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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凯斯 AF4000 收割机，可以完成包括玉米、大豆、小麦、水稻、油菜等多种作物的收
获，适合中型合作社、国营农场及个人等用户对于不同地块的收获需求： 

• 固定式三输送链喂入过桥，凯斯专利轴流滚筒作物间柔性脱粒技术，多种作物
凹板配置，360 度分离设计； 

• 四搅龙输送承种盘，双层鱼鳞清选筛，凯斯专利横流式风机完成作物清选过程； 
• 双速组合式茎秆切碎器及水平抛洒盘； 
• 6000 升和 6500 升大容量粮箱，卸粮速度达 45 升/秒，可在 2-3 分钟内卸

完整箱谷物，有效降低了用户的卸粮时间，保证了收割机卓越的性能。 
• AF4088/4099 联合收割机采用静液压传动系统，稳定可靠，能够实现行走

速度的精确调整。四轮驱动配置可选，以适应低湿、泥泞地块的收获作业。 
• 全景视野的弧形玻璃窗，悬浮可调座椅，A 柱显示器，暖风和空调，多功

能操作手柄，共同打造出舒适的工作环境。 
• FPT 电控高压共轨发动机，涡轮增压和空对空后冷却系统，能够可靠地发

挥发动机的性能，发动机维护保养间隔为 600 小时。 
• 借其独特的单轴流滚筒设计、广泛的作物适应性和作业的高效率，AF4000

收割机获得中国农业机械 2014 年度产品 TOP50 技术创新金奖和 2015 年中
国农机产品行业年度产品创新奖。 
 

凯斯纽荷兰始终如一地提供高质量的配件和服务 

作为世界大型农机厂家之一，我们有整套的在季节里充分发挥您的设备使用工效
的方案。 

凯斯纽荷兰广泛的经销商网络意味着我们总是服务在您周围。 我们资源丰富的的
售后支持团队了解您的独特需求，以帮助您更高效地运营。 种类繁多的精密设计的原
装纯正零件与您的设备完美匹配，可大大提高生产率和设备的正常运行时间。 请联系
当地的经销商即可获得您期望得到的所有原装纯正零件和专家支持。 

高质量的服务包括： 

• 经过凯斯纽荷兰厂家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 
• 凯斯纽荷兰原装纯正零件 
• 有记录的保养和维护 
• 提高设备工效 
• 减少停机时间 

凯斯纽荷兰原装纯正零件的优势： 

• 设计满足严格的凯斯纽荷兰对于质量、可靠性和性能的要求 
• 由凯斯纽荷兰提供质量保证，并享有质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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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为凯斯纽荷兰设备设计 
• 供应全系列所有零件 
• 具备充足的库存及快速反应，覆盖所有地区 

安全作业 

农机作业中最重要的是安全的完成农业生产，农机安全是所有农业生产经营中最
重要的方面。 如果农机作业没有安全的保证，那么在农机作业上完成的任何作业都是
不值得的。农机作业中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大多数农机事故是由于未能遵循广为宣传
的安全预防措施而引起的。 

这是安全警示符号。它用于警示您存在潜在的人身伤害危险。您
将发现在此符号及类似图形联合使用的图示将带给您指示、注意
或警告类提示。 
请认真熟识提示图形，以帮助您更科学地驾驶操作，更多信息请
参考收割机《操作手册》，并仔细阅读和理解其中包含的所有安
全说明和所有安全建议。 
 

作为一名合格的操作人员请遵守以下要求： 

1. 遮挡皮带及链条的防护罩应正确应用与放置； 
2. 移除设备上存储的物品，例如：油桶、清洁设备、工具箱等； 
3. 确保设备清洁，尤其是爬梯及平台，以防人员跌倒甚或跌落。 
4. 严禁在机器运转时进行设备维护； 
5. 设备维修需要使用电焊的，需移除电源及电子模块； 
6. 请检查灭火器使用有效期和压力正常； 
7. 检查蓄电池，确保其电压正常，蓄电池没有漏液、异常膨胀的情况； 
8. 检查驾驶员在位系统功能正常，驾驶员离开座位7秒内喂入过桥应正常关闭； 
9. 确保割台动力输出连接护罩正常； 
10. 各个灯具功能正常，确保道路行驶，夜间行驶为自己提供良好视野，符合当地
法规； 

11. 确保倒车蜂鸣器工作正常； 
12. 确保设备的展开有足够的空间； 
13. 机器的登入或离开时一定要遵守三点接触规则；面部始终朝向机器或梯子； 
14. 高空作业时，请勿将机器用作起重机、梯子或平台； 
15. 道路行驶，请使用过桥提升油缸锁，如车辆配有蓄能器，请确保其已经打开。 
16. 燃油的存储不能储存在镀锌罐中，因为镀锌膜将与燃油发生反应； 
17. 设备的维修需保证关闭联合收割机，取出钥匙，确保机器所有转动停止；不要

对液压管路进行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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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田间收获机作业时一定劝解田间无关农
户远离作业区域。 

 

 

 

凯斯 AF4088/4099 收割机保养要点 

  

希望您能充分利用这份指南的功能 

•充分发挥您的收割机的工效是这份指南的目的。 

•凯斯纽荷兰希望帮助设备所有者从所有设备中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收益。 

您或您认识的人是否在过去几年购买了一台新的联合收割机，但是却继续以之前
它所取代的机器同样的方式使用它。很多时候，操作员并没有充分认识和利用新收获
机的先进功能。由于未充分利用机器的先进功能，设备所有者可能无法从投资中获得
全部的价值。 

设备所有者在季节前准备或在收割一个新地块时，可以按本指导资料中建议项目
进行保养和操作。其它调整，服务或维修可能需要由经销商的训练有素的服务技术人
员更有效地完成。 

向您的经销商询问定制化的维护检查。它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方式，以确保您的收
割机和割台在您需要的时候表现最好的性能。 

定制化的维护检查包括对您的联合收割机可视化和功能性检查。他们可以作为季
前或者季后调整。优势包括： 

• 提高生产率 
• 减少工作季的停机时间 
• 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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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燃油经济性 
• 文档化的维护保养档案 
• 由凯斯纽荷兰培训的技术人员提供服务 
• 使用凯斯纽荷兰原装油品、滤芯和零配件进行维修服务 

定制化的维护检查的综合优势将有助于较低的运营成本和更高的设备转售价值 
文档化的维护保养档案将提升设备转售价值： 

当您准备进行设备年度维护检查保养时，凯斯纽荷兰在每次检查后提供年度维护
的档案记录，作为使机器保持最佳状态的承诺。年度维护不仅可以提高您在作业时的
生产率，还有助于增加设备的转售价值。 

由于凯斯纽荷兰技术人员在每次检查时都使用了定制的维护检查清单，因此您可
以得到放心周到的服务。 

 

收割机检查和维护清单： 

润滑油嘴       

!"#$%&'
□     1. 滚筒从动皮带轮                    

□     2. 滚筒驱动凸轮轴承                            

□     3. 卸粮筒铰接，四个                                        

□     4. 左侧上筛支架上 

□     5. 右侧上筛支架上 

□     6. 杂余搅龙轴承 

("#$%&'
□     7. 辅助泵张紧器臂上的润滑 

□     8. 滚筒旋转前部控件润滑点 

□     9. 滚筒驱动皮带轮上的润滑点 

□     10. 滚筒旋转后部控件上的润滑点 

□     11. 茎秆切碎器张紧器皮带轮臂上的润滑点 

□     12.. 茎秆分配器张紧器皮带轮臂上的润滑点 

□     13. 清选装置张紧器皮带轮臂上的润滑点 

□     14. 清选风扇皮带轮上的润滑 

□     15. 割台驱动轴张紧器皮带轮臂上的润滑点 

□     16. 风扇传动皮带张紧臂的润滑点       

□    17. 后桥枢轴上的润滑点 

□     18. 左侧转向杆上球形销的润滑点 

□     19. 左侧转向油缸上球形销的润滑点                

传动链条润滑    

□     20. 固定点转向油缸上球形销的润滑点 

□     21. 右侧转向杆上球形销的润滑点 

□     22. 左侧转向耳轴主销上的两个润滑点 

□     23. 右侧转向耳轴主销上的两个润滑点 

!""#$%&'
□     24. 卸粮搅龙上弯管的齿轮箱。 

□     25. 左前轮外联轴器的外侧润滑点 

□     26. 左前轮内联轴器的外侧润滑点 

□     27. 杂余搅龙轴轴承上的润滑点点 

□     28. 风扇驱动器止推轴承上的润滑点 

□     29. 右前轮外联轴器的外侧润滑点 

□     30. 右前轮内联轴器的外侧润滑点 

)""#$%&'
□     31. 辅助泵皮带轮轮毂上的润滑点 

□     32. 滚筒前轴承上的润滑点 

□     33. 升运器激活安全离合器上的润滑点 

□     34. 筛子偏心轴安全离合器上的润滑 

□     35. 前进齿轮箱的远程润滑点 

□     36. 风扇变速皮带轮上的润滑点 

□     后桥左右车轮轴承上的润滑点 

注释: 此位置无润滑脂嘴， 需要通过拆解和安装轴

承来进行润滑。 
 

要求换液、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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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粮箱搅龙的齿轮传动链。 

