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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汽车故障诊断的基本知识 

汽车是由许多零件、机构和总成构成的复杂有序的技术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某一

种或几种原因的影响，其技术状况将随行驶里程的增加而变化，其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

和安全性将逐渐或迅速下降，排气污染和噪声加剧、故障率增加，这不仅对汽车的运行安

全、运行消耗、运输效率、运输成本及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甚至还直接影响到汽车的使用

寿命。所以，研究汽车故障的变化规律，定期检测汽车的使用性能，及时而准确地诊断出故

障部位并排除故障，就成为汽车应用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 

1.1  汽车故障诊断的基本概念 

汽车故障诊断技术是指在整车不解体或部分解体的情况下，确定汽车的技术状况，查明

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的汽车应用技术。 
汽车故障诊断技术是随着汽车的发展从无到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国外的一些

发达国家，早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就发展了以故障诊断和性能调试为主的单项检测技术。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技术获得较大发展，逐渐由单项检测技术、联
线建站（出现汽车检测站）技术演变成为既能进行维修诊断又能进行安全环保检测的综合检

测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现了集检测控制自动化、数据采集自动
化、数据处理自动化、检测结果自动打印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综合故障检测技术，使检测效

率获得了极大提高。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一些先进国家的现代诊断检测技术已达到广泛
应用的阶段，为交通、环境、能源、运输成本和运输力等方面带来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我国的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技术起步较晚，在 20 世纪 30 年代，汽车故障诊断完全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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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和技术人员掌握的知识和经验来分析、判断；20 世纪 60—70 年代，我国开始引进和研
制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设备；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汽
车制造业、公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进口车辆的增多，我国机动车的保有量迅速增加，汽车故

障诊断与检测技术成为国家“六五”重点推广项目，并视其为推进汽车维修管理现代化的一项

重要技术措施；20 世纪 90 年代初，除交通、公安两部门外，机械、石油、冶金、外贸等系统
和部分大专院校，也相继建成了相当数量的汽车检测站；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的汽车诊
断与检测技术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遍布全国的汽车检测网。与此同时，交通部颁布了第 13
号部令《汽车运输业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 28 号部令《汽车维修质量管理办法》和第 29 号部
令《汽车运输业车辆综合性能检测站管理办法》，对汽车故障诊断检测技术、检测制度和综合性

能检测站等均做出了明确规定，其组织管理也步入正轨。随着公路交通运输企业、汽车制造企业

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汽车故障诊断检测技术在 21世纪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 

1．汽车故障 

汽车故障是指汽车部分或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现象，其实质是汽车零件本身或零件之间

的配合状态发生了异常变化。 
汽车故障按丧失工作能力的程度分为局部故障和完全故障。局部故障是指汽车部分丧失

了工作能力，降低了使用性能的故障；完全故障是指汽车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不能行驶的

故障。 
汽车故障按造成后果又可分为轻微故障、一般故障、严重故障和致命故障。轻微故障一

般不会导致汽车不能行驶或性能下降，不需要更换零件，用随车工具作适当调整即可排除，

如某个轮胎螺栓松动等。一般故障是指汽车运行中能及时排除的故障或不能排除的局部故

障，一般故障会导致汽车停驶或性能下降，但一般不会导致主要部件和总成的严重损坏，可

更换零件或用随车工具在短时间内排除，如大灯灯泡损坏等。严重故障是指汽车运行中无法

完全排除的故障，此类故障可能导致零件的严重损坏，必须停车，且不能用更换零件或随车

工具在短时间内排除，如发动机汽缸垫损坏等。致命故障是指造成汽车重大损坏的故障，可

能引起车毁人亡的恶性重大事故，如制动系统失效等。 

2．汽车故障诊断 

汽车故障诊断是指在汽车不解体（或局部解体）的情况下，确定汽车的技术状况，查明

故障部位及故障原因的汽车应用技术。 
汽车的技术状况是指定量测得的表征某一时刻汽车外观和性能参数值的总和。 
汽车技术状况的诊断是通过检查、测量、分析、判断等一系列活动完成的，其基本方法

