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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介绍捷达系列轿车电控发动机、自动变速器、ＡＢＳ制动系统、空调系统诊断技巧，并精选典型故障

实例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力图使读 者 达 到 举 一 反 三、触 类 旁 通 的 目 的。本 丛 书 内 容 丰 富、实 用 性 强、通 俗 易

懂、图文并茂，所选故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特别适 合 于 广 大 汽 车 电 工、汽 车 维 修 检 测 人 员 使 用，也 可 供 汽 车 驾

驶员和有关教学人员阅读参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 捷达系列／李东江主

编—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１
　ＩＳＢＮ７－５６４０－０４２７－４

　Ⅰ 国…　Ⅱ 李…　Ⅲ①轿车，捷达－车辆修理②轿车，捷达－故

障诊断　ⅣＵ４６９１１０７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４）第１３５７３０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５号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１
电　　话／（０１０）６８９１４７７５（办公室）　６８９４４９９０（发行部）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ｔ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电子邮箱／ｃｈｉｅｆｅｄｉｔ＠ｂｉｔ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７８７毫米×１０９２毫米　　１／１６
印　　张／１０
字　　数／２３４千字

版　　次／２００５年１月第　版　２００５年１月第１次印刷

印　　数／１～４０００册 责任校对／张　宏

定　　价／１８００元 责任印制／刘京凤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随着电子技术和汽车技术的发展，现代汽车已成为一种机电一体化的产品。现代汽车无

论是在结构、原理上，还是使用维修上均与传统汽车有着根本的区别。为了满足汽车维修技术

人员的需要，编写了这套《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这套丛书主要选择了

国产轿车保有量最大的、最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车型（桑塔纳２０００系列、捷达系列、宝来、广

州本田系列）。
本书主要介绍捷达系 列 轿 车 电 控 发 动 机、自 动 变 速 器、ＡＢＳ制 动 系 统、空 调 系 统 诊 断 技

巧，并精选典型故障实例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力图使读者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
本丛书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所选故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特别适合于广

大汽车电工、汽车维修检测人员使用，也可供汽车驾驶员和有关教学人员阅读参考。
本书由李东江主编，参与编写的还有张大成、宋良玉、邵红梅、於海明、谢剑、边伟、郭兆松、

孙雪和胡飞等。在编写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参考文献并引用了一些实例，在此谨向有关参考

文献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 限，书 中 不 足 和 谬 误 之 处 在 所 难 免，热 忱 欢 迎 广 大 读 者 和 同 行 们 批 评

指正。

作　者

２００４年７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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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捷达系列轿车维修技巧

一、电控系统检修注意事项

电喷发动机的微机控制系统是比较复杂的，且对高压电和高温都很敏感，为了避免人为地

损坏汽油喷射装置和点火装置，应当注意以下事项：
（１）不论发动机是否在运转，只要在点火开关接通时，决不可断开正在工作的１２Ｖ 的电

气装置，因为在断开这些装置时，由于任一线圈的自感作用，都会产生很高的瞬间电压，有可能

超过７０００Ｖ ，使电控单元（ＥＣＵ）与传感器严重受损。下列为捷达轿车在点火开关接通时不

能断开的部分电气装置：蓄电池的任一电缆线、怠速控制装置、喷油器、点火装置的导线、电控

单元、任何ＥＣＵ 的导线、鼓风机导线连接器及空调离合器导线等。
（２）跨接启动其他车辆或用其他车辆跨接启动本车时，须先断开点火开关，才能拆装跨接

蓄电池电缆线。
（３）电喇叭不能装在靠近ＥＣＵ的地方，因为喇叭中磁铁的磁场会损坏ＥＣＵ中的线路部件。
（４）在车身上使用电弧焊时，应先断开 ＥＣＵ 电源。在靠近 ＥＣＵ 或传感器的地方进行车

身修理作业时，应特别小心。
（５）在拆装电子控制单元时，操作人员应先使自己接地（接触车身），否则，身上的静电会

损坏ＥＣＵ 电路。
（６）应避免ＥＣＵ 受潮而损坏，不能用高压水对 ＥＣＵ 进行冲洗。
（７）除了在测试程序中特别指明的外，不能用指针型欧姆表测试 ＥＣＵ 和传感器，可使用

高阻抗电表进行测试。
（８）不要用测试灯去测试任何和 ＥＣＵ 相连的电气装置。为防止 ＥＣＵ 和传感器受损，除

非另有说明，否则都应有阻抗数字测试仪表。
（９）人体静电放电的电压可能达到１００００Ｖ，因此，对电子控制单元控制的数字式仪表进

行维修作业或靠近这种仪表时，一定要带上接铁金属带，将其一头缠在手腕上，另一头固定在

机身上。
（１０）蓄电池的极性不能接反，以防ＥＣＵ 遭受到损坏。
（１１）喷油器上的“Ｏ”形密封圈是一次性零件，不能重复使用，拆检喷油器后更换新的，以

保证其良好的密封性。
（１２）电控系统的故障较少。常见故障往往是接线不良引起的，所以要保证各接头、接线

柱的可靠接触。ＥＣＵ 是高质量机件，本身故障较少，需要检查时，要用专用仪器，一般不允许

拆修。
（１３）在确定点火系统和发动机本身无故障后，才能检查燃料系统。
（１４）检查燃料系统之前，应拆去蓄电池的接地线，以防损坏机件。但拆去蓄电池接地线

后，ＥＣＵ 的记忆诊断编码会自动消除，必要时应在拆线前用专用仪器先读取故障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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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燃油供给系统有一定压力，打开燃油系统之前将抹布放到连接处，然后小心地松开

连接以卸压。避免伤人或破坏燃油喷射及点火装置。
（１６）当发动机需要以启动转速运转而不启动时，例如检查压缩压力，需要断开发动机传

感器插头连接，完成这项工作后读取故障代码。
（１７）对燃油供给系统或喷射系统进行操作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 松开接头前，彻底清洗接头及周围区域。

② 将拆下的零件放在清洁的表面并覆盖好，不能用有绒毛的布。

③ 打开的零件如不能立即进行修理，应小心地盖好或封好。

④ 必须安装清洁部件，并且只能在安装前打开更换件的包装，不允许使用零散存放的零

件（如在工具箱中的等）。

⑤ 燃油供给系统打开后，尽可能不使用压缩空气或移动车辆。
（１８）在打开点火开关、发 动 机 没 有 启 动 时，警 告 灯 亮 为 正 常，启 动 后 灯 应 熄 灭。若 灯 仍

亮，表示ＥＣＵ 已检测到系统中的故障。
（１９）电喷发动机的电动汽油泵的出油压力比一般燃油系的电动汽油泵的出油压力要高

得多，损坏后一般无法代用，只能使用专用的电动汽油泵。
（２０）电喷发动机要求汽油的清洁度更高，使用中应定期更换燃油滤清器滤芯，并尽量使

用无铅汽油。
（２１）如果发动机要以启动转速被拖动，而本身并不启动（例如在压缩压力检测时），则应

当从霍尔传感器（分电器）上拔下插头。
（２２）汽油喷射装置和点火装置的 ＥＣＵ 只有一个故障存储器。在维修操作、调整操作和

查找故障之前，应当先读取故障存储器内容。
（２３）为了实现电气部件的正常功能，电压至少应当为１１５Ｖ。
（２４）不得使用含硅密封胶。发动机吸入的硅胶碎屑在发动机内不燃烧，因此会损坏氧传

感器。
（２５）进行检查作业的场地要远离易燃物，作业中不得抽烟，以防发生意外事故。

二、利用大众公司专用仪器进行电控系统故障自诊断

Ｍ３８２电控燃油喷射系统控制单元、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ＡＢＳ系统控制单元内装备有

一个故障存储器，如果被监控的传感器或部件出现故障，这些故障信息就被存储在故障存储器

中，而且还带有故障种类说明。
偶然（暂时）出现的故障，显示屏上显示时有“／ＳＰ”标记，发生偶然性故障的原因可能是插

接器接触不良或线路瞬时中断。对于发动机电控系统的偶然性故障，如果一个偶然性故障在发动

机启动３５次当中不再出现，它将被从故障存储器中消除。对于自动变速器控制系统的偶然性故障，
汽车运行最少５ｋｍ或６ｍｉｎ，最多２０ｋｍ或２４ｍｉｎ后，如果故障不再出现那就被确认是一个偶然故

障。偶然出现的故障在汽车行驶１０００ｋｍ或２０ｈ后，自动从故障存储器中清除。
所存储的故障可用故障阅读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汽车系统测试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统称为故障

诊断仪）读取，故障 排 除 后 必 须 清 除 故 障 存 储 器 中 的 故 障 代 码。故 障 诊 断 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的功能如表１－１所示，两种故障诊断仪的区别是 ＶＡＧ１５５２不能进行打印。
—２—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

第
一
章
　
捷
达
系
列
轿
车
维
修
技
巧

表１－１　故障诊断仪的功能

地址码 功　能
前　提　条　件

发动机停转，点火开关打开 发动机怠速运转

０２ 读取故障代码 是　 是　

０３ 执行元件诊断 是　 否　

０４ 基本设定 是① 是②

０５ 清除故障代码 是　 是　

０６ 结束测试 是　 是　

０８ 阅读测量数据块 是　 是　

０９ 阅读单个测量数据① × ×

１０ 自适应③ × —

注：① 必须在下述工作完成后进行：更换控制单元、节气门体发动机或拆下蓄电池接线。

② 仅在冷却液温度高于８０℃时能进行，在此之前这项功能锁止。

③ 目前仅用于厂内检测。

１ 连接故障诊断仪并读取控制单元编码

（１）将中央 继 电 器 盒 打 开，如 图 １－１ 所 示。用 连 接 线 ＶＡＧ１５５１／３ 将 故 障 诊 断 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与自诊断接口连接。

图１－１　连接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

（２）打开点火开关，这时显示屏上显示：

Ｖ．Ａ．Ｇ—自诊断 帮助

１—快速数据传递
２—闪光码输出

交替显示。
如果在显示屏上未显示信息，见故障诊断仪使用说

明书；如果由于输入错误而显示“数据传递错误！”拔下

故障诊断仪的连接线，重新进行连接。
（３）按下“１”键，选择“快速数据传递”。这时显示屏上显示：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输入地址码××

（４）通过键盘输入地址码（见表１－２），选择相应的系统。例如发动机电控系统为０１，按

下“０”和“１”键，选择“发动机电子系统”。用“Ｑ”键确认，显示屏上将 显 示 控 制 单 元 的 编 码 信

息，表１－３中列出了捷达轿车控制单元编码的内容及其含义。
（５）按下“→”键，这时显示屏上显示：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功能选择××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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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捷达系列轿车电控系统

系　统 地址码 检修条件

发动机电子系统 ０１ 蓄电池电压至少为１１Ｖ且发动机和变速器搭铁良好

变速器电子系统 ０２
蓄电池电压正常；１４号和２１号熔丝正常；变速器和蓄电

池搭铁状况正常；选挡杆位于“Ｐ”位置，并拉紧驻车制 动

操纵杆

制动电子系统（ＡＢＳ） ０３

防盗系统 ２５

表１－３　捷达系列轿车电控系统控制单元编码的含义

系统 屏幕显示内容 含　义

ＡＨＰ型

发动机

６Ａ９０６０１８Ｇ１６ＬＲ４／５Ｖ ＭＯＴＲ２９９ＶＸＸ
　 →
编码０４０００　　　　　ＷＳＣ０００００

６Ａ９００６１８Ｇ—控制单元零件号；１６Ｌ—发动

机排量；Ｒ４／５Ｖ—发 动 机 结 构 形 式（４缸、直

列式、５气 门）；ＭＯＴＲ—发 动 机；２９９—程 序

号；ＶＸＸ—数据版本号；编码０４０００—控制单

元编码；ＷＳＣ０００００—服务站代码

０１Ｍ
自动

变速器

０１Ｍ９２７７３３ＢＢ４挡 自 动 变 速 器０１Ｍ２０２９　
→
编码０００００　　　　　ＷＥＳＣ０００００

０１Ｍ９２７７３３ＢＢ４（零件号）：控 制 单 元 版 本 号；
２０２９：程序 号；ＷＳＣ０００００：ＶＡＧ１５５１操 作

码

ＡＢＳ
３Ａ０９０７３７９ＡＢＳＩＴＴＡＥ２０ＧＩＶＯＤ　→
Ｃｏｄｉｎｇ０４５０５　　　　ＷＣＳＸＸＸＸＸ

３Ａ０９０７３７９ＡＢＳ 为 控 制 单 元 零 件 号；ＩＴＴ
ＡＥ２０ＧＩ为公司 ＡＢＳ产品型号；ＶＯＤ为软

件 版 本；Ｃｏｄｉｎｇ０４５０５ 为 控 制 单 元 编 码；
ＷＣＳＸＸＸＸＸ为维修站代码

２ 读取和清除故障代码

（１）打开点火开关，但发动机不要启动。按下“ｐｒｉｎｔ”键接通故障诊断仪的打印机，键上的

指示灯应亮。显示屏上显示：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功能选择××

（２）按下“０”和“２”，选择“读取故障代码”，用“Ｑ”键确认。在显示屏上显示已存储的故障

数目（或“无故障！”）。

×有故障

如果存储了多个故障，将依次显示并打印出来。已存储的故障打印后，显示屏显示：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功能选择××

（３）按下“０”和“５”键，选择“清除故障代码”功能，用“Ｑ”键确认。显示屏上显示：

快速数据传递

故障代码被清除！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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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读取故障代码”和“清除故障代码”之间关闭了点火开关，则故障代码不能被清除。
（４）按下“→”键，再按下“０”和“６”键，选择“结束测试”功能，用“Ｑ”键确认。
（５）按照故障代码表排除打印出的故障。排除故障后，必须对车辆进行路试。试车中应