□     2. 卸粮筒传动链。                           

□     3. 尾料升运器传动链。 

□     4. 净粮升运器传动链。 

要求检查和调整   

!"#$*+'
□     1. 检查发动机机油油位 

□     2. 发动机冷却系统 

□     3. 检查液压油位 

□     4. 谷物提升机传送链张紧度 

□     5. 杂余回流升运器链条张紧度 

□     6. 燃油滤清器/油水分离器 

□     7. 茎秆切碎器传动皮带张紧度 

□     8. 杂余回流系统调整 

□     9. 驾驶室空气滤芯 

□    10. 搅龙机床和谷物盘清洁 

'
("#$*+'
□    11.茎秆抛洒器- 清洁- 驱动齿轮 

□    12..喂入过桥输送器链条 

□    13. 液压油箱通气阀茎 

□    14.. 变速器油位 

□    15. 动力输出(PTO) – 油位 

□    16.. 喂入过桥和清选风扇齿轮箱- 油位 

□    17. 最终传动（边减）油位 

)""#$,-'
□    18.. 茎秆切碎器驱动系统-液位 

.""#$*+'
□    19. 卸粮搅龙下齿轮箱- 油位 

□    20.. 喂入过桥输送器链条 

□    1. 燃油滤清器 

□    2.. 燃油过滤器/油水分离器 

□    3. 更换发动机油和过滤器 

□    4.. 变速箱油 

□    5. 最终传动（边减）油位 

□    6. 动力输出(PTO) 齿轮箱 

□    7.. 喂入过桥和清选风扇齿轮箱 

□    8. 滚筒齿轮箱壳体 

□    9.. 卸粮搅龙下齿轮箱 

□    10. 茎秆切碎器驱动系统 

!/""#$,-'
□    11.. 液压油箱 

□    12. 液压过滤器 

0"""#$1203'
□    13.. 发动机冷却系统 

按需更换 

□    1. 挡风玻璃清洗器液- 补充液位 

□    2. 空气过滤器 

□    3. 旋转空气过滤网 

□    4. 中间冷却器 

□    5. 燃料系统- 充注和排放 

□    6. 燃油箱通气装置 

□    7. 推进系统排气 

□    8. 喂入过桥传动皮带 

□    10. 转向前束 

序号 需要处理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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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 

每 10 小时保养项目 

润滑油嘴       

□     1. 滚筒从动皮带轮                    

□     2. 滚筒驱动凸轮轴承                            

□     3. 卸粮筒铰接，四个                                        

□     4. 左侧上筛支架上 

□     3. 尾料升运器传动链。 

□     4. 净粮升运器传动链。  

要求检查和调整   

□     1. 检查发动机机油油位 

□     2. 发动机冷却系统 

□     3. 检查液压油位 

□     4. 谷物提升机传送链张紧度 

□     5. 右侧上筛支架上 

□     6. 杂余搅龙轴承 

传动链条润滑    

□     1. 粮箱搅龙的齿轮传动链。 

□     2. 卸粮筒传动链。                           

'
□     5. 杂余回流升运器链条张紧度 

□     6. 燃油滤清器/油水分离器 

□     7. 茎秆切碎器传动皮带张紧度 

□     8. 杂余回流系统调整 

□     9. 驾驶室空气滤芯 

□     10. 搅龙机床和谷物盘清洁 

序号 需要处理事项说明 

  

第一个 50 小时保养项目 

按要求检查和调整       

'
□     1. 执行 50 小时润滑油嘴保养                    

□     2. 检查车轮螺母和扭矩                            

□     3. 检查转向球节                                        

□     4. 检查/清洁空调冷凝器 

□     5. 检查轮胎压力 

□     6. 检查蓄电池电解液的液位 

□     7. 检查发动机油位 

□     8. 检查动力输出齿轮箱油位 

 

□      9.检查液压油位 

□     10. 检查所有链条和传送带的张力 

□     11. 润滑所有链条 

□     12. 检查冷却剂液位（分流箱） 

□     13. 检查制动器液位 

□     14. 检查驾驶室空气滤清器 

□     15. 检查燃油液位 

□     16. 从燃油系统预滤清器/水分离器排出水分 

序号 需要处理事项说明 

  



9 | P a g e  
 

发动机检查保养 

检查发动机机油油位 

1. 将联合收割机置在水平地面上。 
2. 停止发动机 15 分钟以上。 
3. 拔出量油尺。 
4. 如果油位低于交叉线标记，添加机油使油位
达到安全范围内。 
 
注释: 请勿使油位超过“油满”标记。 

 

 

发动机冷却系统 

冷却液液位应达到观察镜(2)。 
当冷却液液位过低时，步骤如下： 
1. 在低怠速下运转发动机。 
2. 通过分流箱加注口(1) 向冷却系统加注冷却
液。 
切勿在发动机温度高时加注冷却液。 

 

燃油滤芯 

每 600 小时更换发动机机油滤清器或根据实际
需要更换 
在新的油滤上涂一层薄薄的机油，用手旋入直
到密封件接触到安装面，然后再多拧 3/4圈至 1
圈  
 
切勿拧得过紧 

燃油系统排气 

1. 在燃油过滤器下方放置一个合适的容器，以
收集溢出的燃油。 
2. 将钥匙开关旋到“ON（开）”位置，以使电
动燃油泵运行。 
3. 打开排气螺栓(1) 以放出空气。 
4. 当燃油不再有气泡冒出时拧紧排气螺栓。 
5. 起动发动机。 
6. 将发动机转速提升一分钟，以将剩余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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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中清除。 
7. 将发动机转速减缓至低怠速，等待 1 分钟，然后关闭发动机。 

空气滤芯 

清洁初级滤芯，按需执行。 
使用压缩空气清洁，保持距离为 15cm 
如果污垢中混有机油或油污，请勿使用压缩空气
清洁。 

 

空气滤芯指示器 

 
进气过滤器指示器变红，需要清洁过滤器 
清洁后，推动上端来重置空气阻力指示器 

 

 

 

 

 

 

油水分离器放水 

每天进行排水操作 
1. 关闭发动机。 
2. 打开上部通风盖（旋转黑色塑料盖） 
3. 在排放阀（黄色旋钮）下面放置合适的容器，用来盛接任何排 
放的液体以妥善处置。 
4. 打开排放阀。 
5. 当无水燃油从排放装置流出时，关闭排放阀。 
6. 用手拧紧通风盖。 

 

齿轮箱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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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筒齿轮箱 

通过量油尺检查液位；按标记确定油量，如需要通过量油尺管添加 
油位检查间隔：每 100 小时 
换油间隔：每 600 小时 
容量：3.8L 
检查时收割机应停在水平的地面上 
 

茎秆切碎器齿轮箱 

通过液位塞(2)检查液位； 
如需要，通过呼吸孔(1)添加油液直至液位塞(2)处油液流
出 
油位检查间隔：每 100 小时 
换油间隔：每 600 小时 
容量：3.1L 
检查时收割机应停在水平的地面上 

边减齿轮箱 

注油塞和油位塞 (1). 
放油螺堵(2). 
油位检查间隔：每 100 小时 
换油间隔：每 600 小时 
容量：9.0L 
检查时收割机应停在水平的地面上 

 

 

垂直绞龙齿轮箱 

油位检查间隔：每 300 小时 
换油间隔：每 600 小时 
容量：0.6L 
注油和油位堵头 (1). 
放油螺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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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O 齿轮箱 

通过量油尺检查液位； 
按标记确定油量，如需要通过量油尺管添加 
油位检查间隔：每 100 小时 
换油间隔：每 600 小时 
放油阀位置(1) 
检查时收割机应停在水平的地面上 
注意：PTO 为独立齿轮箱，与液压油箱不连通。 
 
 
 

 

 

行走齿轮箱 

将联合收割机停放在平坦的地面上 
通过加注塞(1) 检查液位 
注释: 油位应该与加油孔的底部平齐。 
如果液位偏低，通过加注孔添加 
油位检查间隔：每 100 小时 
换油间隔：每 600 小时    容量：20L 
注意: 为避免过热，切勿使变速器满溢。应排出任
何超过加注塞底部的多余的油。 

 

喂入过桥和清选风扇齿轮箱 

将联合收割机停放在平坦的地面上。 
油尺(1) 位于驾驶室的右侧。如果油位位于或低于
量油尺上的添加标记，添加建议的油直至油位升
高到已满标记。 
油位检查间隔：每 100 小时 
换油间隔：每 600 小时    容量：2.4L 

 

 

液压系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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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油位检查 

1. 观测计窗口(1) 处应能看到液压油。 
2. 如果需要更多液压油 
• 拆除注油口盖(2) 并添加液压油， 
 
注意： 
• 将联合收割机停放在平坦的地面上： 
• 喂入过桥降下 
• 卸粮管缩回 

 

液压过滤器更换 

1. 使用过滤器扳手，松开两个过滤器。逆时
针旋转过滤器，以便将其拆下。 

放油阀位置(1) 

2. 使用润滑的过滤器衬垫。 
3.  
3. 在油过滤器顶部安装新衬垫。衬垫必须紧
贴在过滤器嘴中。手动顺时针转动过滤器，
将其安装在过滤器头上，确保金属触点与过                                 

                                                        滤器头牢固接触。这需要在初始接触后， 
                                                        再转动三圈。 
                                                           4. 检查储油箱中的液位 

行走系统排气 

配备非动力引导后轴的联合收割机 

• 固定驱动轮并启用驻车制动，以防止收获机移动。 

• 使液压储油箱保持适当液位。 

• 必须可从观测计窗口看见液压油。 

• 添加液压油时，停止发动机。 

 

配备动力引导轮的联合收割机 

固定驱动轮胎以防止机器移动。 



14 | P a g e  
 

• 垫高并固定动力导向轴，使车轮旋转自如。 

• 使液压储油箱保持适当液位。 

• 必须可从观测计窗口看见液压油。 

• 添加液压油时，停止发动机。 

 

