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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风朝阳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 1960 年建厂，原名朝阳农机厂，坐落于辽西古城—朝阳市，以生

产农机配件和农机试验设备为主。1973 年转产农用柴油机，更名为朝阳柴油机厂。1993 年 4 月 26 日

加入东风汽车公司，成为东风汽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更名为东风朝阳柴油机公司。2001 年 9 月实

行债转股，成立东风朝阳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朝柴已成为我国定点生产车用

柴油机的重点骨干企业，国家大一型企业，国家二级企业。  

朝柴于 1979 年开发出中国第一台高速直喷式车用柴油机--6102Q 型柴油机。经过二十多年开发

研制，目前产品有 4100、4102、4105、6102、6105、6110、QD32、4D47、6D78、NGD3.0 十大系列，

包括自然吸气、增压、增压中冷、电控单体泵、电控高压共轨，近 2000 个变型品种。现在为东风汽

车公司、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南汽等 100 多家汽车制造企业配套柴油机发动机。朝柴产品具有体

积小、重量轻、功率大、排放低、噪声小等特点，排放指标全部达到欧 II 标准，新开发产品达欧 III

标准，有"绿色动力"的美誉。近年来，朝柴 4102、4105 系列柴油机依靠其性能和质量优势，成为各

汽车厂配套首选动力，出口或随车出口到缅甸、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土耳其等二十几个国家和

地区。朝柴在全国设立了 26 个办事处和配件中转库，669 家服务中心（站），24 小时为用户提供快速、

周到、满意的服务。朝柴的质量体系于 1997 年通过了 ISO9001 标准认证，2005 年通过 TS16949 体系

认证，实现了质量管理与国际标准接轨。朝柴"CY"商标为辽宁省著名商标，为国家级"重合同、守信

用"单位。 

为充分发挥朝柴机器的卓越品质，让朝柴的顾客放心满意，特编写此维修手册，供公司营销人员

了解、掌握产品的技术特点和应用；供公司维修服务人员产品知识与维修技能学习与培训；供顾客维

护、修理时参考。 

本手册的主要内容如下： 

——柴油机基本构造与作用 

——柴油机性能参数与特性曲线 

——柴油机各主要零部件技术规格、配合尺寸与紧固技术参数 

——柴油机拆装、修理工艺 

——柴油机使用与保养 

——柴油机故障诊断与排除 

本手册所提供的技术数据及说明均以现产品为准。随着技术发展及用户的要求，其结构不断完善。

因此本手册有关内容可能与今后产品有不符之处，特提请使用者注意，如有问题可致电本公司或用网

络直通车登陆本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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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1、CY4102-C3 电控高压共轨系列柴油机主要性能指标 

指标 
项目 单位 

4102-C3C 4102-C3D 4102-C3E 4102-C3F 4102-C3G
额定功率 kW/Ps 88/120 80/109 75/102 70/95 63/86 
额定转速 r/min 2800 2800 3000 3200 3200 
全负荷最低

燃油消耗率 g/kW.h < 210 < 210 < 212 < 215 < 215 

最大扭矩  N.m 345 300 265 235 210 
最大扭矩转

速 r/min 1400-1800 1400-1800 1400-1800 1400-1800 1400-1800

机油消耗率 g/kW.h <0.3 <0.3 <0.3 <0.3 <0.3 
涡前排气温

度 °C 680 680 680 680 680 

机油燃油消

耗 
百分比 

% <0.3 <0.3 <0.3 <0.3 <0.3 

排放指标 国Ⅲ 
噪声指标 
（声功率级） 

dB （A） <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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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Y4102-C3 系列柴油机全速全负荷速度特性曲线 

 
CY4102-C3C 型柴油机总功率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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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4102-C3D 型柴油机总功率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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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4102-C3E 型柴油机总功率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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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4102-C3F 型柴油机总功率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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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4102-C3G 型柴油机总功率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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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柴油机的主要零部件和系统简介 

柴油机是由许多机构和系统组成的复杂机器。一般由机体组件、气缸盖组件、曲

柄连杆机构、配气系统、燃料供给系统、润滑系统、冷却系统及其它辅助系统等构成。 

    机体与气缸盖—它们构成了柴油机的骨架，所有运动件和辅助系统都安装在它们

身上。它们本身上有许多空腔、孔道供冷却水和润滑油流过，缸盖上还铸出气道供进

排气之用。机体采用龙门式、干缸套结构。 

    曲柄连杆机构—其作用是将活塞在气缸内的直线往复运动转变为曲轴的旋转运

动，将作用于活塞上的燃气压力转变成曲轴的转矩，再向汽车底盘输出。曲柄连杆机

构包括活塞组、连杆组、曲轴飞轮组等组成。 

配气系统—按一定的要求，定时排除废气，吸人新空气。主要由气门组、传动组

(包括定时齿轮、凸轮轴、挺柱、推杆、摇臂轴与摇臂等)、进排气管、滤清器、增压

器等组成。它的动力来源是惰轮齿轮与曲轴前端齿轮啮合，惰轮与凸轮轴齿轮啮合，

使凸轮轴齿轮运转，凸轮轴齿轮转速为曲轴转速的一半。 

    燃料供给系统—按一定要求，定时、定量、以高压力向燃烧室内喷入燃料，并保

证燃料与空气能迅速混合、满足燃烧过程的需要。它的工作好坏，对柴油机的性能有

着重要影响。燃料供给系统由燃油箱(装在车上、发动机本身不带)、输油泵、柴油滤

清器、喷油泵、轨道、高低压油管和喷油器组成。 

    润滑系统—其作用是将润滑油(机油)送到柴油机各运动件的摩擦表面以及有关部

位，起减磨、冷却、净化、密封、防锈等作用.从而保证柴油机的正常工作并延长使用

寿命.它主要由油底壳、机油泵组、机油滤清器和机体等件上的润滑油道、阀门等组成.

