ＡＩＳＩＮ型串联式加力器零件分解图

１—圆环 ２—前壳体密封件 ３—前壳体 ４—活塞回位弹簧 ５—推杆 ６—反力盘 ７—Ｏ形密封圈

８—２号活塞 ９—２号膜片 １０—轴承 １１—中心盘 １２—密封件 １３—膜片护圈 １４—反力盘壳

１５—密封件护圈 １６—加力器活塞密封件 １７—空气阀 １８—活塞盘 １９—１号膜片

２０—后壳体密封件 ２１—保护罩 ２２—毛毡滤芯 ２３—海棉滤芯 ２４—后壳体 ２５—限位键 ２６—１号活塞

图１５－４ 真空泵零件分解图

１—带轮 ２—端罩 ３—转子轴 ４—单向阀 ５—负压软管接头 ６、７—垫片 ８—Ｏ形密封圈

９—交流发电机 １０—端板 １１—刮片 １２—转子 １３—外壳 １４—油封 １５—隔板 １６—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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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５ 前鼓式制动器零件分解图

１—放气塞 ２—车轮制动分泵 ３—销子 ４—蹄片压簧 ５—上制动蹄 ６—回位弹簧 ７—制动鼓 ８—下制动蹄

９—弹簧座 １０—调整螺栓 １１—调整螺母 １２—调整锁簧 １３—车轮制动分泵 １４—活塞和帽 １５—保护罩

图１５－６ 前盘式制动器零件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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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６ 前盘式制动器零件分解图 （续）

１、４、２３、３１—衬垫支承板 ２、８、２５、３２—消声片 ３、２７—扭力板 ５、９、２８—垫片

６、２９—安装螺栓 ７、３０—制动分泵 １０、３４—活塞套 １１—活塞密封件 １２、１８—套筒

１３、１７、３６、４０—滑套 １４、１６、１９、３７、３９、４１—防尘罩 １５、３８—放气塞

２０、４２—活塞 ２１、４３—开口环 ２２—衬套磨损指示板 ２４—衬垫磨损指示板 ２６—衬垫

３３—衬垫 ３５—活塞密封件

图１５－７ 后制动器零件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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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７ 后制动器零件分解图 （续）

１、３１、５１—Ｅ形密封圈 ２、３７—停车制动器钢索 ３—滑轮 ４、３８—前制动蹄 ５、４２—后挡板

６、１０、１３、４３、４６、５３—销子 ７—制动器管 ８、４４—塞块 ９—夹扣

１１、２４、３２、４０、４７、５５—弹簧 １２、４８—摇臂 １４、２９、４９、５０—Ｃ形垫圈 １５、５６—调整器

１６、５７—回位弹簧 １７、３５、５８—制动蹄拉簧 １８—压簧 １９、３６、５９—弹簧座

２０、５２—摇臂罩 ２１、５４—摇臂托架 ２２、６０—放气塞 ２３、６４—车轮制动分泵

２５、６３—活塞帽 ２６、６２—活塞 ２７、６１—活塞套 ２８、６５—后制动蹄 ３０、４１—自动调整杆

３３—停车制动蹄拉杆 ３４、６６—制动鼓

３９—停车制动蹄拉杆 ４５—夹扣

六、负载传感比例阀和旁通阀

负载传感比例阀和旁通阀由负载传感弹簧组件、阀罩、阀架、夹头、夹头托架和套管等

组成，如图１５－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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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８ 负载传感比例阀和旁通阀零件分解图

１—夹头托架 ２—套管 ３—２号夹头 ４、５—平垫圈 ６—负载传感比例阀和旁通阀 ７—放气塞

８—固定板 ９—阀架 １０—夹扣 １１—负载传感弹簧组件 １２—负载传感阀罩 １３—套管

１４—衬套 １５—负载传感弹簧 １６—橡胶垫圈 １７—衬套 １８—负载传感弹簧罩 １９—隔热罩

２０—１号夹头 ２１—开口销 ２２—弹簧垫护圈 ２３—弹簧垫

第二节 制动系统的维修

一、制动系统的检查与调整

１制动踏板的检查与调整

（１） 检查踏板高度是否正确，如图１５－９所示。

从地板起的踏板高度：１５１５ｍｍ
如果不正确，则应进行调整。

备注：在测量踏板高度时，测量转向柱孔盖的安装面至制动踏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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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如有必要，则应调整踏板高度。

１） 充分地旋出停车灯开关，旋松 Ｕ形夹锁紧螺母。

２） 转动踏板推杆调整高度。

３） 旋紧停车灯开关直至开关体轻微接触到踏板的限位橡胶为止。

４） 旋紧Ｕ形夹锁紧螺母。

旋紧力矩：２５Ｎ·ｍ
备注：调整踏板高度后，检查并调整踏板的游隙。

（３） 检查踏板游隙。停止发动机，连续踩下踏板若干次直到加力器内负压度无明显升高

为止，再压下踏板直到开始感觉到有阻力为止，测量如图１５－１０所示的距离。

踏板游隙：１～３ｍｍ。

图１５－９ 检查踏板高度 图１５－１０ 测量踏板游隙

（４） 如有必要，应调整踏板游隙。

１） 如果踏板游隙不正确，则可旋松 Ｕ形夹锁紧螺母，转动踏板推杆进行。

２） 旋紧Ｕ形夹锁紧螺母。

旋紧力矩：２５Ｎ·ｍ
３） 调整停车灯开关位置直至开关体轻微接触到限位橡胶为止。

（５） 检查踏板行程余量距离是否正确。在发动机运转的情况下放开停车制动器拉杆，踩

下踏板并测量如图１５－１１所示的踏板行程余量距离。

４９０Ｎ踏力下，从地板起的踏板行程余量距离：前盘式制动器 大于５８ｍｍ
前鼓式制动器

１ＲＺ发动机 大于６２ｍｍ
２Ｌ、３Ｌ发动机 大于５５ｍｍ

如果距离不正确，则应进行制动系统的故障诊断。

２制动加力器的操作试验

（１） 操作检查。在发动机未起动之前先踩下制动踏板数次，检查踏板行程余量距离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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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然后踩下制动踏板并起动发动机，如果踏板稍微向下移动一点，则表示操作正

常，如图１５－１２所示。

图１５－１１ 检查踏板行程余量距离 图１５－１２ 操作检查

（２） 气密性检查，如图１５－１３所示。

１） 起动发动机１～２ｍｉｎ后停机，并慢慢地踩下制动踏板数次。如果第一次踩下踏板的

行程最大，但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后渐渐回抬，则表示加力器气密性良好。

２） 当发动机在运转时踩下制动踏板，并在踏板被踩下的状态下关闭发动机。如果在

３０ｓ内踏板行程余量不发生变化，则表示加力器气密性良好。

３排出制动系统内的空气

备注：在制动系统进行拆装或怀疑制动系统管路中有空气，则应要进行放气。

（１） 往储液箱中注满制动液，如图１５－１４所示。

注意：在排除了各个车轮制动分泵的空气后，应检查储液箱中液面高度，必要时添加制

动液。

图１５－１３ 气密性检查 图１５－１４ 往储液箱中注满制动液

图１５－１５ 排除总泵中的空气

（２） 排除总泵中的空气，如图１５－１５所示。

１） 从总泵脱开各制动器管。

２） 慢慢地踩下制动踏板并保持不动。

３） 用手指挡住出口并放开制动踏板。

４） 重复上述操作３至４次。

５） 将各制动器管连接到总泵上。

备注：如果总泵被分解或储液箱中无制动液时，

则应排放总泵中的空气。

４０３



（３） 将乙烯塑料管连接到车轮制动分泵的放气塞上。将塑料管的另一端插入装满一半制

动液的容器中，如图１５－１６所示。

备注：首先从液压管路最长的车轮制动分泵开始放气。

（４） 从制动器管路中排除空气。

１） 慢慢地泵动制动踏板若干次。

２） 由一名助手踩踏板的同时，旋松放气塞直至制动液开始流出，然后旋紧放气塞。

３） 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制动液中无气泡为止。

放气塞旋紧力矩：１１Ｎ·ｍ
（５） 对各个车轮制动分泵均进行放气。

（６） 排除负载传感比例阀和旁通阀中的空气。

４制动蹄间隙的调整 （前鼓式）

调整制动蹄间隙：

１） 顶起并支撑住汽车。

２） 从后挡板拆下制动蹄调整孔螺塞。

３） 使用螺钉旋具旋动调整螺母直至车轮被锁上。然后再旋动调整螺母直至车轮能自由

转动为止，如图１５－１７所示。

退回的标准切口数：７～８个切口

图１５－１６ 将塑料管的另一端插入装满一半制动液的容器中 图１５－１７ 用螺钉旋具旋动调整螺母

４） 反复第３步骤对其他车轮制动分泵进行检查。

５） 装上制动蹄调整孔螺塞。

６） 反复上述的操作步骤，对其他车轮进行检查。

７） 检查踏板行程余量距离是否正确。

５停车制动器的检查和调整

（１） 检查停车制动器的拉杆行程。将停车制动器拉杆向上拉到底，数棘爪的 “卡嗒” 响

声数，如图１５－１８所示。

１９６Ｎ的拉力下停车制动器的拉杆行程：１８～２４“卡嗒” 声

（２） 如有必要，应调整停车制动器。旋紧调整螺母来调整停车制动器拉杆的行程，如图

１５－１９所示。

备注：在调整停车制动器之前，应先调整好后制动蹄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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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１８ 检查停与制动器拉杆行程 图１５－１９ 调整停车制动器

二、总泵

１总泵的拆卸

总泵按图１５－２０所示进行拆卸。

图１５－２０ 总泵拆卸零件图

１—储液箱软管 ２—制动器管 ３—总泵 ４—１号空气管道

５—组合仪表 ６—转向柱上罩 ７—转向柱下罩 ８—组合仪表罩板 ９—组合仪表下罩板

（１） 从蓄电池端子脱开负极电缆。

（２） 拆下下列零件：

１） 转向柱下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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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转向柱上罩。

３） 组合仪表下罩板。

４） 组合仪表。

５）１号空气管道。

（３） 用吸液器吸出制动液。

注意：不要让制动液沾到油漆面上，如有应立即擦干净。

（４） 脱开两根制动器管。使用制动器管接头螺母１０ｍｍ×１２ｍｍ扳手从总泵脱开两根制

动器管。

（５） 从总泵脱开两根储液箱软管，使用钳子从总泵脱开两根软管。

（６） 拆下制动器总泵。旋下４个固定螺母，然后拉出总泵。

２总泵的分解

（１） 将总泵夹在台虎钳上。

注意：不要从总泵拆下进口管接头，如图１５－２１所示。

（２） 拆下活塞限位螺栓。使用螺钉旋具将活塞推到底，并拆下活塞限位螺栓，如图

１５－２２所示。

备注：在使用前要用胶带将螺钉旋具包住。

图１５－２１ 不要从总泵拆下进口管接头 图１５－２２ 拆下活塞限位螺栓

（３） 拆下两个活塞和弹簧。

１） 用螺钉旋具推入活塞，用弹簧卡环钳子拆下弹簧卡环。并用手拆出１号活塞和弹簧，

如图１５－２３所示。

注意：拆出活塞要笔直拉出，如果倾斜则可能会损伤缸壁。

２） 在工作台上放一块抹布和两根木块，然后对着木块轻轻地敲击油缸凸缘部，直至２
号活塞掉出油缸，如图１５－２４所示。

备注：抹布至木块顶部之间的距离Ａ 至少有１００ｍｍ。

３总泵零件的检查

（１） 检查缸壁上是否生锈或有划痕。

（２） 检查油缸是否已磨损或损坏。如有必要应清洗或更换油缸。

４总泵的装配

（１） 在各活塞的橡胶零件上涂敷锂皂基乙二醇润滑脂。

（２） 安装两个弹簧和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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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２３ 用螺钉旋具推入活塞，

用弹簧卡环钳子拆下弹簧卡环

图１５－２４ 将２号活塞敲出油缸

１） 将两个弹簧和活塞装入总泵壳体。

注意：应小心不要损伤活塞上的橡胶唇，并且装配时不要倾斜插入，以损伤缸壁。

２） 用螺钉旋具将活塞推入，并用钳子装上弹簧卡环。

备注：在使用前要用胶带包住螺钉旋具。

（３） 安装活塞限位螺栓。使用螺钉旋具将活塞完全推到底，并装上套有垫片的活塞限位

螺栓，并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１０Ｎ·ｍ
（４） 检查进口管接头的角度，如图１５－２５所示。

５总泵的安装

（１） 在安装总泵之前先调整制动加力器推杆的长度，如图１５－２６所示。

图１５－２５ 检查进口管接头的角度 图１５－２６ 调整制动加力器推杆长度

（２） 安装总泵。用４个螺母将总泵装到制动加力器上。

旋紧力矩：１３Ｎ·ｍ
（３） 将两根储液箱的软管连接到总泵上。使用钳子将两根储液箱的软管连接到总泵上。

（４） 连接两根制动器管。先用手旋紧各螺母，然后用制动器管接头螺母１０×１２ｍｍ扳手

旋紧。

旋紧力矩：１５Ｎ·ｍ
（５） 装上下列零件：

１）１号空气管道。

２） 组合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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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组合仪表下罩板。

４） 转向柱上罩。

５） 转向柱下罩。

（６） 将负极电缆连接到蓄电池上。

（７） 向制动器储液箱注入制动液，并排除制动系统内的空气。

（８） 检查有无渗漏制动液。

（９） 检查并调整制动踏板。

三、制动加力器

１制动加力器的拆卸

（１） 拆下总泵。

（２） 从制动加力器脱开负压软管。

（３） 拆下加速踏板部件的安装螺栓。从加速踏板部件拆下３个螺栓，如图１５－２７所示。

备注：不要脱开加速器钢索。

（４） 拆下３号加热器管道。拆下两个螺钉和３号加热器管道，如图１５－２８所示。

图１５－２７ 拆下加速踏板部件的安装螺栓 图１５－２８ 拆下３号加热器管道

（５） 拆下停车灯开关。脱开接插件，从踏板托架拆下锁紧螺母和停车灯开关，如图

１５－２９所示。

（６） 从Ｕ形夹脱开制动踏板。拆下开口销，旋松锁紧螺母，拆下 Ｕ 形夹销子，如图

１５－３０所示。

图１５－２９ 拆下停车灯开关 图１５－３０ 从Ｕ形夹脱开制动踏板

（７） 拆下电气配线卡夹的安装螺栓。从电气配线卡夹拆下螺栓，如图１５－３１所示。

备注：不要从电气配线上拆下卡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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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３１ 从电气配线卡夹拆下螺栓 图１５－３２ 拆下制动加力器

（８） 拆下制动加力器。旋下４个螺母，拆下 Ｕ 形夹，从下侧拉出制动加力器，如图

１５－３２所示。

２制动加力器的分解

（１） 分离前壳体与后壳体。

１） 在前壳体和后壳体上作上配合记号，将加力器放在制动加力器大修和底板的工具中，

顺时针方向转动前壳体直至前后壳体分开，如图１５－３３所示。

注意：不可将专用工具的两个螺母旋得太紧。

２） 松开专用工具上部的左右两侧螺母，并在前壳体与上压板之间插入木板，如图１５－
３４所示。然后均匀地向下旋紧四个安装螺母使前后壳体分开，拆下膜片弹簧和推杆。

注意：插入木板不要接触到后壳体。

图１５－３３ 顺时针方向转动前壳体直至前后壳体分开 图１５－３４ 松开专用工具上部的左右两侧螺母

（２） 从后壳体上拆下保护罩。

（３） 从后壳体上拆下膜片部件。

（４） 从后壳体上拆下壳体密封件。使用制动加力器修理和油封拆卸工具拆下壳体密封

件，如图１５－３５所示。

（５） 从阀体拆下加力器活塞和膜片。用胶带包住反力盘毂夹持工具的凸出部，并将它夹

到台虎钳上，然后将膜片部件放其上，逆时针方向转动直至加力器活塞从阀体上分开，从加

力器活塞上拆下膜片，如图１５－３６所示。

（６） 从阀体上拆下操作杆。将操作杆推入阀体并拆下限位键，如图１５－３７所示。然后

一起拉出操作杆和两个滤芯。

（７） 从阀体上拆下反力盘。

（８） 从前壳体上拆下密封件。用螺钉旋具撬起圆环并拆下密封件，如图１５－３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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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３５ 从后壳体上拆下壳体密封件 图１５－３６ 从加力器活塞上拆下膜片

图１５－３７ 从阀体上拆下操作杆 图１５－３８ 从前壳体上拆下密封件

图１５－３９ 检查单向阀的操作

３制动加力器零部件的检查

检查单向阀的操作，如图１５－３９所示

１） 拆下单向阀

２） 检查空气是否从加力侧流向发动机侧。

３） 检查空气应不从发动机侧流到加力器侧。

４） 安装单向阀。

备注：视需要更换单向阀。

４制动加力器的装配

（１） 按图１５－４０所示在各零件上涂敷硅润滑脂。

（２） 将壳体密封件装到前壳体上。将壳体密封件装到正确位置，用圆环固定住。

（３） 将操作杆装到阀体上。

１） 将操作杆插入阀体并向内压，装上限位键。

备注：安装限位键时要使键上的限位橡胶朝上。

２） 拉操作杆以确认限位键已起作用。

（４） 将阀体和膜片装到加力器活塞上。

１） 如图１５－４１所示，将膜片装到加力器活塞上。

２） 将阀体装到加力器活塞上，并如图１５－４２所示转动阀体。

３） 用胶带包住反力盘夹持工具的凸出部件并将它夹在台虎钳上，将部件放在上面，顺

时针方向转动加力器活塞直至活塞被锁紧为止，如图１５－４３所示。

备注：在转动加力器活塞时要使活塞保持水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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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４０ 在各零件上涂敷硅润滑脂

图１５－４１ 将膜片装到加力器活塞上 图１５－４２ 转动阀体

（５） 将壳体密封件装到后壳体上。用变速器后轴承和油封拆装工具敲入密封件。

（６） 将膜片部件装到后壳体上。

（７） 将下列零件装到后壳体上，如图１５－４４所示。

１） 海棉滤芯。

２） 毛毡滤芯。

３） 保护罩。

（８） 将反力盘装到阀体上。

（９） 装配前、后壳体。

１） 将弹簧和推杆装入前壳体。使用加力器大修和底板工具压缩前、后壳体之间的弹簧。

注意：应小心不要将专用工具的两个螺母旋得过紧。

２） 逆时针方向转动前壳体以装前、后壳体，直至配合记号对准为止。

备注：如果前壳体转动时太紧，则可在与前、后壳体接触的膜片边缘上涂敷更多的硅润

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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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４３ 顺时针方向转动加力器活

塞直至活塞被锁紧为止

图１５－４４ 将零件装到后壳体上

５制动加力器的安装

（１） 安装制动加力器和Ｕ形夹。将Ｕ形夹锁紧螺母装到加力器上，从下侧装入加力器，

再将Ｕ形夹装到加力器上，装上４个安装螺母。

旋紧力矩：１３Ｎ·ｍ
（２） 将Ｕ形夹连接到制动踏板上。穿过制动踏板将 Ｕ形夹销子装到 Ｕ形夹上，用新的

开口销紧固销子。

（３） 调整加力器推杆的长度。

１） 将制动加力器推杆测试器固定到总泵上，压下销子直至其顶部轻微接触到活塞为止，

如图１５－４５所示。

２） 翻转其专用工具，使位于加力器上，测量加力器推杆和销子头部之间的间隙，如图

１５－４６所示。

间隙：０ｍｍ

图１５－４５ 压下销子直至其顶

部轻微接触到活塞为止

图１５－４６ 测量加力器推杆和

销子头部之间的间隙

３） 踩下制动踏板，同时调整加力器推杆的长度，直至推杆轻微地接触到销子头部为止，

如图１５－４７所示。

（４） 安装电气配线卡夹的安装螺栓。

（５） 安装停车灯开关。将停车灯开关装到踏板托架上，调整开关位置直到开关体轻微接

触到踏板限位块为止，临时旋紧锁紧螺母，连接好接插件。

（６） 安装３号加热器管道。用两个螺钉安装３号加热器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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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安装加速踏板部件。将加速踏板部件装到规定

位置，然后装上并旋紧３个螺栓。

（８） 将负压软管连接到制动加力器上。

（９） 安装总泵。

（１０） 向制动器储液箱注入制动液，并排除制动系

统内的空气。

（１１） 检查是否渗漏制动液。

（１２） 检查并调整制动踏板。

（１３） 进行操作试验。 图１５－４７ 调整加力器推杆的长度

四、真空泵

１负压泵的拆卸

（１） 抬起ＬＨ座位。抬起ＬＨ座位，钩住钩带使其保持固定状态，如图１５－４８所示。

（２） 拆下发动机右侧上罩板。旋下螺栓，拆下右侧上罩板，如图１５－４９所示。

图１５－４８ 抬起ＬＨ座位 图１５－４９ 拆下发动机右侧上罩板

（３） 如有必要，应拆下Ａ／Ｃ空压机，如图１５－５０所示。

（４） 拆下带负压泵的交流发电机，如图１５－５１所示。

图１５－５０ 拆下Ａ／Ｃ空压机 图１５－５１ 拆下带真空泵的交流发电机

２负压泵的检查

（１） 检查刮片。检查刮片是否已磨损或损坏，使用游标卡尺测量刮片的高度、宽度和长

度，如图１５－５２所示。

最小高度：１２２ｍｍ
最小宽度：３９６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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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长度：２２９８ｍｍ
如有必要，应更换刮片。

（２） 检查单向阀的工作情况，如图１５－５３所示。

１） 检查空气是否从软管侧流向泵侧。

２） 检查空气不应从泵侧流向软管侧。

如有必要，应更换单向阀。

图１５－５２ 用游标卡尺测量刮片的高度 图１５－５３ 检查单向阀的工作情况

３负压泵的安装

（１） 安装带负压泵的交流发电机。将带真空泵的交流发电机装到规定的位置，并调整传

动带的张力。

（２） 安装Ａ／Ｃ空压机。装上Ａ／Ｃ空压机并调整传动带的张力。

（３） 安装发动机的右侧上罩板。

备注：短的螺栓应旋在左侧后的位置。

（４） 放下ＬＨ座位。

五、前制动器

（一） 鼓式制动器

１鼓式制动器的拆卸

（１） 拆下前车轮。

（２） 拆下制动鼓。

１） 拆下螺钉和制动鼓，如图１５－５４所示。

２） 如果不易拆下制动鼓，可拆下后挡板上的螺塞，并通过孔插入螺钉旋具旋动调整螺

母，以减小制动蹄的作用力，如图１５－５５所示。

（３） 拆下回位弹簧。

（４） 拆下制动蹄。使用制动蹄下固定弹簧旋具拆下上侧蹄片压簧，两个弹簧座和１个销

子，如图１５－５６所示。然后拆下上制动蹄。并以同样方法拆下下制动蹄。

（５） 车轮制动分泵的拆下和分解。

１） 使用制动器管接头螺母１０×１２ｍｍ扳手脱开制动器管，如图１５－５７所示。然后拆下

车轮制动分泵。

备注：用一个容器盛积流出的制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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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５４ 拆下螺钉和制动鼓 图１５－５５ 通过孔插入螺钉旋具旋动调整螺母

图１５－５６ 拆下制动蹄 图１５－５７ 用专用扳手脱开制动器管

２） 从车轮制动分泵上拆下下列零件，如图１５－５８所示。

①保护套。

②活塞。

③活塞帽。

④调整锁簧。

⑤调整螺栓和螺母。

（６） 如有必要，拆下后挡板。拆下前桥毂，从后挡板上拆下制动器管的卡夹，并拆下后

挡板，如图１５－５９所示。

图１５－５８ 从车轮制动分泵上拆下各零件 图１５－５９ 拆下后挡板

２鼓式制动器零部件的检查和修理

（１） 检查拆开的零件。检查拆开的零件是否已磨损、生锈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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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检查制动鼓的内径，如图１５－６０所示。

最大内径：２５６０ｍｍ。

标准内径：２５４０ｍｍ。

如果制动鼓已被划伤或磨损，则可车削修正制动鼓。

（３） 检查制动蹄衬片的厚度，如图１５－６１所示。

最小厚度：１０ｍｍ。

标准厚度：６０ｍｍ。

如果制动蹄衬片的厚度小于最小值，或者有明显的不均匀磨损，则应更换制动蹄。

备注：如果有一个制动蹄要更换，则应更换前鼓式制动器中的全部制动蹄以保持制动均匀。

图１５－６０ 检查制动鼓内径 图１５－６１ 检查制动蹄衬片的厚度

（４） 检查制动衬片和鼓的接触是否正常，如图１５－
６２所示。

如果制动衬片和鼓之间的接触不正常，则可用制动

蹄磨床修磨衬片，或者更换制动蹄部件。

３鼓式制动器的装配

（１） 按图１５－６３所示的正确位置装配零件。

（２） 装配车轮制动分泵。

１） 在调整螺栓和螺母上涂敷耐高温的润滑脂。

２） 将调整螺栓和调整螺母装到车轮制动 分 泵 上。

图１５－６２ 检查制动衬片和鼓的

接触是否正常

其调整螺栓有两种，应按图１５－６４所示，分别装在合适的位置。

图１５－６３ 在正确位置装配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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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活塞帽和活塞上涂敷锂皂基甘醇润滑脂，

将活塞帽装到活塞上，在泵体中安装活塞、保护罩和

调整锁紧弹簧。然后以同样的方法装配其他车轮制动

分泵。

（３） 将后挡板装到转向节上。

旋紧力矩：１０８Ｎ·ｍ
注意：应使放油孔朝向转向节下面。

（４） 将车轮制动分泵装到后挡板上。 图１５－６４ 分别装好两种调整螺栓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５） 将制动器管装到车轮制动分泵上。

旋紧力矩：１５Ｎ·ｍ
备注：以同样方法将其他制动器管连接到车轮制动分泵上。

（６） 将制动管卡夹装到后挡板上。

（７） 安装制动蹄。

（８） 安装制动鼓。

旋紧力矩：６９Ｎ·ｍ
（９） 向制动器储液箱注入制动液，并排除制动系统内的空气。

（１０） 检查是否有渗漏制动液现象。

（１１） 调整制动蹄的间隙。

（１２） 安装前车轮。

（二） 盘式制动器

１制动衬垫的更换

备注：汽车在行驶时如果制动器发出尖叫声，则应检查衬垫磨损指示板，如果衬垫磨损

指示板接触到转子盘，如图１５－６５所示，则应更换制动衬垫。

（１） 拆下前车轮。

（２） 检查衬垫衬片的厚度。通过泵体观察孔检查衬垫衬片的厚度，如图１５－６６所示。

最小厚度：１０ｍｍ

图１５－６５ 检查衬垫磨损指示板 图１５－６６ 检查衬垫衬片的厚度

（３） 从扭力板拆下分泵，如图１５－６７所示。

备注：不要脱开制动器软管。

（４） 拆下下列零件，如图１５－６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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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两个衬垫。

２） 两个消声片。

３） 衬垫磨损指示板。

４）４个衬垫支承板。

图１５－６７ 拆下制动分泵并将其吊住 图１５－６８ 拆下各零件

（５） 安装衬垫支承板。将４个衬垫支承板装到扭力板上，如图１５－６９所示。

（６） 装上新的衬垫。

１） 将衬垫磨损指示板装在内衬垫上，如图１５－７０所示。

图１５－６９ 安装衬垫支承板 图１５－７０ 将衬垫磨损指示板装在内衬垫上

２） 将衬垫装到各自的支承板上，如图１５－７１所示。

２制动分泵的拆卸与分解

（１） 脱开制动器软管。拆下管接头螺栓，脱开制动器软管，如图１５－７２所示。

备注：用一个容器盛接流出的制动液。

图１５－７１ 将衬垫装到各自的支承板上 图１５－７２ 脱开制动器软管

（２） 拆下制动分泵。拆下两个安装螺栓和制动分泵，如图１５－７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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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拆下下列零件。

１） 两个衬垫。

２） 两个消声片。

３） 衬垫磨损指示板。

４）４个衬垫支承板。

（４） 拆下滑套。从分泵拆下两个滑套，如图１５－７４所示。

图１５－７３ 拆下制动分泵 图１５－７４ 拆下滑套

（５） 拆下防尘罩。

１） 从分泵拆下４个防尘罩和两个套筒，如图１５－７５所示 （２ＷＤ）。

２） 使用锤子和鉴子从分泵拆下４个防尘罩，如图１５－７６所示 （４ＷＤ）。

图１５－７５ 拆下４个防尘罩和两个套筒 图１５－７６ 用锤子和鉴子拆下４个防尘罩

（６） 拆下开口环和活塞套。使用螺钉旋具拆下开口环并拆下活塞套，如图１５－７７所示。

（７） 从分泵内拆出活塞。将一块抹布或类似的物品放在活塞和分泵之间，用压缩空气从

分泵内拆出活塞，如图１５－７８所示。

注意：在使用压缩空气时，不要将手指放在活塞的前面。

图１５－７７ 拆下开口环和活塞套 图１５－７８ 从分泵内拆出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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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从分泵内拆出活塞密封件。使用螺钉旋具从分泵内拆出活塞密封件，如图１５－７９
所示。

３盘式制动器零部件的检查和修理

（１） 测量衬垫衬片的厚度，如图１５－８０所示。

最小厚度：１０ｍｍ
标准厚度：１００ｍｍ
如果厚度小于最小值或者明显不均匀磨损，则应更换衬垫。

图１５－７９ 从分泵内拆出活塞密封件 图１５－８０ 测量衬垫衬片的厚度

（２） 测量转子盘的厚度，如图１５－８１所示。

最小厚度：２ＷＤ ２５０ｍｍ
４ＷＤ ２２０ｍｍ

标准厚度：２ＷＤ ２３０ｍｍ
４ＷＤ ２００ｍｍ

如果转子盘划伤或已磨损小于最小值，则应修理或更换。

（３） 测量转子盘的径向圆跳动。测量从转子盘外缘起的１０ｍｍ内的径向圆跳动。如图

１５－８２所示。

最大径向圆跳动：０１２ｍｍ
如果径向圆跳动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转子盘。

备注：在测量径向圆跳动之前，应先确认前轴承的游隙是在规定范围内。

图１５－８１ 测量转子盘的厚度 图１５－８２ 测量转子盘的径向圆跳动

（４） 如有必要，应更换转子盘。

１） 从转向节拆下扭力板，再拆下桥毂，并从桥毂上拆下转子盘，如图１５－８３所示。

２） 将１个新转子盘装到桥毂上，旋紧螺栓，如图１５－８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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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紧力矩：２ＷＤ ６８Ｎ·ｍ
４ＷＤ ６４Ｎ·ｍ

图１５－８３ 从转向节拆下扭力板 图１５－８４ 将１个新转子盘装到桥毂上

３） 将扭力板装到转向节上。

旋紧力矩：２ＷＤ １４７Ｎ·ｍ
４ＷＤ ９８Ｎ·ｍ

４制动分泵的装配与安装

（１） 在各零件上涂敷锂皂基乙二醇润滑脂。在图１５－８５上箭头所指的零件上均涂敷锂

皂基乙二醇润滑脂。

（２） 将活塞密封件和活塞装入分泵内，如图１５－８６所示。

图１５－８５ 在箭头所指的零件上均涂敷锂皂

基乙二醇润滑脂

图１５－８６ 将活塞密封件和活塞装入分泵内

（３） 将活塞套和开口环装入分泵内，如图１５－８７所示。

（４） 安装防尘罩和滑套。

（５） 将消声片装到活塞上，如图１５－８８所示，将消声片装到活塞上。

图１５－８７ 将活塞套和开口环装入分泵内 图１５－８８ 将消声片装到活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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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安装衬垫。

安装下列零件：

①４个衬垫支承板。

②衬垫磨损指示板 （内衬垫）。

③两个衬垫。

④两个消声片。

（７） 安装制动分泵。

旋紧力矩：３９Ｎ·ｍ
（８） 连接挠性软管。

（９） 向制动器储液箱注入制动液，并排除制

动系统内的空气。

（１０） 检查是否有渗漏制动液现象。

六、后制动器

１后制动器的拆卸

（１） 拆下后车轮和制动鼓。穿过后挡板上的

孔插入螺钉旋具，将自动调整杆撬离调整螺栓，

用另一把螺钉旋具旋动调整螺栓以放松后制动蹄

调整器，如图１５－８９所示。

（２） 拆下后制动蹄。

１） 使用制动蹄回位弹簧工具拆下回位弹簧，

如图１５－９０所示。

图１５－８９ 用螺钉旋具调整螺栓放松后

制动蹄调整器

２） 使用制动蹄下固定弹簧旋具拆下后制动蹄压簧、弹簧座和销子，如图１５－９１所示。

然后拆下后制动蹄和制动蹄拉簧。

图１５－９０ 拆下回位弹簧 图１５－９１ 拆下后制动蹄压簧、弹簧座和销子

（３） 拆下前制动蹄。

１） 使用制动蹄下固定弹簧旋具拆下前制动蹄压簧、弹簧座和销子，如图１５－９２所示。

２） 拆下带调整器的前制动蹄，并从前制动蹄脱开停车制动器钢索，如图１５－９３所示。

（４） 从前制动蹄上拆下调整器。拆下调整杆弹簧和调整器，并从调整器上拆下回位弹

簧，如图１５－９４所示。

（５） 如有必要，应拆下车轮制动分泵。使用制动器管接头螺母１０ｍｍ×１２ｍｍ扳手脱开

制动软管，拆下两个螺栓和车轮制动分泵，如图１５－９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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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９２ 拆下前制动蹄压簧、弹簧座和销子 图１５－９３ 拆下带调整器的前制动蹄

图１５－９４ 从前制动蹄上拆下调整器 图１５－９５ 拆下车轮制动分泵

（６） 分解车轮制动分泵。从分泵上拆下两个活塞套、两个活塞、两个活塞帽和弹簧，如

图１５－９６所示。

（７） 如有必要，应拆下并分解停车制动器摇臂部件。

１） 拆下夹扣，销子和波形垫圈，然后脱开停车制动器钢索，如图１５－９７所示。然后拆

下拉簧。

图１５－９６ 分解轮制动分泵 图１５－９７ 拆下夹扣、销子和波形垫圈

２） 拆下两个螺栓和停车制动器摇臂部件，如图１５－９８所示。再从停车制动器摇臂托架

上拆下摇臂罩。

３） 使用螺钉旋具拆下Ｃ形密封垫圈和销子，从摇臂托架拆下停车制动器摇臂和罩，如

图１５－９９所示。

２后制动器零件的检查

（１） 检查车轮制动分泵是否有腐蚀和损坏现象。

（２） 检查后挡板是否已磨损或损坏。

（３） 检查摇臂零件是否出现弯曲变形、已磨损或损坏。

（４） 测量制动蹄衬片的厚度，如图１５－１０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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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９８ 拆下两个螺栓和停车制动器摇臂部件 图１５－９９ 用螺钉旋具拆下Ｃ形密封圈

最小厚度：１０ｍｍ
标准厚度：４ＷＤ ６０ｍｍ

２ＷＤ ５５ｍｍ
如果衬片的厚度小于最小值，或者有明显的不均匀磨损，则应更换制动蹄。

备注：如果有一个制动蹄要更换，则应更换后制动器的全部制动蹄以保持制动均匀。

（５） 测量制动鼓的内径，如图１５－１０１所示。

最大内径：４ＷＤ ２９７０ｍｍ
２ＷＤ ２７２０ｍｍ

标准内径：４ＷＤ ２９５０ｍｍ
２ＷＤ ２７００ｍｍ

如果制动鼓已划伤或磨损，则可用车床将其修正到最大内径。

图１５－１００ 测量制动蹄衬片的厚度 图１５－１０１ 测量制动鼓的内径

（６） 检查制动衬片和鼓的接触是否正常。按需要，

更换制动蹄或更换制动鼓，如图１５－１０２所示。

（７） 如有必要，应更换制动蹄。

１） 使用螺钉旋具从前制动蹄拆下自动调整杆、停

车制动器制动蹄拉杆，如图１５－１０３所示。

２） 使用钳子安装带有１个新Ｃ形密封圈的停车制

动器制动蹄拉杆，再用１个Ｅ形密封圈装上自动调整

杆，如图１５－１０４所示。

３后制动器的装配

（１） 按图１５－１０５所示的正确方向装配各零件。

图１５－１０２ 检查制动衬片和鼓的

接触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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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１０３ 用螺钉旋具从制动蹄拆下自动调整杆 图１５－１０４ 用钳子安装制动蹄拉杆

图１５－１０５ 装配各零件

（２） 如有必要，应装配并安装停车制动器的摇臂部件。

１） 在摇臂罩上涂敷锂皂基乙二醇润滑脂，将摇臂罩装到停车制动器的摇臂上，如图１５
－１０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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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将停车制动器的摇臂装到摇臂托架上，并装上带Ｃ型垫圈的销子，如图１５－１０７所

