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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汽车保有量以惊人速度增长，特别是一些新结构、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等在汽车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多。
因而对于汽车后市场而言，急需大量的技能型汽车人才。
为适应紧缺型维修人才培养的需要，我们对多年来的教学、培训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编写了此
教材。
　　本教材的编写，坚持“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体现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实用性
和针对性，在对汽车维修企业市场调研及维修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结合多
年的教学、培训及实践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汽车行驶与操纵系统的结构原理、部件检修与调整以及常
见故障诊断与排除等内容，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突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本书共包括五个项目：汽车行驶系统检修、汽车机械转向系统检修、汽车动力转向系统检修、汽车常
规制动系统检修以及制动防抱死系统检修。
每个项目通过维修案例引入，使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学会部件检查与调整、故障诊断与排除基本思路
与方法，学习拓展知识。
　　本书的编写体现以下特点：　　充分体现汽车新结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在内容的选择上，注重汽车后市场对人才的知识、技能、能力的要求，力求与用人标准相适应。
　　适应高等教育特点，利于实践技能训练。
　　以汽车各系统的通用知识、结构和技术为核心，而不强调具体车型，各院校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及
特点，灵活组织教学。
　　教材编写人员：董长兴（项目一）、王慧怡、董志会（项目二）、李东兵（项目三）、焦传君（
项目四）、邙艳芬（项目五），参加教材编写工作的还有李明清、赵宏涛、代孝红等。
本教材由焦传君、董长兴主编。
　　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专家与同行的支持，特别是一汽一大众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张颖培
训师及长春通立商贸有限公司孙雪梅高级技师对本教材的编写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同时教材的编写
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不妥或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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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行驶与操纵系统检修》系统地介绍了汽车行驶与操纵系统的结构、原理、故障诊断与维修
。
主要包括五个项目：汽车行驶系统检修、汽车机械转向系统检修，汽车动力转向系统检修、汽车常规
制动系统检修及制动防抱死系统检修。
每个项目包含有基本知识、维护与检查、故障诊断与排除以及扩展知识。
　　《汽车行驶与操纵系统检修》可作为高等院校汽车类专业教材，也可供汽车相关行业技术人员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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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轮胎所产生的热量是因为轮胎变形时发生非弹性变形产生的。
轮胎非弹性变形时吸收能量并将其转化为热量。
因为它们都是不良导体，不能使产生的热量快速散发，因此热量积累在轮胎材料内部，造成轮胎内部
温度上升。
过量的热量积累，削弱了各橡胶层与轮胎帘线之间的贴合力，最终导致各橡胶层分离，甚至使轮胎爆
裂。
积累在轮胎之间的热量因充气压力、载荷、车速、胎面纹槽深度及轮胎结构等因素而异。
　　3.制动性能　　轮胎与路面之间所产生的制动力可使汽车减速和停车。
制动力的大小取决手路面条件、轮胎类型、轮胎结构以及轮胎工作的其他条件。
轮胎的制动性能可由其摩擦系数评估。
摩擦系数越小，则轮胎所产生的摩擦力越小，制动距离越长。
　　4.胎面花纹噪声　　胎面花纹噪声是轮胎最突出的工作声音。
与路面接触的胎面纹槽中含有空气，这些空气密封在纹槽与路面之间，并受到压缩。
当胎面离开路面时，受到压缩的空气便从纹槽中突然冲出，产生噪声。
　　5.驻波　　车辆行驶过程中，随着胎面新的部分与路面接触，轮胎便不断地变形。
稍后，当该部分胎面离开路面时，轮胎内的空气压力及轮胎本身的弹性便要将轮胎恢复原状。
但当车速较高时，轮胎旋转速度快得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复原过程。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间隔中不断地重复这一过程，会使胎面振动，这些振动被称为驻波。
储存在驻波中心的能量大部分转化为热量，使轮胎温度急剧升高。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储存的热量会导致爆裂，甚至在几分钟内将轮胎毁坏。
一般来说，轿车轮胎的最大允许速度由出现驻波时的车速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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