还增加了机油喷嘴向活塞底部喷射以冷却活塞。 

    冷却系统—冷却系的作用是将受热零件所吸收的多余热量及时传导出去，以保证

柴油机工作时温度正常、不致过热或过冷而影响柴油油机正常工作。本柴油机采用的

是强制闭式循环水冷却系统，主要由散热器(车载)、风扇、水泵、节温器及机体和气

缸盖内冷却水套等组成。 

    其它辅助系统—包括起动、发电、制动等。起动是由起动机来完成，使柴油机在

外力作用下，从静止转动到一定转速，使之实现着火燃烧而转为自动运转。起动机安

装在柴油机后侧，与飞轮上的齿圈相接，一旦接通 24V 电源，起动机驱动齿轮将插入

该齿圈从而带动飞轮转动.柴油机上还装有磁电式发电机，由主轴前端皮带轮通过皮带

来带动.为柴油机（车）工作时提供所需电能，多余电能储存在车载的蓄电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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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柴油机主要零部件技术规格、配合与紧固技术参数 

1．整机 

项    目 基    准 修理/磨损限度* 备    注 

最高空车转速（r/min） ＜110%标定转速   机油 70～80℃ 

转速（r/min） ≤750 r/min   稳定运转 
怠速 

机油压（kPa） ≥118   机油 70～80℃ 

开  启 上止点前 18.5°   
进气门 

关  闭 下止点后 40.5°   

开  启 下止点前 71.7°   

配 

气 

正 

时 

 排气门 
关  闭 上止点后 23.7°   

以曲轴转角计 

气门间隙（进、排）(mm) 0.4 
＜0.3

＞0.4
 冷态 

压缩余隙（上止点活塞与

气缸盖底面距离，mm） 
0.9～1.1    

*   修理是指经修复、调整可达到要求；磨损是指不可修理，必须更换。 修理、

磨损限度与基准一致时，不再列出，以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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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体与内部组件 

2.1 装配基准                                                       单位（mm） 

序号 
项    目 基    准 

修理/磨 

损限度 
备    注 

机体缸套孔内径 
φ105.000 

～φ105.030 

 

1 

气缸套外径 φ105.020～φ105.050  

过 盈 配 合

-0.01～0.030

分三组，同组

相配 

机体缸套台肩坑深度 
4.00～4.04   

2 

气缸套台肩厚度 
4.09～4.12  

凸出高度

0.05～0.12

气缸套孔内径 φ102.020～φ102.060 
φ102.2, 

3 

活塞裙部大径 φ101.910～φ101.950 
 

间 隙 配 合

0.10～0.12 

分四组，同组

相配 

活塞销孔内径 φ35.003～φ35.010 
4 

活塞销直径 φ34.995～φ35.000 

 间隙配合 

0.003～0.015 

连杆衬套内径 φ35
 +0.030 

 +0.015  

5 

活塞销直径 φ35
 0   

-0.005 

间隙 

0.07 间 隙 配 合

0.015～0.035

第一气环环槽宽度 

（φ99 圆柱面上） 
2.765±0.015 

6 
第一气环厚度 

（φ99 圆柱面上） 
  2.603

 +0.002 

 -0.043  

间隙 

0.20 

双面梯形环 

第二气环环槽宽度 2.5
+0.06 

+0.04  

7 

第二气环厚度 2.5
-0.01 

–0.03 

间隙 

0.15 

间 隙 配 合

0.05～0.085 

油环环槽宽度 4
+0.04 

+0.02  

8 

油环厚度 4
  0 

-0.025 

间隙 

0.15 

间 隙 配 合

0.03～0.065 

凸轮轴衬套内径 φ56
+0.03 

 0  

9 

凸轮轴轴径直径 φ56
-0.03 

-0.06  

间隙 

0.15 

间 隙 配 合

0.03～0.09 

 

凸轮轴定位径长度 5
+0.078 

+0.030  

10 
凸轮轴止推片厚度 5

-0.060 

-0.090  

间隙 

0.20 

间 隙 配 合

0.09～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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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序号 
项    目 基    准 

修理/磨 

损限度 
备    注 

机体挺柱孔内径 φ28
+0.021 

 0  
11 

挺柱外圆直径 φ28
–0.040 

–0.061  

间隙 

0.15 间 隙 配 合 

0.040～0.082

惰轮轴套孔内径 φ45
+0.025 

 0  

12 
惰轮轴直径 φ45

-0.025 

-0.050  

间隙 

0.2 间 隙 配 合 

0.025～0.075

惰轮轴定位长度 26
+0.052 

 0  
13 

惰轮厚度 26
-0.065 

-0.117  

间隙 

0.25 间 隙 配 合 

0.065～0.169

机体主轴孔内径 φ85
+0.022 

 0  

主轴瓦厚度 2.5
+0.010 

 0  
14 

 

曲轴主轴径直径 φ80
-0.065 

-0.084  

轴与瓦 

间隙 

0.15 

曲轴允许修磨掉

0.5，1.0 两档，

此 时 轴 瓦 加 厚

0.25，0.5。 

曲轴第四主轴径档宽 34
+0.039 

 0  

止推片厚度 2.5
-0.025 

-0.050  15 

机体第四主轴承座宽度 29
-0.065 

-0.117  

间隙 

0.4 
曲轴轴向间隙

0.115～0.256

连杆大头孔内径 φ68
+0.019 

 0  

连杆轴瓦厚度 2
+0.010 

 0  16 

曲轴连杆轴径直径 φ64
-0.060 

-0.079  

轴与瓦 

间隙 

0.15 可修磨连杆轴径

17 第一气环开口间隙 0.30～0.45 
1.5 装入缸内时 

18 第二气环开口间隙 0.60～0.80 
1.5 装入缸内时 

19 油环开口间隙    0.25～0.55 
1.5 装入缸内时 

20 曲轴齿轮与惰齿轮侧隙 0.10～0.18 0.35 
 

21 惰齿轮与凸轮轴齿轮侧隙 0.12～0.21 0.35 
 

22 惰齿轮与喷油泵齿轮侧隙 0.12～0.21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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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紧固数据 

项    目 扭紧力矩（N·m） 备    注 

主轴承螺栓 216～235  

连杆螺栓 118～127  

飞轮螺栓 196～216  

飞轮壳螺栓 127～147  

凸轮轴齿轮压紧螺栓 108～118  

曲轴前端螺母 392～441  

主油道稳压阀 29～39  

油底壳放油螺栓 70～90  

M6 8～10  

M8 18～23  

M10 32～42  

M12 55～70  

M14 90～110  

其它螺纹紧固件 

M16 140～170  

 

空心螺钉扭矩值： 
规格 扭矩值（N.m） 
M16 35-40 
M14 30-35 
M12 25-30 
M10 20-25 
M8 15-20  
M6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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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缸盖及组件  

