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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正日益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汽车技术
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新结构、新装置、新技术在汽车上不断应用。
对汽车相关人才的需求，尤其是汽车使用和维修专业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对从业人员知识更新程度
的要求不断提高，为适应行业需求，特编写此教材。
　　本书充分体现高职办学的特色，突出职业能力培养，旨在以轿车为主，介绍汽车结构的规律性知
识，内容上深入浅出，尽量减少纯理论分析与公式推导，同时配合实践教学内容，使学生不仅具备汽
车结构知识，还具有正确的拆装和调整能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1）先进性。
尽可能多地反映目前汽车的新结构，例如用电控燃油喷射系统替换了技术严重落后的化油器，对可变
配气相位、柴油共轨、自动变速器、电控悬架、驱动防滑、制动防抱死等汽车新技术进行了必要的介
绍。
　　（2）通俗性。
全书所有图片力求简单、易懂，避免使用一些结构复杂的装配图，使全书界面更加清新。
　　（3）实用性。
在每一章都开发了实训项目，给出了知识与技能目标，增强了训练的目的性与针对性。
　　本书由邢台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系鲁民巧主编，霍志毅、王文龙副主编。
全书内容除总论外共分十八章，其中总论、第一章由宋红英编写，第二章由李景蒲编写，第三章由郭
进国编写，第四章由霍志毅编写，第五章由吉庆山编写，第六章、第七章由闫燕编写，第八章、第九
章由王鹏编写，第十章由李敏编写，第十一章由鲁民巧编写，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由常保利编写，第
十四章由徐平编写，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由何晓鹏编写，第十七章由王文龙编写，第十八章由王大鹏
编写。
　　本书由李贤彬教授主审，并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专业技术人员的无私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对书中误漏之处，予以批评指正
。
　　使用本教材，免费赠送电子教案，请发邮件至songchen@hep.com.cn，或拔打电话010-5858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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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构造》通过对典型实例的分析，结合实践应用，系统阐述了现代汽车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主要内容包括总论、发动机、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和制动系。
为突出职业能力培养，体现工学结合的精神，在每一章都开发了实训项目。
《汽车构造》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各类汽车从业人员的业
务参考书及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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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为乘用车和商用车两大类，并且按不同的车身形式分为多种类型。
该标准还把连接供电线的车辆（如无轨电车）和整备质量400 kg以上的三轮车辆也归类为汽车。
　　该标准中，乘用车是指9座以下、以载客为主的车辆，包括普通乘用车、活顶乘用车、高级乘用
车、小型乘用车、敞篷车、仓背乘用车、旅行车、多用途乘用车、短头乘用车、越野乘用车、专用乘
用车11类。
　　商用车是指大于9座的汽车，包括客车、货车和半挂牵引车3类。
客车包括小型客车、城市客车、长途客车、旅游客车、铰接客车、无轨客车、越野客车、专用客车；
货车包括普通货车、多用途货车、全挂牵引车、越野货车、专用作业车、专用货车。
　　（1）活塞式内燃机汽车　根据使用燃料的不同，通常分为汽油车和柴油车。
汽油和柴油在近期内仍将是活塞式内燃机的主要燃料，而各种代用燃料，例如液化石油气、甲醇、乙
醇以及它们的衍生产品等的研究工作正在大力开展。
　　活塞式内燃机还可按其活塞的运动方式分为往复活塞式和旋转活塞式两种类型。
　　（2）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的动力装置是直流电动机。
电动汽车的优点是无废气排出，不产生污染，噪声小，能量转换效率高，易实现操纵自动化。
电动机的供能装置通常是化学蓄电池。
传统式的铅蓄电池在重量、充电时间间隔、寿命、放电能力等方面还不完全令人满意，从而限制了电
动汽车的大量普及。
但是，在汽车公害、能源等社会问题进一步突出的今天，又会促使电动汽车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加快步
伐。
目前，碱性蓄电池（镍一铬电池、镍一铁电池）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这种电池性能好，重量轻，但其制造工艺较复杂，价格较高。
此外，电动机的供能装置也可以是太阳能电池，或其他形式的能源。
　　（3）燃气轮机汽车与活塞式内燃机相比，燃气轮机功率大，质量小，转矩特性好，所使用的燃
油无严格限制，但其耗油量大，噪声高，制造成本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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