示。

图１５－１０６ 将摇臂罩装到停车

制动器的摇臂上

图１５－１０７ 装上带Ｃ型垫圈的销子

３） 用两个螺栓将停车制动器的摇臂部件装到后挡板上，旋紧螺栓。

旋紧力矩：１３Ｎ·ｍ
４） 用销子，波形垫圈和夹扣将停车制动器钢索连接到摇臂部件上。

（３） 如有必要，应装配并安装车轮制动分泵。

１） 在活塞帽、活塞和活塞套上涂敷锂皂基乙二醇润滑脂。

２） 将弹簧和两个活塞帽装入分泵内，再装入两个活塞、活塞套和弹簧。

备注：应使活塞帽的凸缘向内。

３） 用两个螺栓将车轮制动分泵装到后挡板上。

旋紧力矩：１０Ｎ·ｍ
４） 使用制动器管接头螺母１０×１２ｍｍ扳手连接制动器管。

旋紧力矩：１５Ｎ·ｍ
（４） 如图１５－１０８所示，在后挡板和蹄片的滑动面上涂敷耐高温润滑脂。

（５） 在调整器上涂敷耐高温润滑脂。如图１５－１０９箭头所示。

图１５－１０８ 在后挡板和蹄片的滑动面上

涂敷耐高温润滑脂

图１５－１０９ 在调整器上涂敷耐高温润滑脂

（６） 将调整器装到前制动蹄上。将回位弹簧装到调整器上，然后在其上再装上调整杆和

调整杆弹簧，如图１５－１１０所示。

（７） 安装前制动蹄。

１） 将停车制动器钢索装到停车制动器拉杆上，如图１５－１１１所示，再将停车制动器钢

索装到摇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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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１１０ 将调整器装到前制动蹄上 图１５－１１１ 将停车制动器钢索装到停车制动器拉杆上

２） 将前制动蹄的一端装入活塞并固定在适当位置，然后使用制动蹄下固定弹簧旋具安

装制动蹄压簧、弹簧座和销子。

（８） 安装后制动蹄。

１） 将制动蹄拉簧装到前、后制动蹄上，如图１５－１１２所示。

２） 将后制动蹄的一端装入活塞并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使用制动蹄下固定弹簧旋具安装

后制动蹄压簧、弹簧座和销子。

３） 使用制动蹄回位弹簧工具安装回位弹簧。

（９） 检查自动调整机构的工作情况。

１） 如图１５－１１３所示，向后拉并放开调整钢索，检查调整螺栓的转动情况。

如果螺栓不转动，则应检查后制动器是否有安装不当的部位。

图１５－１１２ 将制动蹄拉簧装到前、后制动蹄上 图１５－１１３ 检查调整螺栓的转动情况

２） 将调整器的长度尽可能调整到最短，

再安装制动鼓，如图１５－１１４所示。然后上、

下拉足停车制动器拉杆直至不能再听到更多的

“卡嗒” 声为止。

（１０） 检查制动蹄和鼓之间的间隙。拆下

制动鼓，测量制动鼓的内径和制动蹄的直径，

计算两个测量值之间的差以获得正确的制动蹄

间隙，如图１５－１１５所示。

制动蹄间隙：０６ｍｍ
如果间隙不对，则应检查停车制动系统。

图１５－１１４ 将调整器的长度尽可能调到

最短，再安装制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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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如有必要，应调整摇臂。

１） 如图１５－１１６所示，轻轻地沿Ａ方向拉摇

臂，直至在Ｂ部分无间隙为止。在此状态下，旋

动调整螺栓以使Ｃ达到０４～０８ｍｍ，并用锁紧

螺母锁紧调整螺栓。

２） 将２号停车制动器钢索连接到摇臂上，安

装拉簧，如图１５－１１７所示。

（１２） 安装制动鼓和后车轮。

（１３） 向制动器储液箱内注入制动液，并排除

制动系统内的空气。

（１４） 检查是否有渗漏制动液现象。

七、负载传感比例阀 （ＬＳＰ） 和旁通阀 （ＢＶ）

１液压的检查和调整

（１） 安装ＬＳＰＶ测试表，并排除空气，如图

１５－１１８所示。

（２） 使前制动器压力上升到７８４５ｋＮ，并检查

后制动器的压力，如图１５－１１９所示。

图１５－１１５ 检查制动蹄和鼓之间的间隙

图１５－１１６ 轻轻地沿Ａ方向拉摇臂，

直至在Ｂ部分无间隙为止

图１５－１１７ 将２号停车制动器钢索连接到

摇臂上，安装拉簧

后制动器的压力：

２ＷＤ ４３７４±５８８ｋＮ
４ＷＤ ５７４７±５８８ｋＮ

备注：在调整到规定压力时不要再踩下和放开制动踏板。在调整到规定液压后的２ｓ，

读取后制动器的压力值。

图１５－１１８ 安装ＬＳＰＶ测试表并排除空气 图１５－１１９ 使前制动器压力上升到７８４５ｋ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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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如有必要，应调整液压。

１） 调整２号夹头的长度，如图１５－１２０所示。

低压：加长Ａ距离

高压：缩短Ａ距离

初始设定：７８ｍｍ
调整范围：７２～８４ｍｍ
备注：螺母转一圈时，液压变化值是：

２ＷＤ １６７ｋＮ
４ＷＤ ２８４ｋＮ

２） 用２号夹头仍不能调整到规定压力时，则可升高或降低阀体，即低压降低，高压升

高的方法进行调整，如图１５－１２１所示。然后旋紧螺母。

旋紧力矩：１３Ｎ·ｍ

图１５－１２０ 调整２号夹头的长度 图１５－１２１ 升高或降低阀体

３） 如果仍不能调整到规定压力时，则再次调整２号夹头的长度。

如果不能调整，则应检查阀壳体。

（４） 如有必要，应检查阀体。

１） 将阀体装在最高的位置。

２） 在此位置下，检查后制动器的压力，其压力见表１５－１。

表１５－１ 后制动器压力表 （单位：ｋＮ）

前制动器压力 后制动器压力

４９０ ４９０

２４５２ ５８８～９８１

５８８４ ９６１～１６４８

如果测量值不在标准要求范围内，则应更换阀体。

２ＬＳＰ和ＢＶ的拆卸与分解

（１） 从托架脱开２号夹头。拆下开口销，旋下螺母，从托架上脱开２号夹头，如图

１５－１２２所示。然后再拆下护圈，两个衬套和套管。

（２） 拆下ＬＳＰ和ＢＶ组件。

１） 使用制动器管接头螺母１０×１２ｍｍ扳手从阀体上脱开制动器管，如图１５－１２３所示。

２） 拆下阀架的固定螺栓和螺母，然后拆下ＬＳＰ和ＢＶ组件，如图１５－１２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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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１２２ 从托架上脱开２号夹头 图１５－１２３ 从阀体上脱开制动器管

（３） 拆下阀架。如图１５－１２５所示，旋下螺母和螺栓，然后再旋下两个螺母，并从阀体

上拆下阀架和固定板。

图１５－１２４ 拆下ＬＳＰ和ＢＶ组件 图１５－１２５ 拆下阀架

（４） 从阀脱开弹簧。使用钳子拆下夹扣，从阀脱开弹簧，如图１５－１２６所示。

（５） 拆下１号和２号夹头。旋下螺栓和螺母如图１５－１２７所示。然后拆下隔热罩。１号

和２号夹头，２个平垫圈。

图１５－１２６ 从阀脱开弹簧 图１５－１２７ 拆下１号和２号夹头

（６） 分解负载传感弹簧。如图１５－１２８所示拆下下列零件。

１） 衬套。

２） 套管。

３） 橡胶垫圈。

４） 负载传感阀罩。

５） 负载传感弹簧罩。

３ＬＳＰ和ＢＶ的检查

检查阀的活塞销和负载传感弹簧的接触面是否已磨损，如图１５－１２９所示。

磨损极限值：０７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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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１２８ 分解负载传感弹簧 图１５－１２９ 检查磨损极限值

４ＬＳＰ和ＢＶ组件的装配与安装

（１） 将下列零件装配到负载传感弹簧上。

１） 负载传感阀罩。

２） 负载传感弹簧罩。

３） 套管。

４） 橡胶垫圈。

５） 衬套

备注：在所有的摩擦部位均涂敷锂皂基乙二醇润滑脂，并且不要将负载传感弹簧的阀侧

和夹头侧搞错。

（２） 将１号和２号夹头装到负载传感弹簧上，通过两个平垫圈和隔热罩将夹头装到负载

传感弹簧上。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３） 将负载传感弹簧组件装到阀体上。

（４） 安装阀架。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５） 安装ＬＳＰ和ＢＶ组件。用４个螺栓将阀组件装到车架上。

旋紧力矩：１９Ｎ·ｍ
（６） 连接制动器管。

旋紧力矩：１５Ｎ·ｍ
（７） 将２号夹头连接到托架上。

１） 旋动螺母调整尺寸。

初始设定：７８ｍｍ
２） 旋紧锁紧螺母。

旋紧力矩：２５Ｎ·ｍ
３） 将两个衬套和１个套管装到负载传感弹簧

夹头上，再用护圈和螺母将负载弹簧装到夹头托

架上，然后装上新的开口销。

旋紧力矩：１３Ｎ·ｍ
（８） 调整后桥负载，如图１５－１３０所示。

图１５－１３０ 调整后桥负载

（９） 调整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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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向下拉负载传感弹簧，同时确认阀的活塞应平稳地向下移动，然后将阀体固定在适

当的位置，以使阀的活塞能轻微地接触到负载传感弹簧，如图１５－１３１所示。

２） 旋紧阀体的固定螺母。

旋紧力矩：１３Ｎ·ｍ
（１０） 排除制动系统内的空气。

（１１） 检查是否有渗漏制动液现象。

（１２） 检查并调整ＬＳＰ和ＢＶ的液压，如图１５－１３２所示。

图１５－１３１ 将阀体固定在适当的位置 图１５－１３２ 检查并调整ＬＳＰ和ＢＶ的液压

第三节 制动系统的故障诊断

制动系统的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５－２。

表１５－２ 制动系统的故障诊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制动踏板过低或轻软

制动衬片磨损 更换制动蹄

制动衬垫磨损 更换制动衬垫

制动系统漏油 修理制动系统内漏油处

总泵故障 修理或更换总泵

制动系统中有空气 从制动系统中排除空气

车轮制动分泵有故障 修理分泵

制动分泵有故障 修理制动分泵

活塞油封磨损或损坏 修理制动分泵

后制动器自动调整器有故障 修理或更换调整器

制动器拖滞

停车制动器调整不良 调整停车制动器

停车制动器调整钢索卡住 按需要进行修理

加力器推杆调整不良 调整推杆

拉簧或回位弹簧有故障 更换拉簧

制动器管路阻塞 按需进行修理

制动衬片破裂或变形 更换制动蹄

制动衬垫破裂或变形 更换制动衬垫

车轮制动分泵或制动钳活塞卡滞 按需进行修理

自动调整器破损 更换调整器

总泵产生故障 修理或更换总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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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制动器拖位

轮胎充气不适当 将轮胎充气至规定压力

制动蹄或制动衬垫上有油 更换制动蹄或衬垫

制动蹄变形或制动衬片磨损 更换制动蹄

制动衬垫变形、磨损或变光滑 更换制动衬垫

制动鼓或制动盘变形 更换制动鼓或制动盘

拉簧或回位弹簧故障 更换弹簧

车轮制动分泵有故障 修理分泵

制动分泵有故障 修理制动分泵

制动分泵内活塞冻结 修理制动分泵

制动衬垫阻卡 更换制动衬垫

制动踏板硬

且制动不灵

制动蹄或制动衬垫上有油脂 更换制动蹄或制动衬垫

制动蹄变形、制动衬片磨损或变光滑、制

动鼓磨损
更换制动蹄

制动衬垫变形、磨损或变光滑 更换制动衬垫

制动分泵中活塞冻结 修理制动分泵

制动加力器有故障 修理加力器

负压泵故障 修理负压泵

负压渗漏 按需进行修理

制动器管路堵塞 按需进行修理

当使用制动器时，

发生劈拍声或卡嗒声

１鼓式制动器：

制动蹄卡在后挡板凸缘上

后挡板凸缘磨损

制动蹄压簧松弛或失掉

后挡板固定螺栓松动

加注润滑油

更换或润滑凸缘

更换蹄片压簧

按规定力矩旋紧

２盘式制动器：

制动衬套支承板松或掉下

安装螺栓松开

滑动衬套磨损

更换衬垫支承板

按规定力矩旋紧

更换滑动衬套

当使用制动器时，

发生沙沙声或嘎嘎声

制动蹄片或制动衬垫磨损
如果擦伤严重、则应更换或加工制动鼓或

转子

制动钳与车轮或转子间相互妨碍 按需进行更换

防尘罩与转子或后挡板与制动鼓间相互擦碰 按需进行修理或更换

轮胎与底盘及车身产生摩擦 检查及进行维护

当使用制动器时产

生吱吱声、持续尖叫

声、嘎吱声或震动声

备注：制动器的摩

擦零件在摩擦中，偶

然发出吱吱尖叫声是

正常的，特别在恶劣

的环境条件下；如寒

冷、炎热、湿度大、

制动鼓和制动蹄衬片、转子和制动衬垫磨

损或擦伤
检查、修理或更换

制动衬片或衬垫有污脏及油脂

制动衬片或衬垫使用不当

清洗或更换

检查和更换

制动踏板或加力器推杆调整不当 检查或调整

１盘式制动器：

制动衬垫消音片丢失或损坏 更换

制动衬垫磨损使指示板与转子接触 更换

制动钳产生毛刺或生锈 清洁和除毛刺

４３３



（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下雪、含盐以及泥浆

等处会更加严重，但

它不会引起制动器故

障，也不会降低制动

器的有效性能

２鼓式制动器：

制动蹄压簧过软或损坏、制动蹄压簧销和

弹簧过软或损坏、或者后挡板凸缘有裂纹

检查、修理或更换

在 不 使 用 制 动 器

时，发出持续的尖叫

声、吱吱声

制动踏板或加力器推杆调整不当 检查并调整

加力器或总泵或车轮制动分泵回位不良 检查、修理或更换

１盘式制动器：

活塞生锈或阻卡 清洁、除锈、加注润滑油

制动钳中制动衬垫位置不当转子和制动钳

的外壳摩擦

重新正确安装检查或更换

制动衬垫支承板安装不当 重新正确安装

制动衬垫磨损、指示板与转子相碰 更换

２鼓式制动器

制动蹄压簧过软或损坏 更换

后挡板凸缘开裂 更换

后挡板弯曲或翘曲与制动鼓相互妨碍 修理或更换

制动鼓变形或加工不当、与后挡板或制动

蹄相互妨碍

更换制动鼓

３制动系统中零件：

制动系统中有过松或过紧的零件

后制动鼓调整过紧而引起制动衬片磨光

车轮轴承磨损、损坏或润滑不足

视需要进行检查、修理或更换

不使用制动器，但

仍发出嘎吱声卡嗒声

或格格声

石头或异物卷进车轮护盖内侧轮毂螺母松

动
清除石头等异物

制动踏板或加力器推杆调整不当 按规定力矩旋紧，必要时应更换检查并调整

车轮轴承磨损、损坏或润滑不足 检查、润滑或更换

消音器弹簧过软或丢失，或制动衬垫支承

板及制动衬垫外端产生卷边

检查、修理或更换

消声片不良 检查、视情况更换

滑动衬套磨损 检查、视情况更换

安装螺栓松动 按规定力矩旋紧

活塞回位不良 修理或更换

鼓式制动器中有松动或过紧的零件 检查、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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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转 向 系 统

第一节 转向系统的结构

转向系统其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在转向柱中采用有非倾斜式转向柱和倾斜式转向柱两

种；在转向器中，采用有手动转向机壳、动力转向机壳和锥齿轮转向机壳三种。在传动杆系

中，由于两前轮相对独立运动，采用两根横拉杆，这样就适应了多种车型结构的需要，并且

结构简单，操纵轻便，灵敏性高，采用完全封闭式，所以免于维护。

一、转向柱

转向柱分非倾斜式转向柱和倾斜式转向柱两种，其主要结构如下：

１非倾斜式转向柱

其结构主要由上柱管、下柱管、主轴、万向节、上托架和下卡夹等组成，如图１６－１所

示。

２倾斜式转向柱

其结构主要由上柱管、下柱管、主轴、万向节、倾斜杠杆、倾斜杠杆部件、倾斜辅助杠

杆和杠杆护板等组成，如图１６－２所示。

二、手动转向机壳

手动转向机壳，其结构主要由小齿轮、齿条、齿条壳体和齿条导套等组成，如图１６－３
所示。

三、动力转向

１动力转向原理

动力转向是利用发动机的动力来进行转向的一种液压装置，即依助发动机驱动泵产生液

压，液压又作用在动力缸的活塞上，以使小齿轮给齿条一个辅助作用力。这个辅助力的大小

与作用在活塞上的压力有关。因此，若需要更大的转向力就必须升高压力，而液压的变化是

由与转向主轴连接的控制阀所控制的。控制阀的液压升高，转向力也随之升高。

（１） 中间 （直线向前） 位置。当汽车处于中间直线向前行驶位置时，从泵出来的液体被

送到控制阀内，如图１６－４所示。如果控制阀处中间位置时，所有液体将流过控制阀进入放

泄口并返回到泵中。此时，压力很难形成，动力缸活塞两边的压力处于相等，因而活塞不会

向某一方向移动，汽车保持直线行驶状态。

（２） 当汽车转向时，转向主轴便向任一方向转动，控制阀也随之而动，并关闭一个液压

通道，如图１６－５所示。同时使另一个通路开得更大，使液体流量改变并增加压力。结果，

在活塞两侧形成压力差迫使活塞向压力小的方向移动，而使缸中的液体通过控制阀又被压回

泵中，实现汽车转向。



图１６－１ 非倾斜式转向柱零件分解图

１—万向节 ２—柱孔罩 ３—下卡夹 ４—点火开关 ５—上托架 ６—锁芯 ７—下柱管

８、１３—锥形头螺栓 ９—上柱管 １０—压缩弹簧 １１—轴承 １２—柱卡夹 １４—弹簧卡环

１５—平垫圈 １６—止推圈 １７—弹簧卡环 １８—主轴

７３３



图１６－２ 倾斜式转向柱零件分解图

１—下卡夹 ２—下柱管 ３—点火开关 ４—上托架 ５—锁芯 ６—万向节 ７、２５—轴承 ８—弹簧 ９—杠杆锁紧螺栓

１０—倾斜杠杆 １１—棘爪挡块 １２—垫圈 １３—上柱管 １４—旋转信号架 １５—棘爪 １６—倾斜杠杆部件

１７—止推圈 １８—弹簧卡环 １９—主轴 ２０—倾斜辅助杠杆 ２１—倾斜杠杆护板 ２２—Ｅ形密封圈 ２３、２４—拉簧

２６—压缩弹簧 ２７—转向螺栓 ２８—锥形头螺栓 ２９—转向柱卡夹 ３０—转向柱孔罩

８３３



图１６－３ 手动转向机壳零件分解图

１—夹扣 ２—齿条保护罩 ３—卡夹 ４—防尘罩 ５—小齿轮轴承调整螺钉的锁紧螺母

６—小齿轮轴承调整螺钉 ７—小齿轮 ８、９—轴承 １０—齿条壳体 １１—齿条导套 １２—Ｏ形密封圈

１３—齿条导套弹簧 １４—齿条导套弹簧帽 １５—齿条导套弹簧帽锁紧螺母 １６—衬套 １７—齿条

１８—带齿垫圈 １９—齿条尾端 ２０—转向横拉杆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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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４ 从泵出来的液体被送到控制阀内

图１６－５ 转向主轴向任一方向转动控制阀也随之而动

２动力转向结构

动力转向其主要部件由动力转向泵和转向机壳组成，具体结构如下：

（１） 动力转向泵。动力转向泵又称叶轮泵，其结构主要由泵轴、转子、叶片、凸轮圈、

后板、前壳体、后壳体和流量控制阀等组成，如图１６－６所示。其中凸轮圈、转子、叶片和

流量控制阀等都是高精度的零部件，是产生和控制最大液压的主要部件，必须精心处理。在

流量控制阀中有一个安全阀，是控制泵的最大压力，如果它过低，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动力转

向辅助力，如果它过高，就会在压力软管、油封等部件上产生反作用力，所以不要分解和调

整安全阀。当更换流量控制阀时，必须使用相同标记的控制阀。

（２） 动力转向机壳。其结构主要由齿条、齿条壳体、齿条导管、控制阀、控制阀壳体和

压力管等组成，如图１６－７所示。

四、锥齿轮转向机壳

锥齿轮转向机壳其结构主要由１号锥齿轮、２号锥齿轮、支承板、锥齿轮转向机壳和壳

体盖板等组成，如图１６－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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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６ 动力转向泵零件分解图

１—压力管接头 ２、６、２１—Ｏ形密封圈 ３—流量控制阀 ４—弹簧 ５—吸入口管接头 ７—垫片

８—泵轴 ９、１１—弹簧卡环 １０—轴承 １２—油封 １３—前壳体 １４—后壳体

１５—波形垫圈 １６—凸轮圈 １７—直销 １８—转子 １９—叶片 ２０—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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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７ 动力转向机壳零件分解图

１—齿条保护罩 ２—卡夹 ３、１１、１５、３０—Ｏ形密封圈 ４、１４—特氟隆环 ５—齿条 ６—管接头座 ７—防尘罩

８、１２、１８、２７—油封 ９—隔套 １０—控制阀壳体 １３—压力管 １６—轴承 １７—控制阀

１９—轴承导向螺母 ２０—管接头座 ２１—齿条壳体 ２２—支座 ２３—齿条导套 ２４—齿条导套弹簧

２５—齿条导套弹簧帽 ２６—锁紧螺母 ２８—衬套 ２９—缸端限位螺套

３１—带齿垫圈 ３２—齿条尾端 ３３—夹扣 ３４—转向横拉杆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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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８ 锥齿轮转向机壳零件分解图

１—锁紧螺栓 ２—座块 ３—壳体盖板 ４、９—油封 ５、１１—防尘罩 ６—轴承 ７—弹簧护圈

８、１６—弹簧 １０—调整螺钉锁紧螺母 １２—调整螺钉 １３—锥齿轮转向机壳 １４—止推垫圈

１５—１号锥齿轮 １７—２号锥齿轮 １８—弹簧座 １９—支承板

第二节 转向系统的维修

一、转向柱

（一） 转向柱的拆卸和安装

转向柱的拆卸和安装按图１６－９所示零件进行。

１转向柱的拆卸要领

（１） 拆下转向盘。使用转向盘拆卸工具拆下转向盘。

（２） 脱开主轴。在锥齿轮轴和主轴上作上配合记号，旋开螺栓，然后从锥齿轮轴上脱开

主轴。

２转向柱安装要领

转向柱的安装按拆卸时的相反顺序进行。

（二） 非倾斜式转向柱的分解、检查与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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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９ 转向柱拆卸和安装零件图

１—转向柱 ２—转向柱罩 ３—组合开关 ４—盘座 ５—转向盘 ６—右下罩板 ７—燃油箱盖开启器

１非倾斜式转向柱的分解

（１） 拆下上托架。

１） 使用中心冲压锥形头螺栓的中心冲出一个中心眼，再使用３～４ｍｍ直径的钻头在各

锥形头螺栓上钻一个孔，如图１６－１０所示。

２） 使用螺栓旋出器拆下锥形头螺栓，如图１６－１１所示。然后再拆下两个螺栓，并将上

托架和柱管分开。

图１６－１０ 在各锥形头螺栓上钻一个孔 图１６－１１ 拆下锥形头螺栓

（２） 从上柱管中拉出主轴。

１） 使用中心冲压锥形头螺栓的中心冲出一个中心眼，再使用３～４ｍｍ直径的钻头在各

锥形头螺栓上钻一个孔。

２） 使用螺栓旋出器拆下锥形头螺栓，然后再拆下两个螺栓，并将上柱管从下柱管分离

开。

３） 使用弹簧卡环钳子拆下弹簧卡环，然后从上柱管中拉出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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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从主轴上拆下平垫圈、压缩弹簧、止推圈和轴承。

５） 使用弹簧卡环钳子拆下弹簧卡环。

（３） 从下柱管拉出主轴。拆下螺栓和转向柱孔罩的卡夹、转向柱孔罩。然后在万向节和

主轴上作上配合记号，如图１６－１２所示。拆下螺栓和万向节，并从下柱管拉出主轴。

２非倾斜式转向柱的检查和更换

（１） 检查上托架。检查转向锁紧机构的动作是否正常，如图１６－１３所示。

图１６－１２ 在万向节和主轴上作上配合记号 图１６－１３ 检查转向锁紧机构的动作是否正常

（２） 如有必要，应更换点火开关锁芯。将点火开关的钥匙转到 ＡＣＣ位置，用一根细棒

向下推止键，拉出锁芯，如图１６－１４所示。然后将新锁芯装入。

（３） 检查上轴承。检查上轴承的转动情况和有无不正常的噪声，如图１６－１５所示。如

果轴承已磨损或损坏，则应更换柱管部件。

图１６－１４ 用一根细棒向下推止键 图１６－１５ 检查上轴承

３非倾斜式转向柱的装配

（１） 将主轴装到下柱管中。将主轴插入下柱管中，并使主轴和滑动叉上的记号对准，然

后旋上螺栓，装上转向柱孔罩和孔罩卡夹。

旋紧力矩：３５Ｎ·ｍ
（２） 将主轴装到上柱管中。

１） 使用弹簧卡环钳子将弹簧卡环装到主轴上，然后再将轴承、止推圈、压缩弹簧和平

垫圈装到主轴上。

２） 将上柱管装到主轴上，再使用弹簧卡环钳装上弹簧卡环，然后将两个螺栓旋到上柱

管上。

旋紧力矩：７８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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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将两个新的锥形头螺栓旋到上柱管

上，旋紧直至锥形头螺栓头断开为止，如图

１６－１６所示。

（３） 安装上托架。将两个新锥形头螺栓

装到上托架上，旋紧并直至锥形头螺栓的头

断开为止。

二、手动转向机壳

（一） 手动转向机壳的拆卸和安装

手动转向机壳的拆卸和安装按图１６－１７
所示零件进行。

图１６－１６ 将两个新的锥形头螺栓旋到上柱管上

图１６－１７ 手动转向机壳各组成零件

１—２号护板 ２—扭力轴 ３—２号万向节护罩 ４、９—托架 ５—护圈 ６—转向机壳 ７—开口销

８—万向节护罩 １０—１号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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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手动转向机壳的拆卸要领

（１） 脱开转向横拉杆。拆下开口销和螺母，使用球窝节拆卸工具从转向节臂上脱开转向

横拉杆。

（２） 脱开万向节

１） 在扭力轴和锥齿轮轴上作上配合记号，旋松扭力轴上的螺栓，如图１６－１８所示。

２） 在扭力轴和控制阀轴上作上配合记号，旋下螺栓，如图１６－１９所示。然后将扭力轴

拉到锥齿轮侧，脱开万向节。

图１６－１８ 在扭力轴和锥齿轮上作上配合记号 图１６－１９ 在扭力轴和控制阀轴上作上配合记号

２手动转向机壳的安装要领

手动转向机壳的安装参照拆卸时的相反顺序进行。

（二） 手动转向机壳的分解、检查和装配

１手动转向机壳的分解

（１） 将机壳夹到台虎钳上。

（２） 拆下转向横拉杆尾端。在转向横拉杆和齿条后端上作上配合记号，旋松锁紧螺母，

拆下转向横拉杆尾端，如图１６－２０所示。

（３） 拆下齿条保护罩。拆下螺钉、卡夹和保护罩。

（４） 拆下防尘罩。

（５） 拆下齿条尾端和带齿垫圈。

１） 鉴松带齿垫圈。

２） 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和２４ｍｍ扭力扳手拆下齿条尾端和带齿垫圈，如图１６－２１所

示。

图１６－２０ 在转向横拉杆和齿条后端上作上配合记号 图１６－２１ 拆下齿条尾端和带齿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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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拆下齿条导套弹簧帽锁紧螺母。使用锁紧螺母扳手拆下齿条导套弹簧帽锁紧螺母，

如图１６－２２所示。

（７） 拆下齿条导套弹簧帽和齿条导套弹簧。使用１７ｍｍ六角套筒扳手拆下齿条导套弹簧

帽和弹簧，如图１６－２３所示。

图１６－２２ 拆下齿条导套弹簧帽锁紧螺母 图１６－２３ 拆下齿条导套弹簧帽和弹簧

（８） 拆下小齿轮轴承调整螺钉的锁紧螺母。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拆下锁紧螺母，如图

１６－２４所示。

（９） 拆下小齿轮轴承调整螺钉。

备注：不要损伤调整螺钉处的油封唇。

（１０） 拆下带上轴承的小齿轮。从壳体侧拉足齿条，并使齿条的槽口部分与小齿轮对准，

然后与上轴承一起拆下小齿轮，如图１６－２５所示。

备注：应小心不要损伤齿面。

图１６－２４ 用专用工具拆下锁紧螺母 图１６－２５ 与上轴承一起拆下小齿轮

（１１） 拆下齿条。不要转动齿条，并从壳体侧将其拆下，如图１６－２６所示。

备注：齿条的齿面不要碰伤衬套。

（１２） 拆下齿条导套。拆下齿条导套，并从导套上拆下Ｏ形密封圈，如图１６－２７所示。

２手动转向机壳的检查

检查齿条，如图１６－２８所示。

１） 检查齿条的摆差、齿的磨损和损坏情况。

最大径向圆跳动：０１５ｍｍ
２） 检查背面是否磨损或损坏。

如有问题应予以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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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２６ 拆下齿条 图１６－２７ 拆下齿条导套

３手动转向机壳的装配

（１） 将齿条、小齿轮装入齿条壳体

备注：要保证小齿轮尾端固定在下轴承内。

（２） 装上并调整小齿轮轴承的调整螺钉。

１） 将螺钉的螺纹部分涂敷密封胶，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逐步地旋紧调整螺钉直至紧

贴住为止。

密封胶：产品号０８８３３—０００８０、１３４４ＴＨＲＥＥＢＯＮＤ、２４２ＬＯＣＴＩＴＥ或相当的品种。

２） 临时将齿条尾端装到齿条上，使用转向蜗杆轴承调整套筒转动小齿轮轴予以锁紧，

如图１６－２９所示。

图１６－２８ 检查齿条 图１６－２９ 用转向蜗杆轴承调整套筒

转动小齿轴予以锁紧

３） 使用扭力计和转向机壳大修工具、转向蜗杆轴承调整套筒在两个方向测量轴承的预

紧力矩，转动调整螺钉直至达到规定要求为止，如图１６－３０所示。

预紧力矩 （转动时）：０１～０２Ｎ·ｍ
（３） 安装小齿轮轴承调整螺钉的锁紧螺母。在螺母的螺纹部分涂敷密封胶，使用转向机

壳大修工具将调整螺钉固定在适当位置，用力臂长３４０ｍｍ的扭力扳手旋紧锁紧螺母，然后

再重新检查小齿轮的预紧力矩。

旋紧力矩：８８Ｎ·ｍ
（４） 安装齿条导套，齿条导套弹簧。

（５） 安装齿条导套弹簧帽。

（６） 调整总预紧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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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使用转向蜗杆轴承调整套筒计数小齿轮总的转动圈数，然后将小齿轮退回一半圈数，

如图１６－３１所示。

图１６－３０ 测量轴承的预紧力矩，转动调整螺钉

直至达到规定为止

图１６－３１ 用转向蜗杆轴承调整套筒计数

小齿轮总的转动圈数

２） 使用１７ｍｍ六角套筒旋紧齿条导套弹簧帽，如图１６－３２所示。然后再将弹簧帽倒退

２５°。

旋紧力矩：２５Ｎ·ｍ
３） 使用转向蜗杆轴承调整套筒和扭力计在两个方向测量从空挡位置开始一圈之内的总

预紧力矩，如图１６－３３所示。

总预紧力矩 （转动时）：０７～１７Ｎ·ｍ

图１６－３２ 用六角套筒旋紧齿条导套弹簧帽 图１６－３３ 测量从空挡位置开始一圈内的

总预紧力矩

（７） 安装齿条导套弹簧帽的锁紧螺母。

旋紧力矩：６９Ｎ·ｍ
（８） 安装齿条尾端和带齿垫圈。

旋紧力矩：７１Ｎ·ｍ
备注：应使带齿垫圈上的齿与齿条槽对准，并铆住带齿垫圈。

（９） 安装齿条保护罩。

注意：不要损伤或扭曲保护罩。

（１０） 安装转向横拉杆尾端。旋紧螺母，使转向横拉杆连接到齿条尾端并使配合记号对

准，调整好转向横拉杆后，旋紧锁紧螺母。

旋紧力矩：８８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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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安装防尘罩。在防尘罩上涂敷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装上防尘罩，如图１６－３４所

示。

三、动力转向

（一） 车上检查

１检查转向盘

检查转向盘的自由行程。将汽车停止在平坦的场地上，使前轮处于直线行驶位置的状态

下，然后用手指的压力轻轻地前后平稳摇动转向盘，两边出现阻力的中间距离即自由行程，

如图１６－３５所示。其行程应不超过最大值。

自由行程最大值：４０ｍｍ
如有必要，应予以修理。

图１６－３４ 安装防尘罩 图１６－３５ 检查转向盘的自由行程

２检查传动带

（１） 检查传动带的安装位置。在传动带安装好之后，检查它在摩擦槽内的配合位置是否

符合图１６－３６所示的正确要求。

图１６－３６ 检查传动带的安装位置

（２） 检查传动带的张紧度。

１） 在９８Ｎ·ｍ的作用力下，测量传动带的张紧度，如图１６－３７所示。

新传动带：７５～９５ｍｍ
已用过传动带：９～１３ｍｍ
备注：

所谓新传动带，是指在发动机运转下使用５ｍｉｎ以内的传动带。

所谓已用过传动带，是指用过５ｍｉｎ或５ｍｉｎ以上的传动带。

２） 使用传动带张力计检查传动带的张紧度，如图１６－３８所示。

２ＷＤ：

新传动带：４５０～５５０Ｎ
已用过传动带：２００～３５０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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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ＷＤ：

新传动带：５５０～６５０Ｎ
已用过传动带：２５０～４００Ｎ

图１６－３７ 测量传动带的张紧度 图１６－３８ 用传动带张力计检查传动带的张紧度

３检查液面高度

（１） 保持车身呈水平状态。

（２） 升高液压油温度。发动机以等于或小于１０００ｒ／ｍｉｎ进行怠速运转时，反复数次将转

向盘从锁定侧转到相反的锁定侧，以提高液压油的温度，如图１６－３９所示。

液压油温度：８０℃
（３） 检查是否有泡沫或乳化，如图１６－４０所示。

备注：有泡沫或乳化表示系统内有空气存在或液面太低。

图１６－３９ 升高液压油温度 图１６－４０ 检查是否有泡沫或乳化

（４） 检查储液箱内的液面高度。检查液面高度并视需要添加，如图１６－４１所示。

液压油：ＡＴＦＤＥＸＲＯＮⅡ
备注：检查液面是否在量油尺的热 （ＨＯＴ） 液面范围内。如果液压油是冷的话，检查

它是否在量油尺的冷 （ＣＯＬＤ） 液面范围内。

４动力转向液的更换

（１） 顶起车身前侧并用支架支撑住，如图１６－４２所示。

（２） 将储液箱上的回油软管拆下，把液压油排到容器里，如图１６－４３所示。

（３） 在排出液压油的同时，将转向盘从一个锁定侧转到另一个锁定侧，如图１６－４４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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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４１ 检查储液箱内的液面高度 图１６－４２ 顶起车身前侧并用支架支撑住

图１６－４３ 将储液箱的回油软管拆下 图１６－４４ 将转向盘从一个锁定侧转到另一个锁定侧

（４） 向储液箱注进新液压油，如图１６－４５所示。

液压油：ＡＴＦＤＥＸＲＯＮⅡ
（５） 起动发动机，在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的状态下运转。经过１或２ｓ之后，液压油将会从回油

软管排出，如图１６－４６所示。这时立即关掉发动机。

注意：要注意有一些液压油应留在储液箱内。

图１６－４５ 向储液箱注进新液压油 图１６－４６ 液压油将会从回油软管排出

（６） 重复以上 （４） 和 （５） 步骤４至５次，直到液压油内不再有空气为止。

（７） 将回油软管连接到储液箱上。

（８） 排出动力转向器系统内的空气。

５动力转向器系统放气

（１） 检查储液箱内液面高度。检查液面高度，视需要加注液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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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起动发动机，反复将转向盘从一个锁定侧到另一个锁定侧转三次或四次。在发动机

低于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的条件下，将转向盘向左或向右转到底，并保持２～３ｓ；然后再向相反一侧

转到底，并保持２～３ｓ。

（３） 检查储液箱内是否有泡沫或混浊，并测量液面高度。在发动机运转状态下测量液面

高度，然后停止发动机再测量液面高度，应不超过最大升高值，如图１６－４７所示。

最大升高值：５ｍｍ
如果发现有问题，应重复以上４的 （６） 步骤。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应修理动力转向

泵。

６检查油压

（１） 连接油压表。

１） 旋开压力管路接头。

２） 将压力表的表盘侧连接到ＰＳ泵侧，而将阀侧连接到压力管路侧，如图１６－４８所

示。然后起动发动机，并将转向盘从一个锁住侧转到另一个锁住侧２至３次，放出系统中的

空气，检查液面的高度是否正确。

图１６－４７ 测量液面高度应不超过最大升高值 图１６－４８ 将阀侧连接到压力管路侧

（２） 检查液体温度，至少在８０℃。

（３） 起动发动机，使它怠速运转。

（４） 检查阀关闭时的压力值。关闭压力表的阀并读取压力表上的压力值，如图１６－４９
所示。

最小压力：７８４５ｋＰａ
注意：不可让阀关闭时间超过１０ｓ；不可使液压油温度升得太高。

如果压力低，则应修理或更换动力转向泵。

（５） 完全开启阀。

（６） 检查并记录发动机在１０００ｒ／ｍｉｎ和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运转状态下压力值差，如图１６－５０
所示。

