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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适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强化职业能力的培养，推行一体化教学而编写的教
材，内容涉及汽车发动机的构造、调整、故障诊断与检修等。
本书很好地突出了理论适度够用、强化实操技能的高职特点，而且符合一体化教学规律。
　　本书根据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设置本教材的内容结构，确定编写内
容，简化繁琐的理论分析，突出结构、总成装配关系、维修、检测以及故障诊断等内容的讲述，力求
与职业资格标准相衔接，有较强的岗位针对性和实用性。
　　书中讲述的基本车型具有代表性，力争做到所介绍的汽车发动机先进结构与国内汽车发展保持同
步。
考虑到电子控制技术在汽车上日益广泛的应用，充实和加强了汽车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方面的新内容
，如电控气门正时、电控汽油喷射、柴油机电子控制、发动机排放控制等。
　　本书配有丰富清晰的插图，尽量减少复杂的装配图，更多地采用了结构示意图，使得汽车发动机
各系统各部件的构造、检测和维修保养操作工艺一目了然。
教材每章之前都有学习目标，各章之后都配有内容丰富的复习题，便于学生学习、复习和巩固所学知
识与技能。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汽车发动机各机构与系统的组成、构造、工作原理、检测调整及润滑和密封；
汽车发动机的常见故障的诊断方法、维修工艺与维修技术要求等内容。
　　本书主要用于高等工科和高等职业院校汽车专业的师生作教材使用，也可供汽车维修与检测技术
人员使用和参考，还可以作为各类汽车维修培训班的培训教材。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郑劲（总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七章及附录）、张子成（第三章、第六章
部分）、王海涛（第四章）、王加升（第五章）、张维军（第八章）、柴彬（第八章部分、第九章）
、石允国（第六章部分、第十章）。
全书由郑劲、张子成担任主编，王海涛、石允国担任副主编。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同行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有配套电子教案，可赠送给用本书作为授课教材的院校和老师，如果有需要，可发邮件
至hqlbook@126?com索取。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教材难免存在缺点与不足，承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教材通过今后的教学使用，还需不断的总结经验，以便再版修订时改正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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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根据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确定编写内容，简化繁琐的理论分析，
突出结构、维修、检测以及故障诊断等内容的讲述，力求与职业资格标准相衔接，有较强的岗位针对
性和实用性。
    全书对发动机的两大机构、五大系统进行了全面描述，共分为10章，内容包括总论、发动机的工作
原理和总体构造、曲柄连杆机构构造与维修、配气机构构造与维修、汽油机燃料供给系统构造与维修
、电控汽油喷射式燃料供给系统构造与维修、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统构造与维修、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
构造与维修、润滑系统构造与维修、冷却系统构造与维修、发动机的装配与调试。
    本书适合于高职高专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和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等相关专业的师生
作教材使用，也可供汽车维修与检测技术人员使用和参考，还可以作为各类汽车维修培训班的培训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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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VIN的每位代码代表着汽车的某一方面信息参数。
按照识别代号编码顺序，从VIN中可以识别出该车的生产国别、制造公司或生产厂家、车辆类型、品
牌名称、车型系列、车身形式、发动机型号、车型年款（属哪年生产的年款型车）、安全防护装置型
号、检验数字、装配工厂名称和出厂顺序号码等。
17位代号编码经过排列组合的结果可以使车型在30年之内不会发生重号现象，就像身份证号码一样，
不会产生重号错认，故又称为汽车身份证。
因为现在生产的汽车车型采用年限在逐渐缩短，一般8～12年就淘汰，不再生产，所以17位识别代号编
码已足够使用。
汽车研究及管理部门也有相应的规定标准，各国机动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牌照时可以将其输入计算机存
储，以备需要时调用，例如，处理交通事故、保险索赔、查获被盗车辆、报案等。
有的国家规定没有17位识别代号编码的汽车不准进口，还有的国家规定客户不能购买没有17位识别代
号编码的车辆，因此没有VIN识别代号编码的汽车是卖不出去的。
由于汽车修理已逐步实行计算机管理和故障分析诊断，因此在各种测试仪表和维修设备中都存储有17
位识别代号编码VIN的数据，以作为修理的依据。
17位识别代号编码在汽车配件经营管理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在查找零件目录中的汽车零件号之前，首
先要确认17位识别代号编码的车型年款，否则会产生误购、错装等现象。
VIN识别代号编码一般以标牌的形式装贴在汽车的不同部位。
利用VIN数据规定，还可以鉴别出拼装车和走私车，因为拼装的进口汽车一般是不按VIN规定进行组
装的。
　　2.基本内容　　我国原机械工业部于1996年12月25日发布的《车辆识别代号（VIN）管理规则》中
规定：“1999年1月1日后，适用范围内的所有新生产车必须使用车辆识别代号”。
　　车辆识别代号由3个部分组成：第1部分是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MI）；第2部分是车辆说明部
分（VDS）；第3部分是车辆指示部分（VIS），如表0-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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