主要分为两种：直观诊断法和现代仪器设备诊断法。 
（1）直观诊断法。直观诊断法又称为人工经验诊断法，是指诊断人员凭丰富的实践经验

和一定的理论知识，在汽车不解体或局部解体的情况下，依靠直观的感觉印象，借助简单的

工具，采用眼观、耳听、手摸和鼻闻等手段，进行检查、试验、分析，确定汽车的技术状

况，查明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的诊断方法。 
（2）仪器设备诊断法。仪器设备诊断法是在人工经验诊断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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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方法，是指在汽车不解体的情况下，利用测试仪器、检测设备和检验工具，检测整车、总

成或机构的参数、曲线和波形，为分析、判断汽车技术状况提供定量依据的诊断方法。 
上述两种方法往往同时综合使用，故称为综合诊断法。 
（3）故障自诊断法。汽车故障自诊断法是随汽车电子控制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汽车上

安装的电子控制装置在汽车运行时，根据各种传感器信号是否正常来判断系统运行状态，

当故障出现时就会点亮仪表板上相应的故障指示灯，以警告驾驶员，同时指明发生故障的

系统。 

1.2  汽车故障的成因、症状及变化规律 

1．汽车故障的成因 

汽车故障的成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1）自然故障。自然故障是指汽车在正常的使用和维护条件下，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而

形成的故障。例如，在汽车的使用过程中，零件会产生自然磨损；在长期交变载荷下，零件

会产生疲劳；在外载荷及温度残余内应力的作用下，零件会产生变形；此外，非金属零件及

电气元件会产生老化等，这些原因均会引起故障。 
（2）人为故障。人为故障是指由于人为的不慎而造成的汽车故障。这类故障起因于在汽

车设计、制造和维护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具体如下。 
① 汽车设计制造上的因素。在汽车设计中，尽管车辆设计者们考虑得很周全，但也难

免在设计中存在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例如，发动机水套内的冷却水流向欠合理而影响散

热，导致个别汽缸磨损剧烈；因空气压缩机结构不合理而上机油；因总体布局不合理或其他

原因而导致制动侧滑；有的进口汽车不符合我国国情而造成大客车的车身强度不足等。 
② 维修配件质量的因素。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急剧增长，维修配件的需求量也大大

增加了。汽车零配件常常是大批量购买并由不同厂家生产的，不可避免地存在质量差异，甚

至难免有伪劣产品鱼目混珠，引发各种各样的故障。例如，同一发动机汽缸盖各燃烧室容积

不等，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或爆燃；凸轮轴正时齿轮的键槽位置超差，会破坏正常的配气相

位，降低发动机的动力性；空气滤清器的滤清效果差，会引起汽缸早期磨损；前轮左右钢板

弹簧的刚度、挠度不一致和不标准，会影响前轮的定位参数，破坏汽车的操纵稳定性等。 
③ 燃油、机油选用因素。根据车型选用燃油和机油，是保证汽车正确使用的必要条

件。例如，要求使用 97 号汽油的车辆，若选用了 93 号汽油，发动机就会产生爆燃，冲坏汽
缸垫或烧毁活塞顶，并使动力性下降；若压缩比高、热负荷大的汽油机使用了与之不配套的

机油，会使汽缸活塞的配合副产生早期磨损；若柴油车在严寒地区使用高凝固点的柴油，会

导致汽车起动困难等。 
④ 管理方面的问题。由于使用单位和个人不了解或不严格执行车辆技术管理规定，导

致车辆使用不合理，维护不定期，修理不及时，从而导致人为故障丛生。在汽车使用中不重

视日常维护，新车或大修车不走合，不执行出车前、行驶中、收车后的“三检”工作，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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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进行“三清”工作等，均会使随机故障频发，不但影响了汽车的使用寿命，而且会危及行