压力值差：不大于４９０ｋＰａ。

如果压力差大于这个数值，则应修理或更换动力转向泵的流量控制阀。

（７） 检查转向盘转到完全锁定位置上的压力值，如图１６－５１所示。

最小压力：７８４５ｋＰａ
注意：在锁定位置的保留时间不要超过１０ｓ；不要使液压油温度升得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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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４９ 检查阀关闭时的压力值 图１６－５０ 检查记录发动机在１０００ｒ／ｍｉｎ和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运转状态下压力差

如果压力低，则机壳内部必有泄漏，应予以修理或更换。

（８） 测量转向力矩。将转向盘转到正中位置，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运转，使用扭力计测

量两个方向的转向力矩，如图１６－５２所示。

最大转向力矩：５９Ｎ·ｍ
如果转向力矩过大，则应修理动力转向装置。

图１６－５１ 检查转向盘转到完全锁定位置上的压力值 图１６－５２ 测量转向力矩

（二） 动力转向泵

１动力转向泵的拆卸和安装要领

动力转向泵的拆卸和安装其要领按图１６－５３所示。

（１） 脱开压力管道。握住压力口的管接头，同时脱开压力管道。

（２） 旋松带轮螺母。用手压在传动带上将带轮固定在某一位置，旋松带轮螺母。

（３） 在安装好ＰＳ泵后调整传动带的张紧度，并拆下压力口管接头、流量控制阀、弹簧

和Ｏ形密封圈，如图１６－５４所示。

注意：应小心不要掉下、划伤或丢失控制阀。

２动力转向泵的检查

（１） 测量轴和衬套之间的油隙。检查衬套是否磨损或损坏，然后使用百分表和游标卡尺

测量衬套和转子轴之间的油隙，如图１６－５５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３～００５ｍｍ
最大油隙：００７ｍｍ
备注：衬套不能单独更换，如果磨损或损坏，则应更换整个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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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５３ 动力转向泵的拆卸和安装零件图

１、１０—传动带 ２、１１、２０—带轮 ３、１９、２８—ＰＳ泵 ４、１２、２２—垫片 ５、１４、２３—接头螺栓

６—负压软管 ７—空气控制阀 ８、１７、２５—储液箱 ９、１６、２７—回油软管 １３—冷却风扇 １５、２４—压力管

１８、２６—储液箱至泵的软管 ２１—调整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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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５４ 拆下压力口管接头、流量控制阀、

弹簧和Ｏ形密封圈

图１６－５５ 测量衬套和转子轴之间的油隙

（２） 检查转子、叶片和凸轮圈。

１） 检查叶片是否磨损或划伤，然后用千分尺测量叶片的长度、高度和厚度，如图１６－
５６所示。

最小长度：１４９９ｍｍ
最小高度：８６ｍｍ
最小厚度：１４０ｍｍ
２） 使用塞尺测量转子槽和叶片之间的间隙，如图１６－５７所示。

标准间隙：００２５ｍｍ
最大间隙：００３５ｍｍ

图１６－５６ 用千分尺测量叶片的长度、高度和厚度 图１６－５７ 用塞尺测量转子槽和叶片之间的间隙

３） 如果测量的间隙大于最大值，则应更换叶片或转子。但换上的转子其标记要与凸轮

圈上的标记相同，如图１６－５８所示。

备注：转子和凸轮圈共有五种叶片长度，其标记和长度见表１６－１。

图１６－５８ 转子标记要与凸轮圈上的标记相同

表１６－１ 五种叶片长度

转子和凸轮圈编号 叶片长度／ｍｍ

无 １４９９９～１５００１

１ １４９９７～１４９９９

２ １４９９５～１４９９７

３ １４９９３～１４９９５

４ １４９９１～１４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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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检查流量控制阀。

１） 检查流量控制阀是否磨损或损坏，然后在叶片上涂敷液压油，依助自重能平稳地滑

入阀孔，如图１６－５９所示。

２） 检查流量控制阀是否泄漏。如图１６－６０所示，关闭一个孔，并向相反侧的孔施加压

缩空气３９２或４９０ｋＰａ，确认空气不从尾端孔流出。

图１６－５９ 在叶片上涂敷液压油，依助自

重能平稳地滑入阀孔

图１６－６０ 检查流量控制阀是否泄漏

３） 如有必要，则应更换阀。换上的阀应具有与后壳体上相同标记的字母，如图１６－６１
所示。

标记字母：Ａ、Ｂ、Ｃ、Ｄ或Ｆ
（４） 检查流量控制阀弹簧。检查弹簧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如图１６－６２所示。

弹簧长度：３３～３４ｍｍ
如果弹簧长度不在规定范围内，则应予以更换。

图１６－６１ 换上的阀应具有与后壳体上

相同标记的字母

图１６－６２ 检查流量控制阀弹簧

（三） 转向机壳

１转向机壳的拆卸和安装要领

转向机壳的拆卸和安装其要领按图１６－６３所示零件进行。

（１） 脱开转向横拉杆尾端。拆下横拉杆开口销和螺母，使用球窝节拆卸工具将转向横拉

杆尾端从转向节臂上脱开。

（２） 脱开万向节。

１） 在扭力轴和锥齿轮轴上作上配合记号，旋松扭力轴上的螺栓。

２） 在扭力轴和控制阀轴上作上配合记号，旋下螺栓，然后拉锥齿轮轴侧的扭力轴，脱

开万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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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脱开压力和回油管道。使用动力转向机壳螺母扳手脱开压力和回油管道。

２转向机壳零部件的检查

（１） 检查拉杆，如图１６－６４所示。

１） 检查齿条的径向圆跳动误差、齿的磨损和损坏情况。

最大径向圆跳动误差：０１５ｍｍ
２） 检查背面是否磨损或损坏。

如有问题，则应予以更换。

（２） 检查齿条壳体轴承。检查滚针轴承有无凹痕或损伤，如图１６－６５所示。

如有问题，则应更换齿条壳体。

图１６－６４ 检查拉杆 图１６－６５ 检查滚针轴承有无凹痕或损伤

（３） 检查缸端限位螺套的衬套。检查衬套的内壁有无划痕，如图１６－６６所示。

如有问题，则应更换衬套。

３转向机壳的装配

（１） 安装齿条壳体油封和隔套。将隔套装到齿条壳体内，然后将新油封的唇部涂敷动力

转向液压油，使用手柄、油封拆装工具和塑料锤子水平地敲入新油封。

（２） 安装齿条。

注意：在未装控制阀之前不要移动齿条。

（３） 安装油封。将转向齿条护罩 Ｇ专用工具装入齿条的相反一端，并在其上涂敷动力

转向液压油。然后将新油封的唇部涂敷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按图１６－６７所示将油封推到

专用工具上，装上油封，并拆下专用工具。

图１６－６６ 检查衬套的内壁有无划痕 图１６－６７ 将油封推到专用工具上并装上油封

（４） 将齿条壳体夹在台虎钳上。使用齿条和小齿轮转向齿条壳体支架将齿条壳体固定到

台虎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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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安装缸端限位螺套和油封。

１） 在新油封上涂敷动力转向液压油，装到缸端限位螺套上。然后使用木块和锤子将其

敲入齿条壳体内，如图１６－６８所示。

２） 使用缸端限位套螺母扳手安装限位螺套。

旋紧力矩：７８Ｎ·ｍ
３） 使用冲子铆住齿条壳体，如图１６－６９所示。

图１６－６８ 用木块和锤子将新油封敲入齿条壳体内 图１６－６９ 用冲子铆住齿条壳体

（６） 气密性试验。将转向齿条油封试验工具装到缸体的管接头上，施加５３３ｋＰａ的真空

压力约３０ｓ，检查负压是否变化，如图１６－７０所示。

如果负压压力有变化，则应检查缸体油封的安装状态。

（７） 将控制阀装到控制阀体上。

１） 在新的特氟隆环上涂敷动力转向液压油，将控制阀推入阀体。然后在新的 Ｏ形密封

圈上涂敷动力转向液压油，装到轴承导向螺母上。再将小齿轮轴上卷上乙烯胶带，使用轴承

导套螺母套筒扳手安装导向螺母，如图１６－７１所示。

图１６－７０ 检查负压是否变化 图１６－７１ 安装导向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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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紧力矩：２５Ｎ·ｍ
注意：不要损伤油封唇部。

２） 使用冲子铆住导向螺母。

（８） 安装阀体的控制阀。

１） 将小齿轮的齿部涂敷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直涂敷到如图１６－７２箭头所示位置。然

后在新Ｏ形密封圈涂敷动力转向液压油，将其装到阀体上。

２） 使阀体和齿条壳体上的配合记号对准，旋上两个螺栓。

旋紧力矩：１８Ｎ·ｍ
（９） 安装齿条导套和弹簧。将齿条导套支座装到齿条导套上，并在其槽部涂敷二硫化钼

锂基润滑脂，安装带支座的齿条导套，然后安装齿条导套弹簧，如图１６－７３所示。

图１６－７２ 将小齿轮的齿部涂敷二硫化

钼锂基润滑脂

图１６－７３ 安装齿条导套和弹簧

（１０） 安装齿条导套弹簧帽。

旋紧力矩：２５Ｎ·ｍ
（１１） 调整总预紧力矩。

１） 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退出齿条导套弹簧帽３０°，如图１６－７４所示。

２） 使用转向蜗杆轴承调整套筒左右转动控制阀轴１至２次，再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

旋松弹簧帽，直至齿条导套的压缩弹簧不起作用为止，如图１６－７５所示。

图１６－７４ 退出齿条导套弹簧帽３０° 图１６－７５ 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旋松弹簧帽

３） 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和扭力计旋紧齿条导套弹簧帽直至达到规定的预紧力矩为止，

如图１６－７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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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紧力矩 （转动时）：０７～１３Ｎ·ｍ
（１２） 安装齿条导套弹簧帽的锁紧螺母。

１） 在锁紧螺母的螺纹部分涂敷密封胶，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将齿条导套弹簧帽固定

在适当的位置，再使用力臂长３４０ｍｍ的扭力扳手旋紧锁紧螺母，如图１６－７７所示。然后重

新检查总预紧力矩。

旋紧力矩：５６Ｎ·ｍ

图１６－７６ 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和扭力计

旋紧齿条导套弹簧帽

图１６－７７ 用力臂长３４０ｍｍ的扭力扳手

旋紧锁紧螺母

２） 使用冲子铆住齿条导套弹簧帽的锁紧螺母。

（１３） 检查管孔。使用钢丝检查管孔，以确认它没有被润滑脂阻塞，如图１６－７８所示。

备注：如果管孔被阻塞，则在装配好后和转向盘转动后，保护套内的压力将发生变化。

（１４） 安装带齿垫圈和齿条尾端。

１） 装上新的带齿垫圈，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装上齿条尾端，用力臂长３４０ｍｍ的扭力

扳手旋紧，如图１６－７９所示。

旋紧力矩：８８Ｎ·ｍ

图１６－７８ 用钢丝检查管孔 图１６－７９ 用力臂３４０ｍｍ的扭力扳手旋紧带齿垫圈

２） 使用铜棒和锤子铆住带齿垫圈。

注意：不要撞击齿条。

（１５） 安装防尘罩。按图１６－８０所示位置注入多功能润滑脂，然后装上防尘罩。

（１６） 安装齿条保护罩、卡夹和夹扣。

（１７） 安装左右转向压力管。装上两个新的管接头座，使用动力转向机壳螺母扳手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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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长３００ｍｍ的扭力扳手旋紧螺母，如图１６－８１所示。

旋紧力矩：２０Ｎ·ｍ

图１６－８０ 安装防尘罩 图１６－８１ 用力臂长３００ｍｍ的扭力扳手旋紧螺母

（１８） 安装转向横拉杆。将转向横拉杆旋

到齿条尾端直至配合记号被对准为止，临时旋

紧锁紧螺母，如图１６－８２所示。

旋紧力矩：８８Ｎ·ｍ
备注：在调整好转向横拉杆后，旋紧锁紧

螺母。

四、锥齿轮转向机壳

（一） 锥齿轮转向机壳的拆卸和安装

图１６－８２ 将转向横拉杆旋到齿条尾端

直至配合记号对准为止

锥齿轮转向机壳的拆卸和安装按图１６－８３所示零件进行。

图１６－８３ 锥齿轮转向机壳的零件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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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锥齿轮转向机壳拆卸要领

（１） 脱开主轴。在锥齿轮轴和主轴上作上配合记号，然后从转向机壳上脱开主轴。

（２） 脱开扭力轴。在扭力轴和锥齿轮轴上作上配合记号，旋松转向机壳侧的螺栓，从转

向机壳上拉出扭力轴。

２锥齿轮转向机壳安装要领

锥齿轮转向机壳安装参照拆卸时的相反

顺序进行。

（二） 锥齿轮转向机壳的分解和检查

１锥齿轮转向机壳的分解

（１） 将锥齿轮转向机壳夹到台虎钳上。

注意：台虎钳上不要旋得太紧。

（２） 拆下两个防尘罩。

（３） 拆下小齿轮轴承的调整螺钉锁紧螺

母。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拆下锁紧螺母，

如图１６－８４所示。

图１６－８４ 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拆下锁紧螺母

（４） 拆下小齿轮轴承的调整螺钉。在轴上卷上乙烯胶带，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拆下调

整螺钉，再从调整螺钉内取出弹簧，如图１６－８５所示。

图１６－８５ 拆下小齿轮轴承的调整螺钉

（５） 拆下壳体盖板、支承板、座块、弹

簧和弹簧座，如图１６－８６所示。

（６） 拆下１号锥齿轮。向内推２号锥齿

轮，必要时用塑料锤子轻轻敲击，拆下１号

锥齿轮和止推垫圈，如图１６－８７所示。

备注：在齿轮的细齿部卷上乙烯胶带。

（７） 拆下２号锥齿轮。使用塑料锤子敲

出２号锥 齿 轮，拆 下 轴 承 和 弹 簧 座，如 图

１６－８８所示。

２锥齿轮转向机壳的检查
图１６－８６ 拆下壳体盖板、支承板、

座块、弹簧和弹簧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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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８７ 拆下１号锥齿轮 图１６－８８ 用塑料锤子敲出２号锥齿轮

（１） 检查１号和２号锥齿轮。检查齿轮的齿是否磨损或损坏。

（２） 检查滚针轴承。检查轴承转动是否平稳且无不正常的噪声，检查其接触面是否磨损

或损坏，如图１６－８９所示。

（三） 锥齿轮转向机壳零件的装配

（１） 安装２号锥齿轮和轴承

１） 按图１６－９０所示，向转向机壳注入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然后将２号锥齿轮插入机

壳内。

图１６－８９ 检查滚针轴承 图１６－９０ 向转向机壳注入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

２） 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压入轴承，如图１６－９１所示。

（２） 安装１号锥齿轮和止推垫圈。

１） 按图１６－９２所示，向转向机壳注入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

图１６－９１ 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压入轴承 图１６－９２ 向转向机壳注入二硫化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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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装上止推垫圈。

备注：如有必要，应更换止推垫圈。换上新的止推垫圈应与原来具有相同的标记字母。

（３） 安装锁紧螺栓座块。

（４） 安装支承板。旋松锁紧螺栓，装上两个螺栓和支承板，如图１６－９３所示。

旋紧力矩：７８Ｎ·ｍ
（５） 安装１号锥齿轮。

１） 旋紧调整螺栓直至接触到座块为止，如图１６－９４所示。

图１６－９３ 安装支承板 图１６－９４ 旋紧调整螺栓直至接触到座块为止

２） 使用螺钉旋具和转向蜗杆轴承调整套筒调整１号锥齿轮预紧力矩，并检查１号锥齿

轮应无轴向窜动，如图１６－９５所示。

预紧力矩 （转动时）：００８～０１５Ｎ·ｍ
备注：要使１号和２号锥齿轮的切口部分对准。

３） 使用螺钉旋具固定住调整螺栓，同时旋紧锁紧螺母，如图１６－９６所示。然后重新检

查１号锥齿轮的预紧力矩。

旋紧力矩：１０Ｎ·ｍ

图１６－９５ 调整１号锥齿轮预紧力矩 图１６－９６ 用螺钉旋具固定住调整螺栓

（６） 安装弹簧座和弹簧。

（７） 安装小齿轮轴承调整螺钉，如图１６－９７所示。

１） 在轴的细齿部分包上乙烯胶带。

２） 在调整螺钉的螺纹部涂敷密封胶。

密封胶：产品号０８８３３～０００８０、１３４４ＴＨＲＥＥＢＯＮＤ、２４２ＬＯＣＴＩＴＥ或相当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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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和百分表旋紧调整螺钉直到１号和２号锥齿轮的齿隙为 ‘０’。

备注：在旋螺钉时不要损伤油封唇。

（８） 调整总预紧力矩。左右转动１号锥齿轮５次，并使其贴紧。然后使用转向机壳大修

工具和转向蜗杆轴承调整套筒一点一点地旋松调整螺钉，并测量总预紧力矩直至达到规定的

范围，如图１６－９８所示。

总预紧力矩 （转动时）：０１５～０３９Ｎ·ｍ
注意：在旋松调整螺钉时，应小心不要使齿隙大于０３６ｍｍ。

图１６－９７ 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和百分

表旋紧调整螺钉

图１６－９８ 调整总预紧力矩

（９） 检查１号和２号锥齿轮之间的齿接触情况。

１） 在１号锥齿轮上对称部位的两个齿上涂敷红丹，如图１６－９９所示。

２） 使用转向蜗杆轴承调整螺母套筒向两个方向转动２号锥齿轮，如图１６－１００所示。

图１６－９９ 在１号锥齿轮上对称部位的

两个齿上涂敷红丹

图１６－１００ 用专用工具向两个方向转

动２号锥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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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检查２号锥齿轮的齿印痕图形，如图１６－１０１所示。

如接触不良，应重新装配锥齿轮转向机壳。

４） 如果啮合不良，则应选择正确的正常垫圈，其垫圈按表１６－２进行选择。

（１０） 安装小齿轮轴承调整螺钉锁紧螺母，如图１６－１０２所示。

１） 在锁紧螺母的螺纹部和机面上涂敷密封胶。

密封胶：产品号 （同上）

图１６－１０１ 检查２号锥齿轮的齿印痕图形

表１６－２




垫圈选择表

标记 止推垫圈的厚度／ｍｍ 标记 止推垫圈的厚度／




ｍｍ

２ １８７５～１９２５ ６ ２０７５～




２１２５

３ １９２５～１９７５ ７ ２１２５～




２１７５

４ １９７５～２０２５ ８ ２１７５～




２２２５

５ ２０２５～２０７５

２） 使用转向机壳大修工具固定住螺钉，同时用力臂长４２５ｍｍ的扭力扳手装上锁紧螺

母。

旋紧力矩：８７Ｎ·ｍ
３） 再重新检查总预紧力矩。

（１１） 向转向机壳注入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

（１２） 安装壳体盖板。按图１６－１０３所示，在盖板上涂敷密封胶，用５个螺栓装上盖板。

旋紧力矩：７８Ｎ·ｍ
密封胶：产品号 （同上）

（１３） 安装两个防尘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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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１０２ 安装小齿轮轴承调整螺钉锁紧螺母 图１６－１０３ 在盖板上涂敷密封胶

第三节 转向系统的故障诊断

转向器系统的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６－３。

表１６－３ 转向器系统故障诊断

故障现象 产 生 原 因 修 理 方 法

转向困难

轮胎充气不适当

主销后倾角过大

转向器系统万向节磨损

下臂球窝节磨损

转向柱卡住

转向齿轮失调或损坏

动力转向带弛

储液箱内液压油液位低

动力转向装置有故障

将轮胎充气到规定压力

检查前轮定位

更换转向器系统万向节

更换下臂球窝节

检查转向柱

调整或修理转向齿轮

调整皮带张紧度

检查储液器

检查动力转向装置

转向回复不良

轮胎充气不当

车轮定位不正确

转向柱卡住

转向齿轮失调或损坏

将轮胎充气到规定压力

检查前轮定位

检查转向柱

调整或修理转向齿轮

转向游隙太大

前轮轴承磨损

主轴叉或中间轴叉磨损

下臂球窝节磨损

转向器系统万向节磨损

转向齿轮失调或损坏

更换前轮轴承

更换主轴或中间轴

检查下臂球窝节

更换转向器系统万向节

调整或修理转向齿轮

异常噪声

转向传动杆系松弛

转向器系统万向节磨损

转向齿轮失调或损坏

旋紧转向杆系

更换转向器系统万向节

调整或修理转向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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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车 身

第一节 车身的结构

车身是汽车发动机和底盘以外的第三大总成，是供驾驶员操作、容纳乘客和装载货物的

场所。

海狮ＨＩＡＣＥ型汽车是一种小客车封闭式的车身，其外部明晰优雅，内部色彩悦目，点

缀人们美的生活环境。其结构主要由车门、嵌条、玻璃、座位、仪表板、燃油箱和管路等组

成。

一、车门

车门包括前车门、后车门和滑动车门组成。

１前车门

前车门其结构主要由外壳板、装饰板、车门锁、车窗调节器、密封条、车门内外把手等

组成，如图１７－１所示。

２滑动车门

滑动车门其结构主要由外壳、装饰板、挡块、把手、门锁、滑轮和导轨等组成，如图

１７－２所示。

３后车门

后车门其结构主要由外壳板、装饰板、内外把手、门锁、密封条和刮水器等组成，如图

１７－３所示。

二、车身嵌条

车身嵌条包括挡风玻璃嵌条、侧面保护嵌条、车身外侧嵌条和后车门窗嵌条等组成。

１风窗玻璃嵌条

风窗玻璃嵌条其结构如图１７－４所示。

２侧面保护嵌条

侧面保护嵌条其结构主要由前车门外嵌条、中央柱外侧嵌条、后车门外嵌条、侧面前后

嵌条等，如图１７－５所示。

３车身外侧嵌条

车身外侧嵌条其结构如图１７－６所示。

４后车门窗嵌条

后车门窗嵌条其结构如图１７－７所示。

三、车身玻璃和仪表板

车身玻璃包括风窗玻璃、侧窗玻璃、后侧窗玻璃、后车门窗玻璃等。

１风窗玻璃

风窗玻璃其结构位置如图１７－８所示。



图１７－１ 前车门零件分解图

１—升降摇手柄 ２—弹簧卡环 ３—平垫圈 ４—车门装饰板 ５—拉手 ６—扶手座 ７—车窗调节器

８—玻璃移动槽 ９—后下窗框 １０—闩眼 １１—车门锁 １２—前车门玻璃内密封条 １３—带锁芯的门外把手

１４—前车门玻璃外密封条 １５—车门玻璃 １６—前车门玻璃托架 １７—后视镜 １８—挡块 １９—车门铰链

２０—车门控制器 ２１—开门控制杆 ２２—锁门控制杆 ２３—门内把手 ２４—辅助孔盖 ２５、２６—螺钉帽

２７—门内把手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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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２ 滑动车门零件分解图

１—中央导轨 ２—下降凸挡块 ３—上导轨 ４—下装饰板 ５—车门开度挡块 ６—车门装饰板 ７—上装饰板

８—带滑动车门锁的开门控制杆 ９—下滑轮 １０—下降凹挡块 １１—门外把手 １２—上滑轮 １３—车门锁闩眼

１４—车门锁遥控件 １５—门内把手 １６—罩盖 １７—车门锁控制推杆 １８—带滑动车门锁的开门控制杆

１９—辅助孔盖 ２０—车门装饰板 ２１—车门板罩盖 ２２—车门开度限位块 ２３—嵌条滑动轨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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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３ 后车门零件分解图

１—车门锁 ２—车门锁闩眼 ３—刮水器电动机 ４—门内把手 ５—１号辅助孔盖

６—门内把手 ７—拉手 ８—２号辅助孔盖 ９—车门装饰板 １０—罩盖 １１—刮水器臂

１２—车门锁遥控件 １３—车门锁芯 １４—后车门装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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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４ 风窗玻璃嵌条零件分解图

图１７－５ 侧面保护嵌条零件位置图

１—前车门外嵌条 ２—侧面中央嵌条 ３、４—侧面后嵌条 ５—侧面前嵌条

６—后车门外嵌条 ７—前车门外嵌条 ８—中央柱外侧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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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６ 车身外侧嵌条零件位置图

１、７—接头 ２、６—车顶排水檐嵌条 ３、５—后侧面通气窗 ４—冷空气进口格栅

图１７－７ 后车门窗嵌条零件位置图

图１７－８ 风窗玻璃零件位置图

１—刮水器臂 ２—结合罩 ３—风窗玻璃嵌条 ４—车内后视镜 ５—罩盖 ６—风窗玻璃 ７—密封条 ８—辅助夹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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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侧窗玻璃

侧窗玻璃其结构位置如图１７－９所示。

图１７－９ 侧窗玻璃零件分解图

１—后座位外侧安全带 ２—侧加热器罩板 （Ｗ／后加热器） ３—密封条 ４—２号侧窗玻璃 ５—窗框 ６—中央窗框

７—玻璃限位块 ８—１号侧窗玻璃 ９—锁座 １０—锁 １１—侧窗玻璃 （固定型） １２—前侧面装饰板 １３—格栅 （Ｗ／后加热器）

３后侧窗玻璃

后侧窗玻璃其结构如图１７－１０所示。

４后车门窗玻璃

后车门窗玻璃其结构如图１７－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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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１０ 后侧窗玻璃零件分解图

１—后侧装饰板 ２—后侧窗穿杆 ３、１１—密封条 ４—前后侧窗玻璃 ５—中央窗框 ６—窗框

７—玻璃限位块 ８—２号前后侧窗玻璃 ９—１号前后侧窗玻璃 １０—后侧窗玻璃

图１７－１１ 后车门窗玻璃零件分解图

１—密封条 ２—后车门窗玻璃 ３—后车门窗嵌条 ４—结合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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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可开式车顶窗

可开式车顶窗其结构如图１７－１２所示。

图 １７－１２
１—开口装饰件嵌条 ２—结合罩 ３、５、２０、２８—１号车顶窗加强板 ４—１号车顶窗内衬 ６—可开式车顶窗导轨

７—车内后视镜 ８—遮阳板 ９—夹持件 １０—车顶窗装饰板 １１—可开式车顶窗锁闩眼 １２—可开式车顶窗板

１３—可开式车顶窗玻璃 １４—辅助夹紧件 １５—前车门框装饰板 １６—托架 １７、２５—格栅座 １８、２６—１号冷气装置罩

１９、２２、２７、３０、３２—冷气装置托架 ２１—１号Ｒｒ车顶窗加强板 ２３、３１—冷气装置 ２４、３３—控制板

２９—１号Ｒｒ加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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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仪表板

仪表板其结构主要由组合仪表罩板、中央仪表板托架、中央罩板、空调机罩板、保护减

振垫、扬声器面板和杂物箱等组成，如图１７－１３所示。

图１７－１３ 仪表板零件分解图

１—右下罩板 ２—下部中央罩板 ３—转向盘 ４—转向柱罩 ５—中央仪表板托架 ６—组合仪表罩板 ７—组合仪表

８—仪表板１号调气器 ９—１号加热器至调气器管道 １０—中央加热器至调气器管道 １１—侧面除霜器２号喷嘴

１２—侧面除霜器喷嘴１号管道 １３—除霜器喷嘴 １４—侧面除霜器喷嘴２号管道 １５—侧面除霜器１号喷嘴

１６—２号加热器至调气器管道 １７—保护减振垫 １８—仪表板２号调气器 １９—扬声器面板 ２０—杂物箱门衬板

２１—仪表板加强框 ２２—门锁闩眼 ２３—杂物箱门 ２４—空调机１号罩板 ２５—加强器控制板

２６—收音机 ２７—前烟灰缸 ２８—前烟灰缸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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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座位和安全带

１前座位

前座位分有双座位车型和３座位车型，如图１７－１４所示。

图１７－１４ 前座位零件分解图

２后座位

后座位分有４排３座、１２座和１５座车型，如图１７－１５所示。

３前座位安全带

前座位安全带分有双座位车型和３座位车型安全带，如图１７－１６所示。

４后座位安全带

后座位安全带分有后面第１、２、３排和第４排座位安全带，如图１７－１７所示。

五、燃油箱和管路

燃油箱和管路其结构如图１７－１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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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１５ 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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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零件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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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１６ 前座位安全带零件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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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１７ 后座位安全带零件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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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１８ 燃油箱和管路零件分解图

１—燃油出口通气软管 ２—燃油箱回油软管 ３—汽化通气软管 ４—燃油箱 ５、８、１０、１２、１５—垫片

６—燃油传感器 ７—汽化通气管 ９、１１—阀 １３—燃油箱注油管 １４—燃油箱下注油管 １６—输油泵 （Ｗ／ＥＦ１）

第二节 车身的维修

车身一般具有优秀的外形，在进行维修作业时，为防止损坏车身外表或零件，因此在进

行作业之前，应先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以损坏车辆，其要求是：

（１） 在进行拆卸和安装作业时，应对车身有关部分贴上保护胶带。

（２） 使用的螺钉旋具和刮刀等在撬开车身零件时，应将其头部和刀口包上胶带，以防损

坏油漆层，如图１７－１９所示。

（３） 如果车身的密封层、油漆层或底漆剥落，裂纹等损坏时，应使用相应的防锈剂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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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如图１７－２０所示。

图１７－１９ 将螺钉旋具和刮刀头部包上胶带 图１７－２０ 用相应的防锈剂予以修复

（４） 如果铰链或外部车板被松开或拆下，在维修后应涂敷锈蚀抑制剂，如图１７－２１所

示。

一、车门

（一） 前车门

１前车门的调整

（１） 沿前后和垂直方向调整车门。

１） 拆下两个螺钉和孔盖，如图１７－２２所示。

图１７－２１ 在维修后应涂敷锈蚀抑制剂 图１７－２２ 拆下两个螺钉和孔盖

２） 旋松车身侧的铰链螺栓后，可进行调整，如图１７－２３所示。

（２） 沿左右和垂直方向调整车门。旋松车门铰链螺栓进行调整，如图１７－２４所示。

图１７－２３ 调整车身侧的铰链螺栓 图１７－２４ 沿左右和垂直方向调整车门

７８３



（３） 调整车门锁闩眼。检查车门装配和车门锁杆系是否已正确调整好，然后旋松闩眼固

定螺钉进行调整，如图１７－２５所示。

２前车门的分解

（１） 拆下升降摇手柄。用抹布拉出弹簧卡环，并拆下摇手柄和平垫圈，如图１７－２６所

示。

图１７－２５ 调整车门锁闩眼 图１７－２６ 拆下升降摇手柄

（２） 拆下门内扶手挡板。旋下螺栓，向前滑出挡板，如图１７－２７所示。

（３） 拆下拉手。拆下螺钉和拉手，如图１７－２８所示。

图１７－２７ 拆下门内扶手挡板 图１７－２８ 拆下拉手

（４） 拆下车门装饰板。使用胶带包住螺钉旋具头部拆下两个螺钉帽、夹扣和两个螺钉，

然后将螺钉旋具插入车门板和车门装饰板之间向上撬起并滑出，如图１７－２９所示。

（５） 拆下门内把手。旋下两个螺栓，从２根连接杆脱开并拆下把手，如图１７－３０所示。

图１７－２９ 拆下车门装饰板 图１７－３０ 拆下门内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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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拆下扶手座。拆下３个螺栓和扶手座，如图１７－３１所示。

（７） 拆下辅助孔盖。

（８） 拆下门镜孔盖和后视镜。拆下门镜孔盖，再旋下３个螺栓脱开后视镜，如图１７－
３２所示。

图１７－３１ 拆下扶手座 图１７－３２ 拆下门镜孔盖和后视镜

（９） 脱开开门控制杆和锁门杆，如图１７－３３所示。

１） 拆下内侧锁杆的中间夹扣。

２） 拆下链结内侧锁杆和车门锁的夹扣，并拆下内侧锁杆。

３） 从中间夹扣中拉出开门控制杆，并拆下车门锁夹扣。

４） 从车门锁脱开开门控制杆。

（１０） 拆下车门玻璃和车窗调节器，如图１７－３４所示。

图１７－３３ 脱开开门控制杆和锁门杆 图１７－３４ 拆下车门玻璃和车窗调节器

１） 旋下两个玻璃固定螺栓，向上拉车门玻璃。

２） 旋下４个调节器固定螺栓。

３） 旋下两个平衡臂孔架固定螺栓。

４） 通过辅助孔拆下调节器。

（１１） 拆下后下窗框，如图１７－３５所示。

１） 旋下螺栓，从后下窗框拆下前车门玻璃外密封条。

２） 通过辅助孔拆下后下窗框。

３） 从窗框拆下玻璃移动槽。

（１２） 拆下前车门玻璃外密封条。旋下螺钉，从车门板的边缘撬松夹扣，拆下密封条，

如图１７－３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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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３５ 拆下后下窗框 图１７－３６ 拆下前车门玻璃外窗密封条

（１３） 拆下前车门玻璃内密封条。向上拆下密封条，如图１７－３７所示。

（１４） 拆下车门锁和带锁芯的门外把手，如图１７－３８所示。

图１７－３７ 拆下前车门玻璃内密封条 图１７－３８ 拆下车门锁和带锁芯的门外把手

１） 从带锁芯的门外把手脱开连接杆。

２） 拆下３个螺钉和车门锁。

３） 拆下３个螺栓和带锁芯的门外把手。

３玻璃的更换

拆下和安装前门玻璃托架，如图１７－３９所示。

４前车门的装配

（１） 在零件安装前涂敷 ＭＰ润滑脂。

１） 按图１７－４０箭头所示，在车窗调节器的滑动面和齿轮上涂敷多功能润滑脂。

图１７－３９ 拆下和安装前门玻璃托架 图１７－４０ 在车窗调节器的滑动面和

齿轮上涂敷多功能润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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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要在车窗调节器的弹簧上涂敷 ＭＰ润滑脂。

２） 按图１７－４１箭头所示，在车门锁的滑动面涂敷多功能润滑脂。

（２） 安装带锁芯的门外把手和车门锁。

（３） 安装前车门玻璃的外密封条。装上两个螺钉和密封条。

（４） 安装后下窗框。将玻璃移动槽装到窗框上，将外密封条装到后下窗框上，装上螺钉

和下窗框。

（５） 安装车门玻璃和车窗调节器。

１） 通过辅助孔安放好调节器。

２） 旋上平衡臂孔架的两个固定螺栓。

３） 旋上４个调整器固定螺栓。

４） 用２个固定螺栓将玻璃装到调节器上。

（６） 安装前车门玻璃的内密封条。

（７） 调整车门玻璃。上下调整平衡臂使图１７－４２所示的尺寸Ａ 和Ｂ 相等，然后将其旋

紧。

图１７－４１ 在车门锁的滑动面涂敷多功能润滑脂 图１７－４２ 调整车门玻璃

图１７－４３ 安装车门锁控制杆

（８） 安装车门锁控制杆。如图１７－４３所示。

１） 将连接杆与门内把手连接好。

２） 装上两个螺钉和门内把手。

３） 装上连接杆的Ａ 夹扣。

４） 将门内把手的锁定按钮安放在锁定位置。

５） 将中间夹装到连接杆上。

６） 拉车门用夹扣Ｂ 锁住车门锁，并将锁杆装配

到适当的位置。

７） 检查锁定动作是否平稳。

（９） 安装开门控制杆。用夹扣将控制杆连接到

车门锁上，如图１７－４４所示。

（１０） 安装辅助孔盖。用粘结剂密封辅助孔盖，将其下缘嵌入车门板的槽缝内，如图

１７－４５所示。

（１１） 安装门内把手。将两根连接杆连接到门内把手上，装上两个螺钉和把手，然后检

查动作是否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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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４４ 安装开门控制杆 图１７－４５ 安装辅助孔盖

（１２） 安装扶手座。装上３个螺栓和扶手座。

（１３） 安装门镜孔盖和后视镜。装上３个螺栓、后视镜和门镜孔盖。

（１４） 安装车门装饰板。

１） 向下滑入车门装饰板。

２） 采取敲打的方法，用夹扣将车门装饰板装到车门板上。

３） 装上两个螺钉和螺钉帽。

４） 安装夹扣和装饰板。

（１５） 安装门内把手挡板。

（１６） 安装拉手。

（１７） 安装升降摇手柄。在车门窗完全关闭的状态下，如图１７－４６所示，装上平垫圈、

摇手柄和弹簧卡环。

（二） 滑动车门

１滑动车门的调整

（１） 拆下全部下降挡块。

（２） 沿垂直和水平方向调整车门的后侧，如图１７－４７所示。

图１７－４６ 安装升降摇手柄 图１７－４７ 沿垂直和水平方向调整车门后侧

１） 使用塑料锤子敲击车门锁闩眼予以调整。

２） 拆下车门装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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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旋松中央滑轮的两个固定螺栓，进行调整。