满足以下条件：

① 冷却液温度升高到超过８０℃。

② 达到规定温度后，下述工况必须多次达到：怠速、部分负荷、全负荷、超速切断。

③ 全负荷时转速必须提高到３５００ｒ／ｍｉｎ以上。
（６）重新读取故障代码。如果没有故障代码，按下“→”键，显示屏显示：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功能选择××

按下“０”和“６”键，选择“结束测试”功能，用“Ｑ”键确认。

３ 故障代码表

故障代码是由５位数字组成的。当打印出部件有故障时，应按照电路图检查部件导线和

插头的连接以及搭铁线的情况，如果还没有发现故障，再更换部件。在显示“偶然故障”（／ＳＰ）
时，更应该这样做。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的故障代码、可能的故障原因及故障排除方法如表

１－４所示。自动变速器控制系统的故障代码、可能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见表１－５所示。ＡＢＳ
系统的故障代码、故障原因及故障排除方法见表１－６所示。防盗系统故障代码及故障原因见

表１－７所示。

表１－４　发动机电控系统故障代码及故障排除表

故障码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显示信息
故障可能的原因 故障症状 故障排除

００２８２ 无故障 如果车辆 上 有 故 障，故 障

没有被自诊断识别

怠速电动机 Ｖ６０输出

打不开／对搭铁短路
Ｖ６０导线对搭铁短路

怠 速 电 动 机 Ｖ６０ 输

出打不开／正极短路

· Ｖ６０对 蓄 电 池 正 极 短

路
· 导线短路
· 怠速调节超过极限值

怠 速 电 动 机 Ｖ６０ 短

路

· 导线与 Ｖ６０之间短路
· Ｖ６０内部短路

· 冷启动性能不好
· 冷车怠速不稳
· 怠速不稳
· 负荷交变

检查 Ｖ６０
检查节气门体Ｊ３３８

００５１３ 发 动 机 转 速 传 感 器

Ｇ２８无可靠信号

· Ｇ２８松动
· Ｇ２８的齿轮松动

· 发动机停转 检查 Ｇ２８的牢固性

检 查 Ｇ２８ 的 靶 轮 牢

固性

发 动 机 转 速 传 感 器

Ｇ２８无信号

· 信 号 导 线 断 路 或 对 搭

铁短路，或者对正极短

路
· 搭 铁 线 断 路 或 对 正 极

短路
· Ｇ２８松动或损坏
· Ｇ２８的护板导线断路

· 发动机启动不着
· 发动机停转

检查 Ｇ２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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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故障码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显示信息
故障可能的原因 故障症状 故障排除

００５１５ 霍 尔 传 感 器 Ｇ４０ 对

搭铁短路

· Ｇ４０与 发 动 机 控 制 单

元Ｊ２２０之间 的 连 接 导

线对搭铁短路
· Ｇ４０损坏

霍 尔 传 感 器 Ｇ４０ 断

路／对正极短路

· Ｇ４０与 发 动 机 控 制 单

元Ｊ２２０之间 的 信 号 连

接线 有 短 路 或 对 正 极

短路
· Ｇ４０损坏
· 窗口位置错位

· 发 动 机 在 全 负 荷

时动力输出不足
· 废 气 排 放 值 不 正

常
· 油耗高

检查 Ｇ４０

００５１６ 怠 速 开 关 Ｆ６０ 对 地

短路

· 导线对搭铁短路
· Ｆ６０损坏

怠速 开 关 Ｆ６０断 路／
对正极短路

· 搭铁线有断路点
· 导线对正极短路
· Ｆ６０损坏

· 怠速不良
· 启 动 时 行 驶 性 能

不良

进行基本设定

检查Ｆ６０
检查节气门体Ｊ３３８

００５１８ 节 气 门 电 位 计 Ｇ６９
对搭铁短路

· 导线对搭铁短路
· Ｇ６９损坏

节 气 门 电 位 计 Ｇ６９
断路／对正极短路

· 搭铁线有断路点
· 导线对正极短路
· Ｇ６９损坏

节 气 门 电 位 计 Ｇ６９
信号不可靠

· 接触不良
· Ｇ６９损坏

· 供油不良
· 负荷交变
· 废气排放值升高
· 对 全 负 荷 不 能 识

别
· 功率及转矩损失

进行基本设定

检查 Ｇ６９
检查节气门体Ｊ３３８

００５２２ 水 温 传 感 器 Ｇ６２ 对

搭铁短路

水 温 传 感 器 Ｇ６２ 断

路／对正极短路

· 导线对搭铁短路
· Ｇ６２损坏
· 搭铁线中有断路点
· 导线对正极短路
· Ｇ６２损坏

· 冷启动性能不好
· 热启动性能不好
· 无 怠 速 转 速 自 适

应

检查 Ｇ６２

水 温 传 感 器 Ｇ６２ 信

号不可靠
· Ｇ６２损坏 · 油耗升高

００５２４ 爆震 传 感 器 １－Ｇ６ｌ
断路／对搭铁短路

· 导 线 断 路 或 对 搭 铁 短

路
· Ｇ６ｌ损坏

· 功率降低
· 油耗升高

检查 Ｇ６１

００５２５ 氧 传 感 器 Ｇ３９ 无 信

号

· 导 线 断 路 或 对 搭 铁 短

路
· Ｇ３９损坏

氧 传 感 器 Ｇ３９ 对 搭

铁短路

· 导线对搭铁短路
· Ｇ３９损坏

氧 传 感 器 Ｃ３９ 对 正

极短路

· 导线对正极短路
· Ｇ３９损坏

氧 传 感 器 Ｇ３９ 不 可

靠信号
· Ｇ３９损坏

· 无λ调节
· 有汽油味
· 油耗升高
· 行驶性能不好
· 废气排放值升高

检查 Ｇ３９及λ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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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码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显示信息
故障可能的原因 故障症状 故障排除

００５２７ 进 气 温 度 传 感 器

Ｇ７２对搭铁短路

· 导线对搭铁短路
· Ｇ７２损坏

进 气 温 度 传 感 器

Ｇ７２断 路／对 正 极 短

路

· 导 线 搭 铁 线 中 有 断 路

点
· 导线对正极短路
· Ｇ７２损坏

·热启动性能不好
· 废气排放值升高

检查 Ｇ７２

００５３０ 怠 速 节 气 门 电 位 计

Ｇ８８断 路／对 正 极 短

路

· 搭铁线中有断路点
· 导线对正极短路
· Ｇ８８损坏

怠 速 节 气 门 电 位 计

Ｇ８８对搭铁短路

· 导线对地短路
· Ｃ８８损坏

· 冷启动性能不好
· 怠 速 转 速 不 在 允

许范围内
· 冷车怠速不良
· 怠速不稳

检查 Ｇ８８
检查节气门体Ｊ３３８

００５３２ 电源电压信号太高 · 蓄电池电压超过１６Ｖ 检查发电机

电源电压信号太低 · 蓄电池电压低于１０Ｖ
检 查 蓄 电 池 充 电 状

况

００５３３ 怠 速 调 节 超 过 自 适

应界限
· 节气门体Ｊ３３８的 节 气

门支管变脏
· Ｖ６０卡死
· 进气系统密封不良

· 怠 速 转 速 不 在 允

许范围内

清 洗Ｊ３３８节 气 门 支

管

检查Ｊ３３８
检 查 进 气 系 统 的 密

封性（漏气）

００５４０ 爆震 传 感 器２－Ｇ６６
断路／对搭铁短路

· 导 线 断 路 或 对 搭 铁 短

路
· Ｇ６６损坏

· 功率降低
· 油耗升高

检查 Ｇ６６

００５４３ 转速超过最大值 · 转速超过７１００ｒ／ｍｉｎ · 可 能 发 动 机 有 故

障

检查发 动 机 故 障，并

清除故障代码

００５５３ 空 气 流 量 计 Ｇ７０ 断

路／对搭铁短路

· 导线断路或对搭铁短路
· Ｇ７０损坏

空 气 流 量 计 Ｇ７０ 对

正极短路

· 导线对正极短路
· Ｇ７０损坏
· 空气流 量 计 Ｇ７０与 发

动机之间漏气

空 气 流 量 计 Ｇ７０ 信

号不可靠

· Ｇ７０变脏
· Ｇ７０损坏

· 功率降低
· 油耗升高
· 废气排放值升高

检查 Ｇ７０
检 查 进 气 系 统 密 封

性

００５６１ 混 合 气 自 适 应 超 过

自适应界限

· 燃 油 供 给 系 统 压 力 太

低
· 空气流量计信号错误
· 排 气 装 置 至 催 化 反 应

器密封不良
· 空气流量计后有漏气处
· 喷油器烧焦

· 车辆有时抖动
· 油耗升高
· 怠速有时不好

给汽车 加 油，并 检 查

燃油供给系统压力

检查空气流量计

消除密封不良现象

检 查 进 气 系 统 密 封

性（漏气）
检查喷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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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码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显示信息
故障可能的原因 故障症状 故障排除

混 合 气 自 适 应 低 于

自适应界限

· 燃 油 供 给 系 统 压 力 太

高
· 空气流量计信号错误
· 机油中有燃油
· 喷油器密封不良

· 车辆有时抖动
· 油耗升高
· 怠速有时不好
· 排气有黑烟，火花

塞积炭

给车加 油，检 查 燃 油

供给系统密封性

检查空气流量计

在 进 行 一 次 长 时 间

远 距 离 行 驶 后 或 更

换一次机油后消失

阅读测 量 数 据 块，显

示 组 ００８ 检 查 喷 油

量

００５７７ 爆 燃 调 节，１ 缸 超 过

调节界限

· 燃油质量不好
· 发动机有不正常噪声
· 爆 震 传 感 器 屏 蔽 板 导

线断路
· 插头接触不良
· 爆 震 传 感 器 拧 紧 力 矩

不正确

· 油耗高
· 功率降低
· 发动机运转不稳
· 不 能 达 到 最 高 车

速

要 加 注 标 号 最 低 为

９１号的汽油

检查爆燃传感器

阅读测 量 数 据 块，显

示 组 ０１４ 及 ０１５ 拧

紧爆燃 传 感 器（２０Ｎ
·ｍ）

００５７８ 爆 震 调 节，２ 缸 超 过

调节界限
见故障代码００５７７ 见故障代码００５７７ 见故障代码００５７７

００５７９ 爆 震 调 节，３ 缸 超 过

调节界限
见故障代码００５７７ 见故障代码００５７７ 见故障代码００５７７

００５８０ 爆 震 调 节，４ 缸 超 过

调节界限
见故障代码００５７７ 见故障代码００５７７ 见故障代码００５７７

００６２５ 速度信号无信号 速度传感器无信号输出 · 行驶性能不好 检查速度传感器

００６３５ 氧传感器加热器Ｚ１９
断路／对搭铁短路

· 导线断路／对搭铁短路
· Ｇ３９损坏

氧传感器加热器Ｚ１９
对正极短路

· 对正极短路
· Ｇ３９损坏

· 有汽油味 检查Ｚ１９

００６６８ 车上正 电 电 压３０号

线信号太小

· 蓄电池接线已拆除
· 控制单元Ｊ２２０上 的 常

正电导线脱开或断路

· 喷油、节气门体和

高 度 的 自 适 应 值

被清除
· 启动问题
· 行驶性能不好

检查Ｊ２２０正电压

０１１６５ 节 气 门 体Ｊ３３８基 本

调整错误

· 控 制 单 元Ｊ２２０没有与

节气门体Ｊ３３８调整匹配
· 基 本 调 整 没 有 进 行 到

底，如在此过程中操作

启动 机 或 者 节 气 门 卡

死

· 怠 速 转 速 不 在 允

许范围内

进行基本设定

０１１７７ 发 动 机 控 制 单 元 损

坏

· 控制单元Ｊ２２０内 部 损

坏

· 行驶性能不好
· 发动机停机

更换Ｊ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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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码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显示信息
故障可能的原因 故障症状 故障排除

０１２４７ 活性 炭 罐电磁阀 Ｎ８０
断路／对搭铁短路

· 导线断路或对搭铁短路
· Ｎ８０损坏

活 性 炭 罐 电 磁 阀

Ｎ８０对正极短路

· 导线对正极短路
· Ｎ８０损坏

· 部分负荷时，有时

发抖
· 有汽油味

检查 Ｎ８０

０１２４９ １ 缸 喷 油 器 Ｎ３０ 对

搭铁短路
· 通向控制单 元Ｊ２２０的

导线对搭铁短路
· 喷油器坏，有短路

１ 缸 喷 油 器 Ｎ３０ 断

路／对正极短路
· 导 线 断 路 或 通 向 控 制

单元Ｊ２２０的 导 线 对 正

极短路

· 排放值升高
· 启动性能不好
· 行驶性能不好
· 供油不好
· 怠速不稳

检查喷油器 Ｎ３０

０１２５０ ２ 缸 喷 油 器 Ｎ３１ 对

搭铁短路
见故障代码０１２４９ 见故障代码０１２４９

２ 缸 喷 油 器 Ｎ３１ 断

路／对正极短路
见故障代码０１２４９ 见故障代码０１２４９

检查喷油器 Ｎ３１

０１２５１ ３缸 喷 油 器 Ｎ３２，见

故障代码０１２４９
见故障代码０１２４９ 见故障代码０１２４９ 检查喷油器 Ｎ３２

０１２５２ ４缸 喷 油 器 Ｎ３３，见

故障代码０１２４９
见故障代码０１２４９ 见故障代码０１２４９ 检查喷油器 Ｎ３３

０１２５９ 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断

路／对搭铁短路
· 在 Ｊ１７ 和 控 制 单 元

Ｊ２２０之间导 线 有 断 路

或对搭铁短路
·Ｊ１７正极电压坏
·Ｊ１７损坏

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对

正极短路

·Ｊ１７ 和 控 制 单 元 Ｊ２２０
之间 的 导 线 有 对 正 极

短路

· 有断路点：发动机

不转
· 有对搭铁短路：发

动机继续运转；点

火 开 关 打 开 时 电

流大，因为继电器

始终吸合，燃油泵

始终工作

检查Ｊ１７

表１－５　自动变速器故障代码及故障排除表

ＶＡＧ１５５１打印机打出信息 可能的故障原因 故障排除

无故障！
修理后如显示“无故障”，自诊断结束

如自诊断后，自动变速器换挡仍有故障，必须按故障诊断程序继续查找故障

００２５８
电磁阀１－Ｎ８８
断路①

对地短路①

· 导线断路或对地短路
· 电磁阀１－Ｎ８８有故障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②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００２６０
电磁阀２－Ｎ８９
断路①