车安全。 

2．汽车故障的症状 

汽车故障的症状也称为故障现象，是故障的具体表现。汽车故障有下面一些症状。 
（1）使用性能异常。使用性能异常是指汽车的动力性和经济性变差，主要表现在汽车最

高行驶速度明显降低，汽车加速性能差；汽车燃油消耗量大和机油消耗量大；汽车乘坐舒适

性差，汽车振动和噪声明显加大；汽车操纵稳定性差，汽车易跑偏，车头摆振；制动跑偏，

制动距离长或无制动等。 
（2）工况突变。所谓工况突变，是指汽车的工作状况突然出现不正常的现象，这是比较

常见的故障症状。例如，发动机突然熄火后再发动困难，甚至不能发动；发动机在行驶中动

力突然降低，使汽车行驶无力；汽车在行驶中突然制动失灵或跑偏等。这种故障虽然症状明

显，容易察觉，但其成因复杂，而且往往是由渐变到突变，因此在诊断时，必须认真调查分

析突变前有无可疑症状，去伪存真，判明故障的位置。 
（3）声响异常。有些故障，往往可以引起汽车发动机或底盘部分的不正常响声，这种故

障症状明显，一般可以及时发现。应当指出的是，有些声响异常的故障可能酿成机件事故，

故必须认真对待。经验表明，凡声响沉重并伴有明显振抖的现象，多数是恶性故障，应立即

停车并查明原因。一般的声响常因成因不同而带有不同的特征，在判断时，应当仔细查听，

正确分辨。 
（4）过热现象。过热现象通常表现在发动机、变速器、驱动桥和制动器等总成上。在正

常情况下，无论汽车工作多长时间，这些总成均应保持一定的工作温度。除发动机外，若用

手触试时，感到烫疼难忍，即表明该处过热。发动机过热说明冷却系存在故障，如不及时排

除，会引起爆燃、早燃、行驶无力，甚至造成活塞等部件烧熔的事故。驱动桥过热通常是由

装配不良或缺少机油等故障所致，如不及时排除，将引起齿轮及轴承等零件烧损。因此，对

过热症状切不可掉以轻心。 
（5）渗漏现象。渗漏是指汽车的燃油、润滑油、冷却液、制动液（或压缩空气）以及动

力转向系油液的渗漏现象。这也是一种明显可察的故障症状。渗漏易造成过热、烧损及转

向、制动失灵等故障，一旦发现应及时排除。 
（6）排烟颜色不正常。发动机在工作过程中，正常的燃烧生成物的主要成分应当是二氧

化碳和少量的水蒸气。如果发动机燃烧不正常，废气中会掺有未燃烧完全的碳粒、碳化氢、

一氧化碳及氮氧化物等。对于汽油机而言，正常的废气应无明显的烟雾。但是，汽缸上机油

时，废气呈蓝色；燃烧不完全时，废气呈黑色；油中掺水时，废气呈白色。柴油发动机的排

气颜色不正常时，通常是发动机无力或不易发动的伴随现象。因此，烟色为诊断柴油机故障

的重要依据之一。 
（7）失控或振抖。汽车或总成工作时，可能出现操纵困难或失灵，有时可能出现自身振

抖。例如，由于前轮定位不正确而出现前轮振摆或跑偏；由于曲轴或传动轴动不平衡而相应

地使发动机或传动系统在运转中产生振抖等。 
（8）燃油、润滑油消耗异常。燃油、润滑油消耗异常，也是一种故障症状。燃油消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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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般为发动机工作不良或底盘（传动系、制动系）调整不当所致。 
润滑油的消耗过甚，除了渗漏原因之外，多数是发动机存在故障，这时常常伴有加机

油口处大量冒烟或脉动冒烟，排气烟颜色不正常等现象，其原因主要是活塞与汽缸壁的配

合间隙过大或活塞与汽缸壁有严重损伤。若发动机在工作中，润滑油的消耗量有增无减，

可能是润滑系统中掺入冷却水或汽油。因此，燃油、润滑油消耗异常是发动机存在故障的

一个重要标志。 
（9）有特殊气味。汽车在运行中，如有制动拖滞或离合器打滑等故障，则会散发出摩擦

片的焦臭味；发动机过热或润滑油、制动液（带有真空增压器的液压制动系）燃烧时，会散

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电路短路、搭铁导致导线烧毁时，也会产生异味。行车过程中一经发

觉车内有特殊气味，应立即停车并查明故障的位置。 
（10）汽车外观异常。将汽车停放在平坦的场地上，检查其外形状况，如有横向或纵向

歪斜等现象，即为外观异常，其原因多数是车架、车身、悬挂、轮胎等出现异常。汽车外观

异常会引起方向不稳、行驶跑偏、重心转移和车轮吃胎等故障。 

3．汽车故障的变化规律 

汽车故障的变化规律是指汽车故障率随行驶里程变化的规律。 
汽车故障率是指使用达到某行驶里程的汽车，在单位行驶里程内发生故障的概率，也称失

效率或故障程度。它是衡量汽车可靠性的一个重要参数，体现了汽车在使用中丧失工作能力的

程度。 
在正常的使用和维护条件下，汽车故障率λ (l)