４） 在车门关闭的状态下，调整中央滑轮使它能被安置在座圈上面的１０～９０ｍｍ处。

图１７－４８ 沿垂直方向调整车门

（３） 沿垂直方向调整车门。在开门的同时，旋松３个螺栓

进行调整，如图１７－４８所示。

（４） 沿水平方向调整车门。在开门的同时，旋松３个螺栓

进行调整。调整后，按图１７－４９所示，检查在整个行程中上

滑轮或下滑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应符合下述要求。

间隙：Ａ ３２ｍｍ
Ｂ ４６ｍｍ
Ｃ ５４ｍｍ
Ｄ ４５ｍｍ

（５） 调整下降凸挡块。旋松车门侧下降凸挡块的两个固定螺栓，在车门关闭的状态下，

调整下降挡块使它位于座圈上面的３０ｍｍ处，如图１７－５０所示。

２滑动车门的分解

（１） 拆下车门开门度挡块。拆下两个螺钉和开度挡块，如图１７－５１所示。

图１７－４９ 沿水平方向调整车门

图１７－５０ 调整下降凸挡块

图１７－５１ 拆下车门开门度挡块

（２） 拆下门内把手。用胶带包起螺钉旋具头部拆下罩盖、两个螺钉和门内把手，然后脱

开门控制杆，如图１７－５２所示。

（３） 拆下车门装饰板。将螺钉旋具插入车门板和车门装饰板之间撬出装饰板。然后拆下

８个螺钉和滑动车门板下罩板，如图１７－５３所示。

（４） 拆下辅助孔盖。

（５） 拆下车门锁控制推杆。从车门锁遥控件脱开连接杆，拆下推杆，如图１７－５４所示。

（６）拆下门外把手。旋下两个螺栓，从２根连接杆上脱开并拆下把手，如图１７－５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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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５２ 拆下门内把手 图１７－５３ 拆下车门装饰板

图１７－５４ 拆下车门锁控制推杆 图１７－５５ 拆下门外把手

（７） 拆下车门锁遥控件。旋下４个螺栓，脱开接插件和开门控制杆，并通过辅助孔拆下

车门锁遥控件，如图１７－５６所示。

（８） 拆下滑动车门锁。

１） 从夹扣脱开车门控制杆。如图１７－５７所示。

图１７－５６ 拆下车门锁遥控件 图１７－５７ 从夹扣脱开开门控制杆

２） 通过辅助孔拆下３个螺栓和带开门控制杆的车门锁，如图１７－５８所示。

３滑动车门的装配

（１） 安装滑动车门锁。

（２） 安装车门锁遥控件。通过辅助孔安放好车门锁遥控件，装上４个螺栓，连接上接插

件。

（３） 安装门外把手。装上两个螺栓和把手，再将控制杆连接到门外把手上。

（４） 安装开门控制杆，如图１７－５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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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５８ 拆下３个螺栓和带开门控制杆的车门锁 图１７－５９ 安装开门控制杆

１） 装上门内把手和两个螺栓。

２） 连接开门控制杆。

３） 将门内把手的开门拉手拉到开门位置。

４） 用１个接头将开门控制杆置于开门位置，将此接头装到适当的位置上。

５） 将接头连同开门控制杆连接到夹扣上。

６） 检查开门动作是否平稳。

７） 拆下门内把手。

（５） 安装门锁控制推杆。将连接杆接到遥控件上，并装上推杆。

（６） 安装辅助孔盖。用粘结剂安装２号辅助

孔盖，并将孔盖的下缘嵌入车门板的槽缝中。然

后再密封１号辅助孔盖，用棉纱带密封住车门板

的槽缝，如图１７－６０所示。

注意：不要用棉纱带堵住装饰板夹扣的密封

部分。

（７） 安装车门装饰板。

（８） 安装门内把手。

（９） 安装车门开度挡块。

（三） 后车门

１后车门的调整

（１） 沿前后和左右方向调整后车门。旋松铰

链螺栓，调整车门，如图１７－６１所示。

（２） 调整车门锁闩眼。旋松固定螺栓，使用

塑料锤子敲打闩眼将它调整到正确位置，如图

１７－６２所示。

图１７－６０ 安装辅助孔盖

１—棉纱带 ２—１号辅助孔盖 ３—粘结剂

４、６—２号辅助孔盖 ５—车门板

（３） 调整后车门挡块。旋紧固定螺栓，调整挡块位置，如图１７－６３所示。

２后车门缓冲器的更换

（１） 如有必要，应更换后车门缓冲器，如图１７－６４所示。

（２） 处理缓冲器有关注意事项。

１） 在缓冲器缸内有压缩气体，因此不要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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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６１ 沿前后和左右方向调整后车门 图１７－６２ 调整车门锁闩眼

图１７－６３ 调整后车门挡块 图１７－６４ 更换后车门缓冲器

２） 如果更换了缓冲器，则在丢掉被换下的缓冲器之前，应在其气缸的底部钻一个２０～
３０ｍｍ的小孔，以使气缸内的压缩气体完全释放掉。

３） 在钻孔时可能有钻屑飞出，因此须小心。

４） 缸里面气体是无色、无气味、无毒的。

５） 在作业时应小心不要划伤或擦伤活塞和杆等外露零件，不要让油漆或油类沾到它。

６） 在缓冲器完全伸开的状态下，不要转动活塞杆和气缸。

二、车身嵌条

（一） 风窗玻璃嵌条

１风窗玻璃嵌条的拆卸

（１） 拆下刮水器臂，如图１７－６５所示。

（２） 拆下结合罩。将螺钉旋具插入密封条和结合罩之间撬出结合罩，如图１７－６６所示。

备注：螺钉旋具的头部必须用胶布包住。

图１７－６５ 拆下刮水器臂 图１７－６６ 将螺钉旋具插入密封条和

结合罩之间撬出结合罩

（３） 拆下风窗玻璃嵌条。用螺钉旋具或类似的工具从端部开始，然后用手拉风窗玻璃的

嵌条，如图１７－６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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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６７ 拆下风窗玻璃嵌条

２风窗玻璃嵌条的安装

安装嵌条和结合罩。

１） 在密封条和嵌条上涂敷肥皂水。

２） 将嵌条的边缘装到密封条上。

３） 用螺钉旋具安装嵌条和结合罩。

备注：螺钉旋具的头部必须用胶布包住。

（二） 侧面保护嵌条

１侧面保护嵌条的拆下

（１） 拆下嵌条的端部。使用刮刀从嵌条的端

部撬松约３０ｍｍ长，如图１７－６８所示。

备注：刮刀其头部必须用胶布包住。

（２） 拆下嵌条并清除粘结剂。用小刀割除粘

结剂拉下嵌条，然后再用割刀或砂纸从车身刮掉

粘结剂，如图１７－６９所示。

图１７－６８ 拆下嵌条的端部 图１７－６９ 用小刀割除粘结剂拉下嵌条

注意：拆下的嵌条不应再使用。

２外侧嵌条的安装

（１） 清洁嵌条的安装面。用清洁用具擦除污物，如图１７－７０所示。

（２） 加热车身上的嵌条安装面。使用加热灯将车身上的嵌条安装面加热到３０～５０℃，

如图１７－７１所示。

图１７－７０ 清洁嵌条的安装面 图１７－７１ 加热车身上的嵌条安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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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安装嵌条时，嵌条安装面的温度应在２０℃或更高些。

（３） 加热嵌条。使用加热灯将新的嵌条加热到３０～６０℃，如图１７－７２所示。

注意：嵌条的加热温度应不要过高，应不超过８０℃。

（４） 用底剂Ｔ涂敷嵌条。使用刷子对嵌条二端部的冲压成形槽涂敷底剂，如图１７－７３
所示。

注意：底剂凉干３０ｓ或更长的时间。

图１７－７２ 加热嵌条 图１７－７３ 用底剂Ｔ涂敷嵌条

（５） 嵌条粘结

１） 如图１７－７４所示，对嵌条涂敷粘结剂。

注意：粘结剂涂敷后应在７ｍｉｎ内装上嵌条。

２） 如图１７－７５所示，张贴双面胶带并涂敷粘结剂。

注意：粘结剂涂敷后应在７ｍｉｎ内装上嵌条。

图１７－７４ 对嵌条涂敷粘结剂 图１７－７５ 张贴双面胶带并涂敷粘结剂

图１７－７６ 沿车身冲压线安装嵌条

（６） 从嵌条表面拉除分离纸。

（７） 沿车身冲压线安装嵌条。如图１７－７６所示。

注意：应将车身和嵌条加热到适当的温度，用大

姆指按住嵌条不要让它掉下，但不要用过大的力按

压。

（８） 处理嵌条剩下部分，如图１７－７７所示的位

置。

注意：嵌条安装好后，用塑料刮刀刮除所有溢流

出的粘结剂，并用干的抹布擦干净其表面，并在２４ｈ
内不要清洗车辆。

（三） 车身外侧嵌条

１车顶排水檐嵌条的拆卸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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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７７ 处理嵌条剩下部分

（１） 拆下车顶排水檐嵌条的接头。使用风窗玻璃嵌条拆卸工具插到接头的底侧拆下接

头，如图１７－７８所示。

（２）拆下嵌条。使风窗玻璃嵌条拆卸工具钩住嵌条的底侧，拆下嵌条，如图１７－７９所示。

图１７－７８ 拆下车顶排水檐 图１７－７９ 拆下嵌条

（３） 安装嵌条。将嵌条的上侧挂到车顶排水檐上，用手敲打嵌条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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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安装接头。

２后侧面通气窗的拆卸和安装

（１） 拆下后侧面通气窗。将螺钉旋具插入车身板和通气窗之间撬出通气窗，如图１７－
８０所示。

备注：螺钉旋具的头部必须用胶带包住。

（２） 拆下后侧面通气窗护圈，拆下两个螺钉和通气窗护圈，如图１７－８１所示。

图１７－８０ 将螺钉旋具插入车身板

通气窗之间撬出通气窗

图１７－８１ 拆下后侧面通气窗护圈

（３） 拆下后侧面通气管道。

（４） 安装后侧面通气管道。

（５） 安装后侧面通气窗护圈。装上两个螺钉和护圈。

（６） 安装后侧面通气窗。采取敲打的方法，用车身板外侧的夹扣装上通气窗。

３冷空气进口格栅的拆卸和安装

（１） 拆下冷空气进口格栅。拆下两个螺钉和格栅，如图１７－８２所示。

（２） 安装冷空气进口格栅。装上两个螺钉和格栅。

（四） 后车门窗嵌条的拆卸和安装

备注：后车门窗嵌条的拆卸和安装方法与挡风玻璃嵌条的方法相同。

三、车身玻璃和仪表板

（一） 风窗玻璃

１风窗玻璃的拆卸

（１） 拆下刮水器臂。

（２） 拆下遮阳板、夹持件和车内后视镜。

（３）拆下风窗玻璃嵌条。用螺钉旋具从嵌条端部撬开，然后用手拉下，如图１７－８３所示。

图１７－８２ 拆下冷空气进口格栅 图１７－８３ 拆下风窗玻璃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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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拆下风窗玻璃，如图１７－８４所示。

１） 如果再使用该密封条。使用螺钉旋具从车身撬松密封条，然后从车身凸缘的内部向

外撬密封条的唇部，并向外拉玻璃，连同密封条拆下风窗玻璃。

２） 如果使用新的密封条。用小刀从车身外侧切开密封条的唇部，向外拉并拆下玻璃，

再拆下密封条。

２风窗玻璃的安装

（１） 清洁车身和玻璃。使用清洁用具擦干净车身上的密封条接触面和玻璃。

（２） 安装密封条和玻璃。将密封条安到玻璃上，按图１７－８５所示，沿密封条槽安上一

根作业用绳子。

图１７－８４ 拆下风窗玻璃 图１７－８５ 安装密封条和玻璃

（３） 涂敷密封胶。在密封条的唇部涂敷汽车玻璃用密封胶。

产品号：０８８３３～０００３０或相当的品种

（４） 安装玻璃。

１） 在密封条唇部的接触面和车身的凸缘面涂敷肥皂水。

２） 将玻璃固定在车身上的相应位置，从玻璃下部中间部分装入，车内沿某一角度拉绳

子的一端，以使其能越过凸缘，再用双手的手掌从车外沿密封条敲打玻璃，直到玻璃被安装

好，如图１７－８６所示。

（５） 向下贴紧玻璃。用手掌从车外敲打玻璃使其贴合好，如图１７－８７所示。

图１７－８６ 用双手的手掌从车外沿密封条敲打玻璃 图１７－８７ 用手掌从车外敲打玻璃使其贴合好

（６） 清洁密封胶面。待玻璃密封胶凉干后，拆下防护胶带，用干净抹布浸透洗涤液将玻

璃擦拭干净。

备注：汽车玻璃密封胶硬化时间约需１５ｈ左右。

（７） 检查是否有渗漏部位。进行渗漏试验，并用汽车玻璃密封胶密封渗漏部位。

产品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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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安装刮水器臂、车内后视镜、遮阳板和夹持件。

（二） 侧窗玻璃

１侧窗玻璃的拆卸

（１） 拆下后座位外侧安全带。

（２） 拆下侧加热器罩板。拆下两个螺钉，夹扣和罩板，如图１７－８８所示。

（３） 拆下连窗框的侧窗玻璃。使用螺钉旋具从车内侧推出窗框或密封条的唇部，用手从

车内侧向外推玻璃并拆下，如图１７－８９所示。

备注：螺钉旋具其头部必须用胶带包住。

图１７－８８ 拆下侧加热器罩板 图１７－８９ 拆下连窗框的侧窗玻璃

２侧窗玻璃的安装

（１） 安装连窗框的侧窗玻璃。

１） 如图１７－９０所示，将一根作业绳安到窗框上。

２） 在车身和密封条唇部的接触面涂敷肥皂水。

３） 将玻璃固定在车身上相应的位置，从车内侧拉绳子装上玻璃，同时张开手掌按压密

封条的外侧，如图１７－９１所示。

图１７－９０ 将一根作业绳安到窗框上 图１７－９１ 从车内侧拉绳子装上玻璃

４） 用手掌从外侧敲打玻璃将其贴合好，如图１７－９２所示。

（２） 检查是否有渗漏的部位。检查渗漏部位，并用汽车玻璃密封胶密封渗漏部位。

（三） 后侧窗玻璃

备注：后 （前） 侧窗玻璃的拆卸和安装方法与风窗玻璃的方法相同。

（四） 后车门窗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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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后车门窗玻璃的拆卸和安装方法与风窗玻璃的方法相同。

（五） 可开式车顶窗

１可开式车顶窗的拆卸

（１） 拆下辅助夹紧件、遮阳板和夹持件。

（２） 拆下车内后视镜。用手撬出后视镜，拆下３个螺钉和后视镜，如图１７－９３所示。

图１７－９２ 用手掌从外侧敲打玻璃将其贴合好 图１７－９３ 拆下３个螺钉和后视镜

（３） 拆下控制开关。使用螺钉旋具撬出开关，并脱开接插件，如图１７－９４所示。

（４） 拆下格栅座。使用螺钉旋具撬出格栅座，如图１７－９５所示。

图１７－９４ 用螺钉旋具拆下控制开关 图１７－９５ 用螺钉旋具拆下格栅座

（５） 拆下控制板。使用螺钉旋具撬出控制板，如图１７－９６所示。

（６） 拆下进气口格栅。使用螺钉旋具撬出进气口格栅，如图１７－９７所示。

图１７－９６ 用螺钉旋具拆下控制板 图１７－９７ 用螺钉旋具撬出进气口格栅

（７） 拆下１号冷气装置罩。拆下６个螺钉和１号冷气装置罩，如图１７－９８所示。

（８） 拆下冷气装置托架。拆下９个螺钉和３个托架，如图１７－９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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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９８ 拆下６个螺钉和１号冷气装置罩 图１７－９９ 拆下９个螺钉和３个托架

（９） 拆下１号车顶窗板加强板。

（１０） 拆下开口装饰件嵌条。拆下结合罩，然后用手拉出嵌条并拆下，如图１７－１００所

示。

（１１） 拆下１号车顶窗内衬。脱开前车门框装饰件的上侧，使用夹扣拆卸工具拆下两个

夹扣，然后向后滑出内衬，如图１７－１０１所示。

图１７－１００ 拆下开口装饰件嵌条 图１７－１０１ 拆下１号车顶窗内衬

（１２） 拆下可开式车顶窗。在可开式车顶窗打开的状态下，旋下４个螺母和４个螺钉，

向上滑动车顶窗板并拆下，如图１７－１０２所示。

（１３） 拆下可开式车顶窗锁闩眼。拆下３个螺钉和车顶窗锁闩眼。

（１４） 拆下托架。拆下４个螺钉和托架。

（１５） 拆下可开式车顶窗导轨。脱开４根排水软管，拆下６个螺栓和车顶窗导轨，如图

１７－１０３所示。

图１７－１０２ 拆下可开式车顶窗 图１７－１０３ 拆下６个螺栓和车顶窗导轨

２可开式车顶窗的安装

（１） 安装可开式车顶窗导轨。装上６个螺钉和车顶窗导轨，连接４根排水软管。

备注：使夹扣的圆头部位于上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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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１０４ 旋上４个螺钉

（２） 安装托架。装上４个螺钉和两个托架。

（３） 安装可开式车顶窗锁闩眼。装上３个螺钉和车顶窗锁

闩眼。

（４） 调整和安装可开式车顶窗。

１） 旋上４个螺钉，如图１７－１０４所示。

２） 关上车顶窗板，按图１７－１０５所示检查可开式车顶窗

板密封条和车身凸缘之间的间隙，然后旋上４个螺母。

图１７－１０５ 检查可开式车顶窗板密封条和车身凸缘之间间隙

（５） 安装１号车顶窗内衬。将１号车顶窗内衬装到密封条上，连接好前车门框装饰件的

上侧，如图１７－１０６所示。

（６） 安装开口装饰件嵌条，如图１７－１０７所示。

图１７－１０６ 将１号车顶窗内衬装到密封条上 图１７－１０７ 安装开口装饰件嵌条

（７） 安装１号车顶窗板加强板。装上４个螺钉和加强板。

（８） 安装下列零件。

１） 冷气装置托架。

２）１号冷气装置罩。

３） 进气口格栅。

４） 控制板。

５） 格栅座。

６） 控制开关。

（９） 安装车内后视镜，辅助夹紧件、遮阳板和夹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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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仪表板

１仪表板的拆卸

（１） 从负极端子脱开蓄电池电缆。

（２） 拆下转向盘。

（３） 拆下转向柱罩。拆下６个螺钉和转向柱罩，如图１７－１０８所示。

（４） 拆下燃油箱盖开启器。拆下两个螺钉和燃油箱盖开启器，如图１７－１０９所示。

图１７－１０８ 拆下６个螺钉和转向柱罩 图１７－１０９ 拆下两个螺钉和燃油箱盖开启器

（５） 拆下阻风门旋钮。将螺钉旋具插到旋钮的孔中，一面用螺钉旋具按压旋钮，一面拉

出旋钮，如图１７－１１０所示。

备注：螺钉旋具的头部必须用胶带包住。

（６） 拆下右下罩板。拆下１个螺钉和右下罩板，脱开扬声器接插件，如图１７－１１１所

示。

图１７－１１０ 拆下阻风门旋钮 图１７－１１１ 拆下右下罩板

（７） 拆下组合仪表罩板。拆下６个螺钉和组合仪表罩板，脱开接插件，如图１７－１１２所

示。

（８） 拆下空调机１号罩板。拆下４个螺钉和空调机１号罩板，如图１７－１１３所示。

图１７－１１２ 拆下组合仪表罩板 图１７－１１３ 拆下４个螺钉和空调机１号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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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拆下杂物箱门。拆下两个螺钉和杂物箱门，如图１７－１１４所示。

（１０） 拆下扬声器面板。旋下４个螺钉，脱开接插件，向上滑动面板并拆下，如图１７－
１１５所示。

图１７－１１４ 拆下两个螺钉和杂物箱门 图１７－１１５ 旋下４个螺钉脱开接插件

（１１） 拆下收音机和加热器控制器。拆下４个螺栓和收音机，脱开接插件和天线电缆。

然后再拆下４个螺钉和加热器控制器，脱开接插件，如图１７－１１６所示。

（１２） 拆下组合仪表。拆下４个螺钉，脱开接插件，按压车速表传动软轴的棘爪，向上

拉软轴，拆下组合仪表，如图１７－１１７所示。

图１７－１１６ 拆下收音机和加热器控制器 图１７－１１７ 拆下组合仪表

（１３） 拆下下部中央罩板。拆下９个螺钉和下部中央罩板，如图１７－１１８所示。

（１４） 拆下１号加热器至调气器管道。折下两个螺钉，按图１７－１１９所示方向滑动调气

器将管道拆下。

图１７－１１８ 拆下９个螺钉和下部中央罩板 图１７－１１９ 拆下两个螺钉将管道拆下

（１５） 拆下带中央仪表板托架的保护减振垫。拆下４个螺栓、１个螺钉和带中央仪表板

托架的保护减振垫，如图１７－１２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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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１２０ 拆下４个螺栓、１个螺钉和带中央仪表板托架的保护减振垫

（１６） 从保护减振垫上拆下下列零件，如图１７－１２１所示。

图１７－１２１ 从保护减振垫上拆下各零件

１） 中央仪表板托架。

２） 中央加热器至调气器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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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号加热器至调气器管道。

４） 除霜器喷嘴。

５） 侧面除霜器１号喷嘴。

６） 侧面除霜器２号喷嘴。

７） 侧面除霜器喷嘴１号管道。

８） 侧面除霜器喷嘴２号管道。

９） 仪表板加强框。

１０） 杂物箱门衬板。

１１） 仪表板１号调气器。

１２） 仪表板２号调气器。

１３） 门锁闩眼。

２仪表板的安装

（１） 用于减振垫安装用的各螺钉形状、代号和尺寸见表１７－１。

表１７－１ 减振垫安装螺钉 （单位：ｍｍ

  

）

















 
















 


















代号 形状 尺寸 代号 形状 尺寸 代号 形状 尺寸 代号 形状 尺寸

?

?

?

?

＝５２

Ｌ＝１４
?

＝５２

Ｌ＝１６
?

＝５２

Ｌ＝１８
?

＝５

Ｌ＝１６
?

＝５

Ｌ＝１２
?

＝５

Ｌ＝１６


＝５

Ｌ＝２０
Ｋ○

＝５

Ｌ＝１４
Ｌ○

＝５

Ｌ＝１２

＝５

Ｌ＝１６

＝５

＝５

Ｌ＝１６

Ｍ○
＝６

Ｌ＝１６

备注：各螺钉的代号安装位置见图１７－１３所示。

（２） 以拆下时的相反步骤安装各零件。

四、座位安全带和燃油箱

（一） 座位安全带

１手动式

图１７－１２２ 检查安全带应不会伸长

拉伸试验。将安全带调整到适当的长度，加上稳

定的负载，检查安全带应不会伸长，如图１７－１２２所

示。

如果不符合要求，则应更换安全带。

２紧急锁紧式伸缩装置

（１） 行车试验。固紧前座位安全带，以１６ｋｍ／ｈ
的速度行驶汽车，并紧急停车，检查安全带应被锁紧

且不能伸长，如图１７－１２３所示。

备注：如果安全带没有被锁紧，则应拆下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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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部件并进行静态试验。

（２） 静态试验。拆下锁紧式伸缩装置部件，慢慢地倾斜伸缩装置，检查安全带在倾斜

１５°或小于１５°时应能被拉出，而在大于４５°时不能被拉出，如图１７－１２４所示。

如果不符合要求，则应更换安全带部件。

图１７－１２３ 行车时检查安全带 图１７－１２４ 检查安全带在倾斜１５°或小于１５°时应能被拉出

（二） 燃油箱和管路

１就车检查的部位

（１） 检查燃油管路和连接部位是否有裂缝、渗漏或变形。

（２） 检查燃油箱通气系统软管和连接部位是否有松动、弯折或损坏。

（３） 检查燃油箱是否有变形、裂缝、渗漏和安装螺栓松动等情况。

图１７－１２５ 连接管子和软管

（４） 检查注油口颈部是否有损坏或渗漏燃油。

（５） 软管和管子的连接应是如图１７－１２５所示的状

态。

如果发现问题，则应按需要加以修理或更换。

２注意事项

（１） 当更换燃油箱或组成零件时，应换上新的垫

片。

（２） 燃油箱减振垫的安装位置不能装错，如图１７－１２６所示。但也不要忘掉燃油箱上面

的橡胶防护垫和燃油箱箍带。

（３） 所有固紧零件应旋紧到适当的力矩。

图１７－１２６ 燃油箱减振垫的安装位置不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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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车身电气系统

第一节 车身电气系统的结构

车身电气系统是指装于车身的电源、用电设备、连接导线、各种开关以及各种防护装置

等。这一系统的结构特点是，零件繁多，结构复杂，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又互相独立。

一、电源

１组成和安装位置

电源由单蓄电池、熔断丝组和熔丝组组成。单蓄电池为六格１２Ｖ，安装在前座位下；熔

断丝组有５个接线端子，和蓄电池安装一起；熔丝组安装在仪表板的中间下部位置。如图

１８－１所示。

图１８－１ 电源零件安装位置图

２配线和接插件

车身电源电气配线及接插件如图１８－２所示。

３熔丝组

熔丝组包括熔丝、继电器和断电器其接插件如图１８－３所示。

二、点火开关

１零件安装位置

点火开关零件安装在转向器系统的转向柱内侧，便于驾驶员操纵的位置，如图１８－４所

示。

２配线和接插件

点火开关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５所示。

三、照明系统

１组成与零件安装位置



图１８－２ 电源电气配线和接插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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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３ 电源熔丝组图

图１８－４ 点火开关零件安装位置图

图１８－５ 点火开关配线和接插件图

照明系统由灯控制开关、前照灯调光器开关、转向信号开关、室内灯开关、危险报警开

关、除雾开关以及继电器、闪光器和熔丝等组成以及零件安装位置如图１８－６所示。

２配线和接插件

（１） 前照灯和尾灯系统。其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７所示。

（２） 小光近光系统和白天行车灯系统。其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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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６ 照明系统零件安装位置图

１—转向信号灯闪光器 ２—灯控制开关、前照灯调光器开关、转向信号开关 ３—危险报警开关

４—灯提醒继电器 ５—白天行车灯继电器 ６—熔丝组 ７—除雾器开关 ８—前照灯光束控制促动器

图１８－７ 前照灯和尾灯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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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８ 小光近光系统和白天行车灯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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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前照灯光束控制系统。其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９所示。

图１８－９ 前照灯光束控制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４） 转向信号和危险报警系统。其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０所示。

图１８－１０ 转向信号和危险报警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５） 后雾天灯系统。其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１所示。

（６） 开灯报警系统。其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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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１１ 后雾天灯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图１８－１２ 开灯报警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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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室内照明系统。其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３所示。

图１８－１３ 室内照明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３照明系统的作用原理

（１） 小光—近光系统。电流从蓄电池流向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１０，蓄电池电压被

加到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４。其作用原理是：

１） 点火开关位于ＯＮ和灯控制开关位于车尾灯 （ＴＡＩＬ） 位置，如图１８－１４所示。电

流从蓄电池流到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２，其端子８和搭铁之间以及尾灯控制继电器和接

地之间被导通，其结果是：

图１８－１４ 小光—近光系统配线例子图

之一，由于尾灯控制继电器被接通，因此尾灯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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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由于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１１和接地之间被导通，因此灯控制继电器被接通。

由此，电流从蓄电池流向前照灯控制继电器的端子４→前照灯控制继电器的端子３→前

照灯调光器继电器的端子４→前照灯调光器继电器的端子１→前照灯 （ＨＥＡＤ）（ＬＷＲ、ＲＨ）

熔丝→前照灯ＲＨ（近光）→前照灯ＬＨ（近光）→２号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４→２号小

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接地，车前灯暗淡地点亮。

２） 灯控制开关位于前照灯 （ＨＥＡＤ） 位置，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３和搭铁之间被

导通。又由于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１１和搭铁之间，以及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７和

搭铁之间始终导通。因此前照灯控制继电器、２号小光—近光继电器和３号小光—近光继电

器都被接通。由此，电流同时从蓄电池流到前照灯的近光侧，而使前照灯正常地点亮。

如果前照灯调光器开关被置于远光 （ＨＧＨ） 位置时，则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５和

接地之间被导通，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１３和接地之间也导通，因此前照灯调光器继电

器被接通，而使前照灯在远光状态下点亮。

３） 前照灯调光器开关位于 “闪光”（ＦＬＡＳＨ） 位置，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５和搭

铁之间，以及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９和搭铁之间被导通。还由于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

子７和接地之间，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１１和搭铁之间，以及小光—近光继电器的端子

１３和搭铁之间都被导通，而使前照灯闪亮。

４） 点火开关位于 “锁紧”（ＬＯＣＫ） 或 “Ａｃｃ” 位置。根据灯控制开关或前照灯调光器

开关的操作情况而使相应的灯点亮。

（２） 白天行车灯系统。电流从蓄电池流到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１２，当发动机被起动后，

交流发电机的电压从交流发电机的端子Ｌ施加到行车灯继电器端子８，其作用原理是：

１） 点火开关位于ＯＮ和灯控制开关位于ＯＦＦ位置，如图１８－１５所示。电流 从 蓄 电 池

图１８－１５ 白天行车灯系统配线例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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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到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１。而且，由于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３和搭铁之间，以及行车灯继

电器的端子５和搭铁之间都被导通，因此尾灯控制继电器和前照灯控制继电器被接通，由

此，尾灯和前照灯点亮。

此外，由于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１４始终没有搭铁，所以前照灯调光器继电器断开，而

使前照灯在近光状态下点亮。

２） 点火开关位于ＯＮ和灯控制开关位于尾灯 （ＴＡＩＬ） 位置，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２和

搭铁之间被导通，而且，由于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３和搭铁之间始终导通，因此尾灯点亮。

此外，由于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１１和接地之间被导通，因此雾天灯继电器被接通，由

此雾天灯处于备用点亮状态。

３） 点火开关位于ＯＮ和灯控制开关位于前照灯 （ＨＥＡＤ） 位置，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４
和接地之间，以及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２和搭铁之间被导通。而且，由于行车灯继电器的端

子５和搭铁之间，以及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３和接地之间始终导通，因此车尾灯和前照灯点

亮。

此外，当前照灯调光器开关被置于远光 （ＨＩＧＨ） 位置时，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１３和

搭铁之间被导通，而且，由于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４和搭铁之间也被导通，因此前照灯调光

器继电器被接通。由此使前照灯在远光状态下点亮。

４） 前照灯调光器开关位于闪光 （ＦＬＡＳＨ） 位置，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６和搭铁之间，

以及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１３和搭铁之间被导通。而且，由于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５和搭铁

之间，以及行车灯继电器的端子１４和搭铁之间也被导通，所以前照灯闪亮。

（３） 前照灯光束控制系统。前照灯光束控制促动器的端子５和搭铁之间始终导通，当灯

控制开关被置于前照灯 （ＨＥＡＤ） 位置时，如图１８－１６所示，前照灯光束控制开关的端子６
和搭铁之间通过灯控制开关的端子 Ａ１３和Ａ１１而被导通。而且，尾灯控制继电器的端子３
和搭铁之间通过灯控制开关的端子Ａ２和Ａ１１也被导通，因此尾灯控制继电器被接通，而使

电流从蓄电池流向促动器的端子６，其作用原理是：

图１８－１６ 控制开关置于前照灯位置图

１） 光束开关位于 “３” 位置。如图１８－１７所示，电流从促动器的端子６→端子４→光束

开关的端子４→搭铁，这时降光继电器动作。然后，电流从促动器的端子６→降光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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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升光继电器→促动器的端子５→搭铁，这时电动机工作使前照灯降光。当前照灯被

降光后，极限开关的动作并切断促动器的端子４和６之间的导通状态。结果，降光继电器被

断开，而使前照灯光束状态保持在位置 “３” 的水平。

图１８－１７ 光束开关位于３位置图

２） 光束开关位于０位置。如图１８－１８所示。电流从促动器的端子６→促动器的端子１
→光束开关的端子１→搭铁，这时升光继电器动作。然后，电流从促动器的端子６→升光继

电器→电动机→降光继电器→促动器的端子５→接地。这时电动机工作并使前照灯升光。当

前照灯被升光后，根据开关动作并切断促动器的端子６和１之间的导通状态。结果，升光继

电器被断开，而使前照灯光束状态保持在位置 “１” 的水平。

图１８－１８ 光束开关位于０位置图

四、前照灯清洁器系统

１组成和零件安装位置

前照灯清洁器系统由开关、熔丝、继电器和电动机等组成。其开关安装在仪表板的左

侧，熔丝组装在熔丝组内，继电器和电动机安装在车前左下侧位置，如图１８－１９所示。

２配线和接插件

前照灯清洁器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２０所示。

五、刮水器和喷洗器系统

１组成和零件安装位置

刮水器和喷洗器系统由开关、熔丝、继电器和电动机组成。其开关装于转向柱右侧的操

纵杠上，熔丝和继电器装于熔丝组内，电动机分别装于车前和车后位置，如图１８－２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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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１９ 前照灯清洁器系统零件安装位置图

１—前照灯清洁器开关 ２—灯控制开关 ３—刮水器 （ＷＩＰＥＲ）熔丝

４—前照灯清洁器继电器 ５—前照灯清洁器电动机

图１８－２０ 前照灯清洁器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２配线和接插件

（１） 前雾气型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２２所示。

（２） 前间歇式不带 （Ｗ／Ｏ） 间隔调整器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２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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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２１ 刮水器和喷洗器系统零件安装位置图

１—刮水器和喷洗器前、后开关 ２—刮水器 （ＷＩＰＥＲ）熔丝、继电器 ３—刮水器电动机 ４—后刮水器电动机

５—后喷洗器电动机 ６—后刮水器继电器 ７—前喷洗器电动机 ８—喷洗器洗涤液液位开关

图１８－２２ 前雾气型配线和接插图

（３） 前间歇式型带 （Ｗ／Ｏ） 间隔调整器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２４所示。

（４） 后间歇式型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２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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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２３ 前间歇式型带 Ｗ／Ｏ间隔调整器配线和接插件图

图１８－２４ 前间歇式型带 Ｗ／Ｏ间隔调整器配线和接插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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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２５ 后间歇式型配线和接插件图

六、组合仪表

１组成和零件安装位置

组合仪表由车速表、燃油表、冷却液温度表和机油低压报警装置，以及燃油、制动、安

全带、前照灯清洁器、经济车速和仪表照明灯等各种报警、监示和控制装置等组成。其零件

安装在仪表板上和车身前部等位置，如图１８－２６所示。

图１８－２６ 组合仪表零件安装位置图

ａ）仪表板

１—制动液液位报警开关 ２—组合仪表 ３—手动开关 （正常监示器） ４—车速报警音器 ５—安全带报警继电器

６—燃油滤清器报警蜂鸣器 ７—熔丝组 ８—停车制动器开关 ９—负压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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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２６ 组合仪表零件安装位置图 （续）

ｂ）零件位置图 ｃ）ＲＺ系列发动机 ｄ）Ｌ系列发动机

１０—喷洗器洗涤液液位报警开关 １１—负压开关 （经济车速行驶监示器） １２—停车制动器开关 １３—前门控制开关

１４—燃油传感器 １５—搭扣开关 １６—前门控灯开关 １７—燃油滤清器报警开关 １８—散热器冷却液液位报警传感器

１９—机油低压报警开关 ２０—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２１—机油液位报警传感器 ２２—机油低压

报警开关 ２３—冷却液温度传感头 ２４—传感器 ２５—机油液位报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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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仪表回路

组合仪表的各种仪表、显示灯和各种开关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２７所示。

图１８－２７ 仪表回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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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除雾器系统

１组成和零件安装位置

除雾器系统由除雾器开关、熔丝、继电器和加热丝等组成。其开关装于仪表板中部，熔

丝和继电器装于熔丝组盒内，加热丝装于车身后侧位置，如图１８－２８所示。

图１８－２８ 除雾器系统零件安装图

２配线和接插件

除雾器系统的开关、熔丝、继电器和加热丝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２９所示。

图１８－２９ 除雾器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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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动车门锁控制系统

１组成和零件安装位置

自动车门锁控制系统由车门锁控制开关、继电器和电动机等组成。其开关装于前车门锁

上，继电器装于仪表板后侧，电动机装于滑动车门和后车门锁上位置，如图１８－３０所示。

图１８－３０ 自动车门锁系统零件安装位置图

１—熔丝组 ２—车门锁控制继电器 ３—前车门锁电动机

４—后车门锁电动机 ５—滑动车门锁电动机 ６—车门锁控制开关

２配线和接插件

自动车门锁控制系统的开关、继电器和电动机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３１所示。

图１８－３１ 自动车门锁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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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自动车门锁的作用原理