* 检查动力导向轮是否旋转以及旋转方向。 

** 如果不保持制动，联合收割机将移动。 

*** 检查动力导向轮旋转的方向是否正确。 

注释 1 若动力导向轮不旋转或反方向旋转，则继续。 

注释 2 若动力引导轮在前进方向旋转，请您的经销商对液压系统进行维修。 

注释 3 若动力导向轮反方向旋转，则继续执行步骤。若动力引导轮在前进方向旋转，
请您的经销商对液压系统进行维修。 

链条及皮带传动 

净粮升运器和杂余升运器清洁门 

净粮(2) 与杂余(1) 升运器都有一个清理门，可用来
检查传动链条及清理升运器。 
收割另一种作物之前，打开清理门，对升运器进行
清理。 
每天作业结束后，对升运器进行清理。 
在不使用联合收割机时，请打开此清理门，以防止
堵塞或冻结。 

                                                  每周定期检查升运器链条的张力 
链条可以侧向移动，但是不可以沿轴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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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余回流升运器链条 

1. 松开惰轮链轮螺母(1)。 
2. 向上或向下移动惰轮链轮， 将链条的游隙设置为
25.4 mm (1 in)，以便沿着顶部完全自由移动。 
3. 拧紧惰轮链轮螺母。 

 

 

清洁谷物提升机传送链 

1. 拧紧张紧拉杆上的螺母(1)，调节净粮升运器传动
链条。 
2. 拧紧螺母，直到弹簧长度为 206 mm (8.1 in)。 
3. 将调节螺母锁紧。 

 

 

清选风扇驱动皮带 

风扇中间轴皮带张紧惰轮调节螺母，拧紧至与弹 

簧外部的弹簧衬套相接触。 

将调节螺母锁到位，确保衬套可以转动。 

 

 

分离器驱动皮带张紧 

首个 10 小时检查，每 100 小时
检查 

只要挡块底部边缘处于较大窗
口中，皮带就有驱动滚筒组件
所需的足够张力。 

 
当挡块的边缘(6) 达到较大窗口(5) 的下缘时，必须重新进
行调整。   

停机进行必要的调节松开下部螺母(9) 一段距离，使枢轴块边缘移至窗口内正确的位置。 

拧紧顶部螺母(10)，直到内部弹簧间隔套靠紧窗口指示器杆和下部螺母。 

启动发动机，接合滚筒开关，检查调节是否正确。 

接合后，外部弹簧间隔套(8) 应能够自由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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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泵驱动皮带 

拧紧辅助泵传动皮带张紧轮(2) 上的调节螺母(1)，直到张紧弹簧(3) 
与围绕张紧弹簧(3) 的管子(4) 长度相同，然后再拧紧螺母(1) 一圈。 

注释: 只要管子能自由转动，随时进行张力调节。 
 
 
 

收割系统 

滚筒前端叶轮磨损 

  

当耐磨条外缘亦或叶轮刀片的后侧因磨损呈杯沿状时，收获机的喂
入能力及物料通过量会大幅下降。以从螺旋叶轮前缘数起的第 4 个
固定螺栓为中心，在刮板表面做半径 33毫米的圆弧，如已经超过此
范围必须更换。 

 

 

茎秆抛洒器机驱动 

及时对抛洒器驱动系统
的清洁，会避免轴承和
驱动系统支架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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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 

轮毂螺栓扭矩 

如果是新机器，或者刚换过车轮，请拧紧驱动轮
的轮毂螺栓。首次运行 1 小时后检查一下螺栓扭
矩，然后第一周内每运行 10 个小时后检查一次。 

驱动轮将螺栓拧紧至 542 –610 N·m (400 – 450 lb 
ft)。 

转向轮毂螺母拧紧至 170 N·m (125 lb ft)。将动力
导向轮毂螺母拧紧至 475 N·m (350 lb ft)。 

转向前束 

 

前束范围 

非动力导向桥 

6 – 16 mm (1/4 – 5/8 in) 

 

动力导向桥（选配）  

2 – 13 mm (1/16 – 1/2 in) 

注释: 检查车轮前束时请将联合收割机放置于平地，并将转向轮摆正。 

1. 测量从地面至轮毂(1) 中心的距离。 

2. 用粉笔在与尺寸(1) 相同高度的位置标记各轮辋的前后，且距轮毂中心 300 mm (12 
in)。请确保标记在各轮辋的内侧。参见粉笔标记位置(X)，尺寸(1)。 

3. 确保车轮位于空档转向位置。测量用粉笔标记的轮辋前部（尺寸(2)）和轮辋后部
（尺寸(3)）之间的距离。(3) 应大于(2)。将(2) 从(3) 中减去即得到前束值。 

4. 旋转车轮，将后部标记移到前部。重复步骤 3。 

注释: 可通过将后轴抬高离开地面或在光滑的水平地面上向前或向后移动机器来旋转车
轮。在地面上对车轮进行测量。 

5. 通过两次得到的前束值计算出平均前束值。将此平均值与建议前束值作比较。 

6. 如果前束值不在建议范围内，请调节拉杆长度，直至达到正确的前束值。 

注释: 左右拉杆端必须调节相同的量，以在两个方向上都能全面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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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养润滑点 

标记的数字代表润滑的间隔时间，括号内代表润滑点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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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前检查清单 

  
1. 打开油箱阻断阀，打开油水分离器排放阀，排出受污染的燃油，关闭排放
阀，加注清洁燃油。 

2. 检查发动机曲轴箱中的机油油位是否正常。 
3. 检查发动机进气管及排气管密封管路的紧密性。 
4. 检查散热器的冷却剂液位是否正常。 
5. 检查蓄电池是否已充满电。正确连接蓄电池，先连正极再接负极。 
6. 检查制动器踏板连杆。 
7. 检查过桥传动摩擦式离合器是否正常工作。 
8. 发动机启动后切勿立即快速加速或以高转速运行。 
9. 检查所有传动带的张力（季后保养皮带应处于完全松弛状态，重新）。 
10. 检查所有链条的张力。 
11. 将轮胎充气至正确的工作压力。 
12. 关闭升运器仓门和粮箱卸载门。确保粮箱、杂余搅龙槽、净粮搅龙清洁槽
都已关闭。 

13. 确保所有的防护罩安装就位，能够提供妥善的保护。 
14. 外部观察车辆油液（燃油、机油、冷却液、液压油）无异常溢出或泄漏情
况； 

15. 制动系统可正常应用与解除； 
16. 检查各润滑点正常（针对季后未进行保养的） 

 

存储准备 

1. 先用塑料罩好发动机起动机与交流发电机，然后再对联合收割机进行清洗。 
2. 对联合收割机进行清洗或清洁，然后进行彻底润滑。 
3. 对联合收割机内部进行清洁，包括谷壳筛、下筛、操作员驾驶室及仪表控制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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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鼠类会损坏存放中的联合收割机。鼠类会啮食塑料、绝缘材料或橡胶材料，尤
其是当这些材料上有谷物残渣时更易招引鼠类。对鼠类容易筑窝的位置进行清
理。打开各检修门，以消除便于鼠类筑窝的死角。在某些情况下，投放一些樟
脑丸可帮助驱除鼠类。 

5. 排放机油之前，请使发动机运行足够长的时间，以完全加热曲轴箱内的机油。
根据说明拆卸并更换机油过滤器。向曲轴箱内注入新机油，然后使发动机 

6. 运行两到五分钟。 
7. 打开燃料过滤器脱水器排放阀，将水和沉渣排出后关闭排放阀。向燃油箱内注
入优质柴油。如果不经常使用这种级别的柴油，请将燃油箱排放干净并注入优
质柴油。让发动机运行五分钟，使燃油在喷射系统内循环流通。 

8. 清洁空气净化器壳体及其过滤器。 
9. 将冷却系统排放干净并进行冲洗，然后加注适当的防冻剂混合物，以确保联合

收割机在预测的最低温度下能够妥善存放。 
10. 关闭油水分离过滤器与燃油箱之间的燃油关断阀，防止燃油从燃油喷射系统流
入燃油箱。 

11. 堵塞发动机通气管与排气管。 
12. 若非在零度以下长期（超过30 天）存放，无需拆卸联合收割机的蓄电池。蓄电
池必须充满电，防止电池冷冻。断开蓄电池上的负极(-) 接地缆线，防止电池放
电。在处理蓄电池组件后请洗手。 

13. 将联合收割机存放在避免阳光照射的场所。存放前请清洁轮胎。支撑联合收割
机，以消除轮胎承重。如果不支撑联合收割机，请定期给轮胎充气加压。 

14. 用机油润滑所有的链条。 
15. 打开升运器和粮箱底部的仓门。打开收割台搅龙床前门，清洁搅龙床。 
16. 将所有液压油缸置于回缩状态，防止活塞杆生锈。务必将收割台降到地面上，

以消除液压系统的承重。将所有裸露的活塞杆涂上轻质润滑脂，防止生锈。 
17. 释放皮带的张力。 
18. 拆下粮箱盖。请参阅5-6 以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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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与指示 

                  

 

 

 

 

小键盘按钮功能 

 

警告指示区 

监视器区域——根据操作显示不同内容 
信息显示区 

按键区 
小键盘区域——选择屏幕、调节和校准联合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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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器 

 

   

 

 

   

 

 

 

 

 

 

 

 

 

 

 

开机屏幕 

收割机信息 

保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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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音量设置 

○ (2) 背光亮度设置-（仅在灯亮起时显示） 

○ (3) 对比度设置 

○ (4) 空白 

 

       

   

  

 

   

!"#$%&'