对地短路①

· 导线断路或对地短路
· 电磁阀２－Ｎ８９有故障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②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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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Ｇ１５５１打印机打出信息 可能的故障原因 故障排除

００２６２
电磁阀３－Ｎ９０
断路①

对地短路①

· 导线断路或对地短路
· 电磁阀３－Ｎ９０有故障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②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００２６４
电磁阀４－Ｎ９１
断路①

对地短路①

· 导线断路或对地短路
· 电磁阀４－Ｎ９１有故障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②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００２６６
电磁阀５－Ｎ９２
断路①

对地短路①

· 导线断路或对地短路
· 电磁阀５－Ｎ９２有故障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②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００２６８
电磁阀６－Ｎ９３
断路①

对地短路①

· 导线断路或对地短路
· 电磁阀６－Ｎ９３有故障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②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００２７０
电磁阀７－Ｎ９４
断路①

对地短路①

· 导线断路或对地短路
· 电磁阀７－Ｎ９４有故障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②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００２８１
车速传感器 Ｇ６８
　
　
无信号

· 车速传感器导线断路
· 车速传感器 Ｇ６８有故障

　
　
· 主动齿轮上脉冲叶轮松动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②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 更换车速传感器 Ｇ６８
· 更换主动齿轮

００２９３
多功能开关Ｆ１２５
开关状态不确定

· 导线断路
· 多功能开关Ｆ１２５有故障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②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 更换多功能开关Ｆ１２５

００２９７
变速器转速传感器 Ｇ３８
无信号

· 导线断路
· 变速器转速传感器 Ｇ３８有故障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更换变速器转速传感器 Ｇ３８

００３００
变速器机油温度传感器

Ｇ９３①

无法识别故障类型

· 导线断路· 变速器机油温度 传 感

器 Ｇ９３有故障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②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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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Ｇ１５５１打印机打出信息 可能的故障原因 故障排除

００５１８
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
信号超出允许值

· 导线断路或短路
· 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损坏

· 如果还显 示 了 故 障００６３８，则 应 先

排除该故障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 更换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
· 对系统进行基本调整

· 六缸机、柴油机或带有Ｓｉｍｏｓ点火

和喷射装置的四缸机，节气门电位

计 Ｇ６９损 坏（信 号 是 从 发 动 机 控

制单元传到变速器控制单元上的）

· 对系统进行基本调整
· 更换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

００５２９
无转速信号

　
　

· 转速传感器导线断路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检查发动机控制单元
· 按发动机故障代码作相应的修理

００５３２
电源电压

　
　

· 蓄电池损坏
· 整流器电压过低

　
　

· 检查蓄电池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检查控制单元Ｊ２１７电压
· 进行电气检查

００５４５
发动机／变速器电气连接

断路①

对地短路

　

· 导线断路或对地短路
· 发动机／变速器控制单元未接上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检查发动机控制单元
· 按发动机相应故障代码进行修理
· 对系统进行基本调整

００５９６
整流器导线间短路

　
　

· 传 输 线／阀 体 和 线 束 间 的１０孔 插

塞连接故障
· 接阀体的传输线损坏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

　
· 进行电气检查
· 更换传输线

００６３８
发动机／变速器电气连接

无信号

　
　

· 导线断路或对地短路
· 发动机／变速器控制单元未接上
· 节气门信 号 未 传 至 变 速 器 控 制 单

元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检查发动机控制单元，必要时更换
· 按发动机相应故障代号进行修理
· 对系统进行基本调整

００６４１
自动 变 速 器 油 温 度 信 号

过大

　
　

· 变速器太热，最高１４８℃。自动变

速器油温过高时，变速器自动换入

相邻低挡
· 汽车负荷过大
· 自动变速器油位不正常，自动变速

器油温度传感器损坏

· 检查自动变速器油位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读取自动变速器油温度

　
· 更换传输线

　

—１１—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捷达系列

第
一
章
　
捷
达
系
列
轿
车
维
修
技
巧

续表

ＶＡＧ１５５１打印机打出信息 可能的故障原因 故障排除

００６５２
挡位监控

不可靠信号

· 电气／液压故障
· 离合器或阀体损坏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在行驶中确定，哪一挡有故障

００６６０
强 制 低 速 挡 开 关／节 气 门

开关电位计

不可靠信号

· 导线断路
· 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损坏

　
　
· 强制低速挡开关Ｆ８损坏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和插塞连接
· 按节气门电 位 计 Ｇ６９故 障 进 行 排

除
· 阅读测量数据块
· 进行电气检查
· 调整或更换油门拉索
· 更换强制低速挡开关

６５５３５
控制单元损坏

· 控制单元Ｊ２１７损坏 · 更换控制单元
· 对系统进行基本调整

注：① 这些显示中的一个是有关部件的附加显示。
② 先检查插塞连接是否锈蚀、进水，如 有 必 要，则 更 换 插 塞。显 示 电 磁 阀 故 障 时，要 特 别 注 意 变 速 器

上、传输线／阀体和线束间的１０孔插塞连接。
只有在确定了的故障原因，并排除机械故障、液压故障、零部件及导线连接故障后，才能更换变速器控

制单元（Ｊ２１７），然后对系统进行基本调整。

表１－６　ＭＫ２０－Ⅰ型 ＡＢＳ系统的故障代码表

故障

代码
故障原因 故障排除

无故障

如果在维修完毕后，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查询故障后未发现故障，自诊断结束。

如果屏幕中显示出“未发现故障”，但 ＡＢＳ不能正常工作，则按以下步骤操作：

１ 以大于２０ｋｍ／ｈ的车速，进行紧急制动试车

２ 重新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查询故障，仍无故障显示

３ 在无自诊断的情况下着手寻找故障，全面进行电气检查

６５５３５ 电子控制单元故障 更换电子控制单元

０１２７６
ＡＢＳ液压泵 Ｖ６４与 ＡＢＳ连 接 线 路 对 正 极、对

地短路及开路或液压泵电动机故障

检查线路

０３功能执行元件诊断

００２８３

左前轮转速传感器（Ｇ４７）触点开路或松动

左前轮转速传感器电路短路

转速传感器和齿圈的间隙超差（信号不正常）

检查转速传感器与控制单元的线路和连接插头

检查转速传感器和齿圈的安装间隙

０８功能“阅读测量数据块”

００２８５

右前轮转速传感器（Ｇ４５）触点开路或松动

左前轮转速传感器电路短路

转速传感器和齿圈的间隙超差（信号不正常）

检查转速传感器与控制单元的线路和连接插头

检查转速传感器和齿圈的安装间隙

０８功能“阅读测量数据块”

００２９０

左后轮转速传感器触点开路或松动

左前轮转速传感器电路短路

转速传感器和齿圈的间隙超差（信号不正常）

检查转速传感器与控制单元的线路和连接插头

检查转速传感器和齿圈的安装间隙

０８功能“阅读测量数据块”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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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代码
故障原因 故障排除

００２８７

右后轮转速传感器触点开路或松动

左前轮转速传感器电路短路

转速传感器和齿圈的间隙超差（信号不正常）

检查转速传感器与控制单元的线路和连接插头

检查转速传感器和齿圈的安装间隙

０８功能“阅读测量数据块”

０１０４４ ＡＢＳ编码错误（ＡＢＳ２５针插头触点６和２２） 检查插头线束的线路

００６６８ 供电端子３０号线路、连接插头、保险丝故障 检查控制单元供电线路、保险丝和连接插头

０１１３０

ＡＢＳ工作信号超差，可能有外界干涉信号 源 的

电气干涉（高频发射，例 如：非 绝 缘 的 点 火 电 缆

线）

步骤：检查所有线路连接对正极或对地的短路

清除故障故障存储

车速大于２０ｋｍ／ｈ的紧急制动试车

再次读取故障代码

表１－７　捷达轿车防盗系统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 故 障 原 因 排 除 方 法

００７５０ 防盗器指示灯故障 检查线路断路、短路，更换指示灯 Ｌ

０１１２８
识读线圈 Ｄ２接 线 不 良 或 线 圈 失 效，防 盗 器

失效

检查识读线圈和连 线，清 除 故 障 存 贮 再 次 查

询，必要时更换防盗器

０１１７６
点火钥匙信号电压 太 低 或 未 被 授 权，点 火 钥

匙中送码器丢失或失效，钥匙齿形不对

检查连接 器 和 接 线，必 要 时 更 换 线 圈、点 火

钥匙，重新匹配所有点火钥匙，检查其功能

０１１７７ 发动机控制单元未被授权 重新匹配发动机控制单元

０１１７９ 钥匙编程错误 重新匹配所有钥匙然后检查功能

０１２０２
诊断 线 短 路，防 盗 器７脚 与８脚 短 接，防 盗

器控制单元失效

检查接头，按电路图排除故障，再次查询，必

要时更换防盗器

６５５３５
控制单元失效，７脚和８脚短接，防盗器不识

别正确波特率，防盗器失效
按电路图排除故障，更换防盗器

三、读取电控系统数据流

１ 读取电控系统数据流

大众 专 用 故 障 诊 断 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 或 汽 车 系 统 测 试 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 及 连 接 线

ＶＡＧ１５５１／３可以读取电控系统数据流（读取测量数据块）。读取发动机电控系统测量数据

块时应保证冷却液温度不低于８０℃、关闭用电设备（散热器风扇在检测过程中不允许运转）且

故障存储器中无故障信息储存。
（１）连接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输 入 相 应 系 统 的 地 址 码，以 发 动 机 为

例，输入“０１”，选择“发动机电控单元”。
（２）使发动机怠速运转，显示屏显示：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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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选择功能××

（３）按下“０”和“８”键，选择“阅读测量数据块”功能，按下“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阅读测量数据块

输入显示组号×××

（４）输入显示组号，按下“Ｑ”键确认。以显示组００为例，显示如下：

阅读测量数据块０ →

１７０ ２６ ８０ １７６ ４ １１８１１２ ７８ ２４２１１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换成另外一显示组，可按表１－８所示的方法进行。

表１－８　显示组的转换方法

显示组 ＶＡＧ１５５１ ＶＡＧ１５５２

号升高 按下键３ 按下↑键

号减小 按下键１ 按下↓键

跳跃号 按下键 Ｃ 按下 Ｃ键

２ 电控系统测量数据块

发动机测量数据块一览表见表１－９所示，自动变测量数据块见表１－１０所示，ＡＢＳ测量

数据块见表１－１１所示。

表１－９　发动机测量数据块一览表

显示组 屏幕显示 显示区 说　　明

０００ 阅读测量数据块０ →
１７０ ２６ ８０ １７６ ４ １１８１１２ ７８ ２４２１１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冷却液温度

发动机负荷

发动机转速

蓄电池电压

节气门角度

怠速空气流量调节值（怠速调节器）
怠速空气流量自适应值

λ调节值

λ调节的自适应值（加）

λ调节的自适应值（减）

００１ 阅读测量数据块１ →
８００～８８０ １３～２５ ２°～５° ６°～１２°
ｒ／ｍｉｎ ｍｓ ＶＯＴ（上止点前）

１
２
３
４

怠速转速每４０步显示变化一次

发动机负荷

节气门角度

点火提前角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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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组 屏幕显示 显示区 说　　明

００２ 阅读测量数据块２ →
８００～８８０ １３～２５ ２５～５０ ２５～５０
ｒ／ｍｉｎ ｍｓ ｍｓ ｇ／ｓ

１
２
３
４

怠速转速每４０步显示变化一次

曲轴每转一周理论上的喷油时间

每个工作循环已校正的喷油时间

吸入空气量

００３ 阅读测量数据块３ →
８００～８８０ １２～１５ ８０～１１０ …

ｒ／ｍｉｎ Ｖ ℃ ℃

１
２
３
４

怠速转速每４０步显示变化一次

蓄电池电压

冷却液温度

进气温度

００４ 阅读测量数据块４ →
２～５ －１７～＋１７ ０００ 怠速

ｇ／ｓ ｇ／ｓ
２
３
４

节气门角度

怠速空气流量自适应

手动变速器的汽车显示值总是“０”
工况（怠速，部 分 负 荷，全 负 荷，加 浓，
超速切断）

００５ 阅读测量数据块５ →
８００～８８０ ８４０ －１０～＋１０２０～５０
ｒ／ｍｉｎ ｒ／ｍｉｎ ％ ｇ／ｓ

１
２
３
４

发动机实际转速（１０显示一次）
发动机转速规定值（１０步显示一次）
怠速调节器

空气流量

００６ 阅读测量数据块６ →
８００～８８０ －１０～＋１０－１０～＋１０ ６°～１２°
ｒ／ｍｉｎ ％ ％ ＶＯＴ（上止点前）

１
２
３
４

怠速转速每１０步变化显示一次

怠速调节器

λ调节器

点火角

００７ 阅读测量数据块７ →
－１０～＋１０ ０～１ ０～９９ ０３～１１

％ Ｖ ％

１
２
３
４

λ调节器

氧传感器 Ｇ３９电压

活性炭罐的电磁阀 Ｎ８０的占空比

油箱通风的λ校正系数

００８ 阅读测量数据块８ →
２０～２５－１０～＋１０－８～＋８活性或ＴＥ活性

ｍｓ ％ ％

喷油时间

怠速时λ自适应值（加）
全负荷时λ自适应值（减）
“ＴＥ活性”表示活 性 炭 罐 电 磁 阀 按 节

拍开闭

００９ 阅读测量数据块９ →
－１０～＋１０ ０～１０ －１０～＋１０

ｒ／ｍｉｎ ％ Ｖ ％

１
２
３
４

发动机转速每１０步变化显示一次

λ调节器

氧传感器 Ｇ３９电压

怠速时λ自适应值（加）

０１０ 阅读测量数据块１０ →
０～９９％ ０３～１２ －３～＋３２０００～０３０

１
２
３
４

活性炭罐电磁阀的占空比

油箱通风的λ校正系数

活性炭罐的充满程度

活性炭罐过滤器系统（ＡＫＦ）冲洗程度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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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组 屏幕显示 显示区 说　　明