3.1 装配基准 

序号 项    目 基    准 磨损限度 备    注 

气缸盖导管孔内径 φ14
+0.018 

 0   
1 

气门导管外径 φ14
+0.039 

+0.028   
过盈配合 

气缸盖进气门座孔内径 φ47
+0.025 

 0   

2 

进气门座圈外径 φ47
+0.079 

+0.054   
过盈配合 

气缸盖排气门座孔内径 φ39
+0.025 

 0   

3 

排气门座圈外径 φ39
+0.073 

+0.048   
过盈配合 

气门导管内径 φ9
+0.022 

 0  

进气门杆直径 φ9
-0.025 

-0.047  
4 

排气门杆直径 φ9
-0.040 

-0.062  

极限间隙： 

进气门 0.20

排气门 0.25

间隙配合：进气

门 0.025 ～

0.069 排气门

0.040～0.084 

摇臂衬套内径 φ20
+0.041 

+0.020  
φ20.06 

摇臂轴外径 φ20
 0 

-0.02 
φ19.86 

前φ20
+0.010 

-0.010  
 

5 

摇臂座孔内径 
中、后φ20

+0.028 

+0.007
 

间 隙 配 合

0.02～0.061，

极限 0.20 

6 气门导管高出缸盖弹簧

座面 
14.5

+0.5 

 0    

7 进排气门下陷 0.8～1.1 2.5  

 

 

3.2 紧固数据 

项    目 扭紧力矩（N·m） 备    注 

气缸盖螺栓 转角法拧紧  

气缸盖罩固定螺栓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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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件技术规格  

空气滤清器      旋风集尘纸质滤芯式 

增压器          径流式废气涡轮增压器（带排放气阀） 

机油泵          齿轮式、带限压阀装置 

机油滤清器      全流式纸质虑芯 

机油冷却器      三片水冷内藏板壳式 

水泵            叶片离心式 

节温器          蜡式，初开温度 76℃，全开温度 86℃ 

风扇            轴流式 

ECU            EDC16UC40 
喷油泵          电控高压泵 CP1H 

喷油器          电控 CRI2.0 

燃油滤清器      一次性旋装式滤罐 

起动机          电磁操纵式， 24V、3.7kW（不同机型规格不同） 

发电机          硅整流式 28V、70-100A（不同机型配置不同发电机规格） 

制动空压机      活塞式 

真空泵          叶片式 

离合器          干式单片，直径Φ275-Φ3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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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机外部零部件的拆装 

2.1.整机外部零部件的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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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顺序： 

1.滤清器                       15.进气管            

2.线束                         16. 预热塞 

3.离合器壳及离合器             17. 低压油管 

4. 增压器                      18. 高压油管 

5. 起动机                      19. 喷油泵 

6.动力转向泵                   20. 齿轮箱 

7. 制动空气压缩机              21. 喷油器 

8. 发电机                      22. 轨道 

9. 油尺                        23. 柴油滤清器 

10.排气管                      24. 放水阀 

11.推杆室盖                    25. 机油滤清器 

12. 节温器                     26. 机油冷却器 

13. 风扇                       27. 气缸盖罩 

14. 水泵                       28.油底壳 

1.拆卸应在合适的场地进行 

2.拆卸前应将冷却水、机油放净 

3.拆卸螺栓组的螺栓、螺母顺序与装配顺序逆向进行 

           （参见装配注意事项）。 

4.拆下的各零部件的进、出油口要堵好，防止赃物进入。尤其

注意的是对喷油器、喷油泵、轨道上各部件应装上保护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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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整机外部零部件的组装 

清洁各零部件，尤其注意各部分接头、孔道的清洁。 

组装顺序原则上与拆卸顺序逆向进行。参见前述 

及外型图。 

所有密封垫（弹性垫除外）原则上应予更换。 

其它注意事项： 

                               

1）密封垫和塞等 
齿轮室盖垫、齿轮室垫等在安装时 

应涂密封胶。 

机油压力传感器、放水阀接座等 

在安装时要涂密封胶。 

                               

 

2）水泵 
水泵垫只在与机体接触侧涂密封 

胶。 

 

 

 

 

 

 

 

 

 

 

 

 

 

 

 

 

 

 

3）进气管 
组装进气管时，应按数字顺序和

要求扭矩拧紧螺栓和两端螺母。

注意：在 2 和 4 缸螺栓处还要安

装线束 5 支架和油管卡子。 

4）排气管 
组装排气管时根据脐子高低

选择不同长度的螺柱，按规

定顺序和要求的扭矩拧紧螺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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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尘圈 

平垫圈 

6）喷油泵 
6.1 拆装高压油泵时，避免手持易损部

件（高、低压油管接头和油量计量

单 元）。 

6.2 拆卸时为保证重装后正时不变，应

转动曲轴, 使喷油泵传动轴φ82

圆盘上的刻线与齿轮室盖侧观察

孔中的突尖对正再进行拆卸，安装

时同样保证刻线对正。 

 

6.3 如果拆卸后曲轴发生转动，转动曲

轴将减振器皮带轮上的刻线与齿

轮室盖上的上止点刻线对正并且

确认为是第一缸压缩行程上止点

(此时齿轮室盖正面观察孔突尖对

准凸轮轴齿轮或压气泵齿轮上的

刻线),转动喷油泵传动轴, 使φ

82 圆盘上的刻线与齿轮室盖侧观

察孔中的突尖对正即可。 

 

 

 

5）组装喷油器时，检查、

更换防尘圈和平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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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轨道支架及轨道 
轨道支架借用机冷器盖螺栓安

装在机冷器盖上，螺栓加长，注

意不 要装错。 

轨道安装时传感器端朝飞轮端。

  

6.5 喷油泵及齿轮箱总成用 7 个螺栓

紧固在齿轮室上。 

 6.4 喷油泵总成在齿轮箱结合部上的 

装拆: 

   拆下齿轮箱结合部中的油泵过渡

接盘及垫,将此接盘及垫套装在喷

油泵总成的轴套上,在工作位置

时,接盘端面上的通气槽朝下。然

后将油泵齿轮(2)装到喷油泵总成

上，最后整体装到齿轮箱结合部，

用 3 个 M8 螺栓紧固，拧紧力矩为

30±5N.m。 

8.高压油管 

8.1.轨道至喷油器 

1）.油管两端分别连接喷油器和轨 

道的两端，首次用手拧紧（3±1Nm）。 

2）拧紧高压油管的喷油器端（27±2Nm）

3）拧紧高压油管轨道端（22±2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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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油泵至轨道 

  把高压油管对准油泵高压油接头， 

使油管仅受轴向力，油管和接头的 

密封面紧密结合不泄露。 

轨道输油管至轨道端及高压泵端 

拧紧力矩分别为：（22±2Nm）、 

（20±2Nm）。 

拆下高压油管时，必须用一个扳手 

使油泵高压接头保持不松动；如果 

高压接头不慎被松开，最多只能 

重复拧紧一次！若松开第二次，必 

须更换高压接头及垫片。 

9.线束 
只有在所有机械连接完成以后，

最后才进行线束连接。连接插口

应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有水

等导电物质进入接头造成短路。

10.机油冷却器 

按规定的数字顺序和要求的

扭矩拧紧螺栓和螺母。 

注意：不同长度的螺栓不得装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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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放水阀 
放水阀支板固定用借用机

油冷却器的螺栓，该两个螺

栓加长，请不要装错。 

 

14.风扇（水泵）皮带和发电

机皮带 
用 39N.m 的力加到皮带（单

根），其挠度为 10-15mm. 

