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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检修技术》

前言

　　本教程根据现代汽车的发展历程及整体结构特征，采用“积木法”进行编写，着重于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力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形象化，希望能帮助汽车维修人员找到学习的捷径和信心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许多人把汽车专业知识的学习想象得过难，其实不然，只要充满信心，
并采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坚持不懈，就会触类旁通。但现代汽车毕竟是高新技术的结晶，是多门学科
的综合运用，因而学习要循序渐进。　　简单地说，“积木法”就是化整为零和以零凑整。化整为零
是研究“积木”本身的结构和特征；以零凑整研究的是“积木”运用的技巧和过程。有形“积木”无
形“线”，用“积木法”来学习汽车专业知识只需把握三个问题与四条线，学习起来问题就会迎刃而
解。　　化整为零要从三个问题入手，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的问题（即认识问题）”，要求了解和
熟悉汽车相关系统及零部件的种类、形状、结构、作用及安装位置，特别是初学者要做到看到就能认
识，提到就能想到，想到就能找到；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的问题（即分析问题）”，要求对相关系
统的工作原理、工作流程、工作特征进行全面的、连贯的、系统的掌握，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提高
者来说这是一个飞跃，是从“汽车护士”到“汽车医师”的飞跃；第三个问题是“做什么的问题（即
解决问题）”，要求能正确使用相关工具、量具、设备，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对汽车各系统
及零部件进行检测诊断、拆卸装配和运行调试。　　以零凑整要以四条线为基础把汽车各相关系统的
零部件（积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台完整的现代汽车，也就是说把一块块积木按一定的规律放到该
放的位置形成一个整体。第一条线是：力的传递路线，把从动力源到各运动主体之间的所有零部件（
积木）按传递关系合理组合起来；第二条线是：电的流动路线，电学部分是当前从事汽车维护和修理
人员最薄弱的环节，其实只要从电源开始顺着电的流动路线把回路上所有的零部件按先后关系连起来
，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第三条线是：气的流动路线，发动机的进、排气系统关系到动力性能、经济
性能、环保性能、可靠性能等，另外，气的流动路线还牵涉到气力（气压、真空）的传递，容易被人
忽视，造成隐患；第四条线是：液体流动路线，在现代汽车上使用的液体主要有：清洗液、冷却液、
润滑油、制冷剂、制动液（刹车油）、变速器油（自动变速器油）、燃油、动力转向传动液和减振器
液压油等，流动的方式有液力和液压两种，不管是哪种液体流动，只要接其流动路线把所牵涉到的零
部件按先后顺序排列成一整体来研究，就不难掌握。如果把这四条线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就是一台完
好的车。　　本教程在编写时注重实效，以点带面，考虑到读者层次和要求的不同，在每一章节前针
对各层次读者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要求，供大家参考。　　参与本书编写的还有三马汽车技术服务公
司的曾礼荣老师，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书难免有所纰漏甚至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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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检修技术》

内容概要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检修技术》介绍汽车的常用电气设备系统，如蓄电池、交流发电机及调节器、
起动机、点火系统、汽车照明、信号系统及报警装置、汽车仪表、汽车空调系统和辅助电器等的总成
及各部件的功用、位置、结构、工作原理、工作流程、拆装方法及检修技术，还着重介绍汽车电气设
备的特征及线路分析。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检修技术》在编写时重点以电的流动路线为准绳，把各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和
工作流程系统地联系在一起。《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检修技术》采用“积木法”的原理进行编写，章
节编排合理，内容系统连贯，图文并茂，实际操作内容多，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检修技术》可作为中、高职类汽车专业教材，也可供汽车从业人员、汽车驾驶
人员以及汽车运行管理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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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汽车上的电路保护装置主要有熔丝、断路器、可熔断连接导线等。　　1.熔丝　　熔丝是最常用
的汽车线路保护元件。只要流经电路的电流过大，易熔元件就会熔断并形成断路。熔丝属于“一次性
”保护装置，每次过载都需要更换。如果想确定熔丝是否熔断，拆卸怀疑的熔丝并检查熔丝中的元件
是否断路。如果未断路，还要用数字式万用表或断路检测仪检查连续性。如果断路或怀疑它的连续性
，则需查明原因后更换一个额定电流相同的熔丝。　　2.断路器　　断路器是当电流负荷超过断路器
额定容量时将电路断开的一种保护装置，如果电路中存在短路或其他类型的过载条件，强大的电流将
使断路器端子之间的线路断路。　　断路器有两种。一种断路器是当通过电流过大并达到一定的时间
，这种断路器将断开，几秒后断路器闭合，如果导致大电流的原因仍然存在，断路器将再次断开，只
要形成电流过高的条件未消除，断路器就将循环断开和闭合。另一种断路器为正温度系数断路器，当
通过它的电流过大时，这种断路器的电阻将迅速增加，过大的电流将正温度系数装置加热，随着该装
置受热，其电阻增大，电阻最终升高到将电路有效断开。与普通断路器不同的是，只要电路不是断开
或撤消端子上的电压，正温度系数装置就不会复位。电压撤消后，该断路器将在一两秒内重新闭合。
　　3.可熔断连接导线　　可熔断连接导线是为在电流过大时熔化和断开电路而设计的导线。可熔断
连接导线一般位于蓄电池、起动机或电气中心之间或附近。在含有可熔断连接导线的两端，利用断路
检测仪或数字式万用表可确定它是否断开。如果断开，必须更换规格相同的可熔断连接导线。维修可
熔断连接导线时应注意：长度超过225mm的可熔断连接导线，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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