０１１ 阅读测量数据块１１ →
８００～８８０ １３～２５ ０ ０５～１５
ｒ／ｍｉｎ ｍｓ ｋｍ／ｈ １／ｈ

１
２
３
４

发动机转速每１０步显示变化一次

发动机负荷

行驶速度

油耗

０１３ 阅读测量数据块１３ →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ｋＷ ｋＷ ｋＷ ｋＷ

１
２
３
４

通过爆震调节减小１缸点火角

通过爆震调节减小２缸点火角

通过爆震调节减小３缸点火角

通过爆震调节减小４缸点火角

０１４ 阅读测量数据块１４ →
０°～１５° ０°～１５°

ｒ／ｍｉｎ ｍｓ ｋＷ ｋＷ

１
２
３
４

发动机转速每４０步显示变化一次

发动机负荷（每转的喷油时间）

１缸通过爆震调节点火角的减小

２缸通过爆震调节点火角的减小

０１５ 阅读测量数据块１５ →
０°～１５° ０°～１５°

ｒ／ｍｉｎ ｍｓ ｋＷ ｋＷ

１
２
３
４

发动机转速每４０步显示变化一次

发动机负荷（每转的喷油时间）

３缸通过爆震调节点火角的减小

４缸通过爆震调节点火角的减小

０１６ 阅读测量数据块１６ →
０４～２０ ０４～２０ ０４～２０ ０４～２０

Ｖ Ｖ Ｖ Ｖ

１
２
３
４

１缸爆震传感器 Ｇ６ｌ信号

２缸爆震传感器 Ｇ６１信号

３缸爆震传感器 Ｇ６６信号

４缸爆震传感器 Ｇ６６信号

０１８ 阅读测量数据块１８ →
８００～８８０ １３～２５ … －５０～＋２５
ｒ／ｍｉｎ ｍｓ ｍｓ ％

１
２
３
４

怠速转速每４０步显示变化一次

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的发动机负荷

节气门角度的发动机负荷

高度校正系数

０２０ 阅读测量数据块２０ →
８００～８８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Ａ／Ｃ－ｈｉｇｈ（空调高）（压缩机开）

ｒ／ｍｉｎ ＥＮＴ Ｋｏｍｐｒ．ＥＩＮ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Ａ／Ｃ－ｌｏｗ（空调低）（压缩机关）

ＡＵＳ Ｋｏｍｐｒ．ＡＵＳ

１
２
３
４

发动机转速每４０步显示变化一次

低辛烷值切换

空调装置

空调压缩机开／关

０２１ 阅读测量数据块２１ →
ｒ／ｍｉｎ ｍｓ ℃ λ调节关

λ调节开

１
２
３
４

发动机转速每４０步显示变化一次

发动机负荷

冷却液温度

λ调节关／开

０２３ 阅读测量数据块２３ →
０１０００００ ７３％～９７％５４％～８５％ ６％～４３％

１
２
３
４

自适应需要显示值

怠速电动机最小估计值

怠速电动机应急估计值

怠速电动机 Ｖ６０最大估计值

０９８ 阅读测量数据块９８ →
０～５ ０～５ 怠速 ＡＤＰ工作

Ｖ Ｖ 部分负荷 ＡＤＰ正常

ＡＤＰ错误

１
２
３
４

节气门电位计的电压

怠速电动机 Ｖ６０电位计的电压

工况

自适应状态（ＡＤＰ＝节气门体自适应）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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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显示组 屏幕显示 显示区 说　　明

０９９ 阅读测量数据块９９ →
ｒ／ｍｉｎ ℃ －１０～＋１０λ调节关

％ λ调节开

１
２
３
４

发动机转速

冷却液温度

λ调节器

λ调节关／开

表１－１０　自动变速器测量数据块一览表

显示组 显示区 说　　明 显示组 显示区 说　　明

０１ １
２
３
４

选挡杆位置

节气门电位计电压

加速踏板位置值

开关位置

０５ １
２
３
４

自动变速器油温度

换挡输出

将要挂入挡位

发动机转速

０２ １
２
３
４

电磁阀６－Ｎ９３实际电流

电磁阀６－Ｎ９３额定电流

蓄电池电压

车速传感器 Ｃ６８电压

０６ １
２
３
４

不需考虑

０３ １
２
３
４

车速

发动机车速

挂入挡位

加速踏板位置值

０７ １
２
３
４

挂入挡位

锁止离合器打滑

发动机转速

加速踏板位置值

０４ １
２
３
４

电磁阀

挂入挡位

选挡杆位置

车速

０８ １
２
３
４

不需考虑

表１－１１　ＡＢＳ测量数据块一览表

显示组 屏幕显示 显示区 说　　明

０１ 读取测量数据块１ →

０ｋｍ／ｈ ０ｋｍ／ｈ ０ｋｍ／ｈ ０ｋｍ／ｈ

１

２

３

４

左前轮速度

右前轮速度

左后轮速度

右后轮速度

０２ 读取测量数据块２ →

３ｋｍ／ｈ ６ｋｍ／ｈ ２ｋｍ／ｈ １ｋｍ／ｈ

１

２

３

４

左前轮速度

右前轮速度

左后轮速度

右后轮速度

０３ 读取测量数据块３

０

不 踩 制 动 时 为

０，踩 制 动 时 应

为１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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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动机电控系统设定

１ 基本设定

利用基本设定可在点火开关打开时将发动机电子控制单元与节气门控制单元匹配一致。

进行以下维修操作时，应进行基本设定：①更换发动机；②更换发动机控制单元；③改装节

气门；④调整节气门（怠速调整）；⑤更换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⑥调整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如在调

整怠速开关时）；⑦更换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

进行发动机电控系统基本设定时要求故障存储器中无故障信息储存。
（１）打开点火开关，连接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用地址码“０１”选择“发

动机电控单元”。显示屏显示：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选择功能××

（２）按下“０”和“４”键，选择“基本设定”功能，按下“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基本设定　　帮助

输入显示组号××

（３）按下“０”、“９”和“８”键，选择“显示组０９８”，按下“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系统处于基本设定　　９８
Ｘ．ＸＸＸＶＸ．ＸＸＸＶ　怠速自适应正在进行

（４）按下“Ｑ”键后，怠速电动机（节气门调节器）进入应急运行，从最小到最大位置运行，

发动机控制单元将各自的节气门角度储存在永久性存储器中，该过程持续最多１０ｓ。紧接着

节气门短时间内处于启动位置，然后关闭。显示屏显示：

系统处于基本设定　　９８
Ｘ．ＸＸＸＶＸ．ＸＸＸＶ　怠速自适应正常

发动机控制单元与节气门体的匹配适应完成。
（５）按“→”键结束发动机基本设定，再按下“０”和“６”键，选择“结束测试”功能，按“Ｑ”键

确认。

如果基本设定被发动机控制单元中断，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

① 节气门脏污（如积炭）或节气门拉线调整 不 当 等 原 因，导 致 不 能 达 到 怠 速 机 械 锁 止 点

位置；

② 蓄电池电压太低；

③ 节气门体或接线损坏。

基本调整中断后，“节气门单元Ｊ３３８基本设定有故障”就存储到故障存储器中，在下一次

打开点火开关时，基本设定再自动进行一次。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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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捷达系列轿车节气门基本设定

（１）打开点火开关，不启动发动机；
（２）选择“发动机系统”进入“自适应调整”功能；
（３）输入相应通道号。捷达（５阀）的为通道０９８；捷达前卫（２阀）的通道为０６０；
（４）按“确认”键后进入设定过程，观察节气门控制器工作；
（５）屏幕显示“ＡＤＰＯＫ”，退出基本设定；
（６）另外，捷达前卫等车款，输入０６０通道之前，首先进入“匹配”功能，选择“００”通道，确

认清除原电脑怠速记忆后方可继续第３步操作。

五、捷达系列轿车控制单元编码

如果控制单元编码没有显示或者更换了控制单元之后，都必须对控制单元编码。
（１）连接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或 ＶＡＧ１５５１，接通点火开关，输入相应系统的地址码

（参见表１－１２系统栏内括号内的数字）。屏幕显示：

Ｔｅｓｔ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ＥＬＰ
Ｓｅｌｅｃ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车辆系统测试 帮助

选择功能　××

（２）输入０７“控制单元编码”功能，按 Ｑ 键确认。屏幕显示：

Ｃ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ｎｉｔ Ｑ
Ｆｅｅｄｉｎｃｏｄｅｎｕｍｂｅｒ　×××××
控制单元编码 Ｑ
输入编码号码　×××××

（３）输入这种车辆的编码号（见表１－１２），按 Ｑ 键确认。控制单元的识别内容将显示在

ＶＡＧ１５５２故障诊断仪的屏幕上。
（４）关闭点火开关，然后再打开。当点火开关再次打开，新输入的编码将起作用。按 →

键。屏幕显示：

Ｔｅｓｔ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ＥＬＰ
Ｓｅｌｅｃ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车辆系统测试 帮助

选择功能　××

（５）输入０６“结束输出”，按 Ｑ 键确认。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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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２　捷达系列轿车控制单元编码一览表

车型

系统

捷达

前卫

捷达１６Ｌ
都市春天（手）

捷达１６Ｌ（２Ｖ）

都市春天（自）
捷达１６Ｌ
城市之星

发动机（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变速器（０２） （０１Ｍ）０００００

ＡＢＳ（０３） ０１９０１ （２０ＩＥ）０１９０１ ０１９０１

安全气囊（１５） １２６１１

防盗控制（２５） １０４００ １０４００ １０４００ １０４００

六、捷达氧传感器的检修技巧

对氧传感器进行检修时，应重点检测加热元件的电阻、电压。

１ 检查氧传感器加热器Ｚ１９电阻

检查氧传感器加热器Ｚ１９电阻前应确保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和１８号熔丝均正常。
（１）拆下氧传感器的４孔插头，见图１－２和图１－３所示。
（２）在氧传感器插座端子１与２之间检查传感器加热器电阻，在室温下加热器电阻约为

１～５Ω。温度上升 很 小 时，电 阻 就 会 有 很 大 的 提 高。如 果 确 定 有 断 路 或 短 路，应 更 换 氧 传

感器。

２ 检查氧传感器加热器的电压

（１）拔下氧传感器 Ｇ３９的４孔插头。
（２）打开点火开关，测量基本电压，规定值大约为０４５Ｖ，然后关闭点火开关。
如果没有达到规定值，应检查氧传感器的导线是否有断路或短路故障。

图１－２　拔下氧传感器插头 图１－３　氧传感器插头

３ 检查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

检查氧传感器 Ｇ３９前应确保基本设定正常以及排气管前部与气缸盖之间密封良好。检

查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时可以使用大众公司专用诊断仪进行。
（１）连接好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用地址码“０１”选 择“发 动 机 电 控 单

元”，此期间发动机怠速运转。显示屏显示：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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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选择功能××

（２）按下“０”和“８”键，选择“阅读测量数据块”功能，按“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阅读测量数据块　帮助

输入显示组号××

（３）按下“０”、“０”和“３”键，选择“显示组００３”，按“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阅读测量数据块３　　→
１　　２　　３　　４

仅当满足下述条件时再进行检测：显示区３中，冷却液温度超过８０℃；紧接着发动机再怠

速运行２ｍｉｎ。
（４）按下“Ｃ”键，再按下“０”、“０”和“７”键，选择“显示组００７”，按“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注意显示区２中的氧传感器电压，该电压必须每分钟在０～０１Ｖ 范围内变动至少１０次，

如表１－１３所示。

表１－１３　显示区２的显示值

显示值 原　　因 检　　测

约１１０Ｖ 对正极短路

０４５～０５０Ｖ 断路

约００Ｖ 对地短路

检查基本电压

检查导线

在０～１０Ｖ之间变动 调节正常 —

调节频率变化太慢 氧传感器加热器损坏

氧传感器本体上的缝隙或孔隙堵塞

氧传感器热负荷过载（玻璃化）

检查基本电压

（５）按下“→”键，再按下“０”和“６”键，选 择“结 束 测 试”功 能，按“Ｑ”键 确 认，关 闭 点 火 开

关。

七、利用数据流检查进气系统的密封性（漏气）

利用数据流检查进气系统的密封性（漏气）时除了需要大众专用诊断仪外，还应配备适量

的泄漏检验液 Ｇ００１８００Ａ１。
注意：由于进气系统真空度的作用，泄漏检验液与漏气将一同被吸入气缸。泄漏检验液会

降低混合气的可燃性，导致发动机转速的降低和λ值的改变，所以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定。
（１）连接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用地址码“０１”选择“发动机电控单元”，