 

12.油底壳 
按规定的方向顺序和要求

的扭矩拧紧螺栓 

13.缸盖罩 
按规定的方向顺序和要求

的扭矩拧紧螺栓 



23  

                                      

 

15.气门间隙调整 
 

          

用 6102.29.01 气门间隙塞尺按下述 

方法调整气门间隙。 

按柴油机旋转方向转动曲轴，将曲

轴减振器皮带轮上止点刻线与齿轮

室盖定时指针对齐，使 1，4 缸活塞

位于上止点。用手上下摇动 1 缸进

气和排气门摇臂，如两者之间有间

隙，则表示 1 缸处于压缩行程上止

点，如该两摇臂没有间隙，而 4 缸

进气和排气门摇臂有间隙，则表示

活塞处于压缩行程上止点。 

共分两次将全部气门间隙调整完

毕。进、排气门冷态间隙值为

0.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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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部零部件的拆装 
3.1 内部零部件的拆卸（机体部分） 

 

 

 

 

 

 

. 

 

 

 

 



25  

 

3. 内部零部件的拆装 
内部零部件的拆卸（缸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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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内部零部件的组装 

  1.在安装前要对个各零部件彻底清洗干净，尤其是进行了二次加工的衬套等 ，

应注意 

其油道孔的清洁。 

  2.组装的顺序原则上与拆卸的顺序逆向进行，即先拆后装，后拆先装。 

  3.组装时各运动结合面加适量润滑油（机油）。 

  4.连杆瓦、主轴瓦背面及瓦盖不得有油，以免影响散热。 

  5.其它注意事项。 

 

 
      

 

 

 

 

 

 

 

 

 

 

 

 

 

 

 1）主轴瓦 

将主轴瓦定位唇装入主

轴承盖的定位槽内。 

中央（下）主轴瓦无油

孔和全通油槽。 

 

2）主轴承盖 

主轴承盖上的箭头指向

机体前端。箭头内的数字

为位置号，即与机体的配

对号。 

3）曲轴止推片 

上下止推片的油槽朝向

曲轴滑动面，下止推片

的定位凸尾装入主轴承

盖的定位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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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活塞连杆结合组 
 

     活塞环开口位置置于推 

荐的位置。 

  

 

活塞顶面的记号朝向  

前端（或活塞顶面气门 

大凹坑偏向前端）。 

装活塞时要使用专用工 

具将活塞环压缩装配。 

连杆大头螺栓处一侧是 

配对号，另一侧是质量 

分组号。 

连杆螺栓涂抹机油后组装。 

 

 

6）惰轮轴 

油孔朝向凸轮轴齿轮。 

  装上齿轮和压板后将螺 

栓紧固。 

 

 

         

 

 

扭矩 （N.m） 118-127 

4）主轴承螺栓 

用柴油机机油润滑，按规

定数字顺序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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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凸轮轴止推片及齿轮 

              通过凸轮轴齿轮上的 

孔将止推片螺栓紧固。 

          

             
8）定时记号 

   根据定时标记符号安装定 

时齿轮。 

惰轮压板倒角朝外。 

        
   

 

 

9）机油泵 

总成在装配前应转动齿轮 

轴，不得有阻滞现象。 

 

            10）飞轮壳 

              图示涂黑部分涂密封胶。 

              外侧螺栓扭矩： 

          

 

11）飞轮将机油涂到螺栓的 

螺纹和头部断面上，然后按规 

定数字顺序要求和扭矩拧紧。 

 

 

扭矩 （N.m） 118-127 

扭矩 （N.m） 127-147 

扭矩 （N.m） 19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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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起动爪 

将机油涂到螺纹上，然后 .  

用 6102.29.01 起动爪拌手 

和 6102.29.02 拌手杆把起 

动爪拧紧到规定扭矩。 

                       

 

1

13）气缸盖垫片 

把气缸盖垫片缸孔翻边侧 

朝向机体结合面。 

 

14）气缸盖 

气缸盖螺栓有两种长度，短的装 

于喷油泵侧。将机油涂到螺栓的

螺纹和头部端面上，分两次扭紧

达 到 规 定 值 , 第 一 次

40N·m(4kgf·m),第二次 70 N·m(7 

kgf·m)，第三次拧紧旋转角度为

90º 。      

15）摇臂轴结合部 

按规定的数字顺序拧紧螺 

栓和螺母。 

                                         

 

16）气门间隙 

  用 6102.29.01 气门间隙塞 

  尺调整气门间隙，详见第一  

节。 

 

 

扭矩（N.M） 39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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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础件的拆装 
4.1 基础件的分解 

 1）摇臂轴结合部  

1.摇臂座（前、中、后三种 8只） 

2.摇臂结合部  

3.弹簧 

4.摇臂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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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缸盖及气门诸件 

 

 
1. 气门锁夹                   4.气门弹簧垫圈 

2. 气门内弹簧                 5.气门密封套结合部 

3. 气门内弹簧                 6.进、排气门 

气门锁夹、气门密封套的拆卸应用使用专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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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塞连杆结合组  

 

 

 

 

 

 

 

 

 

 

 

 

 
 

 

 

 

 

 

 

 

1.活塞环                3.活塞销 

2.档圈                  4.活塞 

 

档圈和活塞环分解应使用专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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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础件的装复 

装复的顺序原则上与分解顺序逆向进行 

装复前应清洗各零部件，尤其注意再加工表面及油孔的清洁。 

 

 

 

 

1）摇臂轴结合部（参见分解图） 

              （1）注意带油槽的螺栓装在前   

                 摇臂座上 

              （2）摇臂轴的油孔以朝上为宜               

2）气门组件 

（1）气门密封套结合部 

安装时使用专用工具 

              （2）进、排气门 

进排气门头部大小不一  

样，不能装错。 

 

 

 

 

（3）气门锁夹和气门弹簧座 

用拆卸气门工具分解和装 

复气门锁夹。 

 

             

（4）装好气门后用橡皮锤轻 

轻地敲击气门杆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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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活塞连杆结合组 

