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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的发展史

• 1766年英国人瓦特（watt）发明了
蒸汽机，引起了世界工业革命

• 1810年，英美等国先后完成了田间
犁作的蒸汽式履带拖拉机，1870年
成为商品

• 1890~1900年达到鼎盛时期



拖拉机的发展史

• 1876年英国人奥托研制发明了内燃
机

• 1900年内燃机配装拖拉机成功

• 1910~1924年小型后轮驱动无架式
轮拖应用



拖拉机的基本知识

• 拖拉机的分类

• 拖拉机的组成



拖拉机的分类

• 按用途分

• 农用：田间作业；固定作业

• 林业用：集材；运输；造林；喷药

• 工业用：推、松土；铲运、开挖；
平地、修路



拖拉机的分类

• 按结构分

• 手 扶 式：小型

• 轮 式：小、中、大、特大型

• 履 带 式：小、中、大、特大型

• 船 式：小、中型

• 自走底盘式：小、中型



拖拉机编号规则

• ①品牌代号：东方红

• ②功率代号：30、80、100、120

• ③型式代号：0-后轮；1-手扶；

2-履带；3-三轮；4-四轮驱动

• ④功能结构代号：G-工业；C-船；

Q-汽车；K-宽轮距、宽履带

• ⑤ 区别标志：结构改进



拖拉机编号规则

• 东方红---1204的意义

• 洛阳一拖产，东方红牌，120马力，
四轮驱动的轮式拖拉机

• 东方红---1202的意义？



拖拉机的组成

• 发动机

• 底盘

• 电气仪表



发动机知识
• 热力机（热机）

• 风力机

• 太阳能机

• 潮汐机

• 水利机



热机
• 蒸汽机（外燃机）

• 汽油机（内燃机）

• 煤油机（内燃机）

• 柴油机（内燃机）

• 气轮机（蒸汽轮机、燃气轮机）

• 喷气机（燃油喷射机）



发动机
• 热机：由燃料燃烧，产生热能，转
化成机械功的机器

• 外燃机：燃料在外部燃烧，内部介
质吸收热量，转化成机械功的机器

• 内燃机：燃料在内部燃烧，产生热
能，转化成机械功的机器



柴油机的类型
• 按工作循环分：二冲程、四冲程

• 按进气方式分：自然吸气、增压

• 按缸数分：单缸、双缸、多缸

• 按气缸排列分：直列、V、W、X、星
型

• 按曲轴数目分：单轴、双轴、多轴



柴油机的类型
• 按曲轴转速分：低、中、高速

• 按用途分：汽车、火车、工程车辆、
船、飞机、发电、农用机械

• 按功率分：小、中、大、特大

• 从5~30PS；30~100PS；100~1000PS；
1000~60000PS



柴油机动力装置的特点

• 尺寸小，重量轻

只占蒸汽机重量的1/10

• 油耗低

蒸：>320g/kWh

柴：<260 g/kWh



柴油机动力装置的特点

• 启动性能好

蒸：30分钟以上

柴：数秒钟即可

• 操纵性能良好

• 可靠性不如蒸汽机(故障率高）

• 振动和噪音大



柴油机有关名词

• 燃烧室容积——活塞在上止点时与
缸盖、缸套包围的空间

• 工作容积——活塞在下止点到上止
点所扫过的空间（排量）

• 气缸总容积——活塞在下止点时与
缸盖、缸套包围的空间



柴油机有关名词

• 上止点——活塞向上运动的最高点

• 下止点——活塞向下运动的最低点

• 缸 径——气缸的内径

• 冲 程——活塞由上（下）止点运行到
下（上）止点的行程

• 压缩比——气缸总容积与燃烧室容积之
比。反映气体被压缩的程度



柴油机的组成

• 一、机体部件

• 功用：构成柴油机的骨架，支撑和
固定各机构、各系统及附件

• 结构：缸体（主轴承）、缸盖，用
高强度铸铁铸造，与缸套组成水套；
与油底壳组成曲轴箱





柴油机的组成

• 二、燃烧室组件

• 功能：构成柴油机的心脏，承受
高温、高压燃气的冲击；承受较
大的温差应力；为活塞导向；承
受交变的侧推力

• 组成：缸盖、缸套、活塞、气缸
垫





柴油机的组成

• 三、动力传递（曲柄连杆机构）组件

• 功用：完成工作循环，将燃气的热能
转变成机械能，变活塞的往复运动为
曲轴的旋转运动，通过飞轮对外作功

• 组成：活塞、连杆、曲轴、飞轮





柴油机的组成

• 四、进、排气系统

• 功用：排除废气，供给柴油机所
需的新鲜空气

• 组成：

进气管、空气滤器、进气阀、
排气阀、排气管、消音器



柴油机的组成

• 五、配气机构

• 功用：根据柴油机各缸的工作顺序，
依次、定时打开或关闭进、排气门，
保证进气充足排气干净

• 组成：正时齿轮、凸轮轴、气门组、
摇臂、顶杆等





柴油机的组成

• 六、供油系统

• 功用：储存、滤清和输送柴油，
并按照柴油机负荷变化的需要，
将清洁的柴油定时、定量并以
良好的雾化状态供给柴油机



柴油机的组成

• 六、供油系统

• 组成：油箱、低压油管、沉淀
杯、输油泵、滤清器、喷油泵、
高压管、喷油器



柴油机的组成

• 七、润滑系统

• 功用：将足够量的清洁润滑油，连续
不断地，以压力润滑和飞溅润滑的方
式，输送到柴油机各需要润滑零件的
表面，以减少磨损、降低阻力、冲走
磨、冷却零件表面、延长使用寿命，
保证柴油机的正常运转