（１） 锁 门 动 作。如 图 １８－３２所 示，当 将 车 门 锁 定 把 手 （驾 驶 员 侧） 设 定 到 锁 门

（ＬＯＣＫ） 侧时，车门锁控制继电器的端子５和搭铁之间通过车门锁开关的端子１和３被导

通。此时，车门锁控制继电器动作使电流流向车门锁控制继电器的端子７→车门锁控制继电

器的端子３→车门锁电动机→车门锁控制继电器的端子１→车门锁控制继电器的端子６→搭

铁，从而使所有的车门锁电动机向锁门 （ＬＯＣＫ） 方向移动，车门被锁住。

图１８－３２ 锁门动作

（２） 开门动作。如图１８－３３所示，当将车门锁定把手设定到开门 （ＵＮＬＯＣＫ） 侧时，

车门锁控制继电器的端子８和搭铁之间通过车门锁开关的端子１和２被导通。此时，车门锁

控制继电器动作使电流流向车门锁控制继电器的端子７→端子１→车门锁电动机→车门锁控

制继电器的端子３→端子６→搭铁，从而使有的车门电动机向开门 （ＵＮＬＯＣＫ） 方向移动，

车门被打开。

图１８－３３ 开门动作

九、座位加热器系统

１组成和零件安装位置

座位加热器系统由加热器、加热器开关和熔丝等组成。加热器装于车前座位，加热器开

关装于仪表板中下部位，熔丝装于熔丝组盒内，如图１８－３４所示。

２配线和接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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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３４ 座位加热器系统零件安装图

１—座位加热器开关 （驾驶员侧） ２—座位加热器开关 （乘客侧）

３—座位加热器熔丝 （ＳＥＡＴＨＴＲ） ４、５、６、７—座位加热器

座位加热器系统的开关、加热器和熔丝等零件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３５所示。

图１８－３５ 座位加热器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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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座位加热器的作用原理

（１） 高位 （Ｈｉ） 作用

如图１８－３６所示。将座位加热器开关设定到Ｈｉ位置时，电流通过座位加热器开关的端

子２（２） 流向→座位加热器开关的端子３（５）→座垫侧的端子Ａ３（Ａ３）→座垫，在这里电

流被分成关联的两路：一路电流通过座垫的端子Ａ２（Ｂ２） 流向→座位靠背的端子２（２）→
座位靠背的端子１（１）→座垫的端子 （Ｂ１）→端子 （Ａ２）→接地。由此座位靠背被加热变

暖和；同时，另一路电流也通过座垫的端子 Ａ１（Ａ１） 流向→座位加热器开关的端子５（１）

→座位加热器开关的端子６（４）→接地，由此座垫被加热变暖和。

图１８－３６ 高位 （Ｈｉ）作用图

当座位表面温度达到４０℃左右时，电流被恒温器切断使温度不再升高。当温度降到低

于２０℃左右时，恒温器再接通电流使座位获得加热。

（２） 低位 （Ｌｏ） 作用

如图１８－３７所示，当将座位加热器开关设定到 （Ｌｏ） 位置时，电流以串联方式通过座

位加热器开关的端子２（２） 流向→座位加热器开关的端子５（１）→座垫的端子Ａ１（Ａ１）→
座垫的端子Ａ２（Ｂ２）→座位靠背的端子２（２）→座位靠背的端子１（１）→座垫的端子

（Ｂ１）→座垫的端子 （Ａ２）→接地。由此座垫和靠背被加热而变暖和。

备注：括号 （ ） 内的数字是用于乘客侧的。

十、音响系统

１组成和零件安装位置

音响系统它由收音机、扬声器和天线等组成。收音机安装在仪表板中下部，天线装于前

车门侧，前扬声器装于仪表板左右两侧下部，后扬声器装于车身后两侧位置。如图１８－３８
所示。

２配线和接插件

音响系统收音机、扬声器和天线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３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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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３７ 低位 （Ｌｏ）作用图

图１８－３８ 音响系统零件安装位置图

１、２—前扬声器 ３—收音机 ４—天线 ５、６—后扬声器

３音响系统概述

（１） 收音机的波段

收音机可收听到的无线电广播频率见表１８－１。

（２） 使用区域

如图１８－４０所示。ＡＭ、非立体声ＦＭ 和立体声ＦＭ 广播的使用区域有很大的差别，即

使偶然有很清晰的ＡＭ 窜入，ＦＭ 广播也接收不到。

ＦＭ立体声广播不仅具有最小的使用区域，而且也最容易吸收天电干扰和其他形式的干

扰 （噪声）。

３３４



图１８－３９ 音响系统配线和接插件图

表１８－１ 无线电广播频率表

频率 ３０ｋＨｚ ３００ｋＨｚ ３ｋＨｚ ３０ｋＨｚ ３００ｋＨｚ

选择 ＬＦ（低频） ＭＦ（中频） ＨＦ（高频） ＶＨＦ（甚高频）

无线电波 ＬＷ ＡＭ（ＭＷ） ＳＷ ＦＭ（ＵＫＷ）

调制方法 调幅 调频

（３） 接收上的问题。除了天电干扰的问题外，还存在称为 “衰减”、“多通路” 和 “消

失” 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由电噪声引起的，而是由无线电波本身的现象所引起的。

１） 衰减：除了对电干扰外，ＡＭ 广播对其他形式的干扰也很敏感，特别是在夜间更为

显著。这是因为在夜间，ＡＭ无线电从电离层反射出，这些无线电波同来自相同发射机的信号

产生干扰，并直接进入汽车的天线。这种干扰形式被称为 “衰减”现象，如图１８－４１所示。

图１８－４０ ＦＭ（立体）ＦＭ（非立体）ＡＭ使用区域 图１８－４１ 衰减

４３４



２） 多通路：由障碍物反射出的无线电波所引起的一种干扰形式被称为多通路。当从广

播电台发射天线发出的信号反射离开建筑和山脉，并与直接接收到的信号产生干扰时，则引

起多通路干扰，如图１８－４２所示。

３） 消失：ＦＭ 无线电波比ＡＭ 无线电波具有较高的频率，而且它们受到建筑物、山脉

和其他障碍物的反射。其结果是若汽车进到建筑物或其他障碍物的后面，则ＦＭ 信号似乎是

逐渐地消失或衰减，这被称为消失现象，如图１８－４３所示。

图１８－４２ 多通路 图１８－４３ 消失

（４） 调整天线微调电容器，如图１８－４４例子所示。

１） 将天线伸到最长。

２） 将音量和音调旋钮调到最大位置，然后将调谐旋钮调到１４００ｋＨｚ附近的位置，该位

置接收不到节目。

３） 调整微调电容器，使天电干扰声达到最大。

备注：天线微调电容器的位置是根据收音机型号的不同可能有所差异，但一般是位于收

音机的正面。

（５） 盒式磁带放音机的使用，如图１８－４５所示。

图１８－４４ 微调电容器 图１８－４５ 放音机的使用

当磁带插到盒底处时，放音机将自动打开放音，还有自动翻转磁头功能，同时关闭收音

机。

倒带时，注意指示方向，然后按倒带键磁带即倒带，再轻轻按停止键，停止倒带，重新

开始放音。

如想听另一面，则按 “ＰＲＯＧ” 按钮；如果取出磁带，则一直按压停止键。

要调整音量，可转动 “ＶＯＬ” 旋钮；要平衡左右喇叭的声音，可转动 “ＢＡＬ” 旋钮；要

调整音调，转动 “ＴＯＮＥ” 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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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听低音时，要获取较好的音量清晰度，须推入 “ＬＯＵＤ” 按钮。这样做可以加强高

低音调，使耳朵适应一种自然的倾向，听到较少的低单音和高单音，再按一下则能关闭。

十一、电子钟

电子钟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４６所示。

图１８－４６ 钟的配线和接插件图

第二节 车身电气系统的维修

一、概要

（一） 配线和接插件

图１８－４７ 配线的不同颜色

１配线颜色代号的认别

配线的不同是通过不同的颜色表示的，如图１８－４７所

示。而不同的颜色又是通过英文字母表示的。第一个字母

表示基本线色，第二个字母表示条纹颜色。各种字母表示

如下：

Ｂ＝黑色 Ｌ＝蓝色 Ｒ＝红色

ＢＲ＝棕色 ＬＧ＝浅绿色 Ｖ＝紫色

Ｇ＝绿色 Ｏ＝橙色 Ｗ＝白色

ＧＲ＝灰色 Ｐ＝粉红色 ｒ＝黄色

２阴阳接插件的识别

（１） 阴阳接插件的区别。阴阳接插件的区别是由其内部插脚的形状来区分的。一般插入

的为阳接插件，被插入的为阴接插件。如图１８－４８所示。

（２） 阴阳接插件号码的认别。

１） 阴接插件是从插脚孔的左上至右下进行编号；阳接插件是从插脚的右上至左下进行

编号，如图１８－４９所示。

２） 当不同或相同端子号码的接插件用于相同的零件时，各接插件的名字和插脚号码已

被规定好，如图１８－５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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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４８ 阴阳接插件的区别 图１８－４９ 阴接插件和阳接插件的编号

图１８－５０ 各接插件的名字和插脚号码

３接插件的使用方法

接插件的接插，在其顶部进行锁紧。当拉开接插件时，应拉接插件本身，而不要拉配

线。如图１８－５１所示。

注意：在拉开接插件前，应先检查要脱开的接插件是什么样的种类。

图１８－５１ 接插件的接插

（二） 端子导通和电压、电阻、短路的检查

１断路器的复位

（１） 拆下断路器。从蓄电池负极 （－） 上脱开电缆线，拆下断路器。

（２） 断路器复位的检查

１） 将探针插入断路器的复位孔内并向里推压，如图１８－５２所示。

２） 使用欧姆表检查断路器两个端子之间是否导通，如图１８－５３所示。

如果不导通，则应更换断路器。

３） 如果更换的断路器，必须是换用相同额定电流的断路器，如图１８－５４所示。

（３） 安装断路器。装上断路器，将电缆线连接蓄电池的负极 （－） 上，如图１８－５５所

示。

２熔丝的更换

（１） 拆卸与安装，如图１８－５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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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５２ 将探针插入断路器的

复位孔内并向里推压

图１８－５３ 检查断路器两个端子

之间是否导通

图１８－５４ 更换相同

额定电流的断路器

图１８－５５ 安装断路器 图１８－５６ 熔丝的拆卸与安装

１） 关闭所有的电器和点火开关，以防超过额定电流。

２） 拆卸和安装时，一定要使用熔丝拆装工具。

３） 要笔直拆出，笔直插入，不得扭弯。扭弯会使连接端子分得太开，而导致连接不良。

（２） 如果更换熔丝，必须是换用额定电流相同的熔丝，如图１８－５７所示。

备注：如果熔丝被烧断，则表明电路中存在短路，应查明原因。

３检查电压

检查电压情况，如图１８－５８所示。

图１８－５７ 更换额定电流相同的熔丝 图１８－５８ 检查电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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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连接电压表。将负极 （－） 导线连接到正常的接地位置或蓄电池的负极端子；而将

正极 （＋） 导线连接到接插接件或零件的端子上。

２） 确定检查点的电压情况。

例如：

———将点火开关ＳＷ 置于ＯＮ位置。

———将点火开关ＳＷ 和ＳＷ１置于ＯＮ位置。

———将点火开关ＳＷ、ＳＷ１和继电器置于ＯＮ位置 （ＳＷ２置于ＯＦＦ位置）。

备注：可用试验灯泡代替电压表进行。

４检查导通情况和电阻

（１） 检查电路导通情况。脱开蓄电池端子或配线，使检查点之间没有电压，然后将欧姆

表的二根测量导线分别连接到各检查点上进行测量，如图１８－５９所示。

（２） 检查二极管导通情况。如果电路含有二极管，则应将二根导线反接并再次进行检

查。当将负极 （－） 导线连接到二极管的正极 （＋） 侧，正极 （＋） 导线连接到二极管的负

极 （－） 侧时，二极管应导通。而当二根导线反接时，则不导通。如图１８－６０所示。

图１８－５９ 测量电路导通情况 图１８－６０ 检查二极管导通情况

（３） 检查发光二极管 （ＬＥＤ） 导通情况。按照检查二极管的相同方法进行检查，如图

１８－６１所示。也可使用３Ｖ电源，或大于电路电阻的测试表。如果没有测试表，可加上蓄电

池电压的方法检查发光二极管是否点亮。

（４） 检查电气回路状况。使用高阻抗 （最小１０ｋΩ） 的 Ｖ／Ω表进行电气回路的故障诊

断。如图１８－６２所示。

图１８－６１ 检查发光二极管 图１８－６２ 检查电气回路状况

５检查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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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６３ 检查短路情况

检查短路情况，如图１８－６３所示。

１） 拆下已熔断器的熔丝，除去该熔丝所有负载。

２） 将试验灯泡连接到该熔丝的位置。

３） 确定试验灯泡连接位置的状况。

例如：

———将点火开关ＳＷ 置于ＯＮ位置。

———将点火开关ＳＷ 和ＳＷ１置于ＯＮ位置。

———将点火开关ＳＷ、ＳＷ１和继电器置于ＯＮ位置 （连

接继电器，并将ＳＷ２置于ＯＦＦ位置或脱开ＳＷ２）。

４） 在观察试验灯泡的同时，脱开和重新连接接插件。若

试验灯泡一直点亮则接插件之间存在短路；若试验灯泡熄灭则

接插件短路。

５） 沿着车身轻轻地摇动有问题的配线以找到短路的正确

位置。

二、点火开关

点火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６４所示。其端子导通情况的

检查，应先拆下接插件，使用万用表或交直流试验灯测量点火

开关的Ａｃｃ、ＯＮ（打开） 和ＳＴＡＲＴ（起动） 位置的端子导通

情况。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２。

图１８－６４ 点火开关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点火

开关。

三、照明系统

（一） 光束的调整

前照灯光束的调整：方形前照灯和雕塑型前照

灯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光束的调整，应先拆下前照

灯罩壳，使用螺钉旋具旋动需要调整方向的螺钉进行调整。如图１８－６５所示。

备注：在调整带有前照灯光束控制系统的前照灯之前，应先将控制开关移动到 “０” 位，

使前照灯返回到标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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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６５ 前照灯光束的调整

１、３—垂直方向的调整 ２、４—水平方向的调整

（二） 组合开关的分解与装配

１组合开关的分解

组合开关的零件分解如图１８－６６所示。

（１） 从电气配线上拆下配线卡夹。撬松两个锁紧凸耳，从电气配线上拆下卡夹。

（２） 从接插件上拆下端子。

１） 放松４个翼片，打开端子盖，如图１８－６７所示。

２） 用小螺钉旋具从开口端插入锁紧的接线片和端子之间，并再用螺钉旋具向下撬接线

片，并从后侧拉出端子，如图１８－６８所示。

（３） 拆下灯控制开关。从开关体上拆下两个螺钉和球固定板，再从带弹簧的开关体拆下

球，并滑出灯控制开关，如图１８－６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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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６６ 组合开关零件分解图

１—灯控制开关 ２—前照灯调光器和转向信号开关 ３—接插件 ４—电气配线卡夹

５—刮水器开关 ６—开关体 ７—球固定板 ８—球 ９—弹簧

图１８－６７ 放松４个翼片打开端子盖 图１８－６８ 用螺钉旋具向下撬接线片

（４） 拆下前照灯调光器和转向信号开关、刮水器和喷洗器开关。从开关体上拆下４个螺

钉和转向信号开关，再从开关体上拆下两个螺钉和刮水器、喷洗器开关，如图１８－７０所示。

图１８－６９ 拆下灯控制开关 图１８－７０ 拆下前照灯调光器和转向信号开关

刮水器和喷洗器开关

２组合开关的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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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分解的相反次序安装组合开关的零件，但应注意的是：

１） 在将灯控制开关装到开关体之后，应检查开关动作是否灵活，如图１８－７１所示。

２） 推入端子直到可靠地被接插件的接线片锁紧为止，如图１８－７２所示。

图１８－７１ 检查开关动作是否灵活 图１８－７２ 推入端子直至被接线片锁紧

图１８－７３ 检查组合开关

（三） 照明系统的检查

１前照灯和尾灯系统

（１） 检查组合开关。组合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８－
７３所示。其端子导通情况是：

１） 灯控制开关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３。

２） 前照灯调光器开关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４。

３） 转向信号开关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５。

以上如果端子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

换开关。

（２） 检查继电器。

１） 检查前照灯控制继电器、配线和接插件如图

１８－７４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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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２） 检查尾灯控制继电器、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７５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７。

图１８－７４ 检查前照灯控制继电器配线和接插件 图１８－７５ 检查尾灯控制继电器配线和接插件

图１８－７６ 检查前照灯调光器

继电器配线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３） 检查前照灯调光器继电器、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
７６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８。

如果端子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２白天行车灯系统

（１） 检查继电器回路情况。从继电器拆下接插件，并按

图１８－７７所示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其回路情况见表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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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电器回路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检查继电器的动作情况。

（２） 检查继电器的动作情况。将正极 （＋） 导线从电压表连接到端子７，并将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１０。当在灯控制开关被置于打开 （ＯＮ） 位置的状态下，检查是否有

电压，如图１８－７８所示。

如果无电压，则应更换继电器。

图１８－７７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 图１８－７８ 检查继电器的动作情况

表１８－９ 配线侧的接插件回路情况

检查项目 测试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导通情况

２－搭铁

４－搭铁

６－搭铁

７－搭铁

１０－搭铁

１３－搭铁

灯控制开关位置
关闭 （ＯＦＦ） 不导通

尾灯 （ＴＡＩＬ）或前照灯 （ＨＥＡＤ） 导通

灯控制开关位置
关闭 （ＯＦＦ）或车尾灯 （ＴＡＩＬ） 不导通

前照灯 （ＨＥＡＤ） 导通

前照灯调光器开关

位置

近光或远光 不导通

闪光 导通

固定 导通

前照灯调光器开关

位置

近光 不导通

远光或闭光 导通

电压

１－接地

３－接地

５－接地

８－接地

１１－接地

１２－接地

１４－接地

点火开关位置
锁紧 （ＬＯＣＫ）或Ａｃｃ

打开 （ＯＮ）

固定

点火开关位置
锁紧 （ＬＯＣＫ）或打开 （ＯＮ）

起动 （ＳＴＡＲＴ）

固定

接地端子３

固定

固定

接地端子５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蓄电池电压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蓄电池电压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３小光—近光系统

（１） 检查继电器回路情况。从继电器拆下接插件，按图１８－７９所示，检查配线侧的接

插件，其回路情况见表１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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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１０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回路情况

检查项目 测试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电压

４－７

５－接地

９－接地

１２－接地

２－搭铁

３－搭铁

６－搭铁

１４－搭铁

８－搭铁

１０－搭铁

１１－搭铁

１３－搭铁

固定

前照灯调光器开关

位置

近光

远光或闪光

前照灯调光器开关

位置

近光或远光

闪光

固定

点火开关位置
锁紧 （ＬＯＣＫ）或Ａｃｃ

打开 （ＯＮ）

灯控制开关位置
关闭 （ＯＦＦ）或尾灯 （ＴＡＩＬ）

尾灯

搭铁端子１１
固定

搭铁端子１３

灯控制开关位置
关闭 （ＯＦＦ）

尾灯 （ＴＡＩＬ）或前照灯 （ＨＥＡＤ）

固定

固定

固定

接地端子１１

约９０Ω

不导通

导通

不导通

导通

导通 （注）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蓄电池电压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蓄电池电压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注：由于这个回路通过灯泡接地，所以存在阻抗

如果小光—近光控制继电器回路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２） 检查继电器导通情况。

１） 检查２号小光—近光继电器。其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８０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

１８－１１。

图１８－７９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 图１８－８０ 检查配线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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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检查３号小光—近光继电器。其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８１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

１８－１２。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４前照灯光束控制系统

（１） 检查开关。前照灯光束控制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８２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
１３。

图１８－８１ 检查配线和接插件 图１８－８２ 检查前照灯光束控制开关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２） 检查促动器。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６，并将负极 （－） 导线连接

到端子５。再将各个端子接地，按表１８－１４和图１８－８３所示检查各方式下的动作情况。

表１８－１４ 检查各方式下的动作情况

端子 前照灯光束状态

１－接地 ０

２－接地 １

３－接地 ２

４－接地 ３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促动器。

５开灯报警系统

（１） 检查灯提醒继电器。如图１８－８４所示，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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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４。此时，将正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１或２，蜂鸣器应

无响声，当脱开时，蜂鸣器应鸣响。

图１８－８３ 检查促动器

如果工作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２） 检查继电器回路。从继电器脱开接插件，按表１８－１５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如图

１８－８５所示。

表１８－１５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

检查项目 测试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导通情况

电压

４－接地 驾驶员侧车门位置

１－接地 点火开关位置

２－接地 点火开关位置

３－接地 灯控制开关

关闭 （门控灯开关ＯＦＦ） 不导通

打开 （门控灯开关ＯＮ） 导通

锁紧 （ＬＯＣＫ）或Ａｃｃ 无电压

打开 （ＯＮ） 蓄电池电压

锁紧 （ＬＯＣＫ） 无电压

Ａｃｃ或打开 （ＯＮ） 蓄电池电压

关闭 （ＯＦＦ） 无电压

尾灯 （ＴＡＩＬ）或车头灯 （ＨＥＡＤ） 蓄电池电压

如果回路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图１８－８４ 检查灯提醒继电器 图１８－８５ 从继电器脱开接插件

６照明输入系统

（１） 检查前门控灯开关。见开门报警系统。

（２） 检查室内灯控制继电器，如图１８－８６所示。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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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１，并将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４。然后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并通过１个３４Ｖ
的试验灯泡连接到端子５，再将负极 （－） 导线也通过１个３４Ｖ的试验灯泡连接到端子２
上。此时，将端子３接地，同时试验灯泡应点亮；此后将端子３脱开并过５ｓ左右，试验灯

泡应熄灭。

如果工作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３） 检查继电器回路。从继电器脱开接插件，按表１８－１６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如图

１８－８７所示。

如果回路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图１８－８６ 检查室内灯控制继电器 图１８－８７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

表１８－１６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

检查项目 测试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导通情况

电压

２－接地

３－接地

４－接地

１－接地

５－接地

固定

前车门位置
关闭 （ＯＦＦ）

打开 （ＯＮ）

固定

固定

前室内灯开关位置
关闭 （ＯＦＦ）

打开 （ＯＮ）

导通

不导通

导通

导通

蓄电池电压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７后雾天灯系统

（１） 检查开关。后雾灯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８８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１７。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２） 检查继电器。见小光—近光继电器。

８转向信号和危险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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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检查各开关。见前照灯调光器和转向信号开关。其中危险报警开关的检查如下：

１） 检查 Ｗ／开关照明灯。Ｗ／开关照明灯的危险报警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８９所示。

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１８。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图１８－８８ 检查后雾灯开关和接插件 图１８－８９ 检查 Ｗ／开关照明灯的危险

报警开关和接插件

２） 检查 Ｗ／Ｏ开关照明灯。Ｗ／Ｏ开关照明灯的危险报警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９０所

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１９。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２） 检查转向信号闪光器。如图１８－９１所示。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

２，并将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３。然后再将两只转向信号灯泡分别并联到端子１和３，

此时检查灯泡的闪光情况。

图１８－９０ 检查 Ｗ／Ｏ开关照明灯的危险

报警开关和接插件

图１８－９１ 检查转向信号闪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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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转向信号灯每分钟应闪光６０～１２０次。

如果闪光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闪光器。

四、前照灯清洁器系统

零件的检查

（１） 检查开关。前照灯清洁器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９２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
２０。

如果导通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２） 检查前照灯清洁器继电器，如图１８－９３所示。

图１８－９２ 检查前照灯清洁器开关和接插件 图１８－９３ 检查前照灯清洁器继电器

１） 使用欧姆表检查端子４和５之间是否不导通。

２） 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３，并将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５。

３） 将负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１，检查端子４和５之间是否导通０３～
０４２ｓ。

如果导通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图１８－９４ 将负极导线连接到端子２上

（３） 检查前照灯清洁器电动机。将正极 （＋） 导

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１，并将负极 （－） 导线连接

到端子２，如图１８－９４所示。这时电动机应正常运

转。

注意：此试验必须快速地完成 （３～５ｓ内），以

免烧坏线圈。

如果运转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电动机。

五、刮水器和喷洗器系统

（一） 零件的更换

刮水器和喷洗器系统零件的更换见组合开关部分中的零件更换一节。

（二） 零件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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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９５ 刮水器和喷洗器开关的检查

１刮水器系统

（１） 检查开关。刮水器和喷洗器开关、接插件

如图１８－９５所示。其导通情况的检查如下：

１） 检查前刮水器和喷洗器开关的导通情况。

①雾气刮洗器。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２１。

②间歇刮洗器 （Ｗ／Ｏ间隔调整器）。其导通情

况见表１８－２２。

③间歇刮洗器 （Ｗ／Ｏ间隔调整器）。其导通情

况见表１８－２３。

２） 检查后刮洗器和喷洗器开关的导通情况。

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２４。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

关。

（２） 检查可变式间歇刮水器继电器。

１） 检查在间歇方式下的动作情况。

①将刮洗器开关置于ＩＮＴ位置，将间歇时间

控制开关置于 ＦＡＳＴ（快速） 位置。然后将正极

（＋） 导 线 从 蓄 电 池 连 接 到 端 子 Ｂ１８，并 将 负 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Ｂ１６。再将正极 （＋） 导线

从电压表连接到端子Ｂ７、并再将负极 （－） 导线

连接到端子Ｂ１６，如图１８－９６所示。检查仪表指

针应指示在蓄电池的电压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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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将端子Ｂ４连接到端子Ｂ１８之后，再连接到端子Ｂ１６，如图１８－９７所示。检查电压

是否在按表１８－２５所示的时间内从０Ｖ上升到蓄电池电压值。

图１８－９６ 检查在间歇方式下动作情况 图１８－９７ 将端子Ｂ４连接到端子Ｂ１８之后，

再连接到端子Ｂ１６

表１８－２５ 从０升到蓄电池电压值

ＩＮＴ时间控制开关位置 电 压

快速 （ＦＡＳＴ） 蓄电池电压０Ｖ

慢速 （ＳＬＯＷ） 蓄电池电压０Ｖ

如果动作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２） 检查作为喷洗器之链路的动作，如图１８－９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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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９８ 检查作为喷洗器之

链路的动作

①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Ｂ１８，并将

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Ｂ１６。

②将正极 （＋） 导线从电压表连接到端子Ｂ７，并将

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Ｂ１６。

③按下喷洗器开关，检查电压是否按表１８－２６变

化。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３） 检查非可变式间歇刮水器继电器，如图１８－９９
所示。

表１８－２６ 检查电压变化

喷洗器开关

蓄电池电压

０Ｖ

图１８－９９ 检查非可变式

间歇刮水继电器

１） 前：检查端子１和４之间是否导通，端子１和

３之间是否不导通。然后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

连接到端子３，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２。并再将

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２，持续１ｓ左

右，检查端子１和端子３之间导通情况。开始时不导

通，过３～５ｓ后应导通。

２） 后：检查端子２和３之间是否导通，端子１和

３之间是否不导通。然后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

连接到端子１和２，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４，在

持续１ｓ左右后，检查端子１和３之间的导通情况。开

始时不导通，过９～１５ｓ后应导通。

然后再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１，

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４和６，检查端子１和３
之间约过０５ｓ后是否导通，脱开端子６约过２ｓ后是

否变为不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４） 检查电动机

１） 检查前电动机在低速下运转情况。如图１８－１００所示。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

连接到端子２，负极 （－） 导线连接到电动机壳体上，检查电动机是否在低速下运转。

如果运转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电动机。

２） 检查前电动机在高速下运转，如图１８－１０１所示。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

到端子１，负极 （－） 导线连接到电动机壳体上，检查电动机是否在高速下运转。

如果运转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电动机。

４５４



图１８－１００ 检查前电动机在低速下运转情况 图１８－１０１ 检查前电动机在高速下运转

３） 检查前电动机在运转、停止位置下停止运转。

①在低速下运转电动机，采用从端子２脱开正极 （＋） 导线的方法，如图１８－１０２所

示，使电动机停止在除停止位置以外的任何位置。

②连接端子２和３，然后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４，负极 （－） 导线连

接到电动机壳体上，如图１８－１０３所示。检查电动机在再次运转后是否停止在停止位置。

如果运转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电动机。

图１８－１０２ 在低速下运转电动机采用

从端子２脱开正极导线的方法

图１８－１０３ 负极导线连接到电动机壳体上

４） 检查后电动机运转状态。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３，负极 （－） 导

线连接到端子２，如图１８－１０４所示。检查电动机是否运转。

如果运转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电动机。

５） 检查后电动机在运转、停止位置停止运转情况。

①运转电动机，采用从端子３脱开正极导线的方法，如图１８－１０５所示。使电动机停止

在除停止位置以外的任何位置。

图１８－１０４ 负极导线连接到端子２上 图１８－１０５ 用从端子３脱开正极导线

停止位置以外任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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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连接端子３和４。然后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１，负极 （－） 导线连

接到端子２，如图１８－１０６所示。检查电动机在再次运转后是否停止在停止位置。

如果运转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电动机。

２喷洗器系统

（１） 检查喷洗器开关。见刮水器和喷洗器开关。

（２） 检查喷洗器电动机。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２，负极 （－） 导线连

接到端子１，如图１８－１０７所示。检查电动机的运转情况。

图１８－１０６ 将正极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１
负极连接到端子２

图１８－１０７ 检查喷洗器电动机

如果运转情况不正常，则应更换电动机。

注意：这些试验检查必须快速完成 （２０ｓ之内），以免烧坏线圈。

六 组合仪表

零件的检查

１车速表系统

（１） 车上检查车速表。使用车速表测试器检查车速表的允许指示误差是否在表１８－２７
规定范围内。然后检查车速表的指针摆动情况和里程表的工作状况。

备注：指针摆动是由于车速表软轴松动而引起的。

表１８－２７ 误差表 （单位：ｋｍ／ｈ）

标准指示值 允 许 范 围

２０ ２１～２５
４０ ４１５～４６
６０ ６２５～６７
８０ ８３～８８
１００ １０４～１０９
１２０ １２５～１３０５
１４０ １４５５～１５１５
１６０ １６６～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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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检查速度传感器。检查车速表轴每一转中端子尺和之间是否导通４次，如图１８－
１０８所示。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车速表。

（３） 检查车速报警音开关。

１） 向下压翼片，如图１８－１０９所示。从组合仪表壳体拆下组合仪表玻璃罩。

注意：应小心不要弄脏或损坏车速表盘。

图１８－１０８ 检查速度传感器 图１８－１０９ 向下压翼片

２） 将车速表指针拨到１２４ｋｍ／ｈ的标记处，并固定之。然后一直转动车速表轴，检查端

子Ｄ和如图１８－１１０所示。其之间的导通是否反复地变动。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车速表。

（４） 检查车速报警音器。将蓄电池电压间断地加到报警器的端子之间，如图１８－１１１所

示。检查其的响声。

如果鸣响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报警器。

备注：如果报警器被倾斜，则声音将会失真。

图１８－１１０ 转动车速表轴，检查端子Ｄ 图１８－１１１ 检查车速报警音器

２转速表系统

车上检查转速表。接上一个校验用转速表，并起动发动机，检查转速表的指示值是否在

表１８－２８的规定范围内。

表１８－２８ 转速表的指示值

ＤＣ１３５Ｖ ２０℃ ｒ／ｍｉｎ
标准指示值 允 许 误 差

７００ ６１０～７５０
３０００ ２８５０～３１５０
５０００ ４８５０～５１５０
７０００ ６７９０～７２１０

７５４



如果误差超过规定要求，则应更换转速表。

注意：在接校验用转速表时，不要接反，否则会损坏内部的晶体管和二极管。

３燃油表系统

（１） 检查燃油表。

１） 从燃油表传感器脱开接插件，将点火开关置于 ＯＮ位置，检查燃油表的指针是否指

在空 （ＥＭＰＴＹ） 的位置。如图１８－１１２所示。

２） 将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２和３通过一个３４Ｖ的试验灯泡连接起来，将点火开关置

于ＯＮ位置，检查灯泡是否点亮、燃油表指针是否向满的一侧方向移动，如图１８－１１３所

示。

如果燃油表动作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检查其电阻。

图１８－１１２ 检查燃油表的指针是否指在空的位置 图１８－１１３ 检查灯泡是否点亮、燃油表指针

是否向满的一侧方向移动

３） 使用欧姆表测量图１８－１１４中箭头所示的端子之间电阻。其电阻值见表１８－２９。

图１８－１１４ 测量电阻

表１８－２９ 电阻值表

端子之间 电阻／Ω

ＦＵ－ 约１１６

ＦＵ－ 约１５６

－ 约２７２

如果电阻值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燃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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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检查燃油传感器。

１） 接上１个１５Ｖ的干电池，将其正极 （＋） 导线从干电池通过１个３４Ｖ的试验灯泡

连接到端子２，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１。然后再将正极 （＋） 导线从电压表连接到端

子２，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１。检查当浮子从燃油满的位置向空的位置移动时，电压

是否随之升高。如图１８－１１５所示。

２） 将欧姆表两触针连接到端子２和３之间，测量其电阻，如图１８－１１６所示。其电阻

值见表１８－３０。

图１８－１１５ 检查当浮子从燃油满的位置

向空的位置移动时电压是否升高

图１８－１１６ 测量电阻值

表１８－３０ 电阻值表

浮子位置／ｍｍ 电阻／Ω

Ｆ约２３ 约３

Ｅ约１５７ 约１１０

如果电阻值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传感器。

４燃油液位报警系统

（１） 检查报警灯。从传感器脱开接插件，连接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１和３，将点火开关

置于ＯＮ位置，如图１８－１１７所示。检查报警灯是否点亮。

如果报警灯不点亮，则应测试灯泡。

（２） 检查报警开关。

１） 通过一个３４Ｖ的试验灯泡和端子１和３之间加上蓄电池的电压，检查灯泡是否点

亮，如图１８－１１８所示。

备注：应保持一段时间以使灯泡点亮。

图１８－１１７ 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 图１８－１１８ 检查灯泡是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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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将开关浸入燃油中，检查灯泡是否熄灭，如图１８－１１９所示。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传感器。

５燃油滤清器报警系统

（１） 检查报警灯。从报警开关脱开接插件，并连接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然后拆下充电

（ＨＡＲＧＥ） 熔丝，并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如图１８－１２０所示。检查：

图１８－１１９ 检查灯泡是熄灭 图１８－１２０ 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

①Ｗ／蜂鸣器：报警灯是否点亮，报警蜂鸣器是否鸣响；

②Ｗ／Ｏ蜂鸣器：报警灯是否点亮。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检查灯泡或报警蜂鸣器。

（２） 检查报警蜂鸣器。将蓄电池电压加到端子之间，如图１８－１２１所示。检查蜂鸣器是

否鸣响。

如果蜂鸣器不鸣响，则应予以更换。

（３） 检查报警开关，如图１８－１２２所示。

图１８－１２１ 将蓄电池电压加到端子之间 图１８－１２２ 检查报警开关

１） 在报警开关关闭 （ＯＦＦ） 的状态下 （浮子下降），检查端子之间是否不导通。

２） 在报警开关打开 （ＯＮ） 的状态下 （浮子升起），检查端子之间是否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６冷却液温度表系统

（１） 检查冷却液温度表

１） 以传感器脱开接插件，将点火开关置于 ＯＮ 位置，检查温度表指针是否指在冷

（ＣＯＯＬ） 的位置，如图１８－１２３所示。

２） 将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通过１个３４Ｖ的灯泡后接地，然后将点火开置于ＯＮ位置，

检查灯泡是否点亮，以及温度表的指针是否移向热侧的位置，如图１８－１２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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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１２３ 检查温度表指针是否指在冷的位置 图１８－１２４ 检查灯泡是否亮及温度表的

指针是否移向热侧位置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测量温度表的电阻。

３） 测量图１８－１２５中箭头所示的端子之间的电阻，其电阻值见表１８－３１。

图１８－１２５ 测量端子电阻值

表１８－３１ 测量端子之间的电阻

端子之间 电阻／Ω

ＴＵ－ 约５５

ＴＵ－ 约１１７

－ 约１１３

如果电阻值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温度表。

（２） 检查传感器。测量端子和传感器体之间的电阻，如图１８－１２６所示。其电阻值见表

１８－３２。

表１８－３２ 测量电阻值

冷却液温度

（℃）

电 阻 ／Ω

ＹＡＺＡＫ１ ＤＥＮＳＯ

约１４７ —

约２４ 约２４

如果电阻值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传感器。

７机油低压报警系统

（１） 检查报警灯。从报警开关脱开接插件，并将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接地，将点火开关

置于ＯＮ位置，如图１８－１２７所示。检查报警灯是否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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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１２６ 测量端子和传感器体之间的电阻 图１８－１２７ 检查报警灯

如果报警灯不亮，则应更换灯泡。

（２） 检查报警开关，如图１８－１２８所示。

１） 从开关脱开接插件。

２） 在发动机停止的状态下，检查端子和接地之间是否导通。

３） 在发动机运转状态下，检查端子和接地之间是否不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备注：机油压力应高于２９ｋＰａ。

８停车制动器报警系统

（１） 检查报警灯。从停车制动开关脱开接插件，并将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接地，将点火

开关置于ＯＮ位置，如图１８－１２９所示。检查报警灯是否点亮。

如果报警灯不点亮，则应测试灯泡。

图１８－１２８ 检查报警开关 图１８－１２９ 检查报警灯

（２） 检查各开关。

１） 检查拉杆式停车制动器开关，如图１８－１３０所示。

①在开关柄被放开的状态下，检查端子和开关固定螺母之间是否导通。

②在开关柄被按下的状态下，检查端子和开关固定螺母之间是否不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２） 检查杆式停车制动器开关，如图１８－１３１所示。