发动机应怠速运转。显示屏显示：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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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选择功能××

（２）按下“０”和“８”键，选择“阅读测量数据块”功能，按“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阅读测量数据块　帮助

输入显示组号××

（３）按下“０”、“０”和“９”键，选择“显示组００９”，按“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阅读测量数据块９　　→
１　　２　　３　　４

注意显示区１的发动机转速值和显示区３的λ传感器电压及其变化幅度。
（４）用泄漏检验液全面地喷洒在进气系统部件上，如果发动机转速或氧传感器电压不变

化，说明进气系统密封性良好（不漏气），否则应检查进气系统的密封性部位，并排除故障。
（５）按下“→”键，再按下“０”和“６”键，选择“结束测试”功能，按“Ｑ”键确认。

八、利用数据流检查怠速转速

１ 怠速检查

电控燃油喷射式发动机的怠速转速、点火角和 ＣＯ 含量均不可以人工机械调整。怠速转

速是由怠速电动机（节气门调节器）与无触点点火系统（ＤＬＳ）共同作用将怠速转速调节到规定

值。
怠速检查所用仪器和工具为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汽车系统测试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及

连接线 ＶＡＧ１５５１／３。进行怠速检测时应关闭用电设备（在检测时散热风扇不允许运转），关

闭空调装置，检测前还检查确保节气门拉线的调节正常。
（１）阅读故 障 代 码，必 要 时 排 除 现 有 故 障，清 除 故 障 代 码。然 后，再 连 接 好 故 障 诊 断 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使发动机继续怠速运转，显示屏显示：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选择功能××

（２）按下“０”和“８”键，选择功能“读取测量数据块”按下 Ｑ 键确认输入。显示屏显示：

阅读测量数据块　帮助

输入显示组号××

（３）按下“０”、“０”和“３”键，选择显示组“００３”，按下“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阅读测量数据块３　　 →
１　　２　　３　　４

检查显示区１，其中怠速转速规定值为８００～８８０ｒ／ｍｉｎ。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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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按下“→”键，再按下“０”和“６”键，选择“结束测试”功能，按下“Ｑ”键确认。
（５）进行一次试车，然后重新读取故障记忆，重复做一次怠速检测。
如果还没有达到规定值，检查进气系统的密封性或节气门控制单元。

２ 检查怠速转速自适应（接通空调装置）
接通空调装置后，发动机控制单元１０号端子处就有一个正电信号，该信号的作用是使控

制单元能够在空调装置不同功率的情况下保持恒定的怠速转速。
检查转速自适应所用仪器和工具与检查速度信号所用仪器和工具相同。
检查转速自适应确保满足以下条件：冷却液温度至少为８０℃；空调装置功能正常；用电设

备均关闭（在检测期间，散热器风扇不得运转）；室内温度高于１５℃。
（１）连接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用地址码“０１”选择“发动机电控单元”，

发动机应怠速运转。显示屏显示：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选择功能××

（２）按下“０”和“８”键，选择“阅读测量数据块”功能，按“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阅读测量数据块 帮助

输入显示组号××

（３）按下“０”、“２”和“０”键，选择“显示组０２０”，按“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阅读测量数据块２０ →
１　　２　　３　　４

显示区１：怠速转速，显示区３：空调装置信号，显示区４：空调压缩机信号。
（４）接通空调装置，压缩机必须运转，显示区４的规定值：Ｋｏｍｐｒ，ＥＩＮ（压缩机开），显示区

３的规定值：Ａ／Ｃ－Ｈｉｇｈ（空调－高）。不考虑瞬间的转速降低（小于１ｓ），怠速转速必须保持

恒定。
如果转速不保持恒定，检查来自空调装置的信号是否到达发动机控制单元。
如果显示值不变化，按照电路图检查控制单元和空调装置之间的导线有无断路以及导线

是否有对搭铁短路或对正极短路。如果导线无故障，而怠速转速不符合要求，则应检查空调装

置的功能。

九、二极管测试灯在汽车电气元件中的应用

１ 检查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及其控制

捷达系列轿车燃油泵继电器位于驾驶员脚部处左侧的中央继电器盒中１２号位 置，如 图

１－４所示。用二极管测试灯检查继电器及其控制的方法和步骤如下：
（１）拆下驾驶员脚部左前方的盖板。
（２）拔出１８号熔丝，用二极管测试灯将１８号熔丝的一个插孔与搭铁连接。
（３）短时间启动发动机，燃油泵继电器必须吸合 （可感觉到并听见声音），二极管测试笔

—３２—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捷达系列

第
一
章
　
捷
达
系
列
轿
车
维
修
技
巧

应闪亮。
如果燃油泵继电器吸合，但二极管不亮，在１８号熔丝的另一个插孔上再 重 复 一 遍 检 测。

若二极管测试笔仍然不亮，则按照电路图检查继电器１２号位置的插孔④与１８号熔丝之间是

否断路。若确定没有断路，则更换燃油泵继电器。
如果燃油泵继电器不吸合，按以下第（４）～（７）步检查其控制。若电压供给和控制都正常，

则更换燃油泵继电器。

图１－４　燃油泵继电器

（４）从中 央 继 电 器 盒１２号 位 置 处 拔 下 燃 油

泵继电器。
（５）打开 点 火 开 关，用 万 用 表 依 次 测 量 燃 油

泵继电器插孔②（正极）和搭铁点及插孔⑥（正极）
和⑧（搭铁点）的电压，规定值为蓄 电 池 电 压。如

果没有达到规定值，按照电路图排除 导 线 中 的 断

路点。
（６）将二极管测试灯连接到燃油泵继电器插

孔③（搭铁）和正极上，启动发动机，二极管测试笔

必须亮。
如果二极管测试 笔 不 亮，应 检 查 燃 油 泵 继 电

器插孔③和发动机控制单元电源之间的导线电阻是否断路。如果导线没有断路点，而且二极

管测试笔不亮，则应换发动机控制单元。
（７）如果燃油泵继电器的控制以及导线连接都正常，则更换燃油泵继电器。

２ 检查喷油器 Ｎ３０～Ｎ３３
用二极管测试灯可以检查喷油器的电压信号是否正常。检查喷油器时要求发动机转速传

感器正常以及燃油泵继电器正常。
（１）拆下进气管上体，拔下火花塞插头，再拆下喷油器盖板。
（２）从喷油器上拔下插头，如图１－５箭头所示。
（３）将二极管测试灯连接到１缸插头的两 个 插 孔 上，启 动 发 动 机，二 极 管 测 试 笔 必 须 闪

亮。在２～４缸喷油器插头上重复做上述检测。
如果在每缸上二极管测试笔都不亮，将二极管测试笔连接在１缸插头插孔①和搭铁之间

（如图１－６所示），启动发动机，二极管测试笔必须闪亮。若二极管测试还不亮，按照电路图检

查喷油器２孔插头插孔①与燃油泵继电器之间的导线有无断路。
如果二极管测试笔在一个或多个气缸上亮，应检查喷油器插头和控制单元相应端子之间

的导线是否断路或短路。必要时排除电路导线断路或短路故障。

十、捷达点火系统故障诊断技巧

１ 确定故障在油路上还是在电路上

发动机出现故障时，应首先根据故障现象判定故障是发生在电路还是在油路。判明点火

系是否有故障的检查方法是：先从火花塞上拔下一根高压分线，距气缸体５～７ｍｍ，打开点火

开关，使起动机曲轴转动，如果高压分线有火花跳出，在点火正时的前提下，可以判定为点火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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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拔下喷油器插头 图１－６　检查喷油器

良好；如果无火花跳出，则可判定点火系有故障，应进一步检查。
这是诊断点火系统故障的第一步。
也可以在不启动发动机的情况下，利用霍尔元件磁力线的变化进行判断。将点火开关置

于“ＯＮ”位置，在旋具与霍尔元件线圈芯接触和分离时，如果高压分线无火花跳出，也可判定为

点火系统故障。

２ 确定故障在低压电路上还是高压电路上

确定故障在低压电路上还是在高压电路上的步骤如下：
（１）关闭点火开关，打开分电器盖，转动曲轴，使分电器转子缺口不在间隙中。
（２）拔出分电器盖上的中央高压线，使其端部离气缸体为５～７ｍｍ，如图１－７所示。
（３）接通点火开关，用小旋具在霍尔传感器的间隙中轻轻地插入拔出，模拟转子在间隙中

的动作。
（４）如果高压线端部跳火，表明低压电路中的霍尔传感器、点火控制器及点火线圈性能良

好；如果不跳火，在点火线圈良好的情况下，可判定为霍尔传感器或点火控制器故障，应进行下

一步检查。
这是诊断点火系统故障的第二步。

图１－７　确定故障在低压电路上还是高压电路上

１ —分电器霍尔触发器；２—小旋具；３—霍尔传感器插接器；４—点火控制器；５—点火线圈；６—高压线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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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确定故障在霍尔传感器上还是在点火控制器上

确定故障的步骤如下：
（１）如图１－８所示，将１５Ｖ 干电池或万用表（×Ω 挡，利用表内的电池）正极与点火控

制器第⑤号端子连接，负极与点火控制器第③号端子连接，重复接触和分离，代替霍尔传感器

向点火控制器输入信号。
应当注意，在接线时不能把高于５Ｖ 的电源接到信号输入接线端子上，避免损坏点火控

制器。

图１－８　确定故障在霍尔传感器上还是点火控制器上

１—蓄电池；２—点火开关；３—点火线圈；４—点火控制器；

５—１５Ｖ诊断用干电池；６—分电器；７—高压线

（２）也可以在分电器一端的接线端子处，
接入１５Ｖ 干电池或万用表，要注意与点火控

制器的③号、⑤号接线端子的极性相对应。
（３）在 接 触、分 离 过 程 中，观 察 高 压 线 跳

火（高压线端部距气缸体１０ｍｍ）情况。
（４）如 果 有 蓝 色 跳 火，说 明 点 火 控 制 器、

点火线圈良 好，霍 尔 传 感 器 有 故 障；如 果 没 有

火花，可以反 接 电 池 再 检 查 跳 火，还 没 有 跳 火

时，则为点火控制器故障。
这是诊断点火系故障的第三步。
下面以发动机不能启动为例，介绍诊断点

火系统故障的过程，如图１－９所示。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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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点火系的故障诊断

十一、捷达系列轿车点火正时的检查与调整

１ 点火正时的检查

检查点火正时时应保证发动机机油温度不低于８０℃，并拆掉真空点火提前装置的软管。

检查点火正时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利用点火正时和转速测量仪 ＶＡＧ１３６７，另一种是

利用正时灯。
（１）用点火正时和转速测量仪检查如图１－１０所示，关闭点火开关，接上点火正时和转速

测量仪 ＶＡＧ１３６７，并连接上止点传感器（带白色标记）。连接点火线圈接线柱时应使用辅助

接线 ＶＡＧ１５９４，接上蓄电池和１缸火花塞。启动发动机并以怠速运转，点火正时和转速测

量仪将直接显示点火正时，应在上止点前１９°～２１°。

如果点火正时不准确，应重新调整分电器位置。
（２）用正时灯检查如图１－１１所示，使发动机怠速运转，用正时灯对准飞轮上的上止点闪

亮，飞轮上的上止点标记应与壳体上的箭头相差２０°。否则，可通过转动分电器的壳体来调整

点火正时。

２ 点火正时的调整

为了调整点火正时，必须保证以下零部件的位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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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０　用点火正时和转速测量仪检查点火正时

１—点火正时和转速测量仪；２—蓄电池；３—上止点传感器；４—点火线圈；

５—火花塞（１缸）；６—壳体上的箭头；７—飞轮上的上止点标记

图１－１１　用正时灯检查点火正时

１—飞轮上的上止点标记；２—壳体上的箭头；３—分电器

（１）发动机曲轴的位置 如图１－１２所示，使

发动 机 曲 轴 处 于 ① 缸 压 缩 上 止 点 的 位 置。图

１－１２上半部分为对已安装好飞轮的曲轴，将飞轮

上刻的①缸上止点的标记对准壳体 上 的 箭 头；图

１－１２下半 部 分 为 对 未 安 装 飞 轮 的 发 动 机，将 齿

带轮上的标记与齿带轮护罩的箭头标记对齐。
（２）凸轮轴齿带轮的位置 曲轴的上止点有两

个：一个是排气终了上止点，另一个是压缩终了上

止点，如图１－１３所示。为了 确 保 曲 轴 处 于 压 缩

终了的上止点，必须使凸轮轴齿带轮 上 的 标 记 对

准气缸盖的上边缘。
（３）机油液压泵齿轮轴的位置 如图１－１４所示，为了确定分电器与曲轴的传动关系，将机

油泵齿轮轴上的扁头缺口转动到与曲轴轴线相平行的位置上。
（４）分火头的位置 如图１－１５所示，将分火头指向分电器壳体上的１缸标记方向上。在

发动机侧面插入分电器，使分电器的扁口对准机油液压泵齿轮轴的扁头，然后装上压板，拧上

螺栓５（转矩２５Ｎ·ｍ）。分电器盖装配前，应进行清洗。

十二、０１Ｍ 型自动变速器故障快速排除

０１Ｍ 型自动变速器故障快速排除可按图１－１６所示流程进行。

十三、０１Ｍ 型自动变速器电气元件检查

检查自动变速器电气时，应保证蓄电池电压正常、１４号和２１号熔丝正常以及搭铁正常。
并检查搭铁点（位于继电器左侧）以及蓄电池搭铁线和蓄电池与变速器之间的搭铁线。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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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２　发动机曲轴的位置