       （1）连杆 

          装复时连杆体和盖的配对 

编号要在同一侧 。 

注意连杆瓦定位唇位置与活 

塞顶的方向。 

 

               （2）档圈 

                  分解和装复档圈时应使用专 

用工具。 

 

 

（3）活塞环 

分解和装复活塞环时使用专 

用工具。 

 

 

 

各环不得装错，第一、第二  

气环有标记的一面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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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础件的拆装 
  5.1 过盈配合件的拆卸 

    过盈配合件只是在更换时才需要拆卸。 

1）气门座圈的拆卸 

          当气门下陷超过极限值时更换 

座圈。 

拆气门座圈时，千万不要加热， 

否则会使底孔变形。 

更换时，请不要再扩孔加工。 

2）气门导管的拆卸 

          用冲具和手锤将气门导管 

拆下。 

 

 

 

3）缸套的拆卸 

          用拆卸工具拔出或用胎具 

从下面压出 

 

4）凸轮轴衬套的拆卸 

用专用冲具和手锤 

 

 

 

 

 

 
     5)连杆小头衬套的拆卸 

                用工艺棒和压力机将小头 

衬套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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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曲轴齿轮的拆卸 

          用拆卸工具拆下曲轴齿轮。 

 

 

 

7)齿圈的拆卸 

           用黄铜棒和锤子拆下。 

 

 

8)惰齿轮衬套的拆卸 

                 用专用冲具和手锤 

       

 

  

 

 

 

 

 

 
5）曲轴前后油封的拆卸 

          用螺丝起子等撬下，注意 

不要损伤安装孔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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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气门导管装配 

                           用冲具和手锤将气门导管装到 

                                气缸盖导管孔内。 

                               从气缸盖气门弹簧垫支承面到 

                               气门导管顶端面距离 14.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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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气缸套的装配 

  用胎具和压力机将气缸套 

  压入，千万不要用手锤直接 

安装。 

气缸套的压入压力 7840N,最 

终以 27400N 的力压实。 

  

 

                               压入后按下列尺寸加工分组 

A φ102.020-φ102.030 

B φ102.030-φ102.040 

C φ102.040-φ102.050 

D φ102.050-φ102.060 

 
5）凸轮轴衬套的装配 

  用专用冲具和手锤安装。 

安装衬套时要使衬套上的油孔与 

机体的油孔对正，其中前衬套有 

两个油孔，其它衬套仅有一个油孔。 

注：半成品衬套压入后需再加工此 

时应保证该孔与惰轮轴孔的中

心距 132.835±0.0315. 

 

 

 

 

 

 

 

标准过盈量 0.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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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连杆小头衬套的装配 

  用工艺棒和压力机或手锤将衬套 

装入，注意油孔要对正（参见图） 

衬套装入后用铰刀铰孔，大小头 

孔中心距 192±0.03。 

 

                                          

    7）曲轴齿轮的安装 

       用冲具和手锤安装 

 

 

   

     8）齿圈的安装 

用气体喷焰或热机油对齿圈适当  

加热使之膨胀，然后用锤子安装。 

  

9)惰轮轴衬套的安装 

       用专用冲具和手锤安装。 

 

 

10)曲轴前后油封的更换 

后油封安装在后油封座上。 

    用冲具和手锤安装。 

 

 

       前油封装在齿轮室盖上 

.      用冲具和手锤安装。 

 

标准孔径 φ35.015-φ3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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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挺柱 

（1）检查挺柱是否有各种形式的磨损、 

损伤和其它异常现象 

    

 

 

 

 

 

（2）挺柱直径 

标    准 极限 

φ27.939～φ27.960 φ27.92 

 

 

 

 

 

（3）挺柱孔内径 

标    准 极限 

φ28.000～φ28.021 φ28.07 

 

 

（4）挺柱和挺柱孔间隙 

标    准 极限 

0.04～0.082 0.15 

 

 

 

 

 

 

 

 

 

6)推杆结合部直线度 

母线直线度 

极限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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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凸轮轴轴向间隙 

 

 

 

 

 

 

 

（3）凸轮轴齿轮侧隙 

 

 

如

  

如果有异常现象或侧隙过大应更换 

齿轮。 

 

（4）凸轮轴轴径 

                 

 

 

（

   （5）凸轮轴衬套（轴承）内径 

                                                  

                                 

 (6）凸轮轴和衬套间隙 

    

    

    

    

 

注：在凸轮轴轴径接近极限值时，要保  

证配合间隙不超极限值则需调整衬  

套孔尺寸，否则提早更换凸轮轴。 

 

 

标    准 极限 

0.09～0.168 0.25 

标    准 极限 

0.12～0.21 0.35 

标    准 极限 

φ55.940～φ55.970 φ55.6

标准 φ56.00～φ56.030 

标    准 极限 

0.03～0.09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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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活塞、活塞销和活塞环诸件 

（1）活塞裙部尺寸 

测量位置   

 

 

 

 

 

 

 

 

垂直活塞销轴线方向： 

尺寸分组 

 

 

(2)活塞和气缸套的间隙：0.10～0.12 

 

 

 

        

 

 

 

柴油机行程 S 测点距顶面距离 L

118 53 

A   101.830～101.840 

B ＞101.840～101.850 

C ＞101.850～101.860 

D ＞101.860～10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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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塞环和环槽的间隙 

 

 

 

 

（4）活塞环开口间隙 

 

 

 

 

 

 

 

 

（5）活塞销和销孔的间隙 

  活塞销直径：φ34.995～φ35.000 

  活塞销孔直径：φ35.003～φ35.010 

间隙：0.003～0.015 

 

 

 

 

 

 

 

 

 

 

 

 

 

 

 

 

 

 

 标准 极限

第一气环 双面梯形环 0.2 

第二气环 0.05～0.08 0.15

油环 0.02～0.065 0.15

 标准 极限

第一气环 0.30～0.45 1.5 

第二气环 0.60～0.80 1.5 

油环 0.25～0.5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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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主轴瓦装入机体主轴承孔按要 

 求将主轴承螺栓拧紧到规定力 

矩。 

      中央下主轴瓦无油槽。 

 

 

 

 

（3）装入主轴瓦后的主轴承孔内径:  

 φ80 

 

 

 

 

 

（4）曲轴主轴颈的直径: 

 

φ79.916～φ79.935 

 

 

（5）径向间隙 

 

（6）轴向间隙 

 

 

 

（7）曲轴主轴颈径向跳动 

用V型铁支撑两端轴径测量中间各 

轴径的跳动。 

 

 

 