柴油机的组成

• 七、润滑系统

• 组成：集油池、滤网、机油泵、滤
清器、散热器、油管、油道、机油
压力表、机油温度表等



柴油机的组成

• 八、冷却系统

• 功用：有控制地冷却柴油机，
使柴油机在一个适当的温度范
围内有效的工作

• 组成：水泵、风扇、风扇皮带、
节温器、散热器、水管







柴油机的组成

• 九、启动系统

• 功用：在柴油机处于静止状态
需要工作时，带动曲轴旋转并
达到柴油机启动所需的转速，
使柴油机自行“着火”，实现
柴油机独立运转



启动方式

• ⑴人力启动：人力+摇把

• ⑵副机启动：手拉绳+汽油机

• ⑶电启动：电启动机直接启动

• ⑷二级电启动：电机+副机启动

• ⑸ 压缩空气启动：通过压缩空气
推动活塞，带动曲轴旋转



内燃机型号的意义

• 首部

• 系列代号：如：东方红、LR

• 换代代号：

• 企业代号：如：YT



内燃机型号的意义

• 中部

• 缸数代号：4—四缸、6—六缸

• 气缸布置：无—直列、V—V型

• 冲程代号：无 — 四冲程

E — 二冲程

• 缸径代号：100、105、125mm



内燃机型号的意义

• 后部

• 结构代号：F—风冷、无—水冷、

Z—增压

• 用途特征： Q — 汽车、 C — 船用

L — 林业、T — 拖拉机

G — 工程、Y — 农运输、



内燃机型号的意义

• 东方红—4125G4的意义

• 东方红---一拖“东方红”牌

• 4---四缸 （ 直列 水冷 ）

• 125---125mm缸径

• G---工程机械用柴油机

• 4---改进型



内燃机型号的意义

• 东方红-LR6105T8柴油机

• LR — 洛阳-里卡多

• 6 — 6个气缸

• 105 — 105mm缸径

• T — 拖拉机用

• 8 — 第八种变形



柴油机与拖拉机的匹配

• 东- 70T配置4125G3型柴油机

• 东- 802配置4125A4型柴油机

• 东- 902配置YT4130型柴油机

• 东-1002配置LR6105T8型柴油机

• 东-1202配置LRC6105型柴油机



发动机的效率
• 外燃机：15~20%，能耗高

• 内燃机：30~48%

• 气轮机：15~30%



柴油机的效率
• 高速机：34~37%

• 中速机：36~40%

• 低速机：38~45%



柴油机工作原理

• 燃烧三要素（必要条件）

• 燃料

• 空气

• 温度



柴油机工作原理

• 柴油机是内燃机的一种类型

• 热与功的转换

• 工作时，柴油喷入燃烧室，燃烧产
生热能，燃烧的气体膨胀，产生高
温高压，推动动力传递组件输出机
械功



四冲程柴油机工作原理

• 进气行程（冲程）：充入新气

• 压缩行程（冲程）：增温喷油

• 作功行程（冲程）：燃烧升压

输出功率

• 排气行程（冲程）：排除废气



柴油机工作原理

• 燃烧室组件（柴油机的心脏）

缸盖、缸套、活塞组成燃烧室

• 动力传递组件（输出动力）

活塞、连杆、曲轴、飞轮



一、进气冲程

• 排气门关闭，进气门打开，活塞
从上止点向下止点移动，气缸容
积增大，形成真空，吸入空气