１—飞轮上的上止点标 记；２—飞 轮 上 的 点 火 提 高 标 记；３—壳 体

上的箭头；４—齿带轮上的标记；５—齿带轮护罩的箭头标记；

ａ—点火正时标记与上止点标记的距离（３８～４２ｍｍ）

图１－１３　凸轮轴齿带轮的位置

１—凸轮轴齿带 轮；２—齿 轮 轴 上 的 标 记；３—气

缸盖

图１－１４　机油液压泵齿轮轴的位置

１—机油液压泵齿轮轴；２—曲轴轴线；３—曲轴

图１－１５　分火头的位置

１—分电器壳体；２—分 火 头；３—分 电 器 壳 体 上 的 标 记；

４—压板；５—螺栓；６—分电器盖

进行自动变速器电气工作之前，关闭点火开关，按图１－１７箭头所示方向从自动变速器控

制单元（Ｊ２１７，后座下面）拔下６８孔插头。如图１－１８所示，将检测箱 ＶＡＧ１５９８／１８与６８孔

插头连接。按箭头１方向连接上，按箭头２方向定位。自动变速器电气检查内容如表１－１４
所示。

在进行自动变速器电气检查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１）用万用表 ＶＡＧ１５２６和辅助接线 ＶＡＧ１５９４进行检测。为了避免损坏电气部件，

连接测试线前，应将测试仪设置在相应最大量程。
（２）所给额定值在环境温度０℃～４０℃时有效。

—９２—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捷达系列

第
一
章
　
捷
达
系
列
轿
车
维
修
技
巧

图１－１６　０１Ｍ 自动变速器快速诊断流程

表１－１４　自动变速器电气检查内容

被检部位 执行检测步骤 被检部位 执行检测步骤

从控制单元Ｊ２１７来的电压 执行检测步骤１ 电磁阀４－Ｎ９１ 执行检测步骤９

选挡杆锁止电磁铁 Ｎ１１０ 执行检测步骤２和１３ 电磁阀５－Ｎ９２ 执行检测步骤１０

制动灯开关Ｆ 执行检测步骤３ 电磁阀６－Ｎ９３ 执行检测步骤１１

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 执行检测步骤４ 电磁阀７－Ｎ９４ 执行检测步骤１２

多功能开关Ｆ１２５ 执行检测步骤５ 强制低速挡开关Ｆ８ 执行检测步骤１４

电磁阀１－Ｎ８８ 执行检测步骤６
变 速 器 机 油 温 度 传 感 器

Ｇ９３
执行检测步骤１５

电磁阀２－Ｎ８９ 执行检测步骤７ 车速传感器 Ｇ６８ 执行检测步骤１６

电磁阀３－Ｎ９０ 执行检测步骤８ 变速器转速传感器 Ｇ３８ 执行检测步骤１７

（３）如果测量值与额定值不符，按电路图查明故障原因。
（４）如果测量值与额定值差别很小，那么清 洁 测 试 仪 和 测 试 线 的 插 口 和 插 头，然 后 再 检

测。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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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７　拔下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 图１－１８　连接检测箱 ＶＡＧ１５９８／１８

图１－１９　安装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

（５）更换相应部件前，应先检查其导线和接头。尤

其额定值在１０Ω以下的电阻，应对其重新测试一遍。
（６）检查完成后，将６８孔插头插到自动变速器控制

单元上并定位，如图１－１９所示。安装时注 意，导 向 装

置（箭 头 所 示）必 须 装 到 自 动 变 速 器 控 制 单 元 的 定 位

锁止。
电气检查步骤如表１－１５所示。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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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５　电气检查步骤

检测

步骤

ＶＡＧ１５９８／

１８插口
被检内容 检测条件附加工作 额定值 与额定值不符时应采取的措施

１ ２３＋１
从 控 制 单

元Ｊ２１７来

的电压

打开点火开关 约为蓄电池电压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检查触点１和地间导线
· 检查触点２３和中央电器盒接

线柱１５间导线

２ ２９＋１５
选 挡 杆 锁

止 电 磁 铁

Ｎ１１０

打 开 点 火 开 关 不 踏

下制动踏板

踏下制动踏板

约为蓄电池电压

０２Ｖ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选挡杆锁止电磁铁
· 维修保养换挡操纵机构

３ １５＋１
制 动 灯 开

关Ｆ

打 开 点 火 开 关 不 踏

下制动踏板

踏下制动踏板

０Ｖ

约为蓄电池电压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制动灯开关Ｆ

４
５＋２８

５＋５０

节 气 门 电

位计 Ｇ６９①

节 气 门 电

位计 Ｇ６９①

关闭点 火 开 关，油 门

踏 板 位 置 处 于 怠 速

位置

油门全开

怠速

油门全开

０７～１８ｋΩ

２１～３９ｋΩ
２１～３９ｋΩ
０７～１８ｋΩ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从怠速到油门全开过程中，电

阻值稳步变化
· 调整 节 气 门 电 位 计，如 需 要，

更换
· 对系统进行基本调整

５

６３＋１

４０＋１

６２＋１

１８＋１

多 功 能 开

关Ｆ１２５

选挡杆位置 Ｒ、Ｎ、Ｄ、
３和２
选挡杆位置Ｐ和１
选挡 杆 位 置 Ｐ、Ｒ、２
和１
选挡杆 位 置 Ｎ、Ｄ 和

３
选挡 杆 位 置 Ｐ、Ｒ、Ｎ
和 Ｄ
选挡杆位置３、２和１
选挡杆位置Ｐ、Ｒ和 Ｎ
选 挡 杆 位 置 Ｄ、３、２
和１

电阻无穷大②

０８～１Ω

电阻无穷大②

０８～１Ω

电阻无穷大②

０８～１Ω
约为蓄电池电压

０Ｖ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检查多 功 能 开 关 插 塞 连 接 触

点是否锈蚀，如需要，更换
· 更换多功能开关Ｆ１２５

６
５５＋６７
５５＋１

电磁阀

１－Ｎ８８
关闭点火开关

５５～６５Ω
电阻无穷大②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传输线或滑阀箱

７
５４＋６７
５４＋１

电磁阀

２－Ｎ８９
关闭点火开关

５５～６５Ω
电阻无穷大②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传输线或滑阀箱

８
９＋６７
９＋１

电磁阀

３－Ｎ９０
关闭点火开关

５５～６５Ω
电阻无穷大②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传输线或滑阀箱

９
４７＋６７
４７＋１

电磁阀

４－Ｎ９１
关闭点火开关

５５～６５Ω
电阻无穷大②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传输线或滑阀箱

１０
５６＋６７
５６＋１

电磁阀

５－Ｎ９２
关闭点火开关

５５～６５Ω
电阻无穷大②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传输线或滑阀箱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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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检测

步骤
ＶＡＧ１５９８／

１８插口
被检内容 检测条件附加工作 额定值 与额定值不符时应采取的措施

１１
５８＋２２
５８＋１
２２＋１

电磁阀

６－Ｎ９３
关闭点火开关

４５～６５Ω

电阻无穷大②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传输线或滑阀箱

１２
１０＋６７
１０＋１

电磁阀

７－Ｎ９４
关闭点火开关

５５～６５Ω
电阻无穷大②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传输线或滑阀箱

１３ ２３＋２９
选 挡 杆 锁

止 电 磁 铁

Ｎ１１０
关闭点火开关 １４～２５Ω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传输线或滑阀箱

１４ １＋１６
强 制 低 速

挡开关Ｆ８

关闭点火开关

未踏下油门踏板

踏下油 门 踏 板，直 至

触动低速挡开关

电阻无穷大②

小于１５Ω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调整或更换油门拉索

１５ ６＋６７
变 速 器 机

油 温 度 传

感器 Ｇ９３

关闭点火开关

自 动 变 速 器 机 油 温

度约２０℃将 手 动 万

用 表 ＶＡＧ１５２６换

至２００ｋΩ挡约６０℃
约１２０℃

０２４７ＭΩ
　
　
　
４８８ｋΩ
７４ｋΩ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传输线

１６ ２０＋６５
车 速 传 感

器 Ｇ６８
关闭点火开关

最小 ０８ｋΩ
最大 ０９ｋΩ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车速传感器 Ｇ６８

１７ ２１＋６５
变 速 器 转

速感器Ｇ３８
关闭点火开关

最小 ０８ｋΩ
最大 ０９ｋΩ

· 按电路图检查导线
· 更换转速传感器 Ｇ３８

注：① 带 Ｍｏｎｏｍｏｔｒｏｎｉｃ多点喷射装置的发动机冷却液最低温度应达到８０℃，６缸发动机的车和带有Ｓｉ
ｍｏｓ喷射和点火装置的车无法检查，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的信号是从发动机控制单元传到变速器控

制单元上并且只能在测量数据块中检查。
② 将 ＶＡＧ１５２６设置到最大电阻挡。

十四、０１Ｍ 型自动变速器的维护

大众汽车新自动变速器油染成黄色，变速器中（主减速器、差速器和行星齿轮变速器）应充

满自动变速器油。由于改变了自动变速器油检查装置，从而省去了油尺。检查自动变速器油

位或更换自动变 速 器 油 应 在 检 查 维 护 时 进 行，只 许 添 加 大 众 自 动 变 速 器 油。油 桶 容 量０５
Ｌ—零件号 Ｇ０５２１６２Ａ１，油桶容量１０Ｌ—零件号 Ｇ０５２１６２Ａ２。０１Ｍ 型自动变速器的加油量

如表１－１６所示。

表１－１６　自动变速器加油量

加油量 行星齿轮变速器 主减速器、差速器

第一次加油 ５３Ｌ ０７５Ｌ
换油 约３０Ｌ 永久性润滑，不用更换

润滑油 大众自动变速器油 大众自动变速器油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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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自动变速器油油面高度的检查

检查自动变速器油油面高度时应让汽车放在水平位置，选挡杆位于位置 Ｐ，且变速器未进

入应急状态，自动变速器油油温不超过３０℃。
（１）将充油系统 ＶＡＧ１９２４的储油罐固定到车上，如图１－２０所示。
（２）连接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输入地址码“０２”选择“变速器电控系统”。继续操作直

至显示屏显示：

图１－２０　固定储油罐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功能选择××

（３）启动发动机，稍稍抬起汽车。
（４）按下“０”和“８”键，进 入“阅 读 测 量 数 据 块”功 能。

显示屏显示：

快速数据传递　　　Ｑ
０８—阅读测量数据块

（５）按“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阅读测量数据块

输入显示组号码××

（６）按下“０”和“５”键，选择“显示组０５”，按下“Ｑ”键确认。显示屏显示：

阅读测量数据块５
４０℃　００１１０１１０　　９００ｒ／ｍｉｎ

第１个显示区显示的是自动变速器油温度。自动变速器油温度不应超过３０℃。
（７）拆下油底壳上用于检查自动变速器油的螺塞，如图１－２１所示。
（８）使自动变速器油温达到检查温度３５℃～４５℃，放出溢流管内的自动变速器油。如果

自动变速器油从孔中滴出，不需补加自动变速器油。
（９）检查完自动变速器油面高度，必须更换螺塞的密封圈，如图１－２２所示。装上新的密

封圈后，用１５Ｎ·ｍ 的力矩拧紧螺塞。

图１－２１　拆下油底壳螺塞 图１－２２　螺塞密封圈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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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自动变速器油的补充

补充自动变速器油的步骤如下：
（１）用旋具撬起用于固定螺塞的端盖，如图１－２３箭头所示。撬下后端盖的定位部分将

损坏，因此必须更换端盖。
（２）从加油管上拔下油塞。
（３）用充油系统 ＶＡＧ１９２４加注自动变速器油，直至油从检查孔流出（如图１－２４箭头

所示）。

图１－２３　拆下端盖 图１－２４　加注自动变速器油

注意：自动变速器油过多或少都会影响变速器功能。
（４）装上新密封圈后，用１５Ｎ·ｍ 力矩拧紧螺塞，如图１－２５箭头１所示。
（５）将油塞插在加油管上，直至卡箍进入口内。
（６）装上加油管油塞并用一新端盖紧固（见图１－２５箭头２所示）。将端盖定位。
注意：必须更换端盖，端盖用于固定油塞。

图１－２５　安装螺塞和端盖

十五、ＡＢＳ系统故障的诊断与快速排除

１ＡＢＳ系统故障快速诊断流程

ＡＢＳ系统故障诊断流程如图１－２６所示。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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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６　ＡＢＳ系统快速诊断流程图

２ＡＢＳ故障诊断时的要点

ＡＢＳ采用电子液压控制，因此在 ＡＢＳ系统正常工作情况下出现表１－１７所列现象是正

常的，并不是故障。

表１－１７　ＡＢＳ系统的正常工作情况

现　象 说　　明

系统自检声音
发动发动机 后，有 时 候 会 从 发 动 机 舱 中 传 出 类 似 碰 击 的 声

音，这是 ＡＢＳ进行自检的声音，并非不正常

ＡＢＳ起作用时的声音

（１）ＡＢＳ液压单元内电动机的声音

（２）与制动踏板振动一起产生的声音

（３）ＡＢＳ工作时，因制动而引起 悬 架 碰 击 声 或 轮 胎 与 地 面 接

触发出吱嘎声

注：ＡＢＳ正常工作时，轮胎仍有可能发出吱嘎声

ＡＢＳ起作用，但制动离长

在积雪或是砂石路面上，有 ＡＢＳ的车辆的制动距离有时候会

比没有 ＡＢＳ车辆的制动 距 离 长。因 此 须 提 醒 驾 驶 人 在 上 述

路面行驶时应加倍小心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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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ＡＢＳ偶发性故障的维修要点