①在开关柄被放开的状态下，测量端子和开关体之间是否导通。

②在开关柄被按下的状态下，检查端子和开关体之间是否不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９制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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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１３０ 检查拉杆式停车制动开关 图１８－１３１ 检查杆式停车制动器开关

（１） 检查报警灯。从液位报警开关 （如停车制动开关） 脱开接插件，用导线连接液位报

警开关的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如图１８－１３２所示。检查报警灯

是否点亮。

如果报警灯不亮，则应测试灯泡。

（２） 检查各开关。

１） 检查停车制动器开关。见 Ｗ／Ｏ停车制动器报警系统。

２） 检查制动液液位报警开关，如图１８－１３３所示。

图１８－１３２ 检查报警系统 图１８－１３３ 检查制动液液位报警开关

图１８－１３４ 继电器的配线和接插件

①在开关ＯＦＦ的状态下，检查端子之间是否不导通。

②在开关ＯＮ的状态下，检查端子之间是否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３） 检查继电器。继电器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
１３４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３３。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１０座位安全带报警系统

座位安全带报警系统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３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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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１３５ 座位安全带报警系统的配线和接插件

（１） 检查报警灯。从座位安全带报警继电器脱开接插件，将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５接

地，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如图１８－１３６所示。检查报警灯是否点亮。

如果报警灯不亮，则应检查灯泡。

（２） 检查搭扣开关。如图１８－１３７所示。

图１８－１３６ 将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接地，

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

图１８－１３７ 检查搭扣开关

１） 在开关关闭 （ＯＦＦ） 的状态下，检查开关侧接插件的端子之间是否不导通。

２） 在开关打开 （ＯＮ） 的状态下，检查开关侧接插件的端子之间是否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座位安全带的内衬。

备注：开关在关闭时安全带应松开，打开时应固紧。

（３） 检查继电器。从继电器脱开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３８所示。按表１８－３４检查配线侧

的接插件的回路情况。

表１８－３４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回路情况

检查项目 测试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导通情况 ４－接地 固定 导通

电压

６－接地

２－接地

５－接地

搭扣开关位置
ＯＦＦ（安全带松开）

ＯＮ（安全带固紧）

点火开关位置
ＬＯＣＫ或Ａｃｃ
ＯＮ

点火开关位置
ＬＯＣＫ或Ａｃｃ
ＯＮ

不导通

导通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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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路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１１开车门报警系统

（１） 检查报警灯。从门控灯开关脱开接插件，并将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接地，将点火开

关置于ＯＮ位置，如图１８－１３９所示。检查报警灯是否点亮。

如果报警灯不亮，则应检查灯泡。

图１８－１３８ 从继电器脱开接插件 图１８－１３９ 将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接地，

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

（２） 检查门控灯开关，如图１８－１４０所示。

１） 在开关打开 （ＯＮ） 的状态下，检查端子和开关体之间是否导通。

２） 在开关关闭 （ＯＦＦ） 的状态下，检查端子和开关体之间是否不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１２定时皮带报警系统

检查报 警 灯。 拆 下 连 接 着 接 插 件 的 组 合 仪 表， 连 接 端 子 Ｋ。 然 后 再 拆 下 充 电

（ＣＨＡＲＧＥ） 熔丝，并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如图１８－１４１所示。检查报警灯是否点亮。

如果报警灯不点亮，则应检查灯泡。

图１８－１４０ 检查门控灯开关 图１８－１４１ 拆下充电熔丝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

１３前照灯清洁器液位报警系统

（１） 检查报警灯。从报警开关脱开接插件，并将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接地，将点火开关

置于ＯＮ位置，如图１８－１４２所示。检查报警灯是否点亮。

如果报警灯不亮，则应检查灯泡。

（２） 检查液位报警开关。如图１８－１４３所示。

１） 在开关ＯＦＦ的状态下，检查端子之间是否不导通。

２） 在开关ＯＮ的状态下，检查端子之间是否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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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１４２ 从报警开关脱开接插件

将配线侧插件端子接地

图１８－１４３ 检查液位报警开关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１４正常 （ＯＫ） 监视器系统

正常 （ＯＫ） 监视器系统，即散热器冷却液报警系统和机油液位报警系统，其配线和接

插件如图１８－１４４所示。

图１８－１４４ 正常 （ＯＫ）监视器系统配线和接插件

（１） 检查报警灯。如图１８－１４５所示。

１） 从手动开关脱开接插件。

２） 将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２搭铁，检查散热器冷却液液位报警灯是否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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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将配线侧接插件的端子６接地，检查机油液位报警灯是否点亮。

如果报警灯不亮，则应检查灯泡。

（２） 检查手动开关，手动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４６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３５。

图１８－１４５ 检查报警灯 图１８－１４６ 检查手动开关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检查灯泡或更换开关。

（３） 检查传感器。

１） 检查散热器冷却液位传感器，如图１８－１４７所示。

①在开关ＯＦＦ的状态下，检查端子２和３之间是否不导通。

②在开关ＯＮ的状态下，检查端子２和３之间是否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２） 检查机油液位传感器，如图１８－１４８所示。

①在开关ＯＦＦ的状态下，检查端子之间是否不导通。

②在开关ＯＮ的状态下，检查端子之间是否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图１８－１４７ 检查散热器冷却液位传感器 图１８－１４８ 检查机油液位传感器

（４） 检查继电器。继电器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４９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３６。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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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经济车速行驶监视系统

（１） 检查指示灯。如图１８－１５０所示。

图１８－１４９ 检查继电器的配线和接插件 图１８－１５０ 检查指示灯

１） 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检查动力车速灯 （红绿色） 是否点亮。

如果灯不亮，则应检查灯泡和负压开关。

２） 从负压开关脱开接插件，检查经济车速 （绿色） 灯是否点亮。

如果灯不亮，则应检查灯泡和仪表回路。

（２） 检查负压开关。如图１８－１５１所示。

１） 在无负压的状态下，检查端子和开关体之间是否导通。

２） 加上１００±２５ｍｍＨｇ（１３３±３３ｋＰａ） 的负压，检查端子和开关体之间是否不导通。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１６仪表照明灯控制系统

检查灯控制变阻器。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接到端子２，负极 （－） 导线接到端子

３。然后再将正极 （＋） 导线通过一个２０Ｖ的试验灯泡从蓄电池接到端子１。此时逐渐地将

变阻器捏手从亮侧移动到暗侧，如图１８－１５２所示。检查试验灯泡的亮度是否从亮变到暗。

如果工作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灯控制变阻器。

图１８－１５１ 检查真空开关 图１８－１５２ 逐渐将变阻器捏手从亮侧移动到暗侧

七、除雾器系统

零件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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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检查除雾器开关。除雾器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５３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
３７。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检查灯泡或继电器。

（２） 检查除雾器 Ｗ／定时器。

１） 检查照明灯导通情况。检查端子１和４之间是否导通，如图１８－１５４所示。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检查灯泡。

图１８－１５３ 检查除雾开关和接插件 图１８－１５４ 检查端子１和４之间是否导通

２） 检查定时器的动作。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２，负极 （－） 导线连

接到端子１。然后再从正极 （＋） 导线接一个３４Ｖ的试验灯泡连接到端子６。此时按下除

雾器开关至ＯＮ位置，检查指示灯和试验灯泡应点亮，如图１８－１５５所示。其点亮时间在

１２至１８ｍｉｎ，然后均应熄灭。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３） 检查定时器回路。从开关侧脱开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５６所示。按表１８－３８检查配线

侧的接插件。

表１８－３８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

检查项目 测试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导通情况 ３－接地 固定 导通

电压

动作

２－接地

６－接地

—

点火开关位置
锁紧 （ＬＯＣＫ）或Ａｃｃ

打开 （ＯＮ）

点火开关位置
锁紧 （ＬＯＣＫ）或Ａｃｃ

打开 （ＯＮ）

连接端子２和６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无电压

蓄电池电压

除雾器系统动作正常

如果回路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３） 检查除雾器继电器。见３号小光—近光继电器。

（４） 检查除雾器加热丝。

１） 检查加热丝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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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１５５ 检查指示灯和试验灯泡应亮 图１８－１５６ 从开关侧脱开接插件

①在测量加热丝电压时，应在负极 （－） 测量棒的顶部卷裹一片锡箔，然后按图１８－
１５７所示用手指对着加热丝按锡箔。

②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按下除雾器开关，按图１８－１５８所示检查各加热丝中央的

电压。其电压判断标准见表１８－３９。

图１８－１５７ 用手指对着加热丝按锡箔 图１８－１５８ 检查各加热丝中央的电压

表１８－３９ 电压判断标准

电 压 判 断 标 准

约５Ｖ 正常 （无断裂的加热丝）

约１０Ｖ或０Ｖ 加热丝已断裂

备注：如果电压为１０Ｖ，则加热丝的中央和正极 （＋） 端子之间的加热部分已断裂；如

果无电压，则加热丝的中央和接地线之间的加热丝部分已断裂。

２） 检查加热丝的断裂点。将电压表的正极 （＋） 导线顶着除雾器的正极 （＋） 端子。

将带有锡箔片的电压表负极 （－） 导线顶着正极 （＋） 端子尾端的加热丝，逐渐向负极

（－） 端子侧滑动。此时电压表从零突然上升到若干的部位即为加热丝的断裂点。如图１８－
１５９所示。

备注：如果加热丝没有断裂，则在加热丝的正极 （＋） 端，电压表指示在０Ｖ；但若将

测试棒移动到另一端时，则电压指示就逐渐地增大到１２Ｖ。

（５） 修理除雾器的加热丝。

１） 清洁加热丝的断裂处，去除润滑脂、腊和硅油，沿着要修理的加热丝的两侧贴上胶

带。如图１８－１６０所示。

２） 充分地搅拌粘接剂，然后使用尖头刷，对加热丝涂敷少量的粘接剂，如图１８－１６１
所示。过几分钟后即可拆除胶带，但粘接点至少要搁放２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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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１５９ 检查加热丝的断裂点 图１８－１６０ 沿着要修理的加热丝的两侧贴上胶带

粘接剂：产品号４８１７或相当品种。

八、自动车门锁控制系统

零件的检查

（１） 检查开关。车门锁控制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６２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４０。

图１８－１６１ 对加热丝涂敷少量的粘接剂 图１８－１６２ 检查车门锁控制开关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２） 检查车门锁电动机。

１） 正常电动机运转情况如图１８－１６３所示。

２） 检查电动机移动情况。如图１８－１６４所示。

①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２，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４，检查车门

锁连接杆是否移动到开门 （ＵＮＬＯＣＫ） 位置。

②将极性反接，检查车门锁连接杆是否移动到锁门 （ＬＯＣＫ） 位置。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车门锁部件。

（３） 检查ＰＴＣ热敏电阻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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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１６３ 正常电动机运转情况

１） 使用电流表进行检查。

①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２，然后将正极 （＋） 导线从电流表连接到端

子４，负极 （－） 导线连接到蓄电池的负极 （－） 端子，如图１８－１６５所示。检查电流是否

在２０至７０ｓ内从约３２Ａ变化到小于０５Ａ。

图１８－１６４ 检查电动机移动情况 图１８－１６５ 用电流表进行检查

②从各端子脱开导线，约过６０ｓ后，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４，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２，如图１８－１６６所示。检查车门锁是否移动到锁门 （ＬＯＣＫ） 位置。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车门锁部件。

２） 使用带电流测试棒的电流表进行检查。

①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２，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４。用电流测

试棒触碰正极 （＋） 或负极 （－） 导线，如图１８－１６７所示。检查电流是否在２０至７０ｓ内从

图１８－１６６ 将正极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４，

负极导线连接到端子２

图１８－１６７ 用电流测试棒触碰正极

或负极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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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３２Ａ变化到小于０５Ａ。

②从各端子脱开导线，约过６０ｓ后，将极性反接，如图１８－１６８所示。检查车门锁是否

移动到锁门 （ＬＯＣＫ） 位置。

如果动作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车门锁部件。

备注：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对其他车门锁电动机的ＰＴＣ热敏电阻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４） 检查车门锁控制继电器。从继电器脱开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６９所示。按表１８－４１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

图１８－１６８ 从各端子脱开导线，将极性反接 图１８－１６９ 从继电器脱开接插件

表１８－４１ 检查配线的接插件

检查项目 测试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导通

电压

５－搭铁

６－搭铁

８－搭铁

７－搭铁

车门锁开关
关闭 （ＯＦＦ）（车门锁捏手位于开门侧）

接通 （ＯＮ）（车门锁捏手位于开门侧）

固定

车门锁开关
关闭 （ＯＦＦ）（车门锁捏手位于开门侧）

接通 （ＯＮ）（车门锁捏手位于开门侧）

固定

不导通

导通

导通

导通

不导通

蓄电池电压

如果回路状态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检查车门锁电动机。

九、座位加热器系统

零件的检查

图１８－１７０ 检查座位加热器开关和接插件

（１） 检查座位加热器开关。

１） 检查开关导通情况。座位加热器开关和接

插件，如图１８－１７０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８－
４２。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２） 检查指示灯工作情况。如图１８－１７１所

示。

①驾驶员侧：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２，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６。

②乘客侧：将正极 （＋）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２，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４。

然后将开关按到ＨＬ或ＬＯ位置，检查被按向侧的指示灯是否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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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示灯不亮，则应更换开关。

（２） 检查座位加热器

１） 检查座位侧加热器导通情况。座位加热器和接插件如图１８－１７２所示。其导通情况：

驾驶员侧见表１８－４３；乘客侧见表１８－４４。

图１８－１７１ 检查指示灯工作情况 图１８－１７２ 检查座位加热器和接插件

表１８－４３ 驾驶员侧导通情况

测试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Ａ１－Ａ２ 固定 导通 （注）１
Ａ１－Ａ３ 将恒温器加热到４５℃或更高温度 不导通

Ａ３－Ａ２ 将恒温器冷却到１５℃或更低温度 导通

注１：回路中存在电阻

表１８－４４ 乘客侧导通情况

测试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Ａ２－Ｂ１ 固定 导通

Ａ１－Ｂ２ 固定 导通 （注）１
Ａ１－Ａ３ 将恒温器加热到４５℃或更高温度 不导通

Ａ３－Ｂ２ 将恒温器冷却到１５℃或更低温度 导通

注１：回路中存在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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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座

位加热器。

２） 检查座位靠背加热器导通情况。检查各端

子之间的导通情况，如图１８－１７３所示。 图１８－１７３ 检查各端子之间的导通情况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座位加热器。

第三节 车身电气系统的故障诊断

一、照明系统

照明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８－４５。

表１８－４５ 照明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

故障现象 产 生 原 因 修 理 方 法

一只灯不亮
灯泡烧坏

插座、配线接地故障

更换灯泡

按需要进行检修

车头灯不亮

前照灯熔丝烧断

前照灯控制继电器故障

灯控制开关故障

调光器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熔丝

检查继电器

检查开关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远光前照灯或前照灯闪

光器不工作

灯控制开关故障

调光器开关故障

配线和搭铁故障

检查开关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车尾、停车和牌照灯不

亮

尾灯熔丝烧断

尾灯控制继电器故障

灯控制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熔丝并检查是否有短路

检查继电器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停车灯不亮

停车灯熔丝烧断

停车灯开关故障

配线和搭铁故障

更换熔丝并检查是否有短路

调整或更换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停车灯一直亮着 停车灯开关故障 调整或更换开关

组合仪表灯不亮

（尾灯点灯）

灯控制可变电阻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检查可变电阻

按需要进行检修

转向信号一侧不闪光
转向信号开关故障

配线或接地故障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转向信号不正常

转向—仪表熔丝烧断

转向信号闪光器故障

转向信号开关故障

危险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熔丝并检查是否有短路

检查闪光器

检查开关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５７４



（续）

故障现象 产 生 原 因 修 理 方 法

危险报警灯不正常

喇叭熔丝烧断

转向信号闪光器故障

转向信号开关故障

危险开关故障

配线和搭铁故障

更换熔丝并检查是否有短路

检查闪光器

检查开关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二、前照灯清洁器系统

前照灯清洁器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８－４６。

表１８－４６ 前照灯清洁器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

故障现象 产 生 原 因 修 理 方 法

前照灯清洁器不工作

刮水器 （ＷＩＰＥＲ）熔丝烧断

清洁器软管或喷嘴堵塞

清洁器电动机故障

清洁器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熔丝并检查是否有短路

按需要进行检修

检查电动机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三、刮水器和喷洗器系统

刮水器和喷洗器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８－４７。

表１８－４７ 刮水器和喷洗器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

故障现象 产 生 原 因 修 理 方 法

刮水器不动作或不能返

回到停止位置

刮水器熔丝烧断

刮水器电动机故障

刮水器开关故障

配线和接地故障

更换熔丝并检查是否有短路

检查电动机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修理

刮 水 器 在 雾 气 （Ｍｉｓｔ）

位置不动作

刮水器开关故障

刮水器电动机故障

配线或接地故障

检查开关

检查电动机

按需要进行修理

刮 水 器 在 间 歇 （ＩＮＴ）

位置不动作

刮水器继电器故障

刮水器开关故障

刮水器电动机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检查继电器

检查开关

检查电动机

按需要进行修理

喷洗器软管或喷嘴阻塞

喷洗器电动机故障

喷洗器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按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电动机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修理

四、组合仪表

组合仪表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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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４８ 组合仪表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

故障现象 产 生 原 因 修 理 方 法

组合仪表不工作
ＴＵＲＮ－ＧＡＵＧＥ熔丝烧断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熔丝并检查是否有短路

按需要进行检修

车速表不工作
车速表传动软管故障

车速表故障

检查灯泡

检查车速表

速度报警器不鸣响

速度报警器故障

速度报警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检查速度报警音器

检查速度报警开关

按需要进行修理

转速表不工作

转速表故障

传感器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检查转速表

检查传感器

按需要进行检修

燃油表不工作

燃油表故障

传感器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检查仪表

检查传感器

按需要进行检修

燃油液位报警灯不亮

灯泡烧坏

报警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燃 油 滤 清 器 报 警 灯 不

亮，报警蜂鸣器不鸣响

灯泡烧坏

报警开关故障

报警蜂鸣器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开关

检查蜂鸣器

按需要进行检修

冷却液温度表不工作

冷却液温度表故障

传感器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检查仪表

检查传感器

按需要进行检修

机油低压报警灯不亮

灯泡烧坏

报警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停车报警灯不亮

灯泡烧坏

停车制动器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制动灯报警灯不亮

灯泡烧坏

液位报警开关故障

负压开关故障

停车制动器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开关

检查开关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座位安全带报警灯不亮

灯泡烧坏

报警开关故障

报警继电器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开关

检查继电器

按需要进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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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故障现象 产 生 原 因 修 理 方 法

开门报警灯不亮

灯泡烧坏

门控灯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正时皮带报警灯不亮

灯泡烧坏

报警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前照灯清洁器洗涤液液

位报警灯不亮

灯泡烧坏

报警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正常监视器不工作

灯泡烧坏

液位传感器故障

手动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传感器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经济车速行驶监视器不

工作

灯泡烧坏

负压开关故障

监视器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开关

检查监视器

按需要进行检修

仪表照明灯控制系统不

工作

灯泡烧坏

变阻器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变阻器

按需要进行检修

换挡挡位指示灯不亮

灯泡烧坏

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灯泡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五、除雾器系统

除雾器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８－４９。

表１８－４９ 除雾器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

故障现象 产 生 原 因 修 理 方 法

后窗除雾器系统不动作

除雾器 （ＤＥＦＯＧ）熔丝烧断

仪表 （ＧＡＵＧＥ）熔丝烧断

除雾器开关故障

除雾器继电器故障

除雾器加热丝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熔丝并检查是否有短路

更换熔丝并检查是否有短路

检查开关

检查继电器

检查加热丝

按需要进行检修

六、自动车门锁控制系统

自动车门锁控制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８－５０。

七、座位加热器系统

座位加热器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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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５０ 自动车门锁控制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

故障现象 产 生 原 因 修 理 方 法

自动车门锁不动作

断路器故障

车门锁电动机故障

车门锁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检查断路器

检查电动机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检修

表１８－５１ 座位加热器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

故障现象 产 生 原 因 修 理 方 法

座位加热器不工作

座位－加热丝 （ＳＥＡＴ－ＨＴＲ）熔丝烧断

电热丝故障

恒温器故障

座位加热器开关故障

配线或搭铁故障

更换熔丝并检查是否有短路

检查电热丝

检查恒温器

检查开关

按需要进行修理

八、音响系统

音响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８－５２。

表１８－５２ 音响系统故障诊断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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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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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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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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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九、钟

钟的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以图１８－４６所示，按表１８－５３检查可能出现故障的端子。

表１８－５３ 检查可能出现故障的端子

端 子 状 态 规定要求

２ Ｅ 固定

３ Ｂ 固定

４ ＩＬＬ 将灯控制开关置于ＯＮ位置

５ Ａｃｃ 将灯控制开关置于ＯＮ位置

导通

蓄电池电压

允许误差：±１５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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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空 调 系 统

第一节 空调系统的结构与原理

一、空调系统的结构

海狮汽车在车内装有一套空调系统，因而使车厢内的空气温度、相对温度、空气的流速和

空气的洁净度，以及冷热空气的混和度，达到人们需要的适度范围。而且不管车内外环境温度

如何变化，车速快慢与否，车厢内都能保持一定的空气参数，得到较为理想的舒适环境。

空调系统是一种多部件组成，其结构主要由制冷剂管道、压缩机、冷凝器、受液器、前

冷气装置、后冷气装置、蒸发器、以及控制机构的电磁离合器、热敏电阻、电动机、继电器

和各种开关等组成。

１制冷剂管道

制冷剂管道它是用管子或软管把各部件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密封不渗漏的管道系统，以

供制冷剂循环流动，如图１９－１所示。

图１９－１ 制冷剂管道图

１—前电磁阀 ２—压缩机 ３—后蒸发器 ４—后电磁阀 ５—冷凝器 ６—受液器 ７—前蒸发器



２压缩机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中的心脏，是使制冷剂在制冷系统中产生循环，并同时对汽化后的制

冷剂加压和升温，使之超过冷凝器外界温压，以便在冷凝器中放出热量后再冷凝成液态。

压缩机其主要结构由前壳体、张紧轮、阀板、簧片排出阀、簧片吸入阀和辅助阀等组

成，如图１９－２所示。

图１９－２ 压缩机零件分解图

１—毛毡垫 ２—毛毡 ３—前壳体 ４—轴密封件 ５—弹簧卡环 ６—簧片排出阀

７—Ｏ形密封圈 ８—密封环 ９—辅助阀 １０—簧片吸入阀 １１—阀板 １２、１３—垫片

３冷凝器

冷凝器是将压缩机中排出来的高温高压制冷剂气体，进行冷却使之变成中温中压的液

体。其结构是用铜管或铝管制成的芯管，并在芯管周围使用冷却翘片焊接而成。为了提高散

热性能，装置一个辅助风扇。

４受液器

受液器又称过滤器，它是将冷凝器冷却成中温中压的液态制冷剂，滤去制冷系统中的杂

质，吸收制冷剂中的水分。其主要结构由玻璃视镜、吸入管、粗过滤器、过滤器和壳体等组

成，如图１９－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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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前冷气装置

前制冷装置、它是一个组件装置，由上部组件壳体、下部组件壳体、罩盖、吸入管、膨

胀阀、继电器、Ａ／Ｃ放大器和蒸发器等组成。如图１９－４所示。其中膨胀阀装于蒸发器进口

处，它可根据蒸发器负荷的大小，自动调节进入蒸发器的制冷剂量，使蒸发器发挥最大的冷却

效率。并且在压缩机停止运转时关闭阀门，避免制冷剂发生倒流现象。

６后冷气装置

后冷气装置也是一个组件装置，由上罩壳、下罩壳，液体管子、吸入管、排水软管、电动

机和蒸发器等组成，如图１９－５所示。

７蒸发器

蒸发器是接受由膨胀阀处进入的高压液态制冷剂，完成吸热作用。同时将空气中所含的水

分凝结在蒸发器上，经收集后通过管道排出车外。其结构由铝制芯管和翘片结合而成。在翘片

外面装有风向导板，内部装有吸入及吸出空气的鼓风机及配管与过滤网。

８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是一种感测蒸发器的温度变化，随之热敏电阻的电阻值也发生变化的半导体元

件，并将其变化过程转为电信号传给控制电路操作继电器，使之接通或切断通往电磁离合器的

电源，以控制压缩机运转或停止。

９电磁离合器

电磁离合器当在冷气开关开启时，定子线圈的电路被接通，线圈即产生磁力，在磁力的作

用下将压力盘紧压转子带轮，从而压缩机转动即制冷工作开始。当蒸发器吸收的热量达到设定

温度时，温度控制开关便将通往电磁离合器的电源被切断，压缩机即停止运转，车厢内温度并

开始回升，当回升到温度控制开关设定的范围时，电磁离合器又被接通，压缩机又开始运转。

如此断续并使车厢内保持一定温度范围内。

电磁离合器的结构主要由压力盘、转子、定子线圈等组成，如图１９－６所示。

１０继电器

继电器的作用是控制和减少电流流入，增加开关的使用寿命。因此，在鼓风机、风扇、电

磁离合器和开关等机件上均装有继电器。如图１９－７所示。

１１开关

在空调系统中的控制压力，温度和电磁等用途，装置有各种开关。如：双重压力开关、高

压开关 （双Ａ／Ｃ）、后加热器主开关、Ａ／Ｃ开关、鼓风机开关、后Ａ／Ｃ温度控制开关等。

二、空调系统零部件安装位置

１双空调机 （Ａ／Ｃ）

双空调机 （Ａ／Ｃ）零部件安装位置如图１９－８所示。

２单空调机 （Ａ／Ｃ）

单空调机 （Ａ／Ｃ）零部件安装位置如图１９－９所示。

３加热器

加热器零部件安装位置如图１９－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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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３ 受液器结构图

图１９－４ 前冷气装置分解图

１—罩盖 ２—膨胀阀 ３—液体和吸入管 ４—上部组件壳体 ５—继电器 ６—继电器组

７—电气配线 ８—热敏电阻 ９—Ａ／Ｃ放大器 １０—蒸发器 １１—下部组件壳体 １２—排水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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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５ 后冷气装置分解图

１—电气配线 ２、１２—鼓风机电动机 ３、１１—排水软管 ４—膨胀阀 ５—吸入管 ６—液体管子

７—蒸发器 ８—热敏电阻 ９—鼓风机电阻器 １０—上罩壳 １３—下罩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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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６ 电磁离合器分解图

１—螺栓 ２—转子 ３—压缩机 ４—垫片 ５—定子 ６—弹簧卡环 ７—压力盘

图１９－７ 继电器安装位置图

１、４—冷凝器风扇继电器 ２—熔丝 ３—后鼓风机继电器

５—电磁离合器继电器 ６—Ａ／Ｃ关断继电器

４前冷气装置

前冷气装置 （Ａ／Ｃ）零部件安装位置如图１９－１１所示。

５后冷气装置 （双Ａ／Ｃ）

后冷气装置 （双Ａ／Ｃ）零部件安装位置如图１９－１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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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８ 双空调机 （Ａ／Ｃ）零部件位置图

１—受液器 ２—冷气装置 ３—冷凝器 ４—冷凝器风扇 ５—压缩机

６—双重压力开关 ７—高压开关 ８—后电磁阀 ９—前电磁阀 １０—观察窗

图１９－９ 单空调机 （Ａ／Ｃ）零部件位置图

１—观察窗 ２—受液器 ３—冷气装置 ４—冷凝器风扇 ５—冷凝器 ６—压缩机 ７—双重压力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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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１０ 加热器零部件位置图

１—水阀 （ＬＨＤ前加热器） ２—前加热器组件 ３—水阀 （ＲＨＤ前加热器） ４—水阀 （后加热器）

５—后加热器组件 （装饰型） ６—后加热器组件 （地板安置型）

图１９－１１ 前冷气装置零部件位置图

１—鼓风机组件 ２—冷气装置 ３、８—继电器 ４—Ａ／Ｃ开关 ５—冷凝器风扇速度控制继电器 （双Ａ／Ｃ）

６—冷凝器风扇主继电器 （双Ａ／Ｃ） ７—Ａ／Ｃ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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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１２ 后冷气装置零部件位置图

１、３—后鼓风机电动机 ２—后冷气装置

６风挡

风挡包括进气、混合空气、方式和冷气旁通等风挡，其位置如图１９－１３所示。

三、空调系统电气配线和接插件

空调系统除用管道把各零部件相互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外，各用电气设备

又通过导线和接插件和电源相连接，构成空调系统电气配线回路。

１ＲＺ系列发动机 （双Ａ／Ｃ）

ＲＺ系列发动机 （双Ａ／Ｃ）空调系统电气配气和接插件如图１９－１４所示。

２Ｌ系列发动机 （双Ａ／Ｃ）

Ｌ系列发动机 （双Ａ／Ｃ）空调系统电气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９－１５所示。

３ＲＺ系列发动机 （单Ａ／Ｃ）

ＲＺ系列发动机 （单Ａ／Ｃ）空调系统电气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９－１６所示。

４Ｌ系列发动机 （单Ａ／Ｃ）

Ｌ系列发动机 （单Ａ／Ｃ）空调系统电气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９－１７所示。

四、空调系统的作用原理

压缩机在发动机的驱动下，制冷剂在整过系统中循环，此时，蒸发器中的低压低温制冷

剂，经压缩机吸入并压缩后，变为高温高压，经压缩机出口处和管道送入冷凝器。高温高压制

冷剂进入冷凝器后，与环境空气进行热交换，放出热量，并且高压的制冷剂由冷凝器排出。经

膨胀阀流向低压一侧，它使制冷剂液体减压节流后变为低压和气体的混和物而进入蒸发器。经

节流后的低压制冷剂进入蒸发器中即进行汽化，变成低温低压蒸气，吸收车内空气热量后而使

车内温度降低。所以，只要压缩机不停地运转，制冷剂在系统中就会连续不断地循环下去，空

调系统就能创造出适宜温度的空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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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１３ 风挡位置图

１—鼓风机电动机 ２—进气口风挡 ３—加热器散热器 ４—混合空气风挡 ５—方式风挡 ６—冷气旁通风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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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１４ ＲＺ系列发动机 （双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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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配线和接插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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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１５ Ｌ系列发动机 （双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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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配线和接插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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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空调系统的维修

一、维修注意事项

空调系统使用的制冷剂主要是氟里昂－１２，国际上称为Ｒ－１２，即Ｒ表示制冷剂，１表示

由甲烷衍生，２表示氟的原子数。Ｒ－１２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气体，重量约为空气的４１８
倍，在正常大气压下，蒸发温度为２９８℃，凝固温度为－１５８℃。它具有不燃烧，无毒无腐蚀

性，而且在空调系统冷却的温度范围内易于凝聚等优点。但是Ｒ－１２渗透性能强，对密封要求

高，并且蒸汽与明火接触后所产生的光气有剧毒，对人的呼吸系统和眼睛有危害。如果在空气

中制冷剂气体浓度含量超过容积比３０％时，会引起人的窒息，另外Ｒ－１２沸点也较低。所以，

空调系统在维修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１电气元件

空调系统的电气元件较多，在拆卸和检查

之前，应先将点火开关置于锁紧 （ＬＯＣＫ） 位

置，并从蓄电池上脱开负极 （－）端子，避免

在电源接通的情况下，出现明火而使制冷剂产

生光气。

２制冷系统

（１）在处理制冷剂时必须注意的事项，如

图１９－１８所示：

１）不要在封闭的室内或靠近明火处理制

冷剂。

２）在操作时应戴安全护目镜。

３）应小心不要使液态制冷剂进入眼睛或

接触皮肤。万一进入眼睛或沾到皮肤时，应采

取下列措施： 图１９－１８ 处理制冷剂时必须注意事项

①不要擦眼睛或皮肤。

②用大量冷水冲洗沾到制冷剂的部位。

③用清洁的凡士林涂擦皮肤。

④立即找医生或去医院进行治疗。

⑤不要试图自己进行治疗。

（２）在更换制冷剂管道的零件时应注意：

１）在更换前，应慢慢地排出制冷剂，并应立即对被拆开的零件加上塞子，以防止水分和

灰尘进入系统。对新的冷凝器或受液器不要在拨除塞子的状态下进行放置，如图１９－１９所示。

２）在安装上新的压缩机之前，应从充填阀排出制冷剂，如图１９－２０所示。如果不先排出

制冷剂，则当拨除塞子时压缩机润滑油将会同气态制冷剂一起喷出。并且在进行管子弯曲或拉

长操作时，不要使用喷灯加热，否则灰尘会聚积在管内。

（３）在处理制冷剂容器时应注意，如图１９－２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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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１９ 对新的冷凝器或受液器要正确放置 图１９－２０ 应从充填阀排出制冷剂

１）绝对不要直接加热制冷剂容器。

２）制冷剂容器须保持在４０℃以下。

３）如果用热水加热维修罐，应小心其顶部的阀，不要浸入水中，以防水进入制冷系统中。

４）空的维修罐不能再使用。

（４）在Ａ／Ｃ运转中和补充气态制冷剂时应注意，如图１９－２２所示：

图１９－２１ 正确处理制冷剂容器 图１９－２２ 在Ａ／Ｃ运转中和补充气

态制冷剂时的注意事项

１）如果制冷系统中的气态制冷剂量不足，则润滑油就变得不足，从而可能会引起压缩机

烧坏，因此必须避免此情况出现。

２）如果高压侧的阀被打开，则制冷剂就以相反的方向流动，从而引起维修罐的破裂。因

此只应打开和关闭低压侧的阀。

３）如果将维修罐倒放，并且制冷剂以液态充入，则液体将被压缩而使压缩机产生故障。

因此，制冷剂必须以气态充入。

４）应小心不要充入过多的气态制冷剂，

否则会引起冷却不足、燃油消耗量增大以及发

动机过热之类的故障。

（５）在使用高压储气筒型渗漏检测仪器时

应注意，如图１９－２３所示。

１）如果使用活火焰，则在使用之前，首

先应确保其附近没有易燃物体。

２）应小心，当气态制冷剂与热的物体接

触时会生成有毒气体。

图１９－２３ 用高压储气筒型渗漏

检测仪器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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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冷系统

１怠速的检查

（１）预热发动机。

（２）按表１９－１检查怠速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表１９－１ 检查怠速 （单位：ｒ／ｍｉｎ）

发动机 变速器 怠速 电磁离合器 Ａ／Ｃ怠速升高转速

１ＲＺ Ｍ／Ｔ ７５０±５０ 开 （ＯＮ） ９５０±５０

２ＲＺ Ａ／Ｔ ８００±５０ 开 （ＯＮ） ９５０±５０

２ＲＺ－Ｅ — ８００±５０ 开 （ＯＮ） ９５０±５０

２Ｌ Ｍ／Ｔ ７００±５０ 开 （ＯＮ）

３Ｌ Ａ／Ｔ ８００±５０ 开 （ＯＮ）
９５０±５０

２传动带的检查

（１）检查传动带的安装位置。

１）检查传动带是否按图１９－２４所示正确地安装在槽中。

２）传动带安装后如图１９－２５所示，应保持在垂直位置。

图１９－２４ 检查传动带的安装 图１９－２５ 保持传动带垂直位置

（２）检查传动带的张紧度。

１）使用传动带张力计 （９８Ｎ）作用力下如图１９－２６所示，传动带的张紧度应符合表１９－
２的要求。

图１９－２６ 检查传动带的张紧度

１、８、１０—张紧轮 ２、１２—交流发电机 ３、７—压缩机 ４—水泵 ５、１１—ＰＳ泵 ６、９、１３—曲轴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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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９－２ 传动带的张紧度 （单位：ｍｍ）

发动机 新传动带 已使用过的传动带

Ｌ系列 １２～１５ １５～２１

ＲＺ系列 １０～１３ １３～１８

２）使用传动带张紧钢缆检查传动带的张力，如图１９－２７所示。其张力应符合表１９－３的

要求。

图１９－２７ 检查传动带的张力

表１９－３ 传动带张紧力 （单位：Ｎ）

发动机 新传动带 已使用过的传动带

Ｌ系列 ５００±１２０ ３００±１００

ＲＺ系列 ５００±１２０ ３００±１００

３制冷剂量的检查

（１）在２０００ｒ／ｍｉｎ左右运转发动机。

（２）在冷气最强的状态下开动Ａ／Ｃ数分

钟。

（３）检查制冷剂的数量。主要观看受液器

上观察窗，如图１９－２８所示。其数量见表１９
－４的情况。

４用歧管测试表检查制冷系统

（１）安装歧管测试表，如图１９－２９所示。
图１９－２８ 观察受液器观察窗

表１９－４ 检查制冷剂的数量

项目 征 兆 制冷剂数量 修理方法

１ 观察窗出现气泡 不足 （注） 用气体渗漏检测器检查是否渗漏

２ 观察窗上无气泡 无、正常或过多 参照项目３和４

３ 在压缩机的进、出口无温差 无或接近无
对系统抽真空和充入制冷剂，然后用气体

渗漏检测器检查是否有渗漏

４ 在压缩机的进、出口存在明显的温差 正常或过多 参照项目５和６

５
在空调机停机后，观察窗上立即呈现清晰

状态
过多 排出多余的制冷剂使其达到规定的数量

６
在空调机停机后，在观察窗上见到制冷剂

泡沫，然后变成清晰状态
正常 参照项目３和４

注：在周围环境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如冷气充足，在观察窗上出现气泡则可认为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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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闭高压和低压手动阀。

