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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关于车辆工程专业本科教育目标和培养方案及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的。
　　全书共分12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作为汽车检测诊断T程师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在简单介绍汽车检测基础知识和汽车检测站之后，着重阐述和讲授了发动机、底盘、整车性能以及汽
车电子控制系统的检测诊断方法。
此外，对汽车排放污染物、汽车噪声等环保性能指标，特别是近年来新兴的汽车电磁兼容性检测等内
容也作了充分的介绍。
　　本书是按照授课时数约为60学时编写的。
各学校在选用本书作为教材时，可根据自己的教学大纲适当增、减学时。
　　本书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语言简练，图文并茂，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简化了冗长的理论分析
，强化了汽车检测实用技术的介绍，教材内容的取舍以充分满足汽车检测诊断工程师知识结构的要求
为出发点，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内容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旨在切实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是一本具有鲜明特色的实用规划教材。
　　本书由凌永成和刘树伟主编，赵海波和周大军为副主编。
具体写作分工如下：第1章由姜阳编写，第2章由赵海波编写，第3章由李明杰编写，第4章由孟宪臣和
韩瑞华编写，第5章由周大军编写，第6、7、9、10、11章由凌永成编写，第8章由刘树伟编写，第12章
由李雪飞编写。
　　沈阳大学厉承玉教授作为主审，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使本书内容
更为严谨，在此深表感谢！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许多专家和同行的热情支持，并参考和借鉴了许多国内外公开出版和
发表的文献，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或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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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12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作为汽车检测诊断工程师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在简单介绍汽车检测基础知识和汽车检测站之后，着重阐述和讲授了发动机、底盘、整车性能以及汽
车电子控制系统的检测诊断方法。
此外，对汽车排放污染物、汽车噪声等环保性能指标，特别是近年来新兴的汽车电磁兼容性检测等内
容也作了充分的介绍。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汽车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高等工程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及
职业培训学校的汽车运用、汽车服务、汽车维修类专业教材，还可作为广大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和汽车
维修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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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检测第11章 汽车电磁兼容性检测第12章 汽车电子控制系统检测诊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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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发动机异响诊断仪的基本原理　　发动机异响实际上是一种振动波，它具有振动波的频率、相
位、振幅特征。
发动机运转时，其不同的机件、不同的工作状态，就有不同的机械振动，表现出不同的响声特征。
其响声的音调由振动波频率决定，声音的强弱由振动波振幅决定，响声出现的时刻则取决于振动波相
位。
　　发动机的响声往往是各种振动的综合反映，而异响通常是某种或多种机件工作不良的充分体现。
发动机各机构引起的异响特征频率是不同的，异响诊断仪就是通过检测这种不同特征频率下异响波形
的振幅和相位来迅速、准确地判断出异响的部位和严重程度的。
　　图4—41所示为发动机异响诊断仪的原理框图。
异响诊断仪主要由传感器、选频网络、功率放大、相位选择及显示等部分组成。
　　异响诊断仪的传感器通常采用压电式加速度计。
它通过两种方法固定在发动机上：一种是用强磁材料把传感器吸附在发动机机体上；另一种是制成手
持式传感器，通过与传感器相连的炭棒以一定的压力接触检测部位来传递振动。
传感器发出电量信号的频率取决于振动频率，其信号电压取决于振动幅度。
　　传感器输出信号由屏蔽导线接入选频网络，该网络实际上是一组不同中心频率的选频放大器。
中心频率即为发动机各主要异响的特征频率。
　　检测时，中心频率靠异响选择键来变换，键上标有对应的声响部位。
各种经过选频放大的特征信号强度远比其他频率高，特别是那些空气动力声音和不希望的频率信号能
量能被大大衰减。
经过选频网络的振动信号，由功率放大后输至示波器的输入端。
　　相位选择装置使信号在一定时刻通过测量机构，该时刻对应于故障机件出现异响振动的时刻。
由于某缸敲击的振动总是在这一缸点火后某时刻开始至一定时刻结束。
因此，对于汽油机而言，相位选择装置可以利用点火次级电压脉冲来触发示波器的扫描装置，在开始
点火时刻使经选频后的异响振动电压信号导通。
这样在示波器屏幕上便显示出经过相位和频率选择的振动波形，可用于直接观察异响振动波形的振幅
、相位及延续时间。
　　2.仪器诊断发动机异响的基本方法　　目前，很多发动机综合检测仪如QFc一5型、WFJ-1型微机
发动机检测仪，均带有示波器，具有显示发动机异响振动波形的功能。
用这些仪器诊断发动机异响的基本方法如下。
　　（1）按仪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使仪器进入异响检测状态。
　　（2）根据异响的零部件选择操作码，其实质就是选取故障部件振动的中心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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