与行驶里程 l 之间的关系呈“浴盆”形曲线，如
图 1.1所示。由图 1.1可见，汽车故障变化规律呈
现出三个明显的阶段。 
（1）早期故障期。早期故障期相当于汽车的

磨合期。因初期磨损量较大，所以故障率较高，

但随行驶里程增加而逐渐下降。 
（2）随机故障期或偶然故障期。在随机故障

期，汽车故障的发生是随机性的，没有一种特定

的故障起主导作用，多由于使用不当、操作疏忽、润滑不良、维护欠佳，以及材料内部隐患

或工艺和结构缺陷等偶然因素所致。在此期间，汽车或总成处于最佳状态，其故障率低而稳

定，其对应的行驶里程一般被称为汽车的有效寿命。 
（3）耗损故障期。在耗损故障期，由于零件磨损量急剧增加，大部分零件老化耗损严

重，特别是大多数受交变载荷作用而极易磨损的零件已经老化，因而故障率急剧上升，出现

大量故障，若不及时维修，将导致汽车或总成报废。因此，必须把握好耗损点，制定合理的

维修周期。 
由上述可知，早期故障期和随机故障期所对应的行驶里程即为汽车的修理周期或称为修

理间隔里程。 

 

图 1.1  汽车故障变化规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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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汽车故障的诊断方法 

在汽车故障诊断中，目前有人工经验诊断法、仪器设备诊断法和故障自诊断三种。 

1．人工经验诊断法 

人工经验诊断法是诊断人员凭借一定的理论知识和积累的实践经验，利用简单工具诊断

汽车故障的方法。 
人工经验诊断汽车故障的特点是不需要任何仪表器具或其他条件，在任何场合下都可

以进行，特别是对汽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随机故障，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诊断方法。然

而，它只能对故障进行定性的分析，而对于因诸多因素导致的复杂故障则诊断困难，诊断的

准确性与速度取决于诊断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人工经验诊断法经过不断的积累、总结和完

善，已朝着人工智能分析、逻辑推理的方向发展。在使用本方法时，一般应先了解汽车的

使用和维护情况，搞清故障特征及其伴随现象，然后由简到繁、由表及里地进行推理分

析，做出判断。其诊断方法大致分为望问法、观察法、听觉法、嗅觉法、触摸法和试验法

六种。 
（1）望问法，即查看和询问。看和问是快速诊断汽车故障的有效方法。除驾驶员诊断自

己驾驶的车辆之外，其他人在诊断前，必须先了解情况，包括车辆的型号、使用的年限和行

驶里程、使用条件、近期维护修理情况、故障的预兆和现象，以及故障是渐变还是突变、发

生故障后做了哪些检查和修理等。此外，车辆的技术档案是一个重要的调查资料和依据。即

便是有丰富经验的诊断人员，若不先问清楚情况就着手诊断，就难免会出现错误。 
（2）观察法，即按照汽车使用者指出的故障发生部位仔细观察故障现象，而后对故障做

出判断，这是一种应用最多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故障诊断法。例如，观察整车和发动

机有无油或水泄漏，有无连接松动，排气颜色是否正常，空气滤清器有无被堵塞，车轮有无

偏磨等。在观察的过程中，可以用理论知识和积累的经验，做出周密的思考和推证，由表及

里，把故障现象看透。 
（3）听觉法，即凭听觉判断汽车或总成在工作时有无异响。汽车运行时，发动机以不同

的工况运转，汽车和发动机这个整体发出一种嘈杂却有规律的声音。当某一个部位发生故障

时就会出现异常响声，有经验者可以根据发出的异常响声，立即判断汽车故障。例如，发动

机曲轴和连杆机构异响、主传动器异响、传动轴异响，都可以轻易地判断出来。对于一个好

的维修工或驾驶员应在行车中锻炼听觉，听清汽车各部位发出的声音，并从中判断出异响和

故障。 
（4）嗅觉法，即凭汽车或总成在运转时所发出的某些特殊气味来判断故障的位置。例

如，发动机烧机油和发动机燃烧不完全，在发动机排出的废气中会有异味；制动器摩擦片烧

损、离合器摩擦片烧损或电线烧毁，会产生非金属材料烧煳的特殊气味。汽车运行中一旦发

生异味，或者异味较大时应停车进行检查，以查清故障根源，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之消除异