• 活塞到达下止点，进气完毕，进
排气门关闭

• 缸内气压：0.8~0.9kg/cm2

• 缸内温度：30~500C



二、压缩冲程

• 进、排气门均关闭，活塞从下
止点向上止点移动，气缸容积
减小，新鲜空气被压缩

• 活塞到达上止点时

• 缸内气压：30~50kg/cm2

• 缸内温度：350~4500C



三、作功冲程

• 在压缩行程之末，喷入柴油，柴油
遇到高温高压气体蒸发、混合，达
到柴油的自燃点温度即发火燃烧，
产生热能

• 缸内气压：45~100kg/cm2

• 缸内温度：1600~22000C



三、动力冲程

• 活塞在高温高压气体的作用下，由
上止点冲向下止点，气缸容积增大，
气压、温度逐渐降低

• 动力冲程之末

• 缸内气压：3~6kg/cm2

• 缸内温度：600~9000C



四、排气冲程

• 进气门关闭，排气门打开，活
塞从下止点向上止点移动，废
气排除

• 活塞到达上止点，排气完毕缸
内气压：1~3kg/cm2

• 缸内温度：100~1500C



柴油机热能转化机械功的过程

• 柴油在燃烧室内燃烧，使气缸内的
压力升到：45~100kg/cm2，作用在

活塞顶上，活塞经连杆推动曲轴转
动，由飞轮向外输出动力

• 飞轮的作用：储存和释放能量



柴油机的效率

• 燃料 燃烧 热能 膨胀 机械功

• 提高柴油机的效率

• ①设计先进流畅的进、排气通道

• ②提高运动件的加工精度

• ③选用好的辅助机械



热能的损失

• 排气损失：废气带走25~40%

• 冷却损失：冷却带走15~30%

• 摩擦损失：摩擦阻力10~15%

• 泵气损失：进排气阻力

• 辅助机械：泵、发电机等1.5~3%

• 其他损失：燃烧不完全、漏气等



提高柴油机功率的途径

• 柴油机的功率：

• Ne=Pe • Vc • n • i/0.9（kg•m/s）

• Pe — 平均有效压力

• Vc • I — 总排量

• n — 柴油机转速

• s — 秒



提高柴油机功率的途径

• 提高平均有效压力Pe受振动、
强度限制，不宜过高

• 转速 n的提高，影响扭矩输出
（增速降扭）

• 总排量Vc • I的提高相对简单

• 从缸径、行程增大最有效



提高柴油机功率的途径

• 结论：在不改变柴油机的主要结构
的情况下，采取

• ①扩 缸——增大容积

• ②增大冲程——增大容积

• ③增 压——提高空气密度

• 是提高柴油机功率的有效途径



提高柴油机功率的途径

• LR100系列柴油机

• 缸径从100mm提高到105mm，容
积增大0.6L，功率提高了20PS

• 冲程从125mm增加到135mm，容
积增大0.52L，功率提高了20PS

• L=Fι =π r2ι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一、传动系

• 功用：减速增扭、变速变扭、改变
扭矩传递平面，切断和结合动力

• 组成：主离合器、万向传动装置、
变速箱、后桥、最终传动装置等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1、主离合器