净粮升运器速度（O = 未安装，I = 已安装） 

收割台倾斜（O =未安装，I = 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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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屏幕 
在正常操作中，当某个系统被禁用或设置参数发生变更，
而操作员试图使用该系统时，将显示警报屏幕，同时响起
低音警报。 
按下警告忽略键清除警报屏幕，并返回到上一屏幕。 
(1) 警报指示器 
(2) 警报特定信息，请参阅报警表 
(3) 警报特定信息   (4) 警报编号 

驾驶室操作与功能 

顶棚按钮 

挡风玻璃刮水器开关(1)         

危险警告灯/驻车制动禁用开关(2)         

灯开关(3)            

注：更详尽说明请参考《驾驶员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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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台按钮  

 1. 滚筒接合/分离 

 2. 喂入过桥接合/分离 

 3. 滚转速 增加/减小 

 4. 拨禾轮转速 增加/减小 

 5. PRA 开启/关闭 

 6. 驻车制动开关  

 7. 发动机油门 

注：更详尽说明请参考《驾驶员操作手册》 

 

• 滚筒结合/分离开关 这是两位开关。提起开关并将其向前推至开启位置可接合
滚筒驱动器。将开关向后拉至关闭位置可断开滚筒驱动器。 

注释: 发动机转速必须高于1000 RPM 且低于1600 RPM才能接合滚筒。 
• 喂入过桥离合器开关 要启用喂入过桥和收割台驱动，操作员必须就座。拔起喂
入过桥离合器开关并向前推到开启位置，从而启用喂入过桥、收割台驱动和拨
禾轮驱动。 
只有也接合滚筒，才能接合喂入过桥和收割台驱动器。 
如果喂入过桥离合器开关保持开启且操作员就坐，接合离合器不会接合喂入过
桥和其他上述功能。要接合喂入过桥，必须先关闭再打开喂入过桥离合器开
关。 

注释: 联合收割机的操作员座椅配有一个开关，使操作者只有在坐下时才能运行喂入过
桥和收割台驱动器。一旦操作员离开座椅5 s，喂入过桥和收割台驱动将断开，而且在
重置前将一直保持断开状态。要复位，在驾驶员坐下时，将喂入过桥离合器开关调至
关，然后开启。 
驻车制动开关  按下开关前半部分接合驻车制动器； 按下开关后半部断开驻车制动器 
注释: 必须断开驻车制动才可行车。 

 

多功能手柄 

 

多功能手柄(MFH) 用于控制联合收割机的行驶方向和地面速度。 

注释: 多功能手柄上的按钮在钥匙开关打开后 7 s 内不运行，以便系统自检查。 

空档位置在推进控制杆槽的中间位置。将推进控制杆向空档位置移动会降低
地面行驶速度。将推进控制杆移进空档位置将停止所有地面行驶。 

起动发动机时，推进控制杆也必须位于空档位置 

紧急降速时一定先拉动手柄，再降低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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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禾轮位置开关(1)这是一个三位开关，其操作如下： 
   • 按下开关的减号(-) 一侧(A)，可降低拨禾轮 
   • 按下开关的加号(+) 一侧(B)，可升高拨禾轮。 
捡拾收割台- 对于配备了液压风挡压紧装置的捡拾收割台 
   • 按下开关的减号(-) 一侧(A)，可降低压紧装置。 
  • 按下开关的加号(+) 一侧(B)，可升高压紧装置。 
拨禾轮(1) - 向前/向后 
  • 按下开关的左侧(C)，可将拨禾轮向前移动 
  • 按下开关的右侧(D)，可将拨禾轮向后移动 

 
 

按下开关左侧(A) 以将卸粮管摆出至卸粮位置。 

按下开关右侧(B) 以将卸粮管摆入至运输位置。 

松开开关后，将回到中位，而卸粮管将停在当前位置。 

 
 

• 按下开关顶部(A) 以降低收割台。 

• 按下开关底部(B) 以提升收割台。 

• 按下开关左侧(C)，可将收割台（如配备）向左侧倾斜。 

                     • 按下开关右侧(D)，可将收割台（如配备）向右侧倾斜。 

 
 

 

 

方向盘控件 

转向指示灯控制器(1) 

向前移动控制器以表示“右”转。向后移动控件以表示左转。 

注释: 危险警示灯优先于转向灯。 

向上移动控件，在远光灯和近光灯之间进行切换。远光灯指示灯
显示在 A 柱上。 

喇叭按钮(2) 位于转向指示灯控制器末端。按下按钮以鸣响喇叭。 

方向盘倾斜杆(3)使转向盘可以倾斜调整至最舒适的位置。 

钥匙开关 (4) 此开关有三个位置：1. 关闭位置 - 2. 打开位置—3. 起动位置 。                         
当发动机开始运转后松开钥匙开关。发动机起动后，指示灯将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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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挡操作 

 

• 空挡位置为中央位置。换档手柄(2) 仅在变速器换档 

杆(1)处于空挡时才可以拉起。 

• 要将联合收割机变速器换入一档，请将变速器换档
杆置于空挡位置，然后拉起换档手柄(2)。将变速器 

换档杆向前推到底。 

• 要将联合收割机变速器换入二档，请将变速器换档杆拉回空挡位置，然后再拉到后部。 

• 要将联合收割机变速器换入三档，请将变速器换档杆从空挡或二档位置向前推到底。 

注释: 如果换档杆移入第三挡，则发动机转速会降低以将地速限制为 20 km/h (12 mph) 

卸粮操作 

卸粮搅龙打开/关闭控制杆 
 

位于操作员座椅的左侧。 

要开始卸载，请向上拉动控制杆。 

要停止卸载，请向下按控 

 

 

 

发动机正常起动 

1. 确保多功能手柄(MFH) 位于空档位置。 
2. 按下驻车制动器开关的上半部分，以接合
驻车制动器。 
3. 将滚筒驱动开关转向关闭位置。 
4. 将油门杆移至低怠速位置。 
5. 将钥匙开关调至开启的位置以检查指示灯。 
6. 等待警告指示灯面板上的预热灯熄灭。 

7. 将钥匙开关调至启动位置直到发动机启动，但不要超过 30 秒即松开钥匙。 
8. 一旦发动机启动，将油门手柄调至低怠速位置 1000 –1200 RPM 以确保机油

能到达发动机内的所有区域。检查油压指示器或低油压指示灯。如果油压
偏低，停止发动机并检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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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在完成日常检查后再启动发动机。 

• 如果发动机在启动后又停止，请等待启动马达停止转动后，再将钥匙开关再次调至启
动位置。 

• 请勿使用启动马达超过 30 秒。再次启动前请等待一分钟，让启动马达有时间冷却。 

• 如果发动机在负载运行时停止，请立即再次启动发动机，以避免由于冷却和润滑油停
止流动而导致的热量累积。 

停止装置 

1. 停止联合收割机并开启驻车制动器开关(1)。 
2. 将油门控制杆推至后部，怠速运转 5 分钟。 
3. 分离过桥和滚筒。 
4. 将钥匙开关转向关闭位置。 
5. 拔下钥匙。 

 

低温运行 

1. 电瓶— 必须充满电。 

2. 柴油燃油- 必须洁净且不含水分。 

3. 发动机油- 粘度必须与环境温度范围相符。 

4. 液压系统油液 

需要根据收获机工作温度的不同进行选择液压油。 

5. 润滑脂 - 粘度必须与环境温度范围相符。 

6. 冷却液- 必须与环境温度范围相符。 

7. 燃油箱- 为防止燃油箱中形成凝结物以及水进入燃油系统，请在工作日之后加注燃油
箱。通过开启燃油箱底部的阀门排尽燃油箱内的任何水分。 

8. 燃油过滤器水分离器- 在寒冷环境温度下，请确保每天清除水分离器内的水分，否则
会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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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调整 

喂入过桥调整 

前喂入辊下方锁止滚轮调整 
1. 上部位置: 玉米 
2. 中部位置: 普通作物（小麦) 
3. 下部位置: 难喂入的作物. 

每次调整前辊位置后均需检查链条的张紧度，左右两侧
调整一致。 

 
 
 
 

 
割台驱动皮带调节 

1. 拧紧螺母(1)，直至平垫圈(2) 与弹簧套(3) 接触。固 
2. 定住螺母(1)，同时将螺母(4) 拧紧至螺母(1)。 
3. 注释: 弹簧套(3) 必须能够自由转动。弹簧套(3) 和平垫 
圈(2)  之间的间隙(5) 最大可达 3 mm (0.118 in)。 

 

 

 

 

 
喂入过桥传动链条的调节 

1. 松开锁紧螺母(1)。 
2. 调节螺母(2)，直到垫圈(3) 在观察窗口(4) 中。 
3. 调节左右两侧的吊环螺栓，使链条中间的板
条距离喂 
入器底板 0.8 – 3.2 mm (1/32 – 1/8 in)。 
4. 拧紧锁紧螺母(1)。 
注意：务必将链条在两侧均匀调节，以防止链
条和链轮的过度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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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机托架调节向前和向后倾斜（如已配备） 

   
 
在出厂时已经根据轮胎尺寸经过调整，如确实需
要请务必参考操作手册调节 
 
 

喂入过桥堵塞反转 
利用专用工具对喂入过桥进行反转操作 

必须使发动机熄火 

 

 

 

脱落分离系统调整 

凹板间隙调节 
凹板的间隙是由手动控制调节的 

顺时针: 减小间隙 

逆时针: 增大间隙 

 

 
滚筒齿轮箱 

齿轮箱由右侧面板下方、分离器上方的控制杆控制。 

将控制杆拉出为 LO（低）。将控制杆推入为 HI（高）。 

空档位置(N) 是 LO 和 HI 之间的止动位置。要更改变速
箱速度，请关闭发动机并将控制杆移至所需位置。 

 