２）将充填软管连接到充填阀上。

将低压软管连接到低压充填阀，将高

压软管连接到高压充填阀。用手旋紧

软管接头螺母。

注意：不要对连接部位涂敷压缩

机润滑油。

（２）用歧管测试表检查制冷系统

压力。

１）将 开 关 设 定 到 再 循 环 （ＲＥ
ＣＩＲＣ） 的 状 态 下，空 气 进 口 温 度 为

３０～３５℃。

２）发动机在２０００ｒ／ｍｉｎ下运转。

３）鼓风机风扇速度控制开关位于

高速位置。

４）温度控制开关位于最冷侧。

当以上条件达到稳定时，从歧管

测试表读取压力值，并按表１９－５检

查制冷系统压力状况。

图１９－２９ 安装歧管测试表

１—高压充填软管 ２—液体管子 （高压充填阀） ３、４—关闭

５—吸入管 （低压充填阀） ６—低压充填软管

表１９－５ 检查制冷系统压力状况

序号 测试表读数 （ｋＰａ） 状 态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１

低压 （ＬＯ）１４７～１９６
高压 （ＨＩ）１４２２～１４７１

冷气正常 系统功能正常

２

在运转中，低压侧的压力有时变为真空状

态，有时压力正常

冷 气 周 期 正 常，

然后又不正常

制 冷 系 统 中 有 水

气

１）更换受液器

２） 反复地抽出空

气以 排 出 系 统 中 的

水分

３） 向系统内补充

充入适量的制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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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序号 测试表读数 （ｋＰａ） 状 态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３

低压和高压侧压力都偏低

１）冷气不足

２） 在观察窗上有

气泡

制冷剂不够

１） 使用气体渗漏

检测 器 检 查 是 否 有

渗漏部位

２） 检查制冷剂的

量是否正常

１）冷气不足

２） 从受液器至主

机组的管道结霜

制 冷 剂 的 流 动 被

受液 器 内 的 污 物 阻

塞

更换受液器

４

５

６

７

冷 凝 器 的 冷 却 不

充分

冷气不足

１）冷气不足

２） 低压侧管子结

霜或有大量的露水

冷却不充分
１）清洁冷凝器

２） 检查风扇电动

机运转情况

制冷剂过多

检查制冷剂数量

备 注：逐 渐 地 打

开低 压 侧 的 阀，通

过低 压 侧 歧 管 排 出

制冷剂

系统中有空气

１）更换受液器

２） 检查压缩机润

滑是否污脏或不足

３） 排出空气并补

充充入新的制冷剂

膨 胀 阀 安 装 不 正

确，热 传 感 管 故 障

（开度过大）

１） 检查热传感管

的安装情况

２） 如 果 不 正 常，

则应检查膨胀阀

３） 如有故障，则

予以更换

８

低压侧指示值为负压，而高压侧指示压力

太低

使 其 保 持 一 些 时

间，然 后 重 新 起 动

运转 以 确 定 是 否 是

由于 水 分 和 污 脏 所

引起的故障

如 果 是 由 于 水 分

所引 起 的，则 请 参

照该 表２进 行 如 果

是由 于 污 脏 所 引 起

的，则 应 拆 下 膨 胀

阀，并 且 用 压 缩 空

气吹 干 净 脏 物。如

果 脏 物 排 除 不 掉，

则应更换膨胀阀

排 出 空 气 并 向 系

统内 补 充 充 入 适 当

数 量 的 新 制 冷 剂，

如果 热 传 感 管 存 在

渗漏 现 象，则 应 更

换膨胀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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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序号 测试表读数 （ｋＰａ） 状 态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９

低压侧压力太高，高压侧压力太低

无冷气 压缩机压缩差
修 理 或 更 换 压 缩

机

三、制冷剂管道

１车上检查

（１）检查软管和管子的连接是否松动。

（２）检查软管和管子是否有渗漏现象。使用气体渗漏测试器检查是否渗漏制冷剂。

２制冷剂管道的更换

（１）排出制冷系统中的制冷剂。

（２）更换损坏的管子和软管。

备注：应立即用盖塞封住开口的接头，以防湿气和脏物进入系统。

（３）旋紧接头到规定的力矩。

注意：不要将接头旋得过紧超过规定力矩。

（４）抽出制冷系统中的空气，并充入制冷剂。

规定充入数量：单Ａ／Ｃ ８５０ｇ
双Ａ／Ｃ １４００ｇ

（５）检查是否渗漏制冷剂。使用气体渗漏测试器检查是否渗漏制冷剂。

（６）检查空调系统的运转状况。

四、压缩机

１车上检查

（１）电磁离合器

１）检查压力盘和转子是否有润滑油痕迹。

２）检查离合器轴承是否有噪声和渗漏润

滑脂现象。

３）将正极 （＋）导线从蓄电池连接到电

磁离合器接插件的端子上，将负极 （－）等线

连接到车身接地处，如图１９－３０所示。

４）检查电磁离合器是否被励磁。

如果电磁离合器没有被励磁，则应更换电

磁离合器。
图 １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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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压缩机

１）安装歧管测试表。

２）在２０００ｒ／ｍｉｎ左右的转速下运转发动机。

３）按下述检查压缩机：

①高压表读数应不低于正常值，低压表读数应不高于正常值。

②检查是否有金属撞击声。

③检查轴的油封部分是否有渗漏现象。

２压缩机的拆卸

Ｌ系列和ＲＺ系列发动机的压缩机零件拆卸如图１９－３１所示。

（１）在Ａ／Ｃ开动 （ＯＮ）的状态下，怠速运转发动机１０ｍｉｎ。

（２）停止发动机。

（３）从蓄电池脱开负极 （－）电缆。

（４）从制冷系统排出制冷剂。

（５）升高驾驶员侧的座位，并拆下乘客侧的座位和辅助孔盖。

（６）从电磁离合器脱开接插件。

（７）从压缩机的辅助阀脱开两根软管，应立即用盖密封住开口的接头，以防湿气和脏物进

入系统。

（８）拆下压缩机。

１）松开压缩机的传动带。

２）拆下压缩机的固定螺栓和压缩机。

３压缩机的性能试验

（１）气体渗漏试验，如图１９－３２所示。

１）将检测辅助阀安装到辅助阀上。

备注：进行气体渗漏试验时应使用ＴＯＹＯＴＡ（丰田）提供的检测辅助阀。

产品号：吸入侧 ８８３７６～１７０２０
排出侧 ８８３７６～２２０２０

２）通过充填阀向压缩机充入制冷剂直至压力达到２９４ｋＰａ。

３）使用气体渗漏检测器检查压缩机是否有渗漏现象。

如果发现渗漏现象，则应检查或更换压缩机。

（２）从压缩机内排出空气并充入制冷剂。

备注：为了保持压缩机的性能，应排除压缩机内的空气，并充入制冷剂或干的氮气，以防

止锈蚀。

４压缩机的安装

（１）用４个固定螺栓安装压缩机。

旋紧力矩：２５Ｎ·ｍ
（２）安装传动带。装上传动带，并调整其传动带的张紧度。

（３）将两根软管连接到压缩机的辅助阀上。

旋紧力矩：２５Ｎ·ｍ
（４）将离合器导线连接到配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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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３１ Ｌ系列和ＲＺ系列发动机压缩机零件图

１、５、１０—调整螺栓 ２、７、８—螺栓 ３、９—压缩机 ４、６、１１—张紧轮 １２—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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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重新装上辅助孔盖和乘客侧的座位，并放

下驾驶员侧的座位。

（６）将蓄电池的负极电缆连接到蓄电池上。

（７）对制冷系统抽成负压。

（８）向系统充入制冷剂并检查是否渗漏制冷

剂。

规定充入数量：单Ａ／Ｃ ８５０ｇ
双Ａ／Ｃ １４００ｇ 图１９－３２ 气体渗漏试验

五、冷凝器

１车上检查

（１）检查冷凝器散热片是否阻塞或损坏。如果散热片被阻塞，则可用水进行清洗并用压缩

空气吹干。如果散热片弯曲，则可用螺钉旋具或钳子校直。

注意：应小心不要损坏散热片。

（２）检查冷凝器接头是否渗漏。

２冷凝器的拆卸

（１）从制冷系统中排出制冷剂。

（２）从蓄电池脱开负极导线。

（３）从冷凝器接头脱开液体管子和排出软管，然后再拆下吸入管卡夹，如图１９－３３所示。

备注：应立即用盖塞封住开口接头，以防湿气进入系统。

（４）从冷凝器风扇电动机脱开接插件。

（５）拆下冷凝器，如图１９－３４所示。

图１９－３３ 从冷凝器接头脱开液体管子

和排出管再拆下吸入管卡夹

图１９－３４ 拆下冷凝器

１）单Ａ／Ｃ旋下冷凝器的两个固定螺栓和两个螺母。

２）双Ａ／Ｃ旋下冷凝器的４个固定螺栓和两个螺母。

３冷凝器的安装

（１）安装冷凝器。旋上冷凝器的固定螺栓和螺母。

（２）将接插件连接到冷凝器风扇电动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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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安装吸入管卡夹。

（４）将液体管子和排出软管连接到冷凝器上。

螺母旋紧力矩：液体管子 １４Ｎ·ｍ
排出软管 １８Ｎ·ｍ

（５）将蓄电池负极电缆连接到蓄电池上。

（６）如果更换了冷凝器，则应向压缩机内添加压缩机润滑油。

添加量：４０～５０ｃｍ３

压缩机润滑油：ＤＥＮＳ００１Ｌ６（电装６号润滑油）、ＳＵＮＩＳＯＮｏ５ＧＳ或相当的品种

（７）对制冷系统抽成负压。

（８）向制冷系统充入制冷剂，并检查是否渗漏制冷剂。

规定充入数量：单Ａ／Ｃ ８５０ｇ
双Ａ／Ｃ １４００ｇ

六、受液器

１车上检查

检查观察装置、易熔塞和接头是否有渗漏现象。使用气体渗漏检测器进行检查。

２受液器的拆卸

（１）从制冷系统排出制冷剂。

（２）从蓄电池脱开负极电缆。

（３）拆下冷凝器。

（４）从双重压力开关和前电磁阀脱开两个接插件。

（５）脱开液体管子。

１）单Ａ／Ｃ脱开２根液体管子。

２）双Ａ／Ｃ脱开３根液体管子。

备注：应立即用盖塞封住开口接头，以防湿气进入系统。

（６）从车架上拆下受液器部件。

（７）从受液器托架上脱开２根液体管子并拆下受液器。

３受液器的安装

（１）将受液器装到受液器托架上。

备注：在连接管子之前不要拆除接头上的盖塞。

（２）安装液体管子。

１）单Ａ／Ｃ将２根液体管子连接到受液器上旋紧螺母。

旋紧力矩：１４Ｎ·ｍ
２）双Ａ／Ｃ安装受液部件并连接３根液体管子，旋紧螺母。

旋紧力矩：１４Ｎ·ｍ
（３）将两根电气配线连接到双重压力开关和电磁离合器上。

（４）安装冷凝器。

（５）将蓄电池负极电缆连接到蓄电池上。

（６）如果更换了受液器，则应向压缩机添加压缩机润滑油。

添加量：２０ｃ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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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润滑油：ＤＥＮＳ００１Ｌ６（电装６号润滑油）、ＳＵＮＩＳＯＮｏ５ＧＳ或相当的品种

（７）对制冷系统抽成负压。

（８）向系统充入制冷剂并检查是否渗漏制冷剂。

规定充入数量：单Ａ／Ｃ ８５０ｇ
双Ａ／Ｃ １４００ｇ

七、前冷气装置

１前冷气装置的拆卸

（１）从蓄电池脱开负极电缆。

（２）从制冷系统中排出制冷剂。

（３） 从冷气装置的出口接头脱开吸入管，从进口接头脱开液体管子。如图１９－３５所

示。

备注：应立即用盖塞封住开口接头，以防湿气进入系统。

（４）拆下杂物箱、扬声器护栅、加强板和冷气装置罩。

（５）脱开各接插件。

（６）拆下冷气装置。从浅盘形地板的后侧旋下两个螺钉，拆下螺栓和５个自攻螺钉，如图

１９－３６所示。

图１９－３５ 从冷气装置出口接头脱开吸入管

从进口接头脱开液体管子

图１９－３６ 拆下螺栓和５个自攻螺钉

２前冷气装置的安装

（１）安装冷气装置。用５个自攻螺钉和１个螺栓装上冷气装置，并从浅盘形地板的后侧装

上两个螺栓。

（２）连接接插件。

（３）安装加强板、扬声器护栅和杂物箱。

（４）将液体管子连接到冷气装置的进口接头上旋紧螺栓，将吸入管连接到出口接头上旋紧

螺栓。

旋紧力矩：各５４Ｎ·ｍ
（５）如果更换了蒸发器，则应向压缩机添加润滑油。

添加量：４０～５０ｃｍ３

压缩机润滑油：ＤＥＮＳＯＯ１Ｌ６（电装６号润滑油）、ＳＵ、ＮＩＳＯＮｏ５ＧＳ或相当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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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将负极电缆连接到蓄电池上。

（７）对制冷系统抽负压。

（８）向系统充入制冷剂并检查是否渗漏制冷剂。

规定充入数量：单Ａ／Ｃ ８５０ｇ
双Ａ／Ｃ １４００ｇ

八、后冷气装置

１冷气装置的拆卸

（１）从蓄电池脱开负极电缆。

（２）从制冷系统中排出制冷剂。

（３）拆下冷气装置罩。如图１９－３７所示。

１）拆下４个格栅、后控制板和后Ａ／Ｃ开关。

２）旋下５个螺钉。

（４）从冷气装置的进口接头脱开液体管子，出口接头脱开吸入管，以及脱开接插件和排水

软管，如图１９－３８所示。

（５）拆下冷气装置。旋下螺钉，拆下后冷气装置，如图１９－３９所示。

图１９－３７ 拆下冷气装置罩

１—螺栓 ２、８—冷气装置罩 ３、５—进气口格栅

４—后Ａ／Ｃ开关 ６—后控制板 ７—出气口格栅

图１９－３８ 从冷气装置的进口接头脱开液体管

１—电气配线 ２—排出软管 ３—吸入软管

４—冷气装置罩 ５—排水软管

图１９－３９ 拆下冷气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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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后冷气装置的安装

（１）安装冷气装置

１）将接插件连接到电气配线上。

２）将液体管子连接到冷气装置的进口接头上。

旋紧力矩：１２～１５Ｎ·ｍ
３）将吸入管连接到冷气装置的出口接头上。

旋紧力矩：２９～３４Ｎ·ｍ
（２）安装冷气装置罩，旋上５个螺钉，装上４个格栅，后控制板和后Ａ／Ｃ开关。

（３）如果更换了蒸发器，则应向压缩机添加润滑油。

添加量：４０～５０ｃｍ３

压缩机润滑油：ＤＥＩＶＳＯＯ１Ｌ６（电装６号润滑油），ＳＵＮＩＳＯＮｏ５ＧＳ或相当的品种

（４）将负极电缆连接到蓄电池上。

（５）对制冷系统抽负压。

（６）向系统充入制冷剂并检查是否渗漏制冷剂。

规定充入数量：单Ａ／Ｃ ８５０ｇ
双Ａ／Ｃ １４００ｇ

九、蒸发器

蒸发器的检查

（１）检查蒸发器的散热片是否阻塞。如果散热

片被阻塞，则可用压缩空气吹洗干净。

注意：绝对不要用水清洗蒸发器。

（２）检查接头是否有裂纹或划痕。

十、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的检查

检查热敏电阻的电阻值。如图１９－４０所示。

１）在２５℃下测量端子之间的电阻。

电阻：１５００Ω（２５℃时）

２）将热敏电阻放入冷水中，在边改变水的温

度，边测量接插件处的电阻，比较图上的两条曲线。

如果电阻值不在两条曲线的中间，则应更换热敏

电阻。

十一、电动机

１鼓风机电动机

（１）检查前鼓风机电动机。将正极 （＋） 导线

从蓄电池连接到端子１，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

２，如 图１９－４１所 示，检 查 电 动 机 的 运 转 是 否 平

稳。

如果运转不平稳，则应更换电动机。

图１９－４０ 检查热敏电阻的电阻值

１—温度表 ２—冰 ３—热敏电阻 ４—电阻表

图１９－４１ 检查前鼓风机电动机

（２）检查后加热器鼓风机电动机。其检查方法与检查前鼓风机电动机的方法相同。

３１５



（３）检查后Ａ／Ｃ鼓风机电动机。其检查方法与检查前鼓风机电动机的方法相同。

２冷凝器风扇电动机

检查冷凝器风扇电动机。如图１９－４２所示。

图１９－４２ 检查冷凝器风扇电动机

１）使用电气配线向接插件加上蓄电池的电压。

２）确认在规定的电流下电动机转动是否平稳。

标准电流：（６５±０７）Ａ
如果电流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电动机。

十二、电阻器

鼓风机电阻器

（１）检查前鼓风机电阻器。前鼓风机电阻器的接插件如图１９－４３所示。其端子的导通情

况见表１９－６。

图１９－４３ 检查前鼓风机电阻器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鼓风机电阻器。

（２）检查后加热器鼓风机电阻器。后加热器鼓风机电阻器的接插件如图１９－４４所示。其

端子的导通情况见表１９－７。

图１９－４４ 检查后加热器鼓风机电阻器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鼓风机电阻器。

（３）检查后Ａ／Ｃ鼓风机电阻器。后Ａ／Ｃ鼓风机电阻器的接插件如图１９－４５所示。其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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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通情况见表１９－８。

图１９－４５ 后Ａ／Ｃ鼓风机电阻器的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鼓风机电阻器。

十三、继电器

１加热器继电器的检查

（１）检查前加热器继电器。前加热器继电器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９－４６所示。其端子的

导通情况见表１９－９。

图１９－４６ 前加热器继电器的配线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２）检查后加热器继电器。其检查方法与前加热器继电器的检查方法相同。

２后鼓风机继电器的检查

检查后鼓风机继电器。其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９－４７所示。端子的导通情况见表１９－１０。

图１９－４７ 配线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３电磁离合器继电器的检查

检查电磁离合器继电器。其检查方法与加热器继电器的检查方法相同。

４Ａ／Ｃ关断继电器的检查

检查Ａ／Ｃ关断继电器。Ａ／Ｃ关断继电器的配线和接插件如图１９－４８所示。其端子的导通

情况见表１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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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４８ Ａ／Ｃ关断继电器的配线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继电器。

５冷凝器风扇主继电器 （双Ａ／Ｃ）的检查

检查冷凝器风扇主继电器。其检查方法与后鼓风机继电器的检查方法相同。

６冷凝器风扇继电器 （单Ａ／Ｃ）的检查

检查冷凝器风扇继电器。其检查方法与加热器继电器的检查方法相同。

７１号冷凝器风扇继电器 （双Ａ／Ｃ）的检查

检查１号冷凝器风扇继电器。其检查方法与加热器继电器的检查方法相同。

８２号冷凝器风扇继电器 （双Ａ／Ｃ）的检查

检查２号冷凝器风扇继电器。其检查方法与后鼓风机继电器的检查方法相同。

９冷凝器风扇速度控制继电器 （双Ａ／Ｃ）的检查

检查冷凝器风扇速度控制继电器。其检查方法与Ａ／Ｃ关断继电器的检查方法相同。

十四、开关

１双重压力开关的车上检查

（１）从双重压力开关脱开接插件。

（２）装上歧管测试表。

（３）检查双重压力开关。检查其端子是否

导通，如图１９－４９所示。

备注：歧管测试表高压侧的指示值应在

２０６～２６４８ｋＰａ的范围内。

（４）拆下歧管测试表。

（５）将接插件连接到双重压力开关上。

２高压开关 （双Ａ／Ｃ）的车上检查

（１）从高压开关脱开接插件。

图１９－４９ 检查双重压力开关

（２）装上歧管测试表。

（３）在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下运转发动机。

（４）检查高压开关。

１）在Ａ／Ｃ开关置于ＯＦＦ位置时，检查端子之间是否导通以及高压侧压力是否为１３７３ｋＰａ
或更低。

２）在Ａ／Ｃ开关和各鼓风机开关都置于ＯＮ位置时，检查端子之间是否不导通以及高压侧

压力为１７６５ｋＰａ或更高。

３后加热器主开关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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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检查开关。其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９－５０所示。其导通情况见表１９－１２。

图１９－５０ 开关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

关。

（２）检查指示灯。将正极 （＋）导线从蓄电池

连接到端子１，负极 （－） 导线连接到端子３，检

查指示灯是否点亮。如图１９－５１所示。

如果指示灯不亮，则应更换开关。

４Ａ／Ｃ开关的检查

（１）检查前Ａ／Ｃ开关。其开关和接插件如图

１９－５２所示。其端子的导通情况见表１９－１３。 图１９－５１ 检查指示灯是否亮

图１９－５２ 开关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２）检查后Ａ／Ｃ开关。其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９－５３所示。其端子的导通情况见表１９－
１４。

图１９－５３ 开关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５鼓风机开关的检查

（１）检查前鼓风机开关。其开关的接插件如图１９－５４所示，端子的导通情况见表１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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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５４ 开关的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２）检查后加热器鼓风机开关。其开关接插件如图１９－５５所示，端子的导通情况见表１９
－１６。

图１９－５５ 开关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３）检查后Ａ／Ｃ鼓风机开关。其开关和接插件如图１９－５６所示，其端子的导通情况见表

１９－１７。

图１９－５６ 开关和接插件

如果导通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４）检查后Ａ／Ｃ温度控制开关。将开关杆置于冷气 （ＣＯＯＬ）的位置，然后测量端子之间

的电阻，如图１９－５７所示。

标准电阻：１７ｋΩ
如果电阻值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开关。

十五、Ａ／Ｃ控制杆

１控制钢索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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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调整进气口风挡的控制钢索。将进气口风挡和进气控制杆设定到 “新鲜 （ＦＲＥＳＨ）”

位置，然后装上控制钢索并锁紧卡夹。如图１９－５８所示。

图１９－５７ 测量端子之间的电阻 图１９－５８ 装上控制钢索并锁紧卡夹

（２）调整空气混合风挡控制杆。将空气混合风挡和温度控制杆设定到 “冷气 （ＣＯＯＬ）”位

置，然后装上控制钢索并锁紧卡夹。如图１９－５９所示。

（３）调整方式风挡控制钢索。将方式风挡和方式控制杆设定到 “通风 （ＶＥＮＴ）” 位置，

然后装上控制钢索并锁紧卡夹，如图１９－６０所示。

图１９－５９ 装上控制钢索并锁紧卡夹 图１９－６０ 装上控制钢索并锁紧卡夹

（４）调整水阀控制钢索。将水阀和温度控

制杆设定到 “冷气 （ＣＯＯＬ）”位置，然后装上

控制钢索并锁紧卡夹。如图１９－６１所示。

２Ａ／Ｃ控制杆的检查

检查控制杆的动作情况。左、右移动控制

杆，检查在整个控制行程范围内是否稳定以及

是否有卡住现象。如图１９－６２所示。

如果动作不符合要求，则应更换Ａ／Ｃ控

制部件。
图１９－６１ 装上控制钢索并锁紧卡夹

十六、电磁阀

电磁阀的检查

检查电磁阀，如图１９－６３所示。在Ａ／Ｃ开－关 （ＯＮ－ＯＦＦ）和制冷器关 （ＯＦＦ）的情况

下，按表１９－１８检查电磁阀的动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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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６２ 左、右移动控制杆

图１９－６３ 检查电磁阀

如果动作情况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电磁阀。

十七、负压开关阀 （ＶＳＶ）

ＶＳＶ的检查

（１）拆下ＶＳＶ，如图１９－６４所示。

（２）采用向管子内吹入空气的方法，检查ＶＳＶ负压回路的畅通情况。按图１９－６５所示，

将ＶＳＶ端子连接到蓄电池的端子上，然后向管子 “Ａ”吹入空气，这时空气应从管子 “Ｂ”流

出，但不从管子Ｃ流出。脱开蓄电池。再向管子Ａ吹入空流，这时空气应从管子Ｃ流出，但

不从Ｂ流出。

如果存在问题，则应更换ＶＳＶ。

（３）检查有无短路。使用欧姆表检查各端子和 ＶＳＶ体之间的导通情况，如图１９－６６所

示。它们之间都应不导通。

（４）检查有无开路。使用电阻表测量两个端子之间的电阻。如图１９－６７所示。

电阻：３７～４４Ω（在２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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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６４ 拆ＶＳＶ 图１９－６５ 检查ＶＳＶ真空回路的畅通情况

图１９－６６ 用欧姆表检查各端子和

ＶＳＶ体之间导通情况

图１９－６７ 用电阻表测量两个端子之间的电阻

如果电阻值不符合规定要求，则应更换

ＶＳＶ。

十八、空调机放大器

放大器的检查。

检查放大器回路。

（１） 检查双Ａ／Ｃ放大器回路。放大器的

接插件如图１９－６８所示。其回路按表１９－１９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

图１９－６８ 放大器的接插件

（２）检查单Ａ／Ｃ放大器回路。放大器的接插件如图１９－６９所示。其回路按表１９－２０检查

配线侧的接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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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９－１９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

检查项目 测试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导通情况 １５－接地 固定 导通

电阻

１０－１３ 固定 在２５℃时约１５ｋΩ

９－１０ 固定 约０～１７ｋΩ

１－１３ 固定 在２５℃时约１５ｋΩ

１－２ 固定 约０～１３ｋΩ

电压

４－接地

３－接地

８－接地

（ＲＺ系列发动机）

１６－接地

（ＲＺ系列发动机）

７－接地

５－接地

６－接地

１２－接地

１１－接地

点火 （１Ｇ）开关接通 蓄电池电压

点火 （１Ｇ）开关关断 无电压

点火 （１Ｇ）开关接通 蓄电池电压

点火 （１Ｇ）开关关断 无电压

点火 （１Ｇ）开关接通 蓄电池电压

点火 （１Ｇ）开关关断 无电压

起动发动机 约１０～１４Ｖ

停止发动机 无电压

点火 （１Ｇ）开关接通 蓄电池电压

点火 （１Ｇ）开关关断 无电压

前Ａ／Ｃ开关接通 蓄电池电压

前Ａ／Ｃ开关关断 无电压

后Ａ／Ｃ开关接通 蓄电池电压

后Ａ／Ｃ开关关断 无电压

后Ａ／Ｃ开关接通 蓄电池电压

后Ａ／Ｃ开关关断 无电压

前Ａ／Ｃ开关接通 蓄电池电压

前Ａ／Ｃ开关关断 无电压

图１９－６９ 放大器的接插件

表１９－２０ 检查配线侧的接插件

检查项目 测试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导通情况

７－９

３－接地

固定 导通

Ａ／Ｃ开关接通 导通

Ａ／Ｃ开关接通 不导通

电阻 ３－９ 固定 在２５℃约１５ｋ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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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检查项目 测试表连接方法 状 态 规定要求

电压

４－接地

６－接地

１－接地

（ＲＺ系列发动机）

８－接地

（ＲＺ系列发动机）

点火 （１Ｇ）开关接通 蓄电池电压

点火 （１Ｇ）开关关断 无电压

点火 （１Ｇ）开关接通 蓄电池电压

点火 （１Ｇ）开关关断 无电压

起动发动机 约１０～１４Ｖ

停止发动机 无电压

Ａ／Ｃ开关接通 蓄电池电压

Ａ／Ｃ开关关断 无电压

第三节 空调系统的故障诊断

空调系统的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见表１９－２１。

表１９－２１ 空调系统的故障诊断和修理方法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鼓风机不工作

加热器继电器故障

温度控制开关故障

鼓风机开关故障

鼓风机电阻器故障

鼓风机电动机故障

检查继电器

检查温度控制开关

检查鼓风机开关

检查鼓风机电阻器

检查鼓风机电动机

压缩机不工作

制冷剂数量不足

熔丝和熔丝烧断

Ａ／Ｃ开关继电器故障

电磁离合器继电器故障

Ａ／Ｃ开关故障

双重压力开关故障

压缩机故障

电磁离合器故障

Ａ／Ｃ放大器故障

配线与配线连接不良

检查制冷剂数量并添加至规定值

更换熔丝

检查Ａ／Ｃ开关继电器

检查电磁离合器继电器

检查Ａ／Ｃ开关

检查双重压力开关

检查修理压缩机

检查电磁离合器

检查Ａ／Ｃ放大器

按需要进行修理

压缩机间歇

工作

制冷剂数量不足

制冷系统故障

双重压力开关故障

热敏电阻故障

Ａ／Ｃ放大器故障

配线与配线连接不良

检查制冷剂数量并添至规定值

检查制冷系统

检查双重压力开关

检查热敏电阻

检查Ａ／Ｃ放大器

按需要进行修理

３２５



（续）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修理方法

无冷气

熔丝和熔丝烧断

断路器故障

制冷系统故障

冷凝器风扇主继电器故障

冷凝器风扇继电器故障

冷凝器风扇速度控制继电器故障

１号或２号冷凝器风扇继电器故障

高压开关故障

冷凝器风扇电动机故障

更换熔丝

检查断路器

检查制冷系统

检查冷凝器风扇主继电器

检查冷凝器风扇继电器

检查风扇速度控制继电器

检查１号或２号冷凝器风扇继电器

检查高压开关

检查冷凝器风扇电动机

间歇地有冷气

制冷剂数量不足

传动带张紧度过松

电磁阀故障

膨胀阀故障

蒸发器故障

热敏电阻故障

Ａ／Ｃ放大器故障

配线与配线连接不良

检查制冷剂数量并添加至规定值

检查调整传动带张紧度

检查电磁阀

检查膨胀阀

检查蒸发器

检查热敏电阻

检查Ａ／Ｃ放大器

按需要进行修理

发动机在高速

运转时有冷气

制冷剂数量不足

传动带张紧度过松

制冷剂管道故障

检查制冷剂数量并添加至规定值

检查调整传动带张紧度

检查制冷剂管道

冷气不足

制冷剂数量不足

传动带张紧度过松

制冷剂管道故障

制冷系统故障

热敏电阻故障

双重压力开关故障

检查制冷剂数量并添加至规定值

检查调整传动带张紧度

检查制冷剂管道

检查制冷系统

检查热敏电阻

检查双重压力开关

无暖气
水阀故障

Ａ／Ｃ控制钢索故障

检查水阀

检查调整Ａ／Ｃ控制钢索

空气温度控

制失灵

水阀故障

Ａ／Ｃ控制钢索故障

温度控制开关故障

热敏电阻故障

Ａ／Ｃ放大器故障

检查水阀

检查调整Ａ／Ｃ控制钢索

检查温度控制开关

检查热敏电阻

检查Ａ／Ｃ放大器

当Ａ／Ｃ开关打

开时，发动机怠

速转速没有升高

负压开关阀故障

Ａ／Ｃ放大器故障

配线与配线连接不良

检查负压开关阀

检查Ａ／Ｃ放大器

按需要进行修理

４２５



第二十章 底盘与车身维修规范

第一节 底盘与车身维修规格

一、离合器维修规格

１离合器维修技术规格

离合器维修技术规格见表２０－１。

表２０－１ 离合器维修技术规格 （单位：ｍｍ）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极限值

离合器踏板

踏板高度 （从转向柱的地板部分的上表面算起

的踏板高度）

踏板顶处的推杆行程

踏板自由行程

１７０

１～５

５～１５

离合器分离点 从踏板行程终点位置算起 ２５或更大

离合器盘 （从动盘）
离合器盘的铆钉头深度

离合器盘的径向摆差

０３

０８

膜片弹簧

膜片弹簧的不对齐度

膜片弹簧夹的磨损

深度

宽度

０５

０６

０５

飞轮 飞轮的径向摆差 ０２

２离合器零件旋紧力矩

离合器零件旋紧力矩见表２０－２。

表２０－２ 离合器零件旋紧力矩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总泵×安装托架

分离缸×离合器

离合器罩壳×飞轮

离合器管路的管接头

放气塞

１２０（１２）

１２０（１２）

１９５（１９）

１５５（１５）

１１０（１１）

二、手动变速器 （Ｇ４５、Ｇ５２、Ｇ５５和Ｇ５６） 维修规格

１手动变速器维修技术规格见表２０－３。

２手动变速器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手动变速器零件旋紧力矩规格见表２０－４。



表２０－３ 手动变速器维修技术规格 （单位：ｍｍ）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极限值