标准 极限 

0.050～0.121 0.15 

标准 极限 

0.115～0.256 0.4 

标准 极限 

0.0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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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配件的拆检、修理和调整 

7.1 润滑系 

1）压力润系统简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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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油泵 

 
1.出油管结合部  2.O型密封圈   3.齿轮轴  4.调整垫  5.花键套   6.机油泵 
 

 
注意：1.O 型橡胶密封圈安装时要装正。 

      2.装复时要保证调整垫厚度与拆卸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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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油滤清器 

  

1.出油管结合部  2.机滤座  3.旋装式机油滤罐 

 

 

 采用旋装式滤清器，更换时滤芯与壳体一起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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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泵 

 
 

 

 

 

 

 

 

 

 

 

 

 

 

 

 

 

 

 

 

 

 
    

 

1.风扇垫块        2.水泵皮带轮 

3. 水泵分总成     4.水泵后垫 

 
   

说明：各机型结构不同，水泵皮带轮及风扇垫块可能不同，装复时要按规定 

规定扭矩拧紧垫块和皮带轮螺栓。 

        修理时只需要更换水泵分总成，注意更换水泵后垫，同时在机体一侧 

涂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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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温器 

   

 

 

 

 

 

 

 

 

 

 

 

 

1.节温器座   2.节温器盖垫  3.节温器  4.节温器盖  5.节温器座垫 

  

组装时注意密封垫 

    检查 

检查节温器的开启温度和升程，不符合时需要更换。 

开启温度： 

 

 

升程： 

     

标准开启温度 76°C±2°C 

标准升程 在 86°C 时大于 8mm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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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燃油供给系统 

  1)燃油系统简图 

 

1.油箱   2.带放水阀的油水分离器    3.燃油滤清器 

4.高压泵  5.轨道     6.喷油器 

 

2）燃油系统使用说明 

 2.1.本机器采用 BOSCH 公司电控高压共轨供油系统，系统各零部件均经过严 

格的可靠性验证，用户只需要按照使用说明书和本手册要求的内容来操 

作，都能保证各零件的功能，一旦出现故障，请到制定的维修服务站进 

行维修，严禁私自拆卸、维修。 

   2.2.系统装配清洁度要求 

      2.2.1 系统装配中要保持零部件干净、整洁。 

      2.2.2 系统装配中要保持工具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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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系统装配中要保持零部件上的保护套，不可随意更换或使用替代 

件。 

      2.2.4 所有零部件安装必须遵循安装技术要求的扭矩、方向。 

      2.2.5 所有零部件严禁跌落、碰撞等，以防损坏传感器、各种接插件和 

            接头等。 

     特别注意 ：燃油的清洁度对电控共轨系统非常重要，对燃油的清洁度要 

求很高，所以务必遵守以上的装配要求。 

2.3.使用要求 

  2.3.1 各油管安装连接可靠 

  2.3.2 油箱回油管不得高出油箱的最低使用油面，防止空气进入油路。 

  2.3.3 油箱进出油管内径不得小于 6mm，防止供油不足和回油不畅。 

  2.3.4 按使用规范使用柴油滤清器和油水分离器。 

 3）油水分离器的使用 

 

 

 

 

 

 

 

 

 

 

 

 

 

 

3.1.油水分离器具有三种型式：普通型、带加热功能不带水位计、带加热和水位 

传感器，不同的机型装有不同功能的分离器。 

3.2.排气：上下按动油水分离器上的手油泵向燃油系统供油，然后松开油水分离

器上的放气螺钉，继续用手油泵供油，直到油满流出且没有气泡排出

为止，然后扭紧螺钉。必要时可以松开高压连接端高压油管，手动泵

油直到没有气泡排出为止。 

3.3. 放水：使用时注意观察，水满时松开放水阀将水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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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柴油机的使用与保养 

   1.柴油、机油、冷却液的选用 

1.1 柴油 

      使用的燃油为 GB/T19147 标准轻柴油,使用时必须按季节环境温度选

择国家标准规定的牌号。推荐采用 0#、-10#、-20#、-35#轻柴油。 

为保证清洁,加油用具应洁净。 

1.2 机油 

机油为 CF-4 级增压柴油机机油,选用时以柴油机工作的环境温度为依 

据。可按下表进行: 

        机油牌号    适用的环境温度 

        30#     -5℃～30℃ 

        40#      5℃以上 

        10W     -20℃～-5℃ 

        5W/30     -25℃以上 

        15W/40     -10℃以上 

切记:     

(1)本柴油机经废气涡轮增压进气中冷以后, 其机械负荷和热负荷均有

较大提高.而增压器属高温、高速、精密运转机械,对油质的要求很严格,

因此必须采用 CF-4 级增压柴油机机油,并按环境温度选择合适的机油牌

号,按规定定期更换。否则,将对柴油机产生很大的损害,缩短使用寿命。 

(2)增压机油不能与普通机油混合使用, 以避免产生不良的化学物理反

应,使机油变质失效。 

 

1.3 冷却水: 

    冷却水应采用清洁的软水,如雨水、雪水。对井水、泉水和自来水必

须经煮沸沉淀后或用化学方法处理后方能使用。对于水质含盐碱量较大的

地区,尤其要做好水的软化处理。否则, 将使柴油机冷却水腔产生较多的

水垢,影响冷却效果而造成机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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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常使用规范 

  2.1 起动 

      2.1.1 起动前的准备 

柴油机起动前应仔细检查下列各项: 

1）.各部分是否正常,连接是否可靠。 

2）.冷却水、机油、燃油量是否合适,不足应予添加。 

3）.油、水、气系统有否渗漏,如有,应予排除。 

4）.电路系统连接是否正确可靠, 应特别注意预热塞电源正负极的正   

确连接，蓄电池充电是否充足。 

5）.对于新购机以及更换润滑机油、机油滤清器或停放时间较长(六个

月以上)的柴油机,必须拧开增压器上面的进油接头,注入一定量的润滑

机油(牌号应与油底壳内的机油相同), 使增压器得到充足的初期润滑。 

6）.以上检查均为正常后,用油水分离器上的手油泵排出燃油系统内的

空气。 

2.1.2 柴油机的起动 

为了使发动机在低温下能顺利启动，加装了进气预热装置： 

1）发动机启动时，若把钥匙开关旋转到工作挡（ON）后，预热指示灯

闪亮，说明此时冷却液温度低于装置设定的温度值 15±1℃，系统自

动进行预热加温，待预热指示灯闪亮时，方可启动发动机，。  

2）发动机启动后，预热指示灯继续闪亮，表示预热塞在进行后加热，

在冷却液温度上升到 15℃或装置设定的时间值时，后加热将自行关

闭。 

3）将手制动器拉到底,变速杆置于空档位置。 

4）.踏开离合器,以减轻起动机的负荷,用钥匙接通电源, 观察电气仪表

是否正常,然后将钥匙转到起动位置,使柴油机起动。起动时不要踩油

门。踩油门可能会导致起动不顺利。 

5).柴油机起动后, 应迅速松开钥匙(可自动回位), 否则将有损于起动

机。 

注意: 

