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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新型柴油车各主要总成和部件的结构、特点和工
作原理，以及基本的维修方法和维修技术规范。
各总成和零部件均有配图，机件内部结构、间隙尺寸的表达则配有装配剖面图，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
学习，是汽车维修行业人员培训不可多得的技术参考资料。
同时，也可作为汽车专业院校师生的学习或参考用书。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还借鉴和参考了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著作，整合了部分军（
队）、地（方）柴油车专业维修人员的经验和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柴油车维修行业每年需要新增数目庞大的从业人员，而图书市场上有关新型柴油车的结构和技术，以
及维修方面的专业书籍也十分稀缺，为适应汽车维修行业对高素质柴油车专业维修人才的需要，让他
们能够方便快捷地学会柴油车结构、工作原理，掌握和提高维修技能，我们结合军（队）、地（方）
柴油车使用和维修的经验，并整合了大量的教学和维修实践经验，撰写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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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中、后轮主制动器不起制动作用。
原因是继动阀卡在上限位置。
这时活塞顶部虽受控制气压的作用，但却不能下行关闭排气阀和打开进气阀门，则储气筒内压缩空气
不能经进气阀门充人中、后轮制动气室，故中、后轮制动器不起制动作用。
　　2）中、后轮制动器不解除制动作用。
原因是继动阀活塞卡在下限位置所造成。
当活塞卡在下限位置后，由于不能上行打开排气阀门和关闭进气阀门，中、后轮制动气室内的压缩空
气不能由排气阀门排人大气，故中、后轮制动器不能解除制动作用。
　　3）中、后轮制动器的制动力不足。
原因是继动阀的排气阀漏气所致。
因排气阀门漏气后，继动阀便不能保证中、后轮制动气室有足够的空气压力，故中、后轮制动器产生
的制动力不足。
　　4）中、后轮制动器产生的制动力与踏板至某一位置所应有的制动力不相应。
原因是由进、排气阀门弹簧张力过小或过大所造成。
当制动踏板踩至某一位置而使制动器产生制动力时，若活塞下腔制动气体的作用力与进、排气阀门弹
簧张力的合力等于活塞上腔室控制气体的作用力时，活塞便处于进、排气阀门均关闭的平衡状态。
这时充入制动气室的气体压力（与活塞下腔室的气体压力相等）使制动器产生的制动力，即是踏板在
此一位置所应有的制动力。
若进、排气阀门的张力过小或过大，则下腔室的气体压力（亦即制动气室的气体压力）必然要相应增
大或减小，才能使活塞保持平衡状态，因而中、后轮制动气室使制动器这时产生的制动力，也就大于
或小于踏板在此一位置所应有的制动力了。
　　（2）故障维修　　如果出现进、排气阀门弹簧弹力过大或过小，或阀门关闭不严，或活塞卡在
极限位置不能移动时，应该首先考虑到是因为汽车制动管路中的继动阀的技术性能变差造成的，维修
时应更换新件。
　　3.主制动阀　　（1）故障现象　　1）当踩下制动踏板时，主制动阀从排气口处漏气。
如果踩下制动踏板时，主制动阀从排气口漏气，故障主要在主制动阀本身。
　　2）不踩制动踏板时，主制动阀漏气。
如果在制动解除之后，主制动阀从排气口3处向外漏气，一般是上腔或下腔进气口j和排气口h密封件破
损，或是在阀与阀座之间存有异物，导致主制动阀漏气。
进气阀杆与壳体之间密封圈破损也会产生漏气。
　　3）解除制动后，制动气室膜片不回位或回位太慢。
如果发现全车制动“发咬”，制动气室膜片都不回位，显然是制动踏板与主制动阀连接杠杆连接过紧
，使制动踏板没有自由行程，主制动阀总处于打开的位置，因此全车制动回路总有一定的制动气压存
在。
虽然该气压不高，但使制动总处于制动状态，气室推杆总以一定的力迫使制动蹄片贴在制动鼓上，从
而产生“发咬”的现象，这种故障往往发生在更换或安装主制动阀时。
因此，在安装主制动阀，连接制动拉杆与主制动阀拐臂时一定应注意，安装后，连接拉杆后端应与主
制动阀拐臂连接销存有一定的自由间隙，这一间隙可通过调整拉杆长度来实现。
换句话说，安装主制动阀后应保证制动踏板有一定的自由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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