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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93年12月到1997年8月，作者曾先后将《初级汽车修理工自学读本》、《中级汽车修理工自学
读本》和《高级汽车修理工自学读本》献给了读者。
承蒙广大读者错爱，使该套丛书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得以多次重印。
然而近年来，每当笔者收到重印样本或从该书中查阅资料时，都有一种“已经过时”之感：首先，该
套丛书是依据原机械工业部1985年制定的《汽车修理工技术等级标准》编写的，这一标准已经被新标
准代替；其次，书中介绍的内容有些已经淘汰（譬如解放CA10B型和CA15型及一些其他型汽车的资料
），而许多现代的技术（譬如电喷发动机、自动变速器、制动防抱死装置等）所占的篇幅却比较少，
有的内容（譬如机械制图、机械设计、热处理、金属切削加工、电焊等专业工种方面的知识）尽管占
了很大篇幅，却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第三，随着人们消费观念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旧件修复技
术和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的汽车运输业管理知识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出于这些考虑，笔者依据新的国家职业标准，重新编写了这本《高级汽车修理工自学读本》（第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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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级汽车修理工自学读本》按照国家新的技术标准要求，根据发动机修理工、底盘修理工、电
气设备修理工、空调修理工、车身钣金修理工和车身涂装修理工的实际需要，从应知、应会和维修实
例三个方面，分章逐节进行了详细阐述。
《高级汽车修理工自学读本》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既可供汽车修理工和汽车驾驶人自学
，也可供汽车院校维修专业的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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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森，吉林省公主岭市人，高级工程师，中国公路学会会员。
1943年11月13日出生，1967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汽车系汽车运用与修理专业。
退休前为吉林省公主岭市运输公司总工程师。
多年来，先后在《汽车运输》等国家和省级刊物上发表过《遵照经济规律搞好目标管理》等23篇技术
业务和企业管理学术论文；翻译并发表了《不限外形大件拖车》等译文（俄文）5篇，为公主岭市汽
车改装厂译出乌拉尔汽车使用说明书一份（约20余万字）；先后在金盾出版社、人民交通出版社、机
械工业出版社、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和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初、中、高级《汽车修理工自学
读本》等25册约1200万字的汽车使用和维修工具书。
此外，还完成过《后桥壳镗床》等19项技术设计和革新项目。
其所著论文和图书及取得的技术设计和革新成果，均有获得国家级或省级、县级的奖励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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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汽车修理基础知识　　第一章　汽车电控系统基本知识　　第一节　汽车电控系统概述
　　一、电子控制系统的功用及组成　　1．功用　　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功用是提高汽车的整体性
能，包括提高和改善动力性、经济性、安全性、舒适性、操纵性、通过性以及降低尾气排放等。
　　2．组成　　汽车整车电子控制系统包含有若干个子系统如图1-1-1所示，每个子系统都由传感器
（传感元件）与开关信号、电控单元（ECU）和执行器（执行元件）三部分组成。
　　3．传感器　　（1）传感器的功用　　传感器是将非电信号转换为另一种可测电信号的电子器件
。
在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中，发动机传感器安装在发动机的不同部位，其功用是检测发动机运行状态的各
种电量参数、物理量和化学量等，并将它们转换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电量信号输入电子控制单元
（ECU）。
　　（2）传感器的组成　　汽车电控系统采用多种传感器，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每个控制系统都
采用相应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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