在电子控制系统中，在电气回路和输入输出信号的地方，可能出现瞬时接触不良问题，从

而导致偶发性故障或在 ＥＣＵ 自检时留下故障代码。如果故障原因持续存在，那么只要按照

故障代码检查表就可以发现不正常的部位，不过有时候故障发生的原因会自行消失，所以不容

易找出问题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可按下列方式模拟故障，检查故障是否再现。
（１）当振动可能是主要原因时：将接头轻轻 地 上 下 左 右 摇 动；将 线 束 轻 轻 地 上 下 左 右 摇

动；将传感器轻轻地上下左右摇动；将其他运动件（如车轮轴承等）轻轻摇动。
如果线束有扭断或因拉得太紧而断裂，就必须更换新件，尤其是传感器在车辆运动时因为

悬架系统的上下移动，可能造成短暂的断／短路。因此检查传感器信号时必须进行实 车 行 驶

试验。
（２）当过热或过冷可能是主要原因时：用吹风机加热被怀疑有故障的部件；用冷喷雾剂检

查是否有冷焊现象。
（３）当电源回路接触电阻过大可能是主要原因时：打开所有电器开关，包括前照灯和后除

霜开关。
如果此时故障没有再现，就必须等到下次故障再出现时才能诊断维修。一般来说，偶发性

故障只会愈变愈糟，不会变好。

４ＡＢＳ的特殊故障排除

防抱死 制 动 系 统 主 要 由 ＡＢＳ控 制 单 元Ｊ１０４、ＡＢＳ液 压 泵 电 动 机 Ｖ６４、液 压 控 制 单 元

Ｎ５５、４个车轮转速传感器 Ｇ４４、Ｇ４５、Ｇ４６、Ｇ４７，ＡＢＳ报警灯 Ｋ４７、手制动指示灯 Ｋ７等组成。

ＡＢＳ 电 控 部 分 可 以 通 过 ＶＡＧ１５５２ 测 试 仪 进 行 故 障 查 询，但 ＡＢＳ 的 有 些 故 障 在

ＶＡＧ１５５２测试仪上是显示不出来的，这便需要对照电路图和机构原理图进行逻辑推理，按

常规分析判断并排除故障。
（１）点火开关接通，ＡＢＳ报警灯 Ｋ４７不亮。故障原因可能是熔断丝Ｓ１４断，Ｋ４７灯泡或

其控制器坏，电源断路。
（２）发动机启动后，ＡＢＳ报警灯 Ｋ４７常亮。故障原因可能是报警灯 Ｋ４７中控制器损坏，

控制电路断路，ＡＢＳ控 制 单 元 损 坏。可 查 ＡＢＳ控 制 单 元 端 子１６与 Ｋ４７之 间 是 否 开 路，查

Ｋ４７或 ＡＢＳ控制单元。
（３）ＡＢＳ工作不正常但无故障码输出。故障原因可能是传感器安装不当或损坏，传感器

粘附异物（铁磁物质），齿圈损坏，轴承间隙不当。可查传感器线圈，正常阻值１０～１３ｋΩ；检

查传感器与控制单元间导线、插接器是否断路、短路；检查轴承间隙是否正常。
（４）制动踏板行程过长。故障原因可能是漏制动液，常闭阀泄漏系统中有空气，制动盘严

重磨损，驻车制动调整不当。可查管路有无泄漏，检查密封件，排气加液，检查驻车制动，液压

控制单元。
（５）制动踏板用力过大，无故障码输出。故障原因可能是真空助力器故障，常开阀故障，

熔断丝断，ＡＢＳ控制单元坏，诊断线松脱。可查真空助力器，检查常开阀；熔断丝，或用其他车

良好的 ＭＫ２０－Ｉ型 ＡＢＳ系统进行替换测试。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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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轮速传感器的就车检查方法

１ 齿圈的检查

前、后轮轴承损坏或轴承径向圆跳动过大时，会影响轮速传感器的间隙。就车检查的具体

方法如下：
（１）举升起前轮或后轮，使之离地，用双手转动车轮并感觉车轮摆动是否异常。若前轴承

轴向间隙过大，则要检查齿圈轴向摆差（如图１－２７所示）。轴向摆差应不大于０３ｍｍ。若后

轮摆动 过 大，则 要 检 查 后 轮 轴 承 的 径 向 圆 跳 动（如 图 １－２８ 所 示），径 向 圆 跳 动 标 准 值 为

≤００５ｍｍ。
（２）若车轮轴承径向圆跳动过大，则需要调整螺母调节车轮轴承的间隙，或者更换前后车

轮轴承。
（３）若齿圈变形，或有严重磨损痕迹或齿数残缺不全，则应更换车轮齿圈。
（４）若车轮齿圈完好无损，但被脏物堵塞，应清除齿圈空隙中的脏物。

图１－２７　检查前轮齿圈轴向摆差 图１－２８　检查后轮轴承径向跳动

２ 轮速传感器电阻和输出电压的检查

当汽车 ＡＢＳ出现故障、怀疑轮速传感器工作不良时，应对轮速传感器进行检查，主要是检

查轮速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具体就车检查方法如下。

图１－２９　ＡＢＳＥＣＵ 插座

（１）检查轮速传 感 器 与 齿 圈 之 间 的 间

隙是否符 合 规 定，前 轮 转 速 传 感 器 与 齿 圈

之间的 间 隙 标 准 值 为１１０～１９７ｍｍ，后

轮的则为０４２～０８０ｍｍ。
（２）把 汽 车 支 起，解 除 驻 车 制 动 器 作

用。
（３） 拆 开 ＡＢＳ 微 机 接 线 插 座 （图

１－２９）或 拔 下 轮 速 传 感 器 的 接 线 插 头，使

被测车轮以３０ｒ／ｍｉｎ的 速 度 转 动 时，用 万

用表（ＡＣ－ｍＶ 挡）或示波器检测。
（４）如用万用表测量各车轮的轮速传感器对应端子间的电压，万用表或示波器的指示标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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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值见表１－１８。如测量值与规定值不符，原因可能是传感器与轮齿的间隙过大或传感器本

身有问题，需要更换新件。

表１－１８　轮速传感器的检测参数

检查项目 点火开关挡位 检测端子 标准值

左前轮速度传感器电阻值 ＯＦＦ １１—４ １０～１３ｋΩ

右前轮速度传感器电阻值 ＯＦＦ １８—３ １０～１３ｋΩ

左后轮速度传感器电阻值 ＯＦＦ ２—１０ １０～１３ｋΩ

右后轮速度传感器电阻值 ＯＦＦ １—１７ １０～１３ｋΩ

左前轮传感器输出电压 ＯＦＦ １１—４
万用表测量 ７０～３１０ｍＶ（脉冲输出）

示波器测量 ３４～１４８ｍＶ（脉冲输出）

右前轮传感器输出电压 ＯＦＦ １８—３
万用表测量 ７０～３１０ｍＶ（脉冲输出）

示波器测量 ３４～１４８ｍＶ（脉冲输出）

左后轮传感器输出电压 ＯＦＦ ２—１０
万用表测量 ＞２６０ｍＶ

示波器测量 ＞１２２ｍＶ

右后轮传感器输出电压 ＯＦＦ １—１７
万用表测量 ＞２６０ｍＶ

示波器测量 ＞１２２ｍＶ

（５）如使用示波器观测各轮速传感器输出电压波形：启动发动机，把变速器选挡杆放在１
挡，并使后轮回转，前轮用手匀速回转。确认传感器连线与连接器连接可靠后，即可从屏幕中

观测波形（在实车行驶中，也可观测示波器），其波形如图１－３０所示。示波器的脉冲波形均

匀，且随车轮转速的加快波形也变化。即轮速传感器的输出电压随车轮速度变化，速度愈快，
电压愈高，如图１－３１所示。如出现无波形或波形振幅小，说明轮速传感器不良，应更换；如出

现波形振幅变化大（超过１００ｍＶ，可视为正常），是由于轮毂摆动或偏心，应更换轮毂；或者是

由于微机搭铁不良，需要修整；如果出现波形紊乱或噪声大，是因为轮速传感器断线、线束断

线、传感器安装不良、轮齿缺齿等因素所致。如轮速传感器断线，应更换传感器；如线束断线，
应修整；如传感器安装不良，应重新安装；若轮齿缺齿，应更换齿圈。

图１－３０　示波器显示的波形 图１－３１　轮速传感器高、低速波形

（６）也可以用欧姆表检查轮速传感器的电阻值，一般电阻在６００～２３００Ω范围内为正常。

电阻太小为线 圈 短 路；电 阻 过 大 为 连 接 不 良；电 阻 非 常 大 为 断 路；线 圈 与 外 壳 导 通 为 搭 铁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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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２）。
（７）如果没有检测仪表，可以用舌头感觉电流法来检查。从轮速传感器上引出２条导线，并

用舌头接触，转动车轮，若舌头上麻木感觉能随转速的升高而增强，说明传感器良好（图１－３３）。

图１－３２　用万用表测轮速传感器电阻 图１－３３　用简单方法检查轮速传感器

十七、ＡＢＳ制动系统的排气方法

注意：在基本调整里用００１组到０１６组做完；０１７组部分排气结束。

ＡＢＳ制动系统的排气需要３个人协同操作：１人负责踩刹车，操作仪器，１人负责添加制

动液，１人负责松紧螺栓排气。
进行 ＡＢＳ系统排气时要求用诊断仪进入 ＡＢＳ系统，清除所有故障记忆并且确保 ＡＢＳ系

统无故障存在才可以进行下面的操作：
（１）选择基本设定功能，输入００１通道。

① 按照提示：踩下制动踏板并且保持住（千万不要放开又踩下去），松开两前轮排气螺栓。

② 踩下制动踏板１０次，锁紧放气螺栓。
（２）选择基本设定功能，输入００２通道。

① 根据仪器显示操作，参照下面的英文解释。

② 踩下制动踏板１０次，锁紧放气螺栓。
（３）输入００３通道，重复①②步骤。
……
（１６）输入０１６通道，重复①②步骤。
（１７）输入０１７通道，结束排气程序。
注意只能按照００１组到０１７组顺序递增操作，中间不能跳越任一组操作。
若感觉空气还没排干净，行车１５ｋｍ 以后重复上述（１）～（１７）步骤，直到整个程序完成。

ＡＢＳ电脑返回信息

ＨＯＬＤ 保持———踩下制动踏板并且保持住

ＳＷ ＯＰＥＮ 松脚———就是不要踩啦！

Ｄｅｐｒｅｓｓｐａｄａｌａｎｄｈｏｌｄ———踩下制动踏板并且保持

ＰｅｄａｌＦＲ／ＦＬｂｌｅｄｓｃｒｅｗＯＰＥＮ 松开前右／前左轮排气螺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Ｐｅｄａｌ１０Ｘ———踩下制动踏板１０次

ｂｌｅｅｄｓｃｒｅｗＣＬＯＳＥＤ——— 锁紧放油螺栓

Ｐｌｅａｓｅｗａｉｔ．．．（１０ｓｅｃｓ）———请等待１０ｓ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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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ｉ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ｅｎｄｅｄ———放气完成

十八、正确读取捷达轿车电路图

１ 大众汽车电路图表达方式的特点

捷达、桑塔纳、帕 萨 特、奥 迪 系 列 轿 车 电 路 图 的 表 达 方 式 基 本 相 同 或 相 近，主 要 有 如 下

特点。
（１）中央接线盒内集中了绝大部分继电器

全车有６～１２个或２４个继电器，安装在前围仪表盘附近，可以使继电器、接线盒和大量线

束被保护在驾驶室内（而不是在发动机罩下），免受油污灰尘和高温的作用。
（２）中央接线盒内集中了几乎全部熔断丝

全车有熔断丝２２个或３０多个，极少数设在蓄电池附近，所以全车线束也都要集中在驾驶

室的仪表盘附近。在整车电路图上，继电器和熔断丝所在的中央接线盒处在图纸的最上方。
（３）中央接线盒内的几条干线

３０号线———接蓄电池正极的火线，始终有电。

３１号线———接蓄电池负极的搭铁线。

１５号线———点火开关在接通（运行与启动）状态下的火线。

５０号线———起动机控制线，仅在启动时有电。

ｘ号线———卸荷继电器控制线，除了启动时必须断开卸荷以外，平时与１５号线通电情况

相同。
这几条主干线的通电状态由点火开关控制。
（４）中央接线盒以外的电线与接线盒的交点符号

在图１－３４中，蓄电池正极上主熔断丝盒Ｐ引出的主火线１６０ｒｏ（截面积１６ｍｍ２，红色）
与中央接线盒的交点是 Ｙ／３，表示这条线是通过 Ｙ 插头的第３根线进入接线盒的；而交流发

电机的Ｄ＋接线柱与接线盒的接线０５ｂｌ（０５ｍｍ２，蓝色）交点是Ｆ／３，表示该线是经接线柱的

第３根线进入中央接线盒的。
（５）电路图上布线尽量垂直、平行，减少交叉

在电路图上大量出现的是垂直电线，只在中央接线盒内有较多水平电线，这些水平线除了

３０、１５、ｘ、３１、５０外，还有一些临时编号线，如ｂ、ｃ、ｄ、ｅ、ｇ、ｈ、ｍ、ｎ、ｒ、ｓ线，这些线都在中央接线

盒内部，而在电路图的主体部分极少交叉。
（６）电路图下部的地址码与图中的指向数标

图１－３４中最下部的一条线下有１、２、３…３２等连续数字，它们是电器元件的横向位置坐

标，元件在图中纵向排列的层次较少，所以没有纵向坐标。
如果一条电线要与较远位置的元件有电线连接，为了减少交叉，就采用一个小方格，格内

的数字即为要与这条电线相接的元件位置。如在横坐标“１”的上方有交流发电机 Ｄ＋引出的

０５ｂ１线进入中央接线盒以后，再从 Ｕ２／１２（Ｕ２插接器第１２根线）引出０３５ｂｌ线，这根蓝线

接往何处？用３２这个指向数标，它表示由横坐标“５”这个位置引出的蓝线要接到横坐标为３２

处的某个元件上去。
很显然，大众系列轿车电路图表达方式简明严谨，不易读错画错，每个电路细节都交代得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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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４　蓄电池、交流发电机、起动机、点火开关线路图