滚筒和分离器导流输送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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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拆除左侧的分离器面板。 

2. 在每个要调节输送叶片上，从螺栓末端松开三个螺母 

3. 根据需要前后移动输送叶片的底部。 

4. 将冲头插入叶片定位孔中，将其固定在中间位置。 

5. 拧紧输送叶片上的螺母。 

A. 先拧紧中央的螺母。 

B. 其次拧紧下端的螺母 

C. 最后拧紧上端的螺母。 

D. 将螺母扭矩紧至 47 – 54 N·m (35 – 40 lb ft)。 

                                                 6. 安装左侧的分离器侧面板。 

向后调节输送叶片底部（缓慢）可增大功率和燃料消耗。向前调节输送叶片（加快）
可加大作物流量与地速，还可降低功率和燃料消耗。 
 

滚筒堵塞 
使用专用工具对喂入过桥进行反转操作 

必须使发动机熄火，并放大凹板间隙。 

 

 

 

清选系统调整 

清选风扇速度的调整 
 

 使用专用工具转动，将风扇调整至所需速度。 

     顺时针转动手柄可提高风扇速度。 

逆时针转动可降低风扇速度。 

- 将手柄转动三圈大致等于 100 RPM 的变化。 

450rpm-1280rpm 

 



32 | P a g e  
 

筛子开度调节 

上筛调节 
1. 前部/预筛的调整（手动） 
2. 后部（手动） 
3. 主体（3/4 的筛子）（手动） 

使用专用工具调节，筛子前部开口的设置
不能超过 13mm，否则导致下筛过载 

 

使用专用工具对下筛单独调整。 

 

 

净粮升运器 

净粮升运系统打滑离合器 

 

检查打滑离合器的螺栓紧固情况。 

正确的拧紧至扭矩为 45 - 50 N·m (33 -37 lb ft)。 

正确校紧后，后部锁紧螺母（2）的紧固需完全保
证螺母（1）的位置不变。 

 

排杂系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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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碎器速度调节 

1. 将限位器从弹簧上抬起，向下移动皮带惰轮手柄(2) 
释放皮带惰轮。 
2. 将皮带(3) 置于所需的皮带轮组上方： 
3. 向上移动惰轮手柄直到限位器落到弹簧上为止，将皮带 
惰轮接合。 
 
注释: 改变茎秆切碎器速度后，必须调节茎秆切碎器凹板 
和定刀。 

秸秆切碎器凹板的位置 

切碎器凹板是可调的，因此在凹板和滚筒刀尖之间有 5 到
10mm的间隙 
此间隙可通过松开机器两边的螺栓（1）调节。松开后凹
板可按需要向上或向下移动. 
注意：收获玉米，切碎器凹板放到最低位置 

 

切碎器定刀调节 

通过升起或降低安装定刀的机架可调节定刀的位置，从
而达到切割精细度的要求。 
 
 
 
 

秸秆抛洒器 

根据抛洒宽度的需求橡胶板可以定位于三个不
同的角度以增大/减小抛洒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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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作物设置 

45' 67' 89' :;<'
=>'

?@AB=CDEF (7) GHAB=I'
JCDEF'

K'L'
6'M'

(RPM) 

NOP'
Q'

45' 6'M'
(RPM) 

RST'
U'

VWX' P'Q'
(4) 

:;<'
=>'

P'Q'
C'I'
JF'

YZ' [\' ]Z' PQ' ' K'L'
6'M'

(RPM) 

NOP'
Q'

^_' 650 2 1 SW [' 1 1/8 7 10 10 1 1/8 2 500 `a'
bc' 700 2 2 SW [' 1 1/8 13 13 16 1 1/8 10 1000 `a'
dP - 
ed'

300 1 2–4 LW [' 1 1/8 13 13 16 1 1/8 3 550 `a'

fd' 300 1 3 LW [' 1 1/8 13 13 13 1 1/8 10 850 `a'
ghi' 300 1 5 LW [' 1 1/8 10 13 16 1 1/8 8 770 j'
k (5) 550 2 2 SW [' 1 1/8 7 10 10 1 1/8 7 450 `a / 

lm'
nk (5) 900 2 0 SW [' 1 1/8 7 10 10 1 1/8 2 450 `a'
op (5) 400 1 1.5 SW [' 1 1/8 10 13 13 1 1/8 2 500 `a'
qck'
(5) 

500 2 3 SW rM' 1 1/8 16 19 20 1 1/8 8 650 `a'

sc (5) 650 2 4-5 SW rM' 1 1/8 10 13 13 1 1/8 7 450 `a'
ctk'
(5) 

700 2 2 SW [' 1 1/8 10 10 10 1 1/8 5 650 `a'

uv:'
k (5) 

900 2 0 SW [' 1 1/8 10 13 13 1 1/8 2 500 `a'

wE (4) 400/ 
500 

2 3 LW ['
1 5/8 
Closz 

13 13 16 
1 5/8 
Closz 

10 

8 
1000/ 
1200 

j'

wE (4) 400/ 
500 

2 3 LW ['
1 5/8 
wE'

7 13 13 
1 5/8 
Closz 

10 

8 
1000/ 
1200 

j'
wE'
Cxy'
z{X'
jF (1) 
(2)'wE'
(4) 

300 

450 

1 

2 
3-5 LW ['

1 5/8 
Closz 

1 5/8 
wE'

13 

7 

13 

13 

16 

13 

1 5/8 

Closz 

15 

13 

1000 

1200 
j'

|}d'
PCu'
d~f'
dF'

300/ 
400 

1 
3-5 LW 

SW ['
1 1/8 
1 5/8 
Closz 

13 
7 

13 
7 

13 
7 

1 1/8 
1 5/8 
Closz 

10 
8 

900 
1100 j'

��' 850 2 5 SW [' 1 1/8 7 7 13 1 1/8 3 500 `a'

wE/�'
�'

450 2 3 LW ['
1 1/8 
1 5/8 
Closz 

10 
4 

13 
7 

13 
7 

1 1/8 
1 5/8 
Closz 

8 
3 1100 j'

��' 300 1 4 SW rM' 1 1/8 13 13 13 1 1/8 2 800 `a'
�c' 600 2 3 LW [' 1 1/8 13 13 16 1 1/8 10 780 `a'
���'
wE'

400 1 1.5-3 LW [' 1 1/8 10 13 13 1 1/8 6 970 j'

�d - 
s��'
d'

300 1 2 LW rM' 1 1/8 13 13 13 1 1/8 10 700 j'

���' 400 1 4 SW rM' 1 1/8 7 10 13 1 1/8 2 600 `a'
�� (2) 
(3) 

850 2 1 LW [' 1 1/8 10 10 13 1 1/8 8 880 j'

���' 600 2 1 LW [' 1 1/8 13 13 13 1 1/8 14 85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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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67' 89' :;<'
=>'

?@AB=CDEF (7) GHAB=I'
JCDEF'

K'L'
6'M'

(RPM) 

NOP'
Q'

45' 6'M'
(RPM) 

RST'
U'

VWX' P'Q'
(4) 

:;<'
=>'

P'Q'
C'I'
JF'

YZ' [\' ]Z' PQ' ' K'L'
6'M'

(RPM) 

NOP'
Q'

��' 300 1 4 LW rM' 1 1/8 10 13 16 1 1/8 8 800 j'

bd (6) 
(4) 

350/ 
650 

1 
2 5 LW ['

1 1/8 
1 5/8 
Closz 

13 
0 

16 
7 

16 
7 

1 1/8 
1 5/8 
Closz 

10 
3 

1050 
1150 j'

#c (1) 1050 2 2 SW [' 1 1/8 7 13 13 1 1/8 7 1050 `a'
'

(1)'������ 150'���/I�C9400'��/��F�wE ¡¢£¤¥¦§¨©ª«�¬®45 ¡¢£'
$¯|°±²³´z{Xyjµ'�¶·wE ¡¢£$¯¸¹KL6Mº�» 1250 RPMµ'
(2)'¼½z{Xyj]¯¾�¢£��~|}´dP¤¥P¿ÀÁÂ45$¯Ã¹z{XyjÄ«µ'
(3)'¢£ÅÆ���$¯²Ç¦89ÈÉÊNOÈÉËÌ³´xÍR�Îjµ'�¦89ÈÉ[³´xÍR�'
Îj$¯¹89VWXB=Ï 5'¤Ëµ'
¼½xÍR�Îj]¯ÐÑ�89Ò ¡ÓÔÕÖ¯×ØÙÎj|°ÚÛ»89µ'
(4)'Üj (RB)'Ý´�Þß LWµ'
RB -'Üj 16 mm (0.6 in)'yà'
LW -'áâã 6.4 mm (1/4 in)'yàä'
SW -'åæ 4.76 mm (3/16 in)'yàµ'
(5)'¦bçèké¢£©ª«¯êë¦ìí<=³´îÍR�Îjµ'��ïð¶·�®45¯³´ñÍR�'
Îjòóôõµ'
(6)'¢£ö÷bd$¯|°±²øùMð�ú 700 RPM'ûü,�µ'
(7)'ý@AYZ�B=þÿ²!A7�¬Zz"#$%&÷µ'

 

评估损失与机器性能表现 

收获季，一个季节在劳动力、土地、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上的投资回报都取决
于联合收割机把每个颗粒都收入粮仓的能力。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现实中是不可
能的。而 AF4088/4099 轴流收割机则将带你比任何其它收割机更接近完美。 

当联合收割机调整到与每个作物和季节相匹配时，应该采取一些简单的步骤来检
查切割、脱粒和联合收割机的分离性能，并隔离可能需要调整的地方，以得到最好的
样品，损失最小。  

