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8 卷第 2 期
1 9 9 9 年 6 月

四 川 水 力 发 电
Sichuan 　 Water 　Power

Vol. 18 ,No. 2
1 9 9 9 2 0 6

日立 UH30 型挖掘机主件国产化改造的实践

欧 阳 新 群　王 国 文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四川郫县 ,611730)

摘　要　简要地介绍了对进口 UH30 型液压挖掘机的主要部件实施国产化改造的动机 ,改造的实施过程、最终成果以及产生的效

益分析。实践证明 ,此次改造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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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 ,我局先后引进了日立建机株式会社生

产的UH30 型全液压挖掘机 5 台 ,斗容量 :正铲为4. 4

m3 ,反铲 3 m3。这 5 台设备不仅承担了四川铜街子

水电工程的全部沙石骨料 (水上和水下) 的开采任

务 ,而且在主体工程中的土石方开挖和围堰施工中

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众所周知 ,进口设备的零部件不仅进货周期长 ,

而且价格昂贵 ,使维护成本大大增加。由此 ,激发了

我们使用国产件的思路。本文记述的就是我们对该

机从运行初期的易损部件到运行后期的主要部件实

施国产化改造的实践 ,供国内同行参考。

1 　对柴油发动机的国产化改造

UH30 型液压挖掘机上原配有两台五十铃 E120

型发动机 ,每台功率为 147. 1 kW (转速为2 000 r/

min) ,最大扭矩为 800 N·m(转速为 1 400 r/ min) 。我

们在国内柴油发动机生产厂家寻找类似产品。经过

若干次比较后 , 最终选定杭州柴油机厂生产的

X6130 型柴油发动机 ,其额定功率为 147. 1 kW(转速

为 2 000 r/ min) ,最大输出扭矩为 785 N·m(转速为 1

400 r/ min) 。该发动机不仅性能较接近原件 ,而且改

装起来比较方便省事 ,辅助装置好配置 ,价格也比较

合理。通过单机改装、试验成功后 ,已将其余 4 台同

类型挖掘机全部改装完毕 ,投入运行多年后 ,尚未发

现有不适之处。

2 　对液压系统主要元件的国产化改造

UH30 型液压挖掘机每台发动机通过减速器驱

动两台斜盘式变量泵 (主泵) 和一台斜轴式定量泵

(第三泵) 。因此 ,该机主液压系统共有 6 台油泵供

油。机车行走机构由 4 台斜轴式油马达驱动 ,上盘

回转由两台曲柄连杆式径向柱塞油马达驱动。主油

路的油通过伺服压力操纵分配阀和主换向阀 ,使其

进入相应的执行元件 ,以实现行走、回转和工作装置

的动作。该机采用高压系统 ,主安全阀调定压力为

22. 56 MPa。由于配备了两个相互独立的双回路液

压系统 ,因而工作可靠 ,操作灵活 ,维修方便。

对液压系统主要元件实施国产化改造的有 :动

力元件 ———主泵、第三泵和伺服泵 ;执行元件 ———行

走马达、回转马达和作业装置的各种油缸 ;辅助元件

———全车液压 (软)管等。

2. 1 　主泵

原机主泵为 KVC925DP3 斜盘式轴向柱塞泵 (一

室双泵) ,排量 105 mL ,最高转速 2 280 r/ min ,额定压

力 22. 56 MPa ,恒功率变量。该泵的滑靴及压板磨损

最快 ,缸体、柱塞和配流盘也有不同程度的磨损。我

们在对上述磨损件进行修复的同时 ,考虑国产替代

品。根据原泵为一室双泵的结构特征 ,初选 ZBN 型

变量双泵 ,但效果不很理想。后来考虑一室一泵 ,两

泵均用管路连接的方案实施。选用贵液厂的

A7V160LV2. 0 斜轴式轴向柱塞泵 ,其排量为 160

mL ,最高转速 2 100 r/ min (实际使用时 ,调至 1 500 r/

min) ,额定压力调定为 22. 56 MPa ,恒功率变量。原

泵为升速传动 ,考虑到国产泵的转速不宜过高以及

国产泵排量较大等因素 ,我们把新泵的运转速度定

在 1 500 r/ min。为了保持原机各动作速度不变 ,重

新设计传动比 ,自行加工减速器。

2. 2 　第三泵

原机第三泵为 PF50 型斜轴式定量泵 ,排量为

50 mL ,转速为发动机转速的 0. 94 倍。选用国产 ZB2
H50FXK斜轴式定量泵 ,额定工作压力、转速和排量

都与原泵相同。该泵为贵液厂为其它类型的液压挖

掘机开发的产品 ,使用情况很好 ,一次定型。

2. 3 　回转油马达和回转机构

原机回转马达为 SX508BM 型曲轴连杆式径向

柱塞马达 ,排量为 1 510 mL ,最高转速 300 r/ min ,额

定扭矩 4. 6 kN·m。该马达的主要故障是连杆鞍座

表面合金层脱落。我们选用上海东海船厂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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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80 型油马达 ,其排量为 1 600 mL ,转速 280 r/ min ,