a. 起动机起动持续时间不得超过 15 秒钟,连续起动要间隔两分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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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三次起动未能着火,应查找原因,排除后再进行起动。 

b. 柴油机起动后,检查机油压力和冷却水供应情况,增压器有无异常响

声和振动,油、水、气是否有渗漏现象, 一切正常后,保持低中转速运转

3～5分钟,待水温提高后 (一般水温在 50°C 以上)即可起步运行。 

c. 冷机禁止大油门运转柴油机,以免损坏相关零件,加速柴油机运动件

磨损等现象。怠速运转时间不宜超过 10 分钟,以保护增压器的正常工

作。 

2.2 运转 

   柴油机的负荷和转速及汽车运行速度的增加或减少应逐步均匀地 

进行。除特殊情况外,不得突然改变负荷和速度。 

        在柴油机运转及车辆运行中,必须经常注意各仪表的读数是否正常及 

柴油机的运转情况(运转响声、排烟烟色),如超出正常状态应立即采取措

施或停止运行。 

  正常情况下,柴油机工作水温应保持在 358—368K(85—95℃)左右,机油

压力在 196～540kPa。 

    严禁汽车采用“加速—熄火—空档滑行—用离合器挂档拖动着火”的

操作方法。因为发动机在高速高温情况下突然熄火,机油泵、水泵均停止

工作,不能使润滑油和冷却液带走机内零件的热量,尤其是增压器,润滑油

除了起润滑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增压器内部高温零件予以冷

却。另外,用离合器挂档拖动着火,若车速在 40 公里/小时左右时,实际就是

以 1300r/min 左右的转速突然起动发动机,冲击力很大,这对 

发动机是相当有害的。 

2.3.停车 

   柴油机在停车前应逐步降低负荷及车速, 停车后应怠速运转 3-5 分钟

再停机,其目的是使柴油机均匀逐渐地冷却下来,防止因发动机过热而引起

某些零件的损坏,尤其是装有增压器的柴油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增

压器转子属高速运转件,突然停车会造成转子轴承短时间内缺油冷却不良

而烧蚀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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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养 

定期保养是合理使用柴油机的重要项目。为使柴油机保持良好的技术状

态,长期可靠地为您服务,请按本规范进行认真的保养。 

    下述柴油机技术保养规范是按柴油机在良好的工作环境及正常工况下

而规定的极限保养周期和最低的作业内容,若柴油机的工作条件和环境较为

恶劣时(如粉尘过大、潮湿等),应适当缩短相应的保养周期。 

一）、每日保养 

   1.检查油底壳中的润滑机油油面,不足时应予添加,若油面升高或过低  

应查找原因。 

   2.检查冷却液面位置,不足时应予添加。 

   3.在不使用防冻液的情况下,当环境温度低于 5℃时,停车后要将冷却 

水放干净。 

4.检查增压器、中冷器与进排气管的连接部分以及进回油路系统是否  

有渗漏现象,空气滤清器至增压器压气机进口之间的管路及接头是 

否完好无损,如不正常应及时排除。 

5.检查柴油机是否存在渗漏机油及冷却液现象,如有应排除。 

6.保持柴油机的洁净,做必要的擦洗。 

7.排除所发生的一切故障和不正常现象。 

二)、一级保养：每行驶 2000 公里后的保养(约累计工作 50 小时) 

1.完成每日保养项目及内容。 

2.检查柴油机外露螺栓、螺母及附属部件的紧固情况并按规定力矩紧 

固。 

3.检查风扇皮带的松紧度,必要时予以调整。 

4.更换机油滤罐：每隔 8000～10000 公里保养时更换旋装一次性使用 

的机油滤罐(芯)。 

5.清理空气滤清器灰盘内的积尘,若滤芯有破损应予更换。 

6.加注润滑脂。 

三)、二级保养：每行驶 8000 公里后的保养(约累计工作 200 小时) 

1.完成每行驶 2000 公里后的保养项目与内容。 

2.检查并调整气门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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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洗油底壳及机油泵吸油盘。 

4.更换柴油滤罐(芯)每隔 12000～16000 公里予以更换。 

5.清理空气滤清器滤芯及灰盘。 

6.清洗燃油箱及管路。 

7.用压缩空气吹去发电机及起动机内的积尘,润滑轴承并检查各部分 

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应予以处理。 

8.视需要检查增压器转子的工作情况, 用手拨动转子,若回转平稳且 

能自由转动一转以上,则表示正常,否则应拆检内部。这里应注意, 

在检查转子工作情况时, 必须保证拆开位置周围及外部环境要绝对 

清洁,在重装时不得有异物落入增压系统内部,否则将造成严重后 

果。 

    另外, 正常情况下,对增压器总成的解体与组装需要有专门的设 

备和工具,一般只有增压器生产厂及维修服务中心(站)才具备此条 

件。因此非必要,请用户不要自行对增压器总成进行拆卸与组装。 

11.视需要拆下压气机壳检查增压器压气机端是否有机油渗漏,同时清 

洗压气机壳里腔和压气机叶轮表面。但应注意在清洗时绝对不能损 

伤叶片。 

四)、三级保养：每行驶 45000 公里的保养(约累计工作 1000 小时) 

1.完成每行驶 8000 公里后的保养项目与内容。 

2.清洗冷却系统。 

3.清洗机油滤清器。 

4.空气滤清器滤芯连续保养五次或使用一年应予以更换。 

5.视需要更换气门密封套。 

6.检查水泵内部水封,加注新润滑脂。 

7.拆检发电机、起动机,清洗维修并加注新润滑脂。 

8.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拆卸气缸盖修研气门。 

9.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检查机油泵供油量及限压阀的工作状态。 

10.视需要拆检增压器总成,并更换易损失效零件。 

五)、柴油机大修期的判定 

1.机油消耗量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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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新车时机油消耗率(每升能运行的公里数或小时数)为 100%,当下降到

50%时就需要进行大修。 

2.燃油消耗量的增长率: 

设新车时燃油消耗率(每升能运行的公里数或小时数)为 100%,当下降到

60%时就需要进行大修。 

3.内部有异响: 

