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检修>>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检修>>

13位ISBN编号：9787111313687

10位ISBN编号：7111313682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胡光辉

页数：4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检修>>

内容概要

　　《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检修（第2版）》在总结前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编排，增强了
全书的逻辑性、系统性、实用性，注重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引入了项目课程的理念，体现
了职业教育的特色，通过引入大量的实车用汽车电路使学习者对汽车电器各系统有全面的了解，满足
了汽车运用技术领域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检修（第2版）》面向高职高专教育编写，结合不同车型的系统电路图，
详细介绍了电源系统、起动系统、点火系统、照明和信号系统、仪表和报警系统、辅助电器系统、汽
车空调系统、汽车音像系统、汽车电控系统、全车电路及配电装置等。
内容力求广泛，每章都配备了相应的实训项目和习题，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既有汽车电器设
备的使用、检测、维修知识，又有电路故障的诊断与排除知识。
　　《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检修（第2版）》合高职高专汽车运用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检测与
维修等相关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以作为成人高等教育相关课程的教材使用，还可供汽车维修人员、驾
驶员、汽车行业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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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软件技术。
随着汽车电子技术应用的越来越广泛，对有关控制软件的需求也将会增加，并可能进一步要求计算机
联网。
因此，要求使用多种软件，并开发出通用的高水平语言，以满足多种硬件的要求。
　　多通道传输技术。
多通道传输技术的采用，对电子控制集成化的实现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
采用这种技术后，使各个数据线成为一个网络，以便分享汽车中心计算机的信息。
微处理机可通过网络接收其他单元的信号。
传感器和执行机构之间要有一个新式接口，以便与多通道传输系统相联系。
　　集成化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功能集成化，从而实现更经济、更有效且可诊断的数据中心。
如传感器系统的集成化可减少布线，简化控制系统，并可使传感器系统的体积减小60％-80％。
　　光导纤维。
汽车电子技术的进步，已使各系统控制走向集中，形成整车控制系统。
这一系统除了中心电脑外，包括多达23个微处理器及大量传感器和执行部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信
息交换与控制系统。
车用计算机的容量要求已与现代PC机不相上下，计算速度则要求更高。
由于汽车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数量日益增多，采用高速数据传输网络日益显得必要。
光导纤维可为此传输网络提供传输介质，以解决电子控制系统防电磁干扰的问题。
随着光导纤维的成本不断降低，它的应用也将降低汽车的成本。
此外采用不同线束的表面安装技术、多层印制电路板和厚膜混合技术，将使电子控制器件布置得更为
紧凑。
因此，作为变革，电子产品安装形态的关键技术也将起重要的作用。
　　汽车车载电子网络。
由于汽车电子技术功能的日益强大和系统的日益复杂化，汽车电子设备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大量使
用微处理机来改善汽车的性能。
随着电控器件在汽车上越来越多的应用，车载电子设备间的数据通信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以分布式控制系统为基础构造汽车车载电子网络系统是很有必要的。
在该系统中，各处理机独立运行，控制改善汽车某一方面的性能，同时在其他处理机需要时提供数据
服务。
主处理器收集整理各从处理机的数据，并生成车况显示。
通信控制器保证数据的正常流动。
　　随汽车电子技术的进步，将促使各子系统控制走向集中化，以形成计算机集中控制系统。
这一系统除中心电脑外，还包括大量的微处理器、传感器和执行机构，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信息交
换和电控系统。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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