味，如是汽车故障则应排除或将汽车送修。 
（5）触摸法，即用手、脚触试可能产生故障的部位，判断其工作是否正常。例如，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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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摸制动鼓，凭温度判断车轮阻滞情况；用脚踹车轮轮胎，凭轮胎的弹力、偏斜和摆振情

况判断轮胎气压、轮毂轴承的紧固情况；用手摸高压油管脉动检查高压油管的供油情况；用

手指感觉燃油泵的工作等。 
（6）试验法，即以试来验证。例如，用单缸断火（油）法判定发动机产生某些异响的部

位；用突然加速法查听异响的变化；用试换零件法，找出故障的部位；在道路试验中，根据

加速性能、滑行距离判断发动机的动力性和底盘的调整润滑情况等。 
人工经验诊断法不需要专用的仪器设备，投资小，见效快；但诊断速度慢，准确性差，

不能进行定量分析，需要诊断人员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人工经验诊断法多适用于中小型维修

企业和运输企业，虽然有一定的缺点，但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即

使普遍使用现代仪器设备进行故障诊断，也不能完全脱离人工经验诊断法。近年来刚刚起步

研制的专家诊断系统，也是把人脑的分析、判断功能通过计算机语言变成微机的分析、判断

功能。所以，不能轻视人工经验诊断法，更不能忽视其实用性。 

2．仪器设备诊断法 

仪器设备诊断法是利用仪器和设备（其中包括常用仪器、仪表和专用设备等）诊断汽车

故障的方法。 
仪器设备诊断法是在传统的人工经验诊断法的基础上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

发展起来的。与人工经验诊断法相比较，其不同点在于：一是要借助于仪器；二是将检查结

果定量化了。 
目前可供利用的仪器设备有：万用表、点火正时灯、汽缸压力表、真空表、油压表、声

级计、流量计、油耗仪、示波器、汽缸漏气量检测仪、曲轴箱窜气量检测仪、气体分析仪、

烟度计，以及功能比较齐全的测功机、四轮定位仪、制动试验台、侧滑试验台、发动机综合

检测仪、底盘测功机等。这些仪器设备给人们提供了可靠的工具，使汽车故障诊断从定性诊

断发展为定量诊断。 
现代仪器设备诊断法具有检测速度快、准确性高、能定量分析和可实现快速诊断等优

点，而且采用微机控制的现代电子仪器设备能自动分析、判断、存储并打印出汽车各项性能

参数。但其缺点是投资大，需有专用厂房，需要培训操作人员，检测成本高等。这种诊断方

法适用于汽车检测站和大中型维修企业。使用现代仪器设备诊断法是汽车诊断与检测技术

发展的必然趋势。 

3．故障自诊断 

故障自诊断法是利用汽车本身装备的电子控制装置对系统产生的故障进行自行诊断的

方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进步，20 世纪末，汽车故障的自诊断随汽车电子

控制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汽车电子控制系统机理与结构的复杂性，要求其自身必须建立

可靠的故障自诊断系统。1979年，美国通用公司首次在汽车上运用电子控制装置“ECU”自诊
断系统。该系统由存储于 ECU 中的软件及相应的硬件构成。当汽车运行时，ECU 不断监控系
统中各部分的工作情况，如果发生故障，ECU 根据故障的性质和程度，首先进入失效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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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安全回家模式），使汽车有可能行驶到附近的维修点排除故障。同时，将故障信息以代码的

形式存储，在汽车维修时，利用专门的仪器和方法提取故障代码，据此排除故障后再将其清

除。这种汽车故障自诊断系统又称 OBD。 
OBD 有 OBD、OBD-Ⅰ、OBD-Ⅱ三种汽车电控系统故障自诊断系统。1996 年，世界各汽

车制造厂商全面执行 OBD-Ⅱ标准。OBD-Ⅱ系统具有标准相同的 16 脚诊断座，统一了各车
型的故障代码及其含义，具有行车记录器功能和数值分析资料的传输功能。其资料传输线有