Ａ—蓄电池；Ｂ—起动机；Ｃ—交流发电 机；Ｃ１—电 压 调 节 器；Ｄ—点 火 开 关；Ｊ５９—ｘ线 卸 荷 继 电 器；Ｐ—主 熔 断 丝

盒，位于蓄电池上方；①、②—搭铁点，蓄电池－车身

导线颜色：ｗｓ—白色；ｓｗ—黑色；ｒｏ—红色；ｂｒ—棕色；ｇｎ—绿色；ｂ１—蓝色；ｇｒ—灰色；ｌｉ—紫色；ｇｅ—黄色

十分清楚。其缺点是找一条完整的电路比较困难，在各页图的接续处也容易发生错误。
如果电线上有２种颜色代号，则前一种代号表示电线基本色；后一种代号是条纹标志色。

如０５ｇｅ／ｒｏ为线心截面０５ｍｍ２ 的黄色电线，上有红色条纹。
（７）电路元件的代号相对稳定

大众汽车电路的元件代号常用字母与数字组合起来表示特定元件，这种代号所代表的元

件名称、种类、规格、用途在各型汽车上基本相同。在同一厂商的不同品牌、不同年代的汽车上

保持相对稳定，便于接线或代换时识别。例如：Ａ—蓄电池；Ｂ—起动机；Ｃ—交流发电机；Ｃ１—
电压调节器；Ｄ—点火开关；Ｅ—手动开关；Ｆ—自动开关。以 Ｇ 字打头的多为仪表、传感器类，

Ｊ代表继电器、控制元件，Ｎ 代表电磁线圈，Ｔ 为插接器代号，Ｋ 代表指示灯、Ｌ代表照明灯，Ｍ
代表示宽灯、尾灯，Ｈ 代表喇叭，Ｖ 代表电动机……，读者通过反复读大众系列轿车电路图，并

注意归纳整理，即可逐步记住这些代号的含义，为修车带来方便。

２ 读电源、启动、仪表、指示灯电路图

这里以捷达前卫轿车为例，说明如何将整车电路改画成规范化、简化的电路原理 图 的 方

法，其主要步骤如下。
（１）将电源（蓄电池 Ａ、交流发电机Ｃ）画出来（图１－３５（ａ））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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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５（ａ）　捷达前卫轿车电路原理图———电源、启动、仪表、指示灯

Ａ—蓄电池；Ｂ—起动机；Ｃ—交流发电机；Ｃ１—电压调节器；Ｄ—点火开关；Ｆ１—油压开关（０１８ＭＰａ）；Ｆ２２—油压开关（００３ＭＰａ）；Ｇ—燃油表传感器；Ｇ１—燃油表；Ｇ２—水温

传感器；Ｇ３—水温表；Ｇ５—发动机转速表；Ｇ８—车速里程表；Ｇ２２—车速传感器（位于变 速 器 上）；Ｇ５４—速 度 传 感 器（在 仪 表 盘 内）；Ｇ６２—水 温 传 感 器（发 动 机 控 制 单 元 用）；

Ｊ６—仪表稳压器；Ｊ５９—ｘ线卸荷继电器；Ｊ２４３—油压和冷却液温度报警及发动机 转 速 表 控 制 单 元；Ｋ１—远 光 指 示 灯；Ｋ２—充 电 指 示 灯；Ｋ３—油 压 报 警 灯；Ｋ５—转 向 指 示 灯；

Ｋ２８—冷却液温度报警灯；Ｌ８—时钟照明灯；ＬＩＯ—仪表板照明灯；Ｅ１９—驻车灯开关；Ｅ２０—仪表灯调光电位器；Ｊ２—转向闪光器；Ｒ—收放机；Ｓ１１—前照灯远光熔断丝

注：最后５个元件虽有号但无图形，标注出来便于读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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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火线（３０号线）在上，搭铁线在下，从点火开关中引出１５号线、ｘ线、５０号线、Ｐ线（接

停车灯开关）。
起动机Ｂ与蓄电池 Ａ、点火开关 Ｄ的关系密切，应当靠近布置，交流发电机充电电流必须

进入蓄电池，只是充电指示灯 Ｋ２位于仪表盘内，可以就近安排。
卸荷继电器Ｊ５９由点火开关ｘ接线柱控制，该点还接往远光超车信号。除了启动时ｘ点

及Ｊ５９必须断开“卸荷”以外，平时工况与１５号线相同。
（２）将仪表和指示灯部分改画出来

从图１－３５（ａ）中可以清楚看出充电指示灯 Ｋ２的电流是从点火开关１５柱，经Ｓ１６熔断

丝、充电指示灯 Ｋ２及并联电阻至交流发电机 Ｃ的磁场绕组、内装式调节器末级开关搭铁。
转速表 Ｇ５显示发动机曲轴的旋转快慢。油压和冷却液温度报警及发动机转速表控制单

元Ｊ２４３是一个集成装置，发动机转速信号来自电喷发动机控制单元 Ｓｉｍｏｓ－３Ｗ。油压报警

信号分为怠速（８６０ｒ／ｍｉｎ）与中速（＞２０００ｒ／ｍｉｎ）两种工况。在怠速状态下，如果主油道机油

压力低于００３ＭＰａ，则油压报警灯 Ｋ３闪光报警；当发动机转速高于２０００ｒ／ｍｉｎ时，如果主油

道机油压力低于０１８ＭＰａ，则 Ｋ３也会在低油压及转速信号作用下闪光报警。报警开关分别

是Ｆ２２（００３ＭＰａ）和Ｆ１（０１８ＭＰａ）。

Ｋ２８是冷却液温度报警灯，当水温传感器 Ｇ２（与 Ｇ６２一体，装在发动机出水口处）反映水

温超过１２４℃或冷却水不足时，Ｋ２８闪光报警。闪光功能来自Ｊ２４３。数显式时钟的控制机心

也装在Ｊ２４３中。
点火开关 Ｄ的１５接线柱下接的Ｓ１６熔断丝接有 Ｋ２、Ｊ２４３、转向指示灯 Ｋ５和仪表稳压器

Ｊ６，其中Ｊ６将交流发电机、蓄电池的１２～１４Ｖ 电压降低成（１０±０５）Ｖ 的 稳 定 电 压，输 出 给

Ｋ３、Ｋ２８、Ｊ２４３和水温表 Ｇ３、燃油表 Ｇ１及其传感器 Ｇ２、Ｃ，从而使仪表读数准确。

Ｊ２４３中的时钟照明灯 Ｌ８由点火开关 Ｄ控制。数显时钟的电源来自Ｓ２１熔断丝；转向指

示灯 Ｋ５需在转向或危险报警灯工作时才闪光，电流方向如箭头所示，远光指示灯 Ｋ１的电流

来自变光与超车灯开关 Ｅ４。
在仪表盘中还有一个速度传感器 Ｇ５４，它的电源也是接自稳压器Ｊ６，但这个车速信号是

输向发动机控制单元Ｓｉｍｏｓ－３Ｗ 的，用以控制喷油量和点火时刻。
在改画图中保留了外部电线与仪表盘总成插接器的接线柱序号，如Ｓ１６熔断丝与仪表盘

问的黑线是从 Ｔ２８／１３插接器进入的，即２８线插接器中的第１３根线。

３ 读发动机电控系统原理图

读发动机电控系统原理图如图１－３５（ｂ）。
（１）执行器尽量画在控制单元上方

与电源火线、熔断丝相接的多为执行器，如喷油器 Ｎ３０、Ｎ３１、Ｎ３２、Ｎ３３、末级功率开关管

Ｎ１２２、点火线圈 Ｎ、Ｎ１２８，以及活性炭罐电磁阀 Ｎ８０。故障自诊断插座 Ｔ１６、防盗器指示灯 Ｌ
和防盗器也与电源３０号、１５号火线相接，布置在上方为好。

（２）传感器如与蓄电池无直接联系的尽量画在控制单元下方

有些传感器完全靠自身工况变化产生信号源，如氧传感器 Ｇ３９是由二氧化锆内外两侧氧

气浓度产生信号电压，每分钟发出２０～３０次信号；磁电式转速传感器 Ｇ２８在发动机曲轴上的

５８齿靶轮旋转，即可在永磁线圈内产生交变脉冲电压信号；爆震传感器 Ｇ６１、Ｇ６６在爆震的加

速度和振频下产生谐振、产生强电压信号。
—４４—



图１－３５（ｂ）　捷达前卫轿车电路原理图———二气门多点电喷发动机控制线路

Ｆ６０—怠速开关（在节气门体Ｊ３３８中）；Ｃ—燃油表传感器；Ｇ２—水温传感器（与 Ｇ６２一 体）；Ｇ６—燃 油 泵；Ｇ２８—发 动 机 转 速 传 感 器；Ｇ３９—氧（λ）传 感 器；Ｇ４０—霍 尔 传 感 器；

Ｇ４２—进气温度传感器；Ｇ５４—速度传感器（在仪表盘内）；Ｇ６１—爆震传感器１（１、２缸）；Ｇ６２—水温传感器；Ｇ６６—爆震传感器２（３、４缸）；Ｇ７１—绝对压力传感器；Ｇ１８７—节气

门位置传感器；Ｇ１８８—怠速节气门位置传感器；ＩＭ—防盗 器 控 制 单 元；Ｊ１７—燃 油 泵 继 电 器；Ｌ—防 盗 器 指 示 灯；Ｎ—２、３缸 点 火 线 圈；Ｎ３０—１缸 喷 油 器；Ｎ３１—２缸 喷 油 器；

Ｎ３２—３缸喷油器；Ｎ３３—４缸喷油器；Ｎ７９—曲轴箱通风加热 电 阻；Ｎ８０—活 性 炭 罐 电 磁 阀；Ｎ１２２—末 级 功 率 开 关 管；Ｎ１２８—１、４缸 点 火 线 圈；Ｐ—火 花 塞 插 头；Ｑ—火 花 塞；

Ｓ１５—Ｎ８０的熔断丝；Ｓ１８—Ｇ６和Ｚ１９的熔断丝；Ｔ１６—故障自诊断插座，ＯＢＤ－Ⅱ统一标准，１６孔；Ｖ６０—怠速电动机；Ｚ１９—氧传感器加热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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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些传感器需要发动机控制单元提供标准参考电压，当被测物理量如温度、气压发生变

化时，引起传感器阻值的变化产生信号电压，如水温传感器 Ｇ６２、进气温度传感器 Ｇ４２。
（３）读发动机控制单元电路图

霍尔传感器 Ｇ４０与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Ｇ２８配合，确定气缸工作顺序、曲轴位置和发动机

曲轴转速。发动机控制单元的８９与１１１号端子向霍尔传感器的１号与３号端子提供５Ｖ 标

准电压，传感器２号端子向控制单元的１０５号端子输入霍尔信号电压。
在控制单元的９７号与９１号 端 子 之 间 也 有 一 个５Ｖ 标 准 电 压，加 在 节 气 门 位 置 传 感 器

Ｇ１８７与怠速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Ｇ１８８之间，当节气门处在不同开度时，传感器的５号端子向

控制单元９２号端子提供不同信号电压（滑动电位器上分得的不同电压）；８号端子向控制单元

９０号端子提供怠速状态的节气门开度信号，当节气门离开怠速状态时，怠速开关 Ｆ６０断开，向

控制单元的８２号端子提供部分负荷状态信号。
（４）五分电器直接点火系统

捷达前卫轿车 ＡＴＫ两阀电喷发动机采用先进的无分电器直接点火系统，ｌ、４两缸共用一

个点火线圈 Ｎ１２８和一个末级功率开关管 Ｎ１２２，２、３两缸共用一个点火线圈 Ｎ 和一个末级功

率开关管 Ｎ１２２，两缸同时点火，气缸点火时刻的选择必须确保一缸（如第１缸）在压缩冲程而

另一缸（如第４缸）正好处于排气冲程，处在压缩终了的那一缸点火有效做功，而处于排气冲程

终了的那一缸点火无效（在废气中）。
具有多级放大的末级功率开关管 Ｎ１２２主要用于接通或切断点火线圈的初级电流，从图

１－３５（ｂ）中可见２个末级开关管分别控制 Ａ／Ｄ（１、４缸）点火线圈和 Ｂ／Ｃ（２、３缸）点火线圈的

初级电流。对初级电流和初级电压加以限制，避免次级电压过高击穿高压组件。它们装在一

个铝板散热的塑料盒内，经过 Ａ／Ｄ、１５、Ｂ／Ｃ３个端子与两组初级绕组相通，再经过１、３端子与

发动机控制单元的１１２、１１３端子相接，接受点火指令；经２号端子和黑紫线、黑粉线与点火开

关１５号线相接，引来初级电流，经４号端子与棕红１５ｍｍ２ 导线在蓄电池附近搭铁构成回

路。Ａ、Ｄ高压线圈两端与１、４缸火花塞串联，Ｂ、Ｃ高压线圈与２、３缸火花塞串联。

４ 读空调控制电路图

图１－３５（ｃ）中列出了２种画法，左图是根据排除故障实例整理而成，右图是根据维修手

册改画而成，略有出入，原理相同。
空调系统的控制对象是压缩机电磁离合器 Ｎ２５（要受控制单元Ｓｉｍｏｓ－３Ｗ 控制）、散