• 功用：

• 接合发动机动力，保证拖拉机平稳
起步

• 切断发动机动力，实现挂挡、换挡
和暂时停车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1、主离合器

• 功用：

• 遇到超负荷冲击时，被迫打滑，保护
传动系的各零件不被损坏

• 实现动力输出轴的接合或分离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主离合器组成

• 主动部分、从动部分、压紧分离机
构、操纵机构

• 主离合器采用

碟簧压紧，摩擦片磨损后压紧力不
减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2、万向传动装置

• 功用：

• 连接主离合器和变速箱，并传递扭矩

• 保证离合器轴与变速箱第一轴轴线偏
移和倾斜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 吸收传动系统的冲击、震动和噪声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3、变速箱

• 功用：

• ①变速变扭

• 在发动机转速不变的情况下，通过
换挡，改变速比，实现拖拉机的变
速变扭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3、变速箱

• ②实现前进、后退和停车

• 通过排挡，实现拖拉机的前进、倒
退，为柴油机顺利启动、在不熄火
的情况下使拖拉机停车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3、变速箱

• 结构

• 变速箱壳体、轴、齿轮、换挡机构、
自锁机构、互锁机构、联锁机构等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4、后桥

• 功用

• 降速增扭，改变动力传递900的方
向

• 实现转向和制动

• 实现坡道停车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4、后桥

• 结构

• 后桥壳体、中央传动、转向离合器、
制动器、转向操纵机构等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5、最终传动装置

• 功用：进一步降速增扭，使驱动轮
的转速和驱动力满足拖拉机作业要
求

• 组成：主、从动齿轮、后轴、齿轮
室、驱动轮轮毂、驱动轮等



东-1002/1202型拖拉机的特点

• 边减采用简支梁结构，结构
更加合理

• 克服了“悬臂梁”轴的变形，
解决了齿轮转动啮合点变化
导致的打齿问题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二、行走系（与轮拖完全不同）

• 功用：支撑拖拉机的重量；把驱动轮
上的驱动力矩变为拖拉机工作所需的
牵引力，保证拖拉机的行驶

• 组成：导向轮、支重台车、托带轮、
履带、车架等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1、支重台车 功用：

• ①支撑拖拉机的重量

• ②保证支重轮在履带上滚动，防止履
带横向滑脱

• ③承受拖拉机行驶中的冲击

• ④在拖拉机转向时，迫使履带在地面
上滑移而实现转向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1、支重台车

• 结构：

• 内、外平衡臂、摆动轴、大、小弹
簧、支重轮和支重轮轴

• 注：1002/1202用一根加粗的大弹
簧替代了一大、一小弹簧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2、托带轮

• 功用：

• 托住导向轮和驱动轮上部的履带

• 减轻履带运动时的跳动

• 防止履带的侧向滑脱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2、托带轮

• 结构：

• 托带轮、托带轮轴、密封装置

• 注：1002/1202采用了可拆卸的橡
胶轮缘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3、导向轮和张紧装置

• 功用：引导行驶，拖拉机越障时缓
解冲击，调节履带的张紧度

• 结构：轮毂、导向轮、密封装置、
张紧装置、拐轴、支撑轴承等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4、履带

• 功用：减少拖拉机质量对地面的压
力，提高拖拉机的通过能力，在驱
动轮的卷绕下推动拖拉机行驶

• 结构：由两条履带，每条由43根履
带销将43快履带板连接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5、车架

