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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W.齐默尔曼等编著的《汽车总线系统》讲解了车辆中最为重要的总线系统和协议，介绍了总线系统
常用的协议标准、总线系统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应用层的诊断协议等，重点解读了总线系统的应
用层。

 《汽车总线系统》可供汽车设计人员使用，也可供汽车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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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萍，女江南大学工业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德语。
北京汽车工业中德合资职业学校中级讲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进修英语。
与邓东密先生一起编著并出版了《柴油机喷油系统（机械控制与电子控制）》。
从事职教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教学和专业技术翻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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