出现异响的原因有各种,如确属由于柴油机磨损大或过热引起的,或者

是由于操作使用、保养不当造成的,就要进行早期大修修复。 

六)、冬季使用技术保养 

在温度低于 5℃时,柴油机的使用必须给予特别维护。 

1.必须使用冬季用机油和柴油,并特别注意柴油中的含水量,以免堵塞 

油路。 

2.冷却液最好采用防冻液, 否则停车后应待水温降至 40℃～50℃时 

将冷却水放出。 

3.在严寒季节和地区,车辆最好不露天存放,否则起动时须将冷却水加 

热以预热机体并须将机油加热，当柴油机的环境温度低于-10℃时， 

电预热装置自动工作，使发动机顺利启动。 

 
 
五、柴油机故障诊断与排除方法 

在大多数情况下，电控发动机的故障仍然是与常规发动机相似的机械和燃油管路

方面的故障，在出现故障时不一定是电控系统的故障。 

如果故障指示灯不亮，应首先检查机械故障，维修者的经验十分重要。 

当故障指示灯亮时，说明电控系统方面出现了故障，根据读取的故障码进行相应

的维修工作。请注意，如非经过专门培训的维修人员，建议不要试图维修，应尽快

通知专业维修人员维修或到制定的服务站进行维修。 

1. 电控系统故障及故障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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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柴油机故障的综合诊断与排除方法 

序 故障现象 故障可能原因及常见表现 维修建议 

电喷系统无法上电： 

  通电自检时故障指示灯不亮；

  诊断仪无法连接； 

  油门插接件没有 5V 参考电压。

检查电喷系统线束及保 

险，特别是点火开关方面 

 

1 
无法起动 

难以起动 

运行熄火 

蓄电池电压不足： 

  诊断仪显示同步信号故障； 

示波器显示曲轴、凸轮轴工作；

相位错误。 

更换蓄电池或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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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建立工作时序： 

  诊断仪显示同步信号故障； 

  示波器显示工作相位错误。 

1.检查曲轴、凸轮轴信号传感 

器是否完好； 

2.检查其插接件和导线是否完好 

无损。 

3.检查曲轴信号盘是否损坏/脏 

污附着（通过传感器信号孔）； 

4.检查凸轮信号盘是否损坏/脏 

污附着（通过传感器信号孔）； 

5.检查曲轴和凸轮轴信号传感器 

接线是否完好无损； 

6.如果维修时进行过信号盘等组 

件的拆装，检查相位是否正确。

预热不足： 

  高寒情况下，没有等到冷启动

指示灯熄灭就起动； 

   万用表或诊断仪显示预热过程

蓄电池电压变动不正常。 

1.检查预热线路是否接线 

良好； 

2.检查预热塞电阻水平是 

否正常； 

3.检查蓄电池电容量是否足够。 

ECU 软/硬件或高压系统故障： 

  诊断仪显示模数转换模块故障；

  存在轨压超高的故障。 

 

确认后更换 ECU 或通知专业 

人员。 

 

喷油器不喷油： 

  怠速抖动较大； 

  高压油管无脉动； 

  诊断仪显示怠速油箱油量增高；

诊断仪显示喷油驱动线路故障。

1.检查喷油驱动线路（含插接 

件）是否损坏（开路/短路）； 

2.检查高压油路是否泄露； 

3.检查喷油器是否损坏/积碳。 

1 

无法起动 

难以起动 

运行熄火 

高压泵供油能力不足： 

 诊断仪显示轨压偏小。 

检查高压油泵是否能够提供足 

够的油轨压力； 

检查燃油计量单元是否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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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压持续超高： 

诊断仪显示轨压持续 2ｓ高于 

1600bar。 

检查燃油计量单元是否损坏。 

机械组件故障： 

 应根据机械维修故障： 

如油路不通/油路有气、输油泵 

进口压力不足；启动机损坏； 

阻力过大，缺机油或者未置空档；

进排气门调整错误等。 

检查燃油/机油路； 

检查进/排气路； 

检查滤清器是否阻塞等。 

2 

油门失效

且发动机 

无怠速（ 

转速）维 

持在 1100

rpm 左右 

油门故障： 

怠速升高至 1100rpm，油门 

失效；诊断仪显示第一/第二路油

门信号故障；诊断仪显示两路油

门信号不一致；诊断仪显示油门

卡滞。 

1.检查油门线路（含插接件） 

是否损坏（短路或开路）； 

2.检查油门电阻特性。 

3 

热保护引 

起功率/扭

矩不足， 

转速不受 

限 

1.水温度过高导致热保护； 

2.进气温度过高导致热保护； 

3.燃油温度传感器/驱动线路故障

4.进气温度传感器/驱动线路故障

5. 水温传感器/驱动线路故障 

1.检查发动机冷却系； 

2.检查发动机供油系； 

3.检查发动机气路； 

4.检查水温传感器本身或信号 

线路是否损坏； 

5.检查气温传感器本身或信号 

线路是否损坏。 



95  

4 

电控系统 

进入失效 

模式后 

导致功率/

扭矩不足 

1. 轨压传感器损坏或线路故障；

2. MeUN 驱动故障，阀损坏或线

故障； 

3. 诊断仪显示油门无法达到全开

4. 高原修正导致； 

5. 油轨压力传感器信号漂移； 

6. 高压油泵闭环控制类故障； 

 

 

 

 

 

 

 

 

 

 

 

对于轨压传感器/MeUN 故障 

1. 诊断仪显示轨压位于 700- 

760bar 左右，随转速升高而升 

高，则可能燃油计量阀/驱动 

线路损坏； 

2. 2.诊断仪显示轨压固定于 

777bar，可能是轨压传感器或 

线路损坏。 

3. 发动机最高转速被限制在 

1600-1700rpm 左右； 

4.回油管温度明显升高。 

5.油轨压力信号漂移，检查物 

理特性，更换； 

7. 高压油泵闭环控制类故障， 

受限检查高压油路是否异常 

，否则更换高压泵； 

8.12567 导致转速受限。  

5 

机械系统 

原因导致 

功率/扭矩

不足 

1.进排气路阻塞，冒烟限制起作用

2.增压后管路泄露，冒烟限制起 

作用； 

3.增压器损坏（例如旁通阀常开）

4.进排气门调整错误； 

5.低压油路：有空气或压力不足 

6.机械阻力过大； 

7.喷油器雾化不良，卡滞等； 

8.其余机械原因。 

1.检查高压/低压燃油管路； 

2.检查进排气系统； 

3.检查喷油器； 

4.参照机械维修经验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