在进行任何减少损失的调整之前，确定损失来源的结构化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未考虑损失是由收割前原因、收割台原因还是分离器原因导致，而在分离器空转
的情况下检查损失，可能导致不必要或错误的调整。 

以下公式有三个主要的损失区域： 

收割前损失+ 收割台损失+ 分离器损失= 总损失 

测量损失时，在不使用抛撒器的情况下以常规操作速度使用收割台进行完全切割。在
代表平均条件状况的田间区域停止联合收割机。请勿使用靠近田边的行，也不要在靠
近田边地头的位置进行测量。停止收割机并倒车至相同距离，让联合收割机清空。然
后即可检查所有损失点，而无需再次启动和停止联合收割机。 

注意: 开始测评之前，请确保已关闭机器且所有运转的部件已完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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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主要损失区域 

1. 收割前损失 

• 这是在收割作物前已发生的损失。包括由于天气、虫害或其他灾害而掉到地面上的种
子。任何联合收割机都无法收集这些谷粒。 

2. 收割台损失 

• 这可能是因为切割位置过高、拨禾粉碎器、切割器刀杆条件、剥离器板过宽以及其他
收割台调整错误而导致的。 

3. 机器损失 

• 这可能是因为检修门安装不当而导致的。 

4. 分离器损失 

• 该损失可能来自滚筒和/或清选系统，可能是因为调整不当、缺少适当的附件或作物
条件而导致。 

排除分离器损失 

要确定分离器损失是否来自滚筒或滚筒系统，请完全打开下筛和谷壳筛。 

如果分离器损失仍然很高，则损失是因滚筒损失所导致的。如果分离器损失下降，则
损失是因滚筒系统调整不当所导致的。 

利用快速切断进行问题诊断 

利用此步骤可以检查相当于联合收割机工作状态下的内部情况。由于必须要停止机器
后才能进行检查，所检查的情况与运行中的实际情况会有较大差别。尤其对于那些有
明显限制条件的情况，这些步骤是非常有用的诊断工具。请按照以下步骤执行“快速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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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一块相对平整的作业区域，要求作物均匀且有代表性。 

注释: 进行作业前，要确保将两个制动踏板锁定在一起。 

2. 在联合收割机正常、稳定运行的状态下，快速地依次执行步骤 A、B 和 C。 

A. 用右手将发动机转速控件移动到低怠速位置。 

B. 用左手将推进控制杆推到最快前进位置。 

C. 踩下锁定在一起的制动踏板。 

注释: 在“快速停止”之前，请勿关闭钥匙开关。 

注释: 虽然这样做可能不利于联合收割机，但确实可以实现通过制动踏板迅速停止分离
器。如果没有外部制动，滚筒的惯性将继续驱动分离器运动，直到最后滑行停止。在
成功的“快速停止”过程中，联合收割机将在十英尺之内停下来。 

注意: 重新启动发动机滚筒比较困难时，请勿执行“快速停止”步骤。 

3. 在执行“快速停止”后立即将分离器驱动及喂入过桥离合器开关拨到“OFF（关闭）”
位置。将推进控制杆返回停止位置，重新启动发动机，使其冷却至可安全关闭的温度。
然后，关闭发动机，设置驻车制动器，将钥匙从开关中取出。 

4. 打开左前侧的装饰门，从凹板与栅格区域拆下左侧护罩。 

5. 检查凹板有无堵塞或其他问题。 

6. 检查搅龙床上有无不完全脱粒、作物受损或其他异常情况的迹象。 

7. 搅拌栅格区域的滚筒内部的农作物原料。如果栅格区域后部附近有残留谷粒，说明
可能存在过多滚筒损失。相反，如果栅格区域前部附近有残留谷粒，则说明分离能力
过剩。 

8. 检查谷盘及谷壳筛上的农作物原料分布。应该从后部和左侧检查区域检查谷壳筛上
的农作物原料分布。 

9. 放下杂余搅龙槽门。检查下筛上的物料和物料分布情况。检查杂余搅龙槽中的物料
类型和物料量。 

10. 确保收割台、进料器壳体与升运器中的农作物原料流量正常。 

11. 利用所有可用的信息，按照故障排除图的信息进行调节或校正。 

12. 装回防护罩，关闭杂余搅龙槽门，再关闭调节门。然后再次进行新检查，以确保机
器已经就绪，可以安全地重新启动。 

13. 如果要在“快速停止”后重新启动联合收割机，首先启动发动机，使其预热到能够
正常平稳工作的温度。将发动机转速控制移动到低怠速位置。尽快地依次执行步骤 A 
和步骤 B： 

A. 将分离器开关拨到 ON（开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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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发动机转速控件移动到前进或全速位置，使所有部件全速运行；然后将发动机转
速降到一半油门位置，使机器可以自行清洁。 

14. 如果滚筒堵塞，必须使用相应的步骤进行清理。 

15. 当分离器长时间运行后需要清理时，将发动机转速控制移动到低怠速位置，激活喂
入过桥离合器开关后立即将油门位置返回全速位置。 

利用滚筒部件增加产品性能 

不同的作物建议选用配置 

小麦/谷物配置 
         51–普通纹杆  
         3 – 直分离杆  
         3 – 螺旋推杆  

 

 

玉米配置 

           45 -普通纹杆  

           6 -直分离杆  

           3 -螺旋推杆  

 

水稻配置 

        57 – 钉齿纹杆 

          3 – 螺旋推杆 

 

 
大豆配置 

45 -普通纹杆 

12- 钉齿纹杆 

① 钉齿杆位置 

直分离杆主要用于处理高产量谷物及玉米，以提高
分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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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切槽杆是主要的移动部件。 

• 该元件装在滚筒最后方，以打连枷的方式作用于正
在卸出的物料。 

钉齿纹杆为水稻滚筒的主要脱粒部件，在恶劣、潮湿环境中以及处
理牧草类作物的条件下，普通纹杆的效果更加显著。 

 

光滑纹杆用作水稻以外的农作物的主要脱粒部件。它还用于细分
离元件，并能够通过分离区域进行自如的谷物移动。 

 

阻隔柱条可提高脱粒能力，适应更困难的脱粒条件 

!
!
脱粒和分离 - 故障排除 

!
要纠正以下列出的具体收割问题，请遵循并完成所描述的调节步骤。 编号指出了每次
调节所应遵循的顺序。 

注释: 最常见的错误调节是将滚筒速度设置得过低。 收割含有高含水量的农作物时将需
要更高的滚筒速度。 

(A)!"#$%&'()*+,-! 1.''(øùMð'
2.')*A+¤,-./'

3.'*+890×12¯Ð²$G3125'

4.'4bøù589�\6'

5.'78Y899«:;©/<=©C>?F'

6.'9«89[�&÷âã'

(B)!,-./01%)2! 1.'º�øùMð'

2.',#øù589�\6'

3.'¹@©AüBCÈ�DM<='

4.'89PQE�¯³BCE=z'

',FÏ,Ý%45©ª�89PQ'

(C)!,-.345678! 1.''(øùMð'
2.'4bøù589�\6'

3.'¼½GH4´ô#�89CIÜj89F'

4.'¹JK7]ZONLM9«CNó³´aOONF'

5.'¼½PQX/RSTU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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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作业 

1. 进行每 10 小时或每天检查维护。 

重点： 发动机油位、冷却液液位、液压油油位、油水分离器排水，润滑油嘴； 

           观察有无异常漏油。升运器驱动机构张紧度。 

           如有作物更换，请对升运器进行清洁。 

2. 启动发动机，低怠速运行，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液压油进行预热。 
3. 接合分离器，接合喂入过桥，观察无异常，满油门准备作业。 
4. 田间运行 100米查看当前机器设置是否带给您比较理想的收割效果。 

4.1 茎杆切割程度过于严重，可降低滚筒转速或增大凹板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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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脱粒不彻底可提高滚筒转速或减小凹板间隙。 
4.3 根据实际情况也可调配配置。 
4.4 如果粮箱采样过脏，减小下筛间隙和/或提高风扇速度； 
记住：谷壳筛开口打开得越大，风扇速度就应设置得越快； 

4.5  如果损失过多，需要检查凹板是否有堵塞；尝试更改滚筒速度，过高和过   
低的滚筒转速都会导致滚筒损失；使用正确类型的栅格，玉米推荐使用键
式栅格，谷物推荐使用长槽口型栅格；高产量作物时，降低地速以减少损
失。尝试增加筛子开度，但避免粮箱过脏。 

5. 达到理想效果后的正常作业。                                                                           
地头时务必使用手柄控制地速，不可先降低油门再控制手柄。 

6. 完成作业后停机，车辆行驶至停靠位置，先降低地速为零，再降低油门；分离
喂入过桥、分离滚筒，低怠速运行一段时间以使发动机温度降低，关闭钥匙
门。 

 
收割机的调节根据作物、田间条件、气候等多种情况，要求和使用的配置绝不单一，
可以将各种凹板或栅格结合使用。理想的收割效果一定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调节； 
 
实际田间参考机器设置 

作物 

滚筒转

速 凹板类型 叶片位置 上筛设置 

下筛设

置 风扇转速 栅格类型 

    类型 间隙   前 中 后       
玉米 （产

量 1200kg/

亩） 400rpm 圆条 6-8 慢速位置 10 16 16 

最大或

不安装 1100rpm 键式栅格 

玉米 （产

量 700kg/

亩） 
350-
400rpm 圆条 5-6 中间位置 7 13 13 13 1200rpm 键式栅格 

黄豆  
700-
800rpm 粗丝 4-5 中间位置 13 16 16 10 1150rpm 槽口栅格 

小麦 

（400-
600kg/
亩） 1000rpm 细丝 2 中间位置 7 12 12 7 1100rpm 槽口栅格 

水稻   850rpm 细丝 1 中间位置 10 13 13 8 900rpm 键式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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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滤芯和油品 

