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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汽车行业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的重点之一是解决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问题。
关于“十一五”汽车发展愿景，比较权威的信息是：1000万辆左右的年产量，10％左右的增长速度
；5500万辆左右的汽车保有量，40辆／千人左右的汽车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5％
。
而面对当前国内汽车行业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出，汽车工业要在“十一五”期间的短短5年里实现如
此巨大的增幅、如此强劲的增速，对汽车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
据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2006年预测，未来5年，根据汽车发展的水平和需要，汽车后服务技能型人才供
求矛盾不是渐增，而是激增，这意味着人才供求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不是哪类人才比较重要，而
是各类人才都很重要；不是哪类人才紧缺，而是全面紧缺。
理性地看，汽车研发人才重要，汽车制造业人才重要，汽车维修业人才重要，而汽车营销和服务技能
型人才等同样重要。
　　2005年国家教育部在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设置指导意见中专门设立了汽车类专业，把汽车检测与维
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等专业划归其中，这为加强我国汽车后服务产业技能型
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平台。
　　汽车后服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数量重要，质量更重要。
所以，在大力发展汽车后服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广泛开展教学改革，认真搞好教材建设，是
非常重要的。
　　，为了适应当前汽车后服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充分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特点，有利于培养出
当前以及今后我国汽车行业急需的人才，浙江大学出版社依托浙江省高教研究会及高职高专汽车类专
业协作组，在对多年相关专业课程与教材建设及教学经验的认真研讨和总结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这
套“高职高专汽车类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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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高等职业教育汽车专业领域技能紧缺型人才培养指导方案”为依据，结合高职教育、
企业实际工作岗位要求，在编写中重点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容上较新、较全，全书以汽车安
全性控制、方便性控制、舒适性控制、信息化娱乐、网络化通信导航、智能化控制等为主线，并结合
了目前汽车车身电控系统中较为典型、较为新颖的内容；二是在内容选择上强调与实际教学设施相符
合，与岗位情况、检修实际相符合，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选择典型车型与相应维修手册内容
，力求更符合岗位能力培养的需要。
本书可作为高职汽车类专业学生的教材，同时也可作为汽车维修技术人员的参考书及培训教材。
　　全书共分为12章。
第1章绪论，概述了汽车车身电控技术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趋势。
第2章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叙述了被动安全概念，安全带、安全气囊的结构与原理，并对典型车型的
安全气囊系统进行了分析；第3章汽车防撞控制系统，叙述了汽车车前防撞控制系统的结构与工作原
理、倒车雷达的结构；第4章自动座椅，对自动座椅的结构与工作原理进行了阐述，并对典型的凌志
自动座椅与帕萨特自动座椅进行了分析；第5章中控门锁与防盗系统，阐述了中控门锁防盗系统的结
构原理及典型车型的防盗系统；第6章汽车巡航控制系统，阐述了汽车巡航控制系统的类型与控制功
能，对典型的三种巡航系统——本田真空式、丰田电磁电机式、大众电子油门式巡航控制系统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并跟踪了最新的自适应式巡航控制技术；第7章汽车多媒体信息娱乐系统，叙述了汽车
音响系统的结构，并探讨了汽车音响解码、音响加装等问题；第8章自动空调系统，介绍了自动空调
系统的应用情况，并对自动空调系统的结构与工作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重点突出自动空调系统的
电子控制系统与配气系统部分，并对典型的丰田凌志、广本雅阁、大众帕萨特车型的自动空调进行了
深入分析；第9章汽车数字仪表与综合信息显示系统，介绍了汽车数字仪表与综合信息显示系统的结
构与应用；第10章汽车导向／导航系统，简要介绍了汽车导向／导航系统的类型与应用；第11章车载
网络控制系统，对车载网络系统的分类与划分进行了阐述，并重点介绍了动力传输CAN—BUS、舒适
系统CAN—BUS的结构原理与检修，还对高档车应用较多的LIN—BUS、MOST—BUS进行了分析；
第12章其他车身电控新技术，介绍了汽车黑匣子（行车记录仪）、驾驶员安全辅助系统、夜视系统、
前照灯智能控制等其他最新车身技术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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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车身电控技术概述　　近年来，在社会需求与法律法规的推动下，随着信
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汽车中的应用，汽车电子电控技术得到了蓬勃发展
，汽车行业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就目前而言，汽车电子技术大致可分为动力控制系统、底盘电控系统、车身电子与安全系统及车载电
子系统。
具体到车身电控技术领域，其功用有：　　（1）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大幅度提高汽车的性能，
使之更加舒适、方便、安全、可靠；　　（2）满足社会需求，保护环境，节省能源，节约资源；　
　（3）实现包括道路在内的交通系统智能化，将汽车和社会有机地联结起来。
　　更仔细地观察汽车车身电子的发展趋势，大致可再细分为三个方面，即增加功能、提高系统可靠
性需求和增加软硬件复用。
功能的增加要求在车辆的各个不同电子模块之间建立更有效、更稳定的通信机制；功能的增加必然意
味着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增加，所以现代车身电控系统对汽车的系统使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功能的增加”和“提高系统可靠性”趋势，必然会导致更复杂的系统和器件解决方案：解决问题的方
法是“软硬件复用”。
　　1.2　车身电控技术基本内容　　车身电控系统是在汽车整体运行环境下能够独立使用的电控系统
，它和汽车本身的性能并无直接关系，以节约能源，改善乘坐舒适性、使用方便性，提高汽车档次、
安全性，满足现代通信的需要，增加享受型功能等为目的，大多属辅助性功能，在目前汽车电控系统
中是更新最快、新技术应用最广泛的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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