输入轴

同步环至齿轮的间隙

输入轴弹簧卡环的厚度

标记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０～２０

２０５～２１０

２１０～２１５

２１５～２２０

２２０～２２５

２２５～２３０

２３０～２３５

０８

输出轴

２挡齿轮轴颈外径

３挡齿轮轴颈外径

凸缘厚度

径向圆跳动误差

内座圈凸缘厚度

内座圈外径

齿轮轴向间隙

１挡、２挡和３挡

齿轮的油隙

１挡

２挡和３挡

换挡叉至啮合套之间的间隙

同步环至齿轮的间隙

输出轴弹簧卡环的厚度

前 标记

Ｃ－１

Ｄ

Ｄ－１

Ｅ

Ｅ－１

Ｆ

Ｆ－１
后 标记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Ｊ

Ｋ

Ｌ

０１０～０２５

０００９～００３２

０００９～００３３

１０～２０

１７５～１８０

１８０～１８５

１８５～１９０

１９０～１９５

１９５～２００

２００～２０５

２０５～２１０

２６７～２７２

２７３～２７８

２７９～２８４

２８５～２９０

２９１～２９６

２９７～３０２

３０３～３０８

３０９～３１４

３１５～３２０

３２１～３２６

３２７～３３２

３７９８４

３４９８４

４８０

００５

３９９

３８９８５

０２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１０

０８

６２５



（续）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极限值

中间轴

中间轴齿轮和倒挡惰齿轮

中间轴齿轮滚针轴承座圈的外径

齿轮轴向间隙

中间轴５挡齿轮

齿轮的油隙

中间轴５挡齿轮

倒挡惰齿轮

换挡叉至啮合套之间的间隙

同步环至齿轮的间隙

倒挡惰齿轮至换挡臂蹄之间的间隙

中间轴齿轮弹簧卡环的厚度

前轴承 标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中间轴齿轮弹簧卡环的厚度

５挡齿轮花键或油分离器 标记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２５９８～２６００

０１０～０３０

０００９～００３２

０００４～００８

１０～２０

００５～０２７

２０５～２１０

２１０～２１５

２１５～２２０

２２０～２２５

２２５～２３０

２３０～２３５

２８０～２８５

２８５～２９０

２９０～２９５

２９５～３００

３００～３０５

３０５～３１０

３１０～３１５

２５８８

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１３

１０

０８

０５

变速器换挡杆空挡位置

仪表板至换挡杆的顶部 约１７０

表２０－４ 手动变速器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变速器

直螺塞

延伸壳×变速器外壳 （２ＷＤ）

分动器连接体×变速器外壳 （４ＷＤ）

前轴承护圈×变速器外壳

后轴承护圈×中间板

倒挡换挡臂托架

换挡叉×换挡叉轴

倒车灯开关

１９

３７

３７

１７

１８

１８

２０

３７

７２５



（续）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倒挡惰齿轮轴限位螺栓

离合器壳体×变速器外壳

换挡杆轴壳体×变速器外壳

外换挡杆锁销螺母

外选择锁销螺母

放油塞和汽油塞

盛油槽×延伸壳 （２ＷＤ）

转速表从动齿轮锁板 （４ＷＤ）

１７

３７

１７

１２

７８

３７

１１

１１

变速器的安装

分动器连接体×分动器 （４ＷＤ）

分动器控制钢索托架×分动器连接件 （４ＷＤ）

变速器×发动机

加强板×发动机或变速器

ＲＺＨ系列

ＬＨ系列上面

下面

起动电动机

发动机后支承×变速器或分动器

发动机后支承固定螺栓

主动轴×分动器或差速器

排气管×排气歧管

前排气管×后排气管

排气管卡夹

离合器分离缸

２号横轴部件×外选择杆

２号横轴部件×离合器壳体

稳定杆托架

３７

３９

７２

３７

６９

３７

３９

３７

４７

７４

６２

４３

６６

１２

１２

３６

１８

换挡杆和控制杆系的安装

换挡杆部件×车身

换挡杆部件×１号换挡连接杆部件

２号换挡连接杆×１号横轴部件

１号横轴部件×车身

２号横轴部件×外选择杆

２号横轴部件×离合器壳体

２号横轴部件×车身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３５

３５

２号横轴部件

３号选择连接杆×横轴分部件

３号换挡连接杆×横轴分部件

换挡杆端部

隔热板

１２

１２

１２

４９

８２５



（续）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１号横轴部件

控制杆端部 １２

换挡杆

换挡杆固定螺栓

选择杆固定螺栓

１２

三、自动变速器维修规格

１自动变速器维修技术规格

自动变速器维修技术规格见表２０－５。

表２０－５ 自动变速器维修技术规格

检测项目 规定值

工作压力

（１ＲＺ、２ＲＺ发动机）

发动机怠速 Ｄ位

Ｒ位

失速时 Ｄ位

Ｒ位

（２Ｌ、３Ｌ发动机）

发动机怠速 Ｄ位

Ｒ位

失速时 Ｄ位

Ｒ位

（２ＲＺ－Ｅ发动机）

发动机怠速 Ｄ位

Ｒ位

失速时 Ｄ位

Ｒ位

３５３～４０２ｋＰａ

５００～５６９ｋＰａ

１０３０～１１９６ｋＰａ

１４２２～１７８５ｋＰａ

３４３～４３１ｋＰａ

４５１～６５７ｋＰａ

１０９８～１２９４ｋＰａ

１４７１～１８６３ｋＰａ

４４１～５００ｋＰａ

６６７～７４５ｋＰａ

９９０～１１６７ｋＰａ

１４７１～１８６３ｋＰａ

发动机失速转速

３Ｌ、１ＲＺ、２ＲＺ发动机

２Ｌ发动机

２ＲＺ－Ｅ发动机

（２２５０±１５０）ｒ／ｍｉｎ
（２１００±１５０）ｒ／ｍｉｎ
（２３００±１５０）ｒ／ｍｉｎ

时滞 Ｎ位→Ｄ位

Ｎ位→Ｒ位

少于１２ｓ
少于１２ｓ

发动机怠速 （Ａ／ＣＯＦＦ） Ｎ位 ８００ｒ／ｍｉｎ

速控液压 （参考车速）

（２Ｌ、３Ｌ发动机）

输出轴转速

１０００ｒ／ｍｉｎ ２４ｋｍ／ｈ

１８００ｒ／ｍｉｎ ４４ｋｍ／ｈ

３５００ｒ／ｍｉｎ ８５ｋｍ／ｈ

９８～１４７ｋＰａ

１８６～２３５ｋＰａ

４５１～５００ｋＰａ

９２５



（续）

检测项目 规定值

（１ＲＺ发动机）

输出轴转速

１０００ｒ／ｍｉｎ ２４ｋｍ／ｈ

１８００ｒ／ｍｉｎ ４４ｋｍ／ｈ

３５００ｒ／ｍｉｎ ８５ｋｍ／ｈ
（２ＲＺ、２ＲＺ－Ｅ发动机）

输出轴转速

１０００ｒ／ｍｉｎ ２４ｋｍ／ｈ

１８００ｒ／ｍｉｎ ４７ｋｍ／ｈ

３５００ｒ／ｍｉｎ ９１ｋｍ／ｈ

１３７～１８６ｋＰａ

２１６～２５５ｋＰａ

４４１～５２０ｋＰａ

１３７～１７７ｋＰａ

２３５～２７５ｋＰａ

５００～５７９ｋＰａ

节气门钢索的调整

（节气门全开时）

防尘套的端面和钢索限位套之间

０～１ｍｍ

液力变矩器滑套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极限值 ０３０ｍｍ

液力变矩器安装距离 Ｌ发动机

ＲＺ发动机

２７ｍｍ

３２ｍｍ

传动板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极限值 ０２０ｍｍ

换挡点

（ｋｍ／ｈ）

发动机

节气门全开 〔 〕全闭

Ｄ位 Ｌ位

１→２ ２→３ ３→Ｏ／Ｄ
〔锁止

ＯＮ〕

〔锁止

ＯＦＦ〕
Ｏ／Ｄ→３ ３→２ ２→１ ２→１

１ＲＺ ４１～４７ ８２～９０ （２７～４１） ５９～６５ ５４～６０ ０ ７７～８５ ３５～４４ ３５～４４

２Ｌ ３０～３５ ５８～６６ （２９～３８） ５８～６３ ５３～６０ ９１～７８ ５２～６０ ２４～３２ ３１～４０

３Ｌ ３１～３７ ６１～６９ （３１～３９） ６１～６６ ５５～６３ ９１～７８ ５４～６３ ２５～３３ ３３～４２

２ＲＺ ４０～４６ ７９～８８ ２８～３９ ５８～６３ ５８～６３ ０ ７５～８３ ３２～４１ ３３～４１

２ＲＺ－Ｅ ４０～４６ ７９～８８ （１１４～１２５）５８～６３ ５３～５８ １２１～１０８ ７５～８３ ３２～４１ ３３～４１

注：１（ ）号里的数字是节气门在全闭状态下挂高挡点车速

２０是Ｏ／Ｄ→３换低挡点达到最高车速时

２自动变速器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自动变速器零件旋紧力矩规格见表２０－６。

表２０－６ 自动变速器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机油冷却器管子接头螺母

液力变矩器×传动板

传动板×曲轴

延伸壳×变速器外壳

变速器贯穿螺栓

３４

４１

６４

３４

４９

０３５



（续）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阀体

变速器油粗滤器

停车锁爪托架

油底壳

放油塞

１０

５４

７４

４４

２０

四、传动装置维修规格

１传动装置维修技术规格

传动装置维修技术规格见表２０－７。

表２０－７ 传动装置维修技术规格 （单位：ｍｍ）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极限值

油泵体

泵体间隙

径向间隙

侧隙

００７５～０１７

０１０～０２２

００３～０１３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前输出轴部件

从动链轮的轴向间隙

从动链轮的油隙

前输出轴轴颈的外径

同步环至链轮的间隙

１挡换挡叉至２号轮毂衬套之间的间隙

前输出轴弹簧卡环的厚度

标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０１０～０２５

００１０～００５７

１１～１９

１９５～２００

２００～２０５

２０５～２１０

２１０～２１５

２１５～２２０

２２０～２２５

２２５～２３０

２３０～２３５

２３５～２４０

２４０～２４５

２４５～２５０

２５０～２５５

０４０

０１５

３６９３０

０８

１０

后输出轴部件

驱动链轮的轴向间隙

驱动链轮的油隙

后输出轴轴颈的外径 部位

Ａ

Ｂ

Ｃ

１挡换挡叉至１号轮毂衬套之间的间隙

２挡换挡叉至高、低轮毂衬套之间的间隙

０１０～０２５

００１０～００５７

０４０

０１５

２７９３０

３８９００

３６９３０

１０

１０

１３５



（续）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极限值

输入轴 输入轴轴颈的外径 Ａ部位 ４７５４０

行星齿轮

小齿轮的轴向间隙

小齿轮的油隙

外轴承弹簧卡环的厚度

标记 １

２

３

４

５
内轴承深度

０１１～０８６

０００９～００３８

１４５～１５０

１５０～１５５

１５５～１６０

１６０～１６５

１６５～１７０

５０～５６

１００

００８

传动换挡杆 操纵箱至换挡杆的螺钉顶部 ９０

２号和４号ＶＳＶ 电阻 １－２ （３９±３）Ω

膜片泵体

状态

膜片泵体的气隙
在 约 ３０ｓ内 施 加 ５００ｍｍＨｇ（６６７ｋＰａ）

的负压
无变化

真空储压箱和管

道

负压储 压箱的气

隙

在约３０ｓ内向真空储压箱施加５００ｍｍＨｇ
（６６７ｋＰａ）的负压

无变化

负压管道的负压 发动机怠速运转 约４００ｍｍＨｇ（５３３ｋＰａ）

２传动装置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传动装置零件旋紧力矩规格见表２０－８。

表２０－８ 传动装置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传动装置

膜片泵×后外壳

膜片泵罩盖

油泵盖

油泵体用的直螺塞

高和低换挡叉轴用的直螺塞

前驱动换挡叉轴用的直螺塞

盛油槽

齿轮油粗滤器

后外壳×前外壳

延伸壳×后外壳

结合法兰锁帽

油泵体×前外壳

车速表从动齿轮锁板×延伸壳

传动指示灯开关×前外壳

１７

１７

７４

１７

１７

１７

４９

４９

３７

１１

１２３

１１

１１

３９

传动装置的安装

传动装置×变速器 ３７

２３５



（续）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发动机后支承×传动装置

发动机后支承紧固螺栓

传动装置×主动轴

主动轴×前差速器

稳定杆托架

４７

４９

７４

７４

１８

传动换挡杆和控制钢索

传动换挡杆部件×车身

换挡杆控制护圈×换挡杆

控制钢索卡夹×车身

１２

１２

１２

五、主动轴维修规格

１主动轴维修技术规格

主动轴维修技术规格见表２０－９。

表２０－９ 主动轴维修技术规格 （单位：ｍｍ）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极限值

十字轴

十字轴轴向间隙

十字轴轴承的选择

（２Ｌ发动机Ａ／Ｔ、１ＲＺ发动机Ａ／Ｔ）标记

轴承盖外径 无

红色

轴承孔内径 无

铝孔

（其他） 标记

轴承盖外径 无

红色

轴承孔内径 无

铝孔

弹簧卡环厚度

（２Ｌ发动机Ａ／Ｔ、１ＲＺ发动机Ａ／Ｔ）

颜色 标记

无 无

绿色 无

蓝色 无

（其他） 颜色 标记

无 １
无 ２
无 ３
绿色 无

蓝色 无

无 ６
无 ７

小于００５

２６０１５～２６０２８

２６０３６～２６０４９

２６０００～２６０２０

２６０２１～２６０４２

２９００８～２９０２１

２９０２８～２９０４１

２９０００～２９０２０

２９０２１～２９０４２

２３７５～２４２５

２４２５～２４７５

２４７５～２５２５

２１００～２１５０

２１５０～２２００

２２００～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２３００

２３００～２３５０

２３５０～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２４５０

３３５



（续）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极限值

十字轴
无 ８

径向圆跳动误差

２４５０～２５００

０８

２主动轴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主动轴零件旋紧力矩规格见表２０－１０。

表２０－１０ 主动轴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中间轴×主动轴

中间轴×中央轴承×万向节法兰 第一

第二

第三

主动轴×差速器 （２ＷＤ）

主动轴×转移装置 （４ＷＤ）

主动轴×差速器 （４ＷＤ）

中间轴承支承 （２ＷＤ）×车身

稳定杆托架

７４

１８１
旋紧螺母

６９

７４

７４

７４

３６

１８

六、车桥与悬架系统维修规格

１车桥与悬架系统维修技术规格

（１）２ＷＤ前车桥与前悬架系统维修技术规格见表２０－１１。

表２０－１１ ２ＷＤ前车桥与前悬架系统维修技术规格

前车轮

定位

车 型

车轮外倾角 主销后倾角 主销内倾角 前束／ｍｍ

检验标准

调整标准

短轴距

（子午线轮

胎）

厢式

载货车

前车轮盘

式制动器

－０°２０′±４５′

－０°２０′±３０′

０°５５′±４５′

０°５５′±３０′

１０°５０′±４５′

１０°５０′±３０′

３±２

３±１

前车轮鼓

式制动器

－０°２０′±４５′

－０°２０′±３０′

０°５５′±４５′

０°５５′±３０′

１０°５０′±４５′

１０°５０′±３０′

４±２

４±１

小客车

前车轮盘

式制动器

－０°１５′±４５′

－０°１５′±３０′

１°１０′±４５′

１°１０′±３０′

１０°４５′±４５′

１０°４５′±３０′

２±２

２±１

前车轮鼓

式制动器

－０°１５′±４５′

－０°１５′±３０′

１°１０′±４５′

１°１０′±３０′

１０°４５′±４５′

１０°４５′±３０′

３±２

３±１

短轴距

（斜线轮胎）

厢式

载货车

前车轮盘

式制动器

－０°２０′±４５′

－０°２０′±３０′

１°０５′±４５′

１°０５′±３０′

１０°５０′±４５′

１０°５０′±３０′

３±２

３±１

前车轮鼓

式制动器

－０°２０′±４５′

－０°２０′±３０′

１°０５′±４５′

１°０５′±３０′

１０°５０′±４５′

１０°５０′±３０′

４±２

４±１

小客车
前车轮盘

式制动器

－０°１５′±４５′

－０°１５′±３０′

１°２０′±４５′

１°２０′±３０′

１０°４５′±４５′

１０°４５′±３０′

２±２

２±１

４３５



（续）

前车轮

定位

车 型

车轮外倾角 主销后倾角 主销内倾角 前束／ｍｍ

检验标准

调整标准

短轴距

（斜线轮胎）
小客车

前车轮鼓

式制动器

－０°１５′±４５′

－０°１５′±３０′

１°４５′±４５′

１°４５′±３０′

１０°４５′±４５′

１０°４５′±３０′

３±２

３±１

长轴距

（子午线轮

胎）

厢式

载货车

前车轮盘

式制动器

－０°２５′±４５′

－０°２５′±３０′

１°０５′±４５′

１°０５′±３０′

１０°５５′±４５′

１０°５５′±３０′

３±２

３±１

前车轮鼓

式制动器

－０°２５′±４５′

－０°２５′±３０′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５′±３０′

１０°５５′±４５′

１０°５５′±３０′

４±２

４±１

小客车

前车轮盘

式制动器

－０°２０′±４５′

－０°２０′±３０′

１°１５′±４５′

１°１５′±３０′

１０°５０′±４５′

１０°５０′±３０′

３±２

３±１

前车轮鼓

式制动器

－０°２０′±４５′

－０°２０′±３０′

１°１５′±４５′

１°１５′±３０′

１０°５０′±４５′

１０°５０′±３０′

４±２

４±１

长轴距

（斜线轮胎）

厢式

载货车

前车轮盘

式制动器

－０°２５′±４５′

－０°２５′±３０′

１°１０′±４５′

１°１０′±３０′

１０°５５′±４５′

１０°５５′±３０′

３±２

３±１

前车轮鼓

式制动器

－０°２５′±４５′

－０°２５′±３０′

１°１０′±４５′

１°１０′±３０′

１０°４５′±４５′

１０°４５′±３０′

４±２

４±１

小客车

前车轮盘

式制动器

－０°２０′±４５′

－０°２０′±３０′

１°２５′±４５′

１°２５′±３０′

１０°５０′±４５′

１０°５０′±３０′

３±２

３±１

前车轮鼓

式制动器

－０°２０′±４５′

－０°２０′±３０′

１°２５′±４５′

１°２５′±３０′

１０°５０′±４５′

１０°５０′±３０′

４±２

４±１

左右差值
车轮外倾角 ３０′或更少

主销后倾角 ３０′或更少

车轮角度

（最大值）

前盘式制动器
内转角 ３７°３０′＋０°

－３°

外转角 ３４°００′＋０°
－３°

前鼓式制动器
内转角 ３６°００′＋０°

－３°

外转角 ３５°００′＋０°
－３°

车轮的摆差

车轮轴承预紧力

（油封的附加转动摩擦力）

球窝节最大纵向窜动

下球窝节的转动状况

１２ｍｍ或更小

５９～１７７Ｎ

２３ｍｍ或更小

１５～３９Ｎ·ｍ

冷态轮

胎充气

压力

轮胎尺寸 ｋＰａ

６００－１４－６ＰＲＬＴ 前轮 ３００

６００－１４－８ＰＲＬＴ
前轮 ３００

后轮 ４２５

６５０－１４－８ＰＲＬＴ 前轮 ２８０

５３５



（续）

冷态轮

胎充气

压力

轮胎尺寸 ｋＰａ

６５０－１４－８ＰＲＬＴ 后轮 ４２５

１８５Ｒ１４－６ＰＲＬＴ 前轮 ２８０

１８５Ｒ１４－８ＰＲＬＴ
前轮 ２８０

后轮 ４５０

汽车高

度

车型 轮胎尺寸
高度／ｍｍ

前轮 后轮

ＲＺＨ１０２Ｌ（Ｒ）系列

ＬＨ１０２Ｌ（Ｒ）系列

ＬＨ１０３Ｌ（Ｒ）系列

１８５Ｒ１４－６ＰＲＬＴ

１８５Ｒ１４－８ＰＲＬＴ
２７６０ ３０１０

６００－１４－６ＰＲＬＴ

６００－１４－８ＰＲＬＴ
２９３０ ３１４０

ＲＺＨ１１２Ｌ（Ｒ）系列

ＲＺＨ１１３Ｒ系列

ＬＨ１１２Ｒ系列

ＬＨ１１３Ｒ系列

１８５Ｒ１４－６ＰＲＬＴ

１８５Ｒ１４－８ＰＲＬＴ
２７９０ ２９７０

６００－１４－６ＰＲＬＴ

６００－１４－８ＰＲＬＴ
２９６０ ３１００

ＲＺＨ１１２Ｌ（Ｒ）系列

ＬＨ１１２Ｌ（Ｒ）系列

１８５Ｒ１４－６ＰＲＬＴ

１８５Ｒ１４－８ＰＲＬＴ
２８３０ ３０３０

６００－１４－６ＰＲＬＴ

６００－１４－８ＰＲＬＴ
３０００ ３１６０

ＲＺＨ１０４Ｌ（Ｒ）系列

ＬＨ１０４Ｌ（Ｒ）系列

ＬＨ１０５Ｌ（Ｒ）系列

１８５Ｒ１４－８ＰＲＬＴ ２７２０ ２９２０

６５０－１４－８ＰＲＬＴ ３０００ ３１７０

ＲＺＨ１１４Ｌ（Ｒ）系列

ＬＨ１１４Ｌ（Ｒ）系列

ＬＨ１１５Ｒ系列

１８５Ｒ１４－８ＰＲＬＴ ２７７０ ２９２０

６５０－１４－８ＰＲＬＴ ３０５０ ３１７０

固定臂

调整螺

母的旋

紧量

车型 旋紧量／ｍｍ

ＲＺＨ１０２Ｌ（Ｒ）系列

ＲＺＨ１０４Ｌ（Ｒ）系列

ＬＨ１１３Ｒ系列

ＬＨ１１４Ｌ（Ｒ）系列

ＬＨ１１５Ｒ系列

５７５

ＲＺ１１２Ｌ（Ｒ）系列

ＲＺＨ１１３Ｒ系列

ＲＺＨ１１４（Ｒ）系列

ＬＨ１０２Ｌ（Ｒ）系列

ＬＨ１０３（Ｒ）系列

６０５

ＲＺＨ１１２Ｌ（Ｒ）系列

ＬＨ１１２Ｌ（Ｒ）系列
６４０

ＬＨ１０４Ｌ（Ｒ）系列

ＬＨ１０５Ｒ系列
５４０

６３５



（２）４ＷＤ前车桥与前悬架系统维修技术规格

４ＷＤ前车桥与前悬架系统维修技术规格见表２０－１２。

表２０－１２ ４ＷＤ前车桥与前悬架系统维修技术规格

前车轮

定位

车型

车轮外倾角 主销后倾角 主销内倾角 前束／ｍｍ

检验标准

调整标准

短轴距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５′±３０′

２°４０′±４５′

２°４０′±３０′

１２°３５′±４５′

１２°３５′±３０′

０±２

０±１

长轴距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５′±３０′

２°４５′±４５′

２°４５′±３０′

１２°３５′±４５′

１２°３５′±３０′

０±２

０±１

左右差值
车轮外倾角 ３０′或更少

车轮后倾角 ３０′或更少

车轮角度

（最大值）

内转角 ３２°２０′＋０°
－３°

外转角 ３０°１０′＋０°
－３°

冷态轮

胎充气

压力

轮胎尺寸
压力／ｋＰａ

前轮 后轮

１９５／７５Ｒ１６Ｃ ３００ ３７５

汽车高

度和固

定臂调

整螺母

的旋紧

量

车型
汽车高度／ｍｍ

前轮 后轮

固定臂调整螺母的

旋紧量／ｍｍ

ＲＺＨ１０９Ｌ－ＳＢＭＲＥＷ ２６３０ ３４４０ ４２０

ＲＺＨ１０９Ｌ－ＲＲＭＲＥＷ ２５９０ ３４１０ ４００

ＲＺＨ１１９Ｌ－ＳＢＭＲＥＷ ２６７０ ３４２０ ４５０

ＲＺＨ１１９Ｌ－ＲＲＭＲＥＷ ２６００ ３３８０ ４２０

ＬＨ１０８Ｌ－ＳＢＭＲＢＷ ２６３０ ３４３０ ４５０

ＬＨ１１８Ｌ－ＳＢＭＲＳＷ ２６６０ ３４１０ ４８０

ＬＨ１１８Ｌ－ＲＧＭＤＳＷ ２５５０ ３３８０ ４２０

检测项目 规定值

车轮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车轮轴承预紧力

（油封的附加转动摩擦力）

转向节衬套的轴向间隙

驱动轴长度

差速器侧齿轮的齿隙

驱动小齿轮的预紧力矩 新轴承

已用过轴承

总预紧力矩 （附加驱动力齿轮的预紧力矩）

齿圈的齿隙

组合法兰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纵向

横向

上球窝节的纵向窜动

下球窝节的纵向窜动

下球窝节的转动状况

１２ｍｍ或更小

９８～３８Ｎ·ｍ

０１～０５ｍｍ
３７０±５ｍｍ

００５～０２０ｍｍ
１２～１９Ｎ·ｍ
０６～１０Ｎ·ｍ
０４～０６Ｎ·ｍ
０１３～０１８ｍｍ
０１０ｍｍ或更小

０１０ｍｍ或更小

２３ｍｍ或更小

２３ｍｍ或更小

１５～３９Ｎ·ｍ

７３５



（３） 后车桥维修技术规格

后车桥维修技术规格见表２０－１３。

表２０－１３ 后车桥维修技术规格

名称 检测项目 规定值

后车桥
桥轴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桥轴法兰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２４ｍｍ或更小

０２ｍｍ或更小

差速器

驱动小齿轮的预紧力矩

２ＲＺ发动机 ＭＴ２ＲＺ－Ｅ发动机４ＷＤ
新轴承

已用过轴承

其他 新轴承

已用过轴承

总预紧力矩 （附加驱动力齿轮的预紧力矩）

齿圈的齿隙

差速器侧齿轮的齿隙

１０～１６Ｎ·ｍ

０５～０８Ｎ·ｍ

１９～２５Ｎ·ｍ

０９～１３Ｎ·ｍ

０４～０６Ｎ·ｍ

０１３～０１８ｍｍ

００５～０２０ｍｍ

２车桥与悬架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１）２ＷＤ前车桥与前悬架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２ＷＤ前车桥与前悬架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见表２０－１４。

表２０－１４ ２ＷＤ前车桥与前悬架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转向节限位螺栓锁紧螺母

横拉杆端部的锁紧螺母

转向节×上球窝节

转向节×下球窝节

转向节臂×横拉杆

转向节×转向节臂

上悬挂臂×上球窝节

下悬挂臂×下球窝节 内侧

外侧

扭力杆弹簧的锁紧螺母

下悬架臂×支承杆

下悬架臂×减振器

下悬架臂轴螺母

上悬架臂轴×车架

上悬架臂固定螺栓

稳定杆托架×车架

４４

８８

１４２

１４２

９１

８７

６４

１１８

７３

７８

１１８

９５

１６８

１４７

２２６

１２

（２）４ＷＤ前车桥与前悬架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４ＷＤ前车桥与前悬架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见表２０－１５。

（３） 后车桥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后车桥零件旋紧力矩规格见表２０－１６。

８３５



表２０－１５ ４ＷＤ前车桥与前悬挂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转向节限位螺栓锁紧螺母

自由轮毂体×桥毂

自由轮毂体×前驱动轴

自由轮毂体×罩盖

轮毂轴承锁紧螺母

转向节臂×转向节

转向节×上球窝节

转向节×下球窝节

转向节臂×横拉杆

差速器支承×车身

差速器支承×差速器箱

下悬架臂×减振器

下悬架臂×下球窝节

前驱动轴×侧齿轮轴

齿圈×差速器壳

差速器箱×差速器管

差速器箱×侧轴承盖

差速器箱×箱侧盖

下悬架臂×车架

上悬架臂×车架

上悬架臂×扭力臂

稳定杆托架×车架

４４

３１

１８

１０

４７

１６３

１４２

５８

９１

１４３

９５

９５

１４２

８３

９７

８８

１８

４７

１６８

１３５

１２４

１８

表２０－１６ 后车桥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齿圈×差速器壳

轴承盖×差速器箱

差速器箱×桥壳

后桥壳×轴承护圈

弹簧中间轴螺栓

弹簧Ｕ形螺栓×Ｕ形螺栓座

前弹簧托架×吊耳销

后弹簧托架×车身

后弹簧托架×钢板弹簧

后减振器×Ｕ形螺栓座

后减振器×车身

９７

７８

１８

６９

４４

１２３

１４７

９１

１４７

４３

４３

七、制动系统维修规格

１制动系统维修技术规格

制动系统维修技术规格见表２０－１７。

２制动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制动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见表２０－１８。

９３５



表２０－１７ 制动系统维修技术规格 （单位：ｍｍ）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极限值

制动踏板

踏板高度 （从地板起）

踏板游隙

在４９０Ｎ下的踏板行程余量距离

前盘式制动器

前鼓式制动器

１ＲＺ发动机

２Ｌ、３Ｌ发动机

１５１５

１２３

大于５８

大于６２
大于５５

制动加力器 加力器推杆至活塞的间隙 Ｗ／ＳＰＴ Ｄ

前制动器

（鼓式）

制动鼓内径

衬片的厚度

２５４０

６０

２５６０

１０

前制动器

（盘式）

转子盘的厚度 ２ＷＤ

４ＷＤ
转子盘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衬垫衬片的厚度

２５０

２２０

１００

２３０

２００

０１２

１０

后制动器

（２ＷＤ）

制动鼓内径

衬片的厚度

制动鼓至制动蹄的间隙

２７００

５５

０６

２７２０

１０

后制动器

（４ＷＤ）

制动鼓内径

衬片的厚度

制动鼓至制动蹄的间隙

２９５０

６０

０６

２９７０

１０

停车制动器 在１９６Ｎ下的拉杆行程 １８～２４“卡嗒”声

表２０－１８ 制动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放气塞

活塞限位螺栓×总泵

总泵×制动加力器

制动器管接头螺母

制动加力器×踏板托架

制动加力器Ｕ形夹锁紧螺母

真空泵单向阀

真空软管接头螺栓

真空泵带轮锁紧螺母

座位安全螺栓

前鼓式制动器

后挡板×转向节

车轮制动分泵×后挡板

车轮制动分泵×制动器管

制动鼓×桥毂

前盘式制动器

前盘式制动分泵的安装螺栓

１１

１０

１３

１５

１３

２５

７４

１４

１１０

３９

１０８

１８

１５

６９

３９

０４５



（续）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前转子盘×桥毂 ２ＷＤ

４ＷＤ
前盘式制动扭力板×转向节 ２ＷＤ

４ＷＤ
前盘式制动分泵×挠性软管

后制动器

停车制动器的摇臂×后挡板

车轮制动分泵×后挡板

车轮制动分泵×制动器管

摇臂调整螺栓的锁紧螺母

ＬＳＰ和ＢＶ×阀架

负载传感弹簧×１号夹头

负载传感弹簧×负载传感阀

ＬＳＰ和ＢＶ×车架

夹头锁紧螺母

ＬＳＰ和ＢＶ×夹头托架

夹头托架×后桥

６８

６４

１４７

９８

３０

１３

１０

１５

５４

１３

１８

１８

１９

２５

１３

１９

八、转向器系统维修规格

１转向器系统维修技术规格

转向器系统维修技术规格见表２０－１９。

表２０－１９ 转向器系统维修技术规格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极限值

转向柱

转向盘的自由行程

棘爪挡块 记号

１或Ａ

２或Ｂ

３或Ｃ

４或Ｄ

５或Ｅ

２５ｍｍ

１２６５～１２７５ｍｍ

１２５５～１２６５ｍｍ

１２４５～１２５５ｍｍ

１２３５～１２４５ｍｍ

１２２５～１２３５ｍｍ

４０ｍｍ

手动转向机壳

转向齿轮的径向圆跳动误差

小齿轮轴承的预紧力矩 转动时

总预紧力矩 转动时

０１～０２Ｎ·ｍ

０７～１７Ｎ·ｍ

０１５ｍｍ

动力转向

传动带张紧度在９８Ｎ的作用力下

ＲＺＨ系列 新传动带

已用过传动带

ＬＨ系列 新传动带

已用过传动带

传动带张紧度 Ｗ／ＳＳＴ

ＲＺＨ系列和ＬＨ系列 （２ＷＤ） 新传动带

已用过传动带

７～９ｍｍ

８～１２ｍｍ

７５～９５ｍｍ

９～１３ｍｍ

４５～５５ｋｇ
２０～３５ｋｇ

１４５



（续）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极限值

动力转向

ＬＨ系列 （４ＷＤ） 新传动带

已用过传动带

液压油液面最大升高量

在怠速时的油压

转向力矩

转子轴和衬套之间的油隙

叶片至转子槽之间的间隙

叶片 最小高度

最小厚度

最小长度

叶片的长度

转子和凸轮圈上的标记

无

１

２

３

４
流量控制阀弹簧长度

泵的转动力矩

转向和齿条径向圆跳动误差

总预紧力矩 转动时

５５～６５ｋｇ
２５～４０ｋｇ
５ｍｍ

７８４５ｋＰａ

００３～００５ｍｍ

００２５ｍｍ

１４９９９～１５００１ｍｍ

１４９９７～１４９９９ｍｍ

１４９９５～１４９９７ｍｍ

１４９９３～１４９９５ｍｍ

１４９９１～１４９９３ｍｍ

３３～３４ｍｍ

０３Ｎ·ｍ或更小

０７～１３Ｎ·ｍ

５９Ｎ·ｍ

００７ｍｍ

００３５ｍｍ

８６ｍｍ

１４０ｍｍ

１４９９ｍｍ

０１５ｍｍ

锥齿轮传动机壳

１号锥齿轮的预紧力矩 转动时

总预紧力矩 转动时

止推垫圈的厚度 标记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００８～０１５Ｎ·ｍ

０１５～０３９Ｎ·ｍ

１８７５～１９２５ｍｍ

１９２５～１９７５ｍｍ

１９７５～２０２５ｍｍ

２０２５～２０７５ｍｍ

２０７５～２１２５ｍｍ

２１２５～２１７５ｍｍ

２１７５～２２２５ｍｍ

２转向器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转向器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见表２０－２０。

表２０－２０ 转向器系统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转向柱

转向盘固定螺母

转向柱管×车身 螺栓

螺母

万向节

３４

１８

２１

３５

２４５



（续）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上柱管×下柱管

转向信号架

倾斜棘爪固定螺母

压缩弹簧固定螺栓

倾斜杠杆护板固定螺母

７９

７９

５９

７９

４９

手动转向机壳

２号万向节护罩卡夹的固定螺栓

万向节护罩卡夹的固定螺栓

万向节护罩固定螺栓

转向机壳固定螺栓

转向横拉杆×转向节臂

１号和２号护板

齿条尾端×齿条

小齿轮轴承调整螺钉的锁紧螺母

齿条导套弹簧帽的锁紧螺母

转向横拉杆尾端的锁紧螺母

４９

４９

１１

９５

９１

１１

７１

６９

５６

８８

动力转向 （ＰＳ泵）

管接头螺栓

空气控制阀

储液箱固定螺栓

带轮固定螺母

冷却风扇 （ＬＨ系列／２ＷＤ）

ＰＳ泵×托架

（ＲＺＨ系列）

（ＬＨ系列／２ＷＤ） 螺栓

螺母

（ＬＨ系列／４ＷＤ） 贯穿螺栓

调整螺栓

压力口管接头

吸入口管接头

前壳体×后壳体

５９

３６

１２

４３

２１

５８

４８

６４

６４

４８

６９

１３

１７

动力转向 （ＰＳ转向机壳）

齿轮传动机壳固定螺栓或螺母

转向横拉杆×转向节臂

万向节

压力和回油管道

压力和回油管道卡夹×齿轮转向机壳

ＬＨ差速器支承托架 长螺栓

短螺栓

差速器支承护板

转向压力管

９５

９１

３５

４４

１２

１４３

９５

１３

２０

３４５



（续）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控制阀壳体×齿条壳体

轴承导向螺母

齿条导套弹簧帽锁紧螺母

缸端限位螺套

齿条尾端×齿条

转向横拉杆尾端锁紧螺母

１８

２５

５６

７８

８８

８８

锥齿轮转向机壳

锥齿轮转向机壳×托架 前螺栓

后螺栓

万向节

调整螺钉锁紧螺母

壳体盖板

支承板×锥齿轮转向机壳

调整螺栓锁紧螺母

４４

３９

３５

８７

７８

７８

１０

九、车身维修规格

车身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车身零件旋紧力矩规格见表２０－２１。

表２０－２１ 车身零件旋紧力矩规格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座位

前面双座车型

座垫×座位调节器

座位导轨×车身

前面ＬＨＤ３座车身

座位导轨×车身或发动机罩

座垫 （中间座位）×发动机罩

后面３／６座车型

座位腿×车身

座位靠背限位器×车身

座位锁紧闩眼×车身

后面第４排３座车型

座位锁紧闩眼×车身

分隔板托架×车身

座位腿×车轮壳

后面１２座车型

座位腿×车身

后座位×加座

后面１５座车型

座位腿×车身

后面座位×加座

３９

３９

３９

２５

２５

１９

３９

３９

３９

３９

３９

１９

３９

１９

４４５



（续）

被旋紧的零件 旋紧力矩／Ｎ·ｍ

座位安全带

前面座位安全带

前面座位外侧安全带×车身

前面座位内侧安全带×车身

安全肩带固紧板×车身

前面中间座位安全带×车身

安全带搭扣架×座垫

后面座位安全带

后面座位外侧安全带×车身

后面座位内侧安全带×车身

后面座位紧固件×车身

４３

４３

４３

４３
（１９）

４３

３９

３９

燃油箱和管路

油箱×车身

放油塞

燃油箱下注油管×油箱

燃油箱注油管 上面

下面

汽化通气管×油箱

输油泵×油箱

燃油通气管×油箱

输油泵油管×油箱

１９

６４

２９

５９

１１

５４

２９

１５

５４

十、底盘润滑油类规格

底盘润滑油类规格见表２０－２２。

表２０－２２ 底盘润滑油类规格表

项目
容量

Ｌ
分类等级

手动变速器油

２ＷＤ（４速）

２ＷＤ（５速）

４ＷＤ

２４

２２

２６

ＡＰ１分类ＧＬ或ＧＬ－５、

ＳＡＥ７５Ｗ－９０

自动变速器油

净加入

放出后再加入

６５

２４

ＡＴＦＤＥ×ＲＤＮⅡ

分动器油 １２ ＡＰ１分类ＧＬ－４或ＧＬ－５、ＳＡＥ７５Ｗ－９０

差速器油

前 （４ＷＤ） １６ ＡＰ１分类ＧＬ－５
高于－１８℃

ＳＡＥ－９０
低于－１８℃

ＳＡＥ８０Ｗ 或８０Ｗ－９０

５４５



（续）

项目
容量

Ｌ
分类等级

差速器油

后 Ｗ／ＯＬＳＤ ２２ ＡＰ１分类ＧＬ－５
高于－１８℃

ＳＡＥ－９０
低于－１８℃

ＳＡＥ８０Ｗ 或８０Ｗ－９０

Ｗ／ＬＳＤ ２２ ＬＳＤ用ＡＰ１分类ＧＬ－５
高于－１８℃

ＳＡＥ－９０
低于－１８℃

ＳＡＥ８０Ｗ 或８０Ｗ－９０

动力转向器油

齿轮箱 １０
ＡＴＦＤＥ×ＲＯＮⅡ

制动油 — ＳＡＥＪ１７０３或ＦＭＶＳＳＮｏ１１６ＤＯＴ３

第二节 标准螺栓旋紧力矩

一、确定螺栓强度

螺栓确定的强度见表２０－２３。

表２０－２３



确定螺栓强度表


































类别 记号 级别 类别 记号 级别

六角头螺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４Ｔ

５Ｔ

６Ｔ

７Ｔ

８Ｔ

９Ｔ

１０Ｔ

１１Ｔ

无记号

４Ｔ

六角凸缘螺栓

Ｗ／垫圈

六角头螺栓

无记号

４Ｔ

六角头螺栓

二条凸出线

５Ｔ

六角凸缘螺栓

Ｗ／垫圈

六角头螺栓

二条凸出线

６Ｔ

六角头螺栓

三条凸出线

７Ｔ

６４５





（续）




























类别 记号 级别 类别 记号 级别

六角头螺栓

四条凸出线

８Ｔ

双头螺栓 ４Ｔ

双头螺栓 ６Ｔ

焊接螺栓 ４Ｔ

二、标准螺栓规定的旋紧力矩

标准螺栓规定的旋紧力矩见表２０－２４。

表２０－２４ 标准螺栓规定的旋紧力矩表

级别
直径／

ｍｍ

螺距／

ｍｍ

规定力矩

六角头螺栓 六角凸缘螺栓

Ｎ·ｍ Ｎ·ｍ

４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５

１５

５

１２５

２６

４７

７４

１１５

６

１４

２９

５３

８４
—

５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５

１５

６５

１５５

３２

５９

９１

１４０

７５

１７５

３６

６５

１００
—

６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５

１５

８

１９

３９

７１

１１０

１７０

９

２１

４４

８０

１２５
—

７４５



（续）

级别
直径／

ｍｍ

螺距／

ｍｍ

规定力矩

六角头螺栓 六角凸缘螺栓

Ｎ·ｍ Ｎ·ｍ

７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５

１５

１０５

２５

５２

９５

１４５

２３０

１２

２８

５８

１０５

１６５
—

８Ｔ

８

１０

１２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２９

６１

１１０

３３

６８

１２０

９Ｔ

８

１０

１２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３４

７０

１２５

３７

７８

１４０

１０Ｔ

８

１０

１２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３８

７８

１４０

４２

８８

１５５

１１Ｔ

８

１０

１２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４２

８７

１５５

４７

９７

１７５

８４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