1、 滤芯： 

使用滤芯的目的是防止设备遭受有害污染，劣质滤芯或许可以帮您节省一部分费用，但从

长远来看，它将大大增加维护费用并导致不可估量的维修费用。最小的颗粒往往最具破坏性，

许多配件仿造商忽略了这些颗粒，它们会导致不易察觉的渐进损伤——到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凯斯纽荷兰纯正滤芯构造坚固，经过设计工程师的严格测试及全面核查，可为您的设备提

供最好的重载保护。 

1) 保护发动机系统: 

Ø 凯斯纽荷兰纯正燃油滤芯——耐用的 MicroLoc 特制介质可以高效的阻挡燃油系统

的污垢，提高发动机喷射压力和低排放要求。 

Ø 凯斯纽荷兰纯正机油滤芯——更高的积碳和污垢容纳能力，大大延长了滤芯的使

用寿命。 

Ø 凯斯纽荷兰纯正发动机空气滤芯——采用特殊的 PleatLoc合成过滤介质，高出普

通滤芯三倍的过滤效率，可捕捉相当于约十分之一头发直径的微小颗粒。 

2) 保护液压系统: 

Ø 凯斯纽荷兰纯正液压油滤芯——使用高性能合成介质提升了 4.4%的污垢保持能力

和 6.8%的强度，最大限度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Ø 凯斯纽荷兰纯正液压油箱空气滤芯——油箱的“口罩”，防止污垢随空气混入液

压油箱进入液压系统。 

3) 保护洁净的驾驶室工作环境: 

  

•凯斯纽荷兰原装过滤介质 

高效过滤介质 

稳定的粘合剂 

完美的密封 

•优化的过滤性能（寿命），效率（清洁度）和流量 

减少运动部件渐进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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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轴承和环的磨损 

出色的污泥清除能力 

在冷启动期间高强度保证油的通过性能 

 

2、油品： 

所有的凯斯纽荷兰原厂纯正润滑油均在内部和外部严格的质量控制下开发和生产 

凯斯原厂润滑油先进的技术是您可靠的使用保障 

专业工程师和专家专门从事润滑油的开发和试验 

凯斯原厂润滑油开发了全系列高品质农用和工程机械润滑油产品，可供用户选择 

凯斯原厂润滑油可为用户提供全面的车用润滑油解决方案，为用户节省运营成本 

 

a. 发动机油: 凯斯1号发动机机油  

NO.1是采用新一代的复合添加剂配方，特有的耐磨因子，为您的发动机部件提供抗磨保护膜，

同时配有高效的烟炱分散性能，为发动机提供全面的清洁保护。 

应用范围 

专为凯斯/纽荷兰柴油发动机而设计，同样适用于高速涡轮增压和非涡轮增压式重负荷柴油发动

机，为其提供出色的发动机保护。同时可以减少高油耗、提升抗氧化、抗腐蚀能力，有效降低

高温产生的沉积物；  

性能特点 

新一代的添加剂，含有特效耐磨因子，为发动机提供抗磨保护膜； 

高效的烟炱分散性能，为发动机提供全面的清洁保护； 

杰出的热稳定性和抗氧化稳定性，有效控制低温油泥和高温降低积炭产生； 

耐高温，良好的低温流动性保证发动机正常启动。 

主要产品供应： 

1) 1号发动机油 15W-40   

2) 1号超级发动机油 CK 15W-40  

3) 1低耐温发动机油 10W-30- 

 

正确的使用发动机机油粘度等级取决于环境温度。请参考右侧的表格为您的发动机选择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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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机油标号，15W-40适用温度范围是零下15度到零上40度，10W-30温度适用于-25度到+20

度，5W-30适用于-30度到+20度，请在过低温度操作时适用冬季机油。 

燃油中的硫含量 

发动机机油和过滤器更换周期。但在某些国家/地区，当地供应的燃油可能具有较高的硫含

量，在这种情况下应调整发动机机油和过滤器的更换周期，参考发动机机油和过滤器保养部分

内容。 

 

b. 高级液压传动油  

专门设计的油品，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您的液压和变速箱传动部件。 按照随机的《操作手

册》中的要求进行更换液压油和变速箱油。 

 

性能特点： 

适用于重负荷变速器、差速箱、后桥、液压系统、动力转向系统、湿制动器、动力输出装置及

流体静力传动装置； 

优异摩擦力控制、磨损保护、热稳定性、机械剪切稳定性、防锈防腐蚀，以及泵送性等特性； 

即使在温度差异大的崎岖地形操作时，依然能够延长离合器寿命、达到最高牵引杆负荷； 

使现代驱动变速器、驱动桥、离合器、动力输出装置及液压系统发挥卓越的性能；  

主要产品供应： 

1）高级液压传动油 

2）高级液压传动油  无锌 

 

c. 凯斯多用途润滑脂  

251H EP是一款锂基适合极度压力下使用的润滑脂，适用于转动轴承，万向节，花键轴，水泵轴

承，底盘和普通润滑。 

 

d. 凯斯专用齿轮油 

此款适合极度压力下使用的优质齿轮油专为高速/低扭矩和低速/高扭矩应用设计，具有高效的

泡沫和氧化稳定性，能够有效的减少腐蚀和沉淀给您设备造成的损伤。独特的配方使其同样适

用于高温条件。 

主要产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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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负荷车辆齿轮油 85W-140  

2）重负荷车辆齿轮油 80W-90  

 

e. 凯斯纽荷兰冷却液/防冻液（OAT有机酸防冻液） 

OAT冷却液经过专门设计，可保护冷却系统免受污染并防止腐蚀和气蚀。 冷却液中含有化

学抑制剂，可增强和扩展传统防冻剂的保护作用。 该抑制剂的设计可防止生锈，减少水垢的形

成，最大程度地减少气缸壁腐蚀并减少冷却液的泡沫。  

注意：OAT防冻液不能混加其它防冻液，混加将引起冷却系统部件的腐蚀或失效。 

 

f. 燃油 

发动机融合了现代科技设计理念，能够提供可靠的性能并节约燃油。为了保持可靠的性

能，一定要按正确的维护周期执行关于发动机的保养项目。 

重要：您的发动机获准使用的柴油必须符合规格标准EN590（或类似标准）。 

请注意，如果使用的柴油不符合上述规格标准，将可能导致发动机和燃油系统严重受损。

还应注意，使用未经批准的燃油可能会导致保修失效。所用燃油的质量是保证发动机性能可

靠、使用寿命长的重要因素。燃油必须清洁、精炼，不会腐蚀燃油系统的零件。应确保使用声

誉良好的供应商提供的高品质的柴油。 

为尽可能使燃油充分燃烧并减少发动机磨损，应按环境问题选择夏季柴油或冬季柴油，选

择使用符合特性要求燃油，保证燃油系统的正常作业。 

0号柴油：最底温度在4度以上的地区使用 

-10号柴油：最底温度在-5度以上的地区使用 

-20号柴油：最底温度在-14度以上的地区使用 

-30号柴油：最底温度在-29度以上的地区使用 

-50号柴油：最底温度在-44度以上的地区使用 

 

燃油的存放注意事项： 

采取下列预防措施，确保贮存的燃油无灰尘、水分和其他杂质。 

• 将燃油贮存在黑色的铁罐中，不要使用镀锌罐，因为锌镀层会与燃油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化 

合物，进而污染喷油泵和喷油嘴。 

• 将储油罐避光放置，并使其稍稍倾斜，使油罐中沉淀的杂质远离出油口。 

• 为便于清除水分和沉淀杂质，请在油罐最下面的出油口末端相反位置底部放一个排泄阀。定

期排放油罐沉淀的水分和杂质。 

• 如果从储油罐中取出燃油时没有过滤，加油时应在油箱加油口放置一个细过滤网。 

• 合理安排燃油的购买，夏季用的燃油不要过季贮存，并在冬天使用。 

 

保养零件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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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零件编码详细的信息可以在购买配件时咨询凯斯纽荷兰经销商。 

保养件更换周期表： 

中文名称 周期  备注 
润滑脂 按需加注  
85w140 齿轮油 600 小时更换  
75w90齿轮油 600 小时更换  
凯斯专用液压油 600 小时/1200 小时更换  
低温液压油 根据需要 依据气温 
发动机机油 300 小时更换（建议） 与燃油质量相关 
燃油滤芯 600 小时更换 与燃油质量相关 
机油滤芯 300 小时更换（建议） 与燃油质量相关 
     发动机连接外部
空气滤-初级滤芯 

根据需要 高灰尘需提前更换 

发动机连接外部空气
滤-次级滤芯 

根据需要  

回至液压油箱的液压
油滤芯单元,2015 年
使用 

根据需要  

回至液压油箱的液压
油滤芯单元,2016 年
开始使用 

根据需要  

油水分离器燃油滤芯
单元 

根据需要 与燃油质量相关 

燃油滤芯 根据需要 与燃油质量相关 
驾驶室外部滤芯 根据需要 与环境相关 
油水分离器总成 根据需要  
液压滤芯 第一个 100 小时，每

600 小时 
 

 

故障报警和错误代码 

报警查看与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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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列表 

  

 

 

 

 

 

 

 

警报 描述 显示图标 

A100 

发动机转速降至低于 1600RPM   

A101 
喂入过桥速度过低 

  措施：检查进料器变速箱系统 

A102 

已禁用自动喂入过桥切断系统(AFC) 
  

A103 
冷却液温度过高 

  措施：停止机器并检查冷却液系统 

A104 
燃料温度高 

  措施：停止机器并检查燃油系统 

A105 
发动机油温高 

  措施：停止机器并检查冷却液系统 

A106 
操作员未就座 

  措施：坐下以便接合 

A202 
净粮升运器速度低 

  措施：停止机器并检查谷物处理系统 



51 | P a g e  
 

ICM!错误代码 

A'¹VWº>�*»»¼½¾¼½¿�À�Ám$¯¹)*� A'¹VWºÏÂ%¢£TÃÄ1Å
�TÃÄ¯NÆ[ÇWµ'
A'¹ÈÉÊË>¦ÈÉ³ÌË²W�ÊËµ 

efghijk ICM!lmnop(nqghrst!ghijuvwxyz{|(gh}~!
I5t CASE IH����(�����t!
gh�j! ��! ����!