额定扭矩为 4. 5 kN·m。因国产马达和原机马达的

技术参数比较接近 ,故原减速机构可用 ,只将国产油

马达输出轴的联接键进行了修改。

本机上下盘间的回转轴承为直径 2 m 内圈与回

转齿圈一体的滚珠轴承。运行几年后 ,发现有金属

屑排出 ,经解体检查是滚道表面金属大面积剥离 ,最

深达 2 mm ,滚珠表面也有不少剥蚀斑点。经测绘后

委托洛阳轴承厂加工。于 1992 年前 5 台车已按先

后顺序更换上了国产轴承 ,至今使用良好。兄弟施

工单位获悉后 ,也已采用该轴承。

2. 4 　行走油马达及行走机构

原机行走油马达为 MFGB105 N 型斜轴式定量

马达 (配双级行星减速器和制动器) ,排量 105 mL。

我们选用国产油马达为 ZB2H107FK型斜轴式定量

油马达 ,排量为 107 mL。原行走减速器尚可使用 ,

仅将其输出轴加以修改。

行走机构的“四轮一带”,我局同湖北咸宁工程

机械厂合作研制成功后 ,该厂已于 1994 年向我局供

货。

2. 5 　液压油缸

该机液压油缸共有 7 种 ,使用中不仅密封件、导

向套等易损件更换困难 ,而且还出现轴承破碎、缸筒

裂纹等现象。经测量 ,这 7 种油缸仅大臂油缸缸径

与国产标准系列不符。原机大臂油缸缸径为φ225

mm ,国标系列缸径与之相近的有φ220 mm ,比原机

小 5 mm。经过推拉力和动作速度计算比较 ,变化值

均在原设计允许范围内 ,可以选用。

原机油缸设计的活塞空套在活塞杆上 ,活塞杆

的拉力完全由压紧螺母承受 ,因此 ,该螺母的拧紧力

矩为 38. 6 kN·m ,拆卸时需制作刚性较大的支架及

其它专用工具 ,很麻烦。现改成活塞与活塞杆螺纹

连接 ,螺母只起防松作用 ,这样的结构拆卸维修就比

较方便了。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测试、设计、合作和改进后 ,

该车正反铲工作装置的 7 种油缸均全部实现国产

化 ,并且使用效果良好。各种油缸的主要技术参数 ,

结构尺寸和易损部件图纸等均已全部汇编成册 ,作

为四川永川油缸厂的正式产品 ,可随时订货供应。

2. 6 　液压软管的国产化改造

由于液压软管使用一段时间后橡胶要老化或局

部易损伤等原因 ,工作时容易爆裂 ,需常储备用。因

此 ,我们与泸州液压附件厂联合测绘全车液压软管 ,

并汇编成册 ,由该厂定点供货 ,从而满足了全局 5 台

UH30 型液压挖掘机液压软管的使用需要。

3 　工作装置国产化改造

(1)斗齿是挖掘机的易损部件。该机引进初期

使用随机购来的斗齿 ,随后委托国内生产厂家生产

加工。由于原机斗齿与牙床采用弹性销连接结构 ,

因此 ,在挖掘过程中容易掉齿 ,特别是在水下作业期

间 ,斗齿掉后找不回来 ,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消耗量

大。根据现场使用情况 ,需要修改设计 ,重新制作牙

床焊在铲斗上 ,将斗齿与牙床采用卡销连接 ,这样 ,

使用起来安全可靠 ,更换也较方便 ,且在我局厂内加

工 ,降低了生产成本。此项改进我局还扩大应用到

其它类型的挖掘机上 ,这样 ,使局内几种类型的液压

挖掘机的斗齿可以相互通用。

(2)由于水下沙卵石开挖对铲斗磨损很快 ,因
此 ,我们要自行测绘加工制作了 5 套反铲斗投入使
用 ,以便随时进行循环修补。原来引进时 , 5 台
UH30 型液压挖掘机只配一套反铲加长臂 ,满足不了
多机同时使用加长臂的要求。根据工程需要 ,我们
自行加工制作了两套反铲加长臂进行水下作业和围
堰拆除工作。实践证明 ,以上我们设计制造的这些
零部件 ,在工程施工中投入使用后 ,运行良好。
4 　结 　语

在对 UH30 型挖掘机的主要部件进行国产化改
造后 ,我们曾进行了技术经济比较。通过综合测试
发现 ,改造后的整机性能基本达到原机技术性能指
标。不可否认 ,国产元件的使用寿命低于进口件 ,但
进口件的单价却比国产件高出很多。参见表 1 ,进
行经济效益分析后 ,一目了然。

表 1 　国产件和进口件经济效益比较表

项　目
单价/ 万元 大修时间/ h

进口件 国产件 进口件 国产件

发动机 70 10 9 000 7 000

液压泵 80 12 9 000 7 000

回转马达 52 7 7 000 5 000

行走马达 48 4 7 000 5 000

回转轴承 45 11 18 000 已运行
10 000

　　综上所述 ,对 UH30 型挖掘机主部件进行国产
化改造工作是成功和有益的。它不仅满足了工程施
工需要 ,还创造了比较明显的综合经济效益 ,同时 ,

也为我局其它进口机械的国产化改造工作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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