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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长期从事机动车安全技术鉴定、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的教师和专家共同编写而成，主要
内容包括道路交通事故鉴定技术；交通事故车辆转向系统、制动系统、行驶系统、传动系统安全技术
检验鉴定；交通事故车辆照明与信号装置、安全防护装置等安全技术检验鉴定。
为便于读者快速掌握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鉴定的基本理论和鉴定技能，本书每一章都附有一定
数量的典型案例，并详细地介绍交通事故案情资料的收集、鉴定方案的制订、鉴定的实施、鉴定结论
、交通事故成因分析等。

《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技术鉴定教程》可作为大学本科交通运输、交通工程、汽车服务工程等专业的教
材；也可作为高职院校相关专业和警察学院交通运输管理专业的教材以及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人员、
汽车检测鉴定人员、交通警察的培训教材和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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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打开裂纹时，须注意保持断面的原始形貌特征不受到机械的和化学的损伤；断口及其附近区域的
材料显微组织不能因为受热发生变化。
具体实施时，应根据裂纹的位置及扩展方向来选择人为施力点，使零件沿裂纹扩展方向受力，使裂纹
张开形成断口，而不会在打开过程中损伤断面。
常用的裂纹打开方法有三点弯曲法、冲击法、压力法和拉伸法等。
打开裂纹时，最好采用一次性快速打开方法，而不用重复的、交变的或分阶段处理的方法，如振动疲
劳和反复弯曲等，以免打开时在断面上形成的特征与原始断裂特征混淆。
对大型结构件，如锅炉、飞机等，为便于运输和深入的观察分析，需将大型零件切割成小试样。
常用的切割方法有砂轮切割、火焰切割、线切割和锯切等，对会产生高温的切割，切割位置应与裂纹
保持一定的距离，并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冷却，以免裂纹附近的材料组织、性能因受热发生变化，断面
特征产生化学损伤。
　　②断口分析裂纹断口分析与断裂面断口分析的技术和方法均相同，适用于断裂面断口分析的方法
和手段在裂纹断口分析中均可应用；两者的形貌特征和规律也相同。
因此，裂纹的断口鉴定技术和方法可参考下面的断裂面断口分析部分。
　　4）裂纹综合诊断通过对裂纹的宏、微观分析，可确定裂纹的部位、形态和裂纹源的位置，初步
判断裂纹的形成时期和扩展途径，结合应力分析、制造工艺和使用条件及材料性能综合分析，可初步
诊断出裂纹的性质及产生的原因。
　　（1）裂纹的起始位置。
裂纹的产生是应力作用的结果，其起始的位置取决于应力集中和材料强度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零件结构形状上易引起应力集中的部位，如工件截面尺寸突变、厚薄不均、孔槽边缘和尖锐棱
角处等；材料缺陷和内应力部位，往往是裂纹出现的部位。
根据裂纹存在的部位和受力状态，可以初步判断裂纹产生的条件。
。
　　①材质原因引起的裂纹。
金属的表面缺陷，如夹砂、斑疤、划痕、折叠（图2.15）、氧化、脱碳和粗晶环等，以及金属的内部
缺陷，如缩孔、气泡、疏松、偏析、夹杂物、白点、过热、过烧和发纹等，不仅本身直接破坏金属的
连续性，降低材料的强度和韧性，而且往往在这些缺陷周围造成很大的应力集中，使得材料在很低的
平均应力下产生裂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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