• 功用：用来安装发动机、传动系、
行走系，使拖拉机成为一个整体

• 结构：由左、右大梁、前梁、前、
后横梁、后托架和后轴焊接、铆接、
螺栓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框架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5、车架

• 东-802左右大梁由2根槽钢制成

• 东-802X/802Q左右大梁由槽钢增焊
钢板加固成箱型断面

• 东-1002/1202采用半架式箱型断面
全焊接车架



轮式拖拉机的车架

• 小四轮为半架式

• 大轮拖为无架式

• 东-1000为有架式



轮式拖拉机的前桥

• 前桥

• 功用：支撑前部质量，保证行驶

• 结构：前梁、前轮、纵、横拉杆、
转向臂



轮式拖拉机的车轮

• 车轮

• 功用：

• ①承受拖拉机的全部质量

• ②保证拖拉机可靠的行驶

• 结构：轮胎总成、轮辋、轮毂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三、转向系

• 功用：用以减少或切断一侧动力，
并加以制动，形成不同转向的力矩，
来改变和校正拖拉机行驶方向，实
现转向

• 组成：转向离合器、操纵机构



东-1002/1202型拖拉机的特点

• 转向机构采用

• 液压助力

• 机械助力

• 使操作省力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1、转向离合器

• 转向离合器装在中央传动和边减之
间，能够传递较大的扭矩

• 采用多片、干式、常结合式

• 组成：主动部分、从动部分、压紧
机构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2、操纵机构

• 由转向杆、推杆、分离杠杆、分离
轴承等组成

• 轮式拖拉机转向机构由：方向盘、
蜗轮蜗杆（方向机）、纵横拉杆等
控制拖拉机的行驶方向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四、制动系

• 功用：减速、紧急刹车、坡道或平地
停车、协助转向等

• 结构：制动器、操纵机构

• 东-802采用单边拉紧带式制动器

• 东-1002/1202采用双向拉紧浮式制动器



轮式拖拉机的制动器

• 小四轮的制动器采用蹄式制动器

• 中轮拖采用蹄式或湿式制动器

• 大轮拖采用蹄式（气或液压）制动
器的方式

• 结构：踏板、套管（油管、气管）、
摇臂、拉杆、凸轮摇臂等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五、工作装置

• 功用：把拖拉机的动力传给农具，
完成田间、运输、固定作业

• 组成：牵引装置、动力输出轴、液
压悬挂系统等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1、牵引装置

• 功用：连接各种牵引式农机具和拖
车

• 组成：由牵引板、牵引叉、牵引销
和牵引板支座等组成

• 轮式：牵引架、牵引叉、牵引销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2、动力输出轴

• 功能：用来驱动旋耕机、播种机、
施肥机、喷雾机、收割机、粉碎机、
脱壳机、磨面机、发电机等

• 结构：由变速箱的倒挡轴、爪式联
轴节、拨叉、拨杆传动轴等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2、动力输出轴

• 东—802为非独立式，540r/min

• 东-1002/1202用户可以选装独立式

（有一个副离合器，空心轴经变速
箱、后桥传出）或非独立式动力输
出轴540r/min；1000 r/min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3、液压悬挂系统

• 功用：连接农机具；控制、升降农
机具的位置，实现液压输出和给驱
动轮增重等

• 组成：由液压系统和悬挂机构组成



履带拖拉机的底盘

• 3、液压悬挂系统

• 液压系统：由齿轮泵、分配器、油
缸、油箱和连接油管组成

• 悬挂机构：由左右支架、上下轴、
左右提升臂、左右斜拉杆、左右纵
拉杆、中央拉杆和限位链组成



电器仪表

• 功用：

• 用于拖拉机的启动、照明、发动机
工况监视、通风、采暖等



电器仪表组成

• 电源部分：发电机、电压调节器、电
瓶等组成

• 用电部分：启动电机、照明、通风、
采暖、辅助电器等组成

• 仪表部分：由电流表、水温表、机油
压力表、机油温度表、油、水温度传
感器、机油压力传感器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