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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汽车技术和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子技术在汽车上得到广泛应用，从发动机的燃油喷射、
点火装置、怠速装置、进气控制、废气排放、故障诊断到底盘的传动系统、行驶系、转向制动系统和
车身及辅助装置普遍采用了电子控制系统，机电一体化是现代汽车的显著特点。
电子控制系统在汽车上的广泛应用，使汽车的动力性、燃油经济性、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都得到
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尤其是汽车排气对环境的污染从根本上得到了控制。
　　电子控制技术在汽车上的广泛应用，机电一体化使汽车从总体结构、工作原理、使用维修等方面
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为了帮助汽车使用与维修人员和从事汽车专业教学的师生系统掌握现代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结构、原
理、使用维修与故障诊断等方面的内容，以适应汽车技术发展的需要，中国机动车辆安全鉴定检测中
心、公安大学、北京市交通学校、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共同组织有关专家、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编写
了这套教材。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工人、驾驶员、中专技校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注意到全套教
材专业知识的程度要求，力争突出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符
合循序渐进的要求。
　　本教材内容新、系统性强、程度适中、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实用性强，适合广大汽车修理人员
、汽车驾驶员、车辆管理人员和汽车专业的师生阅读。
　　本教材上册由北京市交通学校邹长庚、赵琳主编，中国机动车辆安全鉴定检测中心王焕德主审。
下册由北京市交通学校邹长庚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光德主审。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谬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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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介绍现代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系统介绍发动机微机控制系统的结构、原理、故障诊断与维修技术。
主要包括：电控燃油喷射、点火控制、怠速控制、进气控制、排放控制与排气净化、失效保护、备用
系统及检测设备使用、柴油机电子控制系统、国内常见进口车型故障诊断与检修的一般程序和发动机
微机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等内容。
    下册的主要内容有：电控自动变速器、空调系统、电子制动防抱死系统、安全气囊控制系统等电子
控制系统的结构、原理、故障诊断与检修技术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汽车维修人员新技术培训教材，也可作为汽车运用工程相关专业的高职高专、技校教学
教材，也可供汽车维修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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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说汽车业与电子业是世界工业的两大金字塔。
近年来，汽车业与电子业的联系日趋密切。
　　汽车上最初采用的电子仪器是收音机。
在20世纪50年代，汽车上装有电子管收音机。
1955年晶体管收音机问世后，采用晶体管收音机的汽车迅速增加。
　　在汽车零部件中，最初采用的电子装置是交流发电机的整流器。
通过使用硅二极管，车用发电机改直流为交流。
交流发电机结构紧凑、故障少、成本低。
1960年，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和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开始采用硅二极管整流的交流发电机。
此后不久，发电机的交流化迅速推广到全世界。
我国始用于20世纪70年代，现已全部取代了直流发电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动机周围零部件的电子化显得十分活跃。
首先是电压调节器和点火装置电子化。
　　1960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采用了IC调节器。
所谓IC，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集成电路，是在硅半导体的表面和内部，把晶体管、电阻和电容封装在一
起，即把固体电路集聚在半导体硅切片上制成。
这种电路结构紧凑、可靠性高、成本低、耗电少、不需冷却、响应敏捷。
　　1973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开始采用Ic点火装置，此后逐渐普及。
随着排放标准的日趋严格，强烈要求增大点火能量，提高点火时刻的调整精度。
Ic点火装置能很好地满足这些要求，并使维护更简便。
　　1974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开始装备加大火花塞电极间隙、增强点火能量的HEI高能点火系统。
同时，在分电器内装上点火线圈和电子控制电路，力图将点火系统做成一体。
　　1976年，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首创电子控制点火系统。
系统中使用了模拟计算机，根据输入的空气温度、进气温度、水温、转速和负荷，计算出最佳点火时
刻。
1977年通用公司开始使用数字式点火时刻控制系统。
同年，福特公司将这种发动机上的电子控制系统扩展到同时控制排气再循环和二次空气喷射上。
　　此后，化油器空燃比反馈、后备电路、自诊断功能相继被开发出来。
　　1967年，德国的博世（Bosch）公司研制成D型电子控制汽油喷射系统，随后又开发了L型电子控
制喷射系统，后来这些技术被不断改进、完善。
到1979年，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在除发动机以外的其他汽车零部件上，最先应用电子技术的是福特汽车公司。
1970年，开始应用电子控制防滑（防抱死）装置，随后有了电控变速器。
　　近年来，车用电子装置越来越多。
驾驶辅助装置、警报安全装置、提高舒适性的装置、通讯、娱乐装置等等，相继采用了电子技术装置
。
这些装置的采用，对环保、节能、提高运行安全性和汽车综合性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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