1 �(ÍÎSMðÏrÐ<Ñ' '

5 Ïª©ÒÐÓ(' '

15 Ïª©ÒÐÓ�' '

17 ¢£ÔÕ�ÐÖæ×' '

18 ¢£Ô'(ÐÖØ' '

19 ÙÚØÐÖØ' '

20 ÍÎSÛ�ÐÖØ' '

21 ÜHÝÞßÐÖØ' '

22 ÜHÝÞàÐÖØ' '

24 ÍÎSËÐÖØ' '

25 ÍÎSg«ÐÖ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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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hijk ICM!lmnop(nqghrst!ghijuvwxyz{|(gh}~!
I5t CASE IH����(�����t!
gh�j! ��! ����!

26 ¢£ÔºÕá�' '

27 ÍÎSgYÐÖØ' '

28 ÍÎSg]ÐÖØ'       '

29 ÍÎSÛ�ÐÖØá�' '

31 ¢£Ô'(ÐÖØá�' '

32 ¢£Ô�ð 12VD'�MÐâ' ''

33 12VF'*ã~ÍÎS~ÜHÝÞ�~ÙÚØÐâ' '''

37 A'¹JÙ' ''''

38 8Mäå (RHM)'JÙ' '''

41 ÍÎSMð*ã' ''''

42 ÍÎSMðä�*ã' '''

46 ÍÎS<=ÐâÏræÐ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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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模块 (RHM) - 错误代码 
 

efghijk!���!lmnop(nqgh%st!ghijuvwxyz{|(gh}~!
I5t!����!��!����(�����t!

��}~! ��! ����!

640 çèÏräå (ACM)'éÐêÐÓ' '

641 çèÏräå (ACM) 5 V'©ÒÐÓ' '

703 8Mäå (RHM)'ëì*ãÐÓ' '

714 MFH'íî' '

715 ï¡$ð/èñ' '

718 çò°èó (MFH)'ô§»õ' '

739 ¢£ÔºÕ*ã' '

741 ¢£Ô'(*ã' '

743 ¢£Ô�ö*ã' '

745 ¢£Ô8ö*ã' '

747 ÍÎSºÕ*ã' '

749 ÍÎS'(*ã' '

751 ÍÎSg]*ã' '

753 ÍÎSgY*ã' '

757 Ä¸Þß*ã' '

759 Ä¸Þà*ã' '

760 Ä¸÷øùúX*ã' '

762 ûü*ã' '

764 -Z*ã' '

765  ýhT*ã' '

766 þÿ*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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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柱故障代码 

efghijkyz+dz������� nq¡�¢+£¤¥(¦§ghr¨©t!ghi!
juvwxyz{|(gh}~I5t CASE IH!����(�����t!
gh�j! ��! ����!

E 129 !��<�"X' '

E 134 #$C%4&¦<F' '

E 135 �'<=�"X' '

E 145 �(' ''''''

E 146 +5V'�"Xùà' '

E 147 ²W)ð' '

E 151 *ß~+Û�' '

E 152 z{XÛ�' '

E 154 8YºÊ,-º' '

E 155 �]º' '

E 156 �YºÊ,-º' '

E 157 8]º' '

E 162 .îº' '

E 163 Å�T/¡æÐX' '

E 165 ICM'JÙ' '

E 166 ECM'JÙC¾Ð0Å�TF' '

E 167 æÐX A'1Ðâ' '

E 168 æÐX B'1Ðâ' '

E 169 2-r�XÓ3*ã' '

E 171 �~86gÙÚ' '

E 172 ¡x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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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喷发动机故障代码 

DTC �� !ª « ¬
m!

ª¬m!
10019 65561 ¦*»»47'!('�ÙÚ 
1001A 65562 47 50'567«µ'
10025 65573 �Ó8�9æÐX]¦:;'
10026 65574 éÐêÐÓ¼½'
10028 65576 9æÐX SCBattCLambda'e<X/ONe<X/éÐê'*ãF'
10029 65577 9æÐX 3C=AÓ�T/!�~>Xe<XF'
1002B 65579 ò?@=Ae<X 1'�¡X'
1002E 65582 ONe<X&y*B'
10031 65585 CDE)ð�"X'
10032 65586 CDE)ð�"X�m»õ'
10033 65587 4)ÙÚ'
10034 65588 4Ó�"X'
10035 65589 !t)ðÙÚ'
10036 65590 FÓ�"X CP3 
10037 65591 GFÄÓ¼\Ø'
10038 65592 �Ó�"X'
1003A 65594 �)�"X'
1003C 65596 bA)ð�"XC·ðHF'
10041 65601 IJ�"X¼½'
10042 65602 ¾ñKSJ�"X/¡'
10043 65603 KSJ�"X¼½'
10044 65604 KSJÊIJL\���µ'
1004D 65613 Å�TMMNU'
10052 65618 FÓ'�b'�O'M~'B£P'
10053 65619 FÓ��OM~B£P'
10054 65620 M~�#GFÓ3'
10055 65621 QMà�bFÓ'
10056 65622 GFÓ3«'Mð��RS'
10057 65623 Mqä�[Ñ�½=�B£�E|Ù'
10058 65624 �TÑ�UV�!tW�B£�(�ÑXÇY�qP'
10059 65625 Ñ�½= PWM'ò?@'
1005B 65627 �Ó»õCh´FÓ'´ÏµF'
10061 65633 1'ÚAZ -'[\(/�'
10062 65634 2'ÚAZ -'[\(/�'
10063 65635 3'ÚAZ -'[\(/�'
10064 65636 4'ÚAZ -'[\(/�'
10065 65637 5'ÚAZ -'[\(/�'
10066 65638 6'ÚAZ -'[\(/�'
10067 65639 1'ÚZ -'*¸'
10068 65640 2'ÚZ -'*¸'
10069 65641 3'ÚZ -'*¸'
1006A 65642 4'ÚZ -'*¸'
1006B 65643 5'ÚZ -'*¸'
1006C 65644 6'Ú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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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C ��!
ª « ¬
m!

ª¬m!
1006E 65646 ¦ú0]^è«q'__`'haÅ�T 
10071 65649 1'Úbc£¼½-'[\/E|zP'
10073 65651 2'Úbc£¼½ -'[\/E|zP'
1007C 65660 d;c£¼½ -->'haÅ�T'
1009E 65694 ÆWe�qr³fghq'
1009F 65695 EGSys_NOxEstIv'[�çíÙÚ:;'
100B1 65713 CAN A'[iæã$'
100C8 65736 CAN'jk TSC1-VE'9�M$'
100D1 65745 CJ940'JÙ¼½'
100D2 65746 EEPROM'Ám¼½'
100D3 65747 l£ûü'
100D4 65748 JÙ´Ý´µ½=/ÏrËm'
100D5 65749 n5oS\ã$p/\àµ'
100D6 65750 TPU'5vw\�$\�O'
100D7 65751 èñqr�st'
100D8 65752 SPI'¿uËm�´Ý'
100D9 65753 ADC'´ÏÁm¼½'
100E1 65761 �Mò?@�éÐê[\1�v[\~=¸~)ð~�'
100E2 65762 wxvw�Ám¼½Cî!�y{F'
100E3 65763 JÐ$\M~Mq´Ï�qP'
100E4 65764 *+Å�T6M$Å�6MÈÉ'
100E5 65765 12V'�"XzÐÐÓ'
100E6 65766 �"XÐâÐÓ 1 
100E7 65767 2'Ú�"XzÐÐÓ'
100E8 65768 �"XÐâÐÓ 3 
100E9 65769 z{ÐÓ CJ940'Ëq'
100EA 65770 z{ÐÓ CJ940'«q'
100EB 65771 bAÓ3�"X'
20025 131109 |}/¡$a:~'
20028 131112 9æÐX�v[\CLambda'e<X/ONe<X/éÐê'*

ãF'20032 131122 CDE)ð�"X��»õ'
20036 131126 GFÓ3�"X��´Ï'
20038 131128 �Ó~('
2003A 131130 �)��p���'
2004D 131149 ÆW��Å�TT�½=NUJ~~<NU���fgqr'
20059 131161 Ñ�UVùà�éÐê[\'
2007C 131196 d;c£¼½ -->'haÅ�T'
200C6 131270 CAN'jk TSC1-PE'a�M$'
200D3 131283 �rûü'
3004D 196685 ÆW��Å�TT�½=NUJ~Mðqr���fgqr'
30059 196697 Ñ�UVùà�Úv[\'
3009E 196766 ÆW�S4ÓNU³fghq'
300C8 196808 CAN'jk TSC1-VE'a�M$'
300D3 196819 |�ûü'
4009E 262302 ÆW��Å�TNU���fgqr'
6009E 393974 ÆW!��qr³fgh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