两个标准，即欧洲标准 ISO 和美国统一标准 SAE，1996 年后，许多美国生产的汽车在配备
普通的 OBD-Ⅱ系统的同时，又增设了加强的 Enhanced OBD-Ⅱ诊断系统，它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了通信速度，而且增加了对自动变速器、ABS和 SRS系统的诊断。 

1.4  汽车故障诊断的原则和步骤 

1．故障诊断的一般原则 

（1）先思后行。对电控汽油喷射发动机的故障现象先进行综合分析，在初步了解故障原
因的基础上，再进行故障检查，以避免故障诊断的盲目性。 
（2）先外后内。在发动机出现故障时，先对电控系统以外的可疑故障部位进行检查。这

样，可避免无谓的检查。例如，本来是一个与电控系统无关的故障，却先对电控系统的各个

元件、器件、线路等进行了复杂的检查，而真正的故障部位却未找到。 
（3）先简后繁。应优先检查那些能以简单方法检查的可疑故障部位。可以利用人的感

官，如问、看、触、听、试等直观检查方法，将一些较为明显的故障部位迅速找出来。 
（4）先易后难。发动机的某一故障现象通常是由某些总成或部件引起的，应先对那些常

见故障部位进行检查，再对其他不常见的故障部位进行检查。这样，不仅可以迅速排除故

障，而且省时省力。 
（5）代码优先。电控汽油喷射发动机出现故障后，通过发动机故障警告灯闪烁向驾

驶人员报警。但是对于某些故障，自诊断系统只存储该故障码，并不报警。因此，在对

发动机做系统检查前，应先按制造厂提供的方法，读出故障码，再按照故障码的内容排

除该故障。 
（6）积累资料。积累资料是指在检修该车型前，应准备好与该车型有关的检修数据资

料。除了可以从维修手册、专业书刊上收集整理这些检修数据资料外，另一个有效的途径是

随时检测记录无故障车辆的有关参数。这样，通过逐渐积累，可在日后检修同类型车辆时，

将这些平时积累的检测参数与实测参数进行比较，供检修人员参考。 

2．故障诊断的基本步骤 

（1）填写用户调查表。为了迅速查找出故障发生点，首先要询问用户，了解故障出现时
的情况、自然条件，了解故障的发生过程及检修历史等；然后详细填写维修车辆登记表。

此表与诊断测试结果一起作为查找故障点的依据，同时也可作为检修后验收、结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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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2）外观初步检查。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故障大多数是小故障，如线路短路或断路或人

为的装错，以及一些传感器、执行器的工作性能参数的失准。 
所有进气胶管均不能有破裂。检查各种卡箍紧固是否适度。 
检查各种真空管是否有破裂、扭结、插错。插错真空管会造成发动机怠速不稳，甚至使

发动机无规律地出现工作不良。 
喷油器应安装正确，密封圈完好。密封圈上部安装或密封不良会导致漏油，导致严重事

故的发生；下部密封不良会导致漏气，使发动机真空度下降，运行不良，还会使进气压力传

感器信号增加，喷油量增加，从而致使混合气变浓等。 
（3）故障再现。根据车主所叙述的故障现象（如有必要可在清除故障代码后）进行行

车试验，尽力在车速、负荷、道路条件达到产生故障的条件下驾驶汽车，尽量使故障现

象再度显现。从故障表现的形式上，结合外观仔细检查结果，对该车故障有一个初步的

诊断。 
（4）起动发动机故障自诊断系统，读取故障码并结合该车故障诊断有关资料查找故障根

源。故障诊断的基本流程如图 1.2所示。 

 

图 1.2  故障诊断的基本流程 

① 读取故障码。查阅该车故障码表，掌握故障码的确切含义，确定故障的产生部位。 
② 如无故障码输出（显示正常码）或没有故障码含义注释表，那么可根据故障现象，

结合该车型的故障诊断、检修表，按所示故障部位顺序进行检查。 
（5）用发动机故障检测仪对发动机进行故障诊断，查找故障源。对已确诊的故障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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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测试、维修；排除故障后，清除故障码，并试车验证故障是否排除。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汽车故障？汽车故障怎样分类？ 
2．什么原因会造成汽车的人为故障？ 
3．举例说明汽车各总成有故障时会产生哪些症状。 
4．汽车故障有什么变化规律？ 
5．对汽车故障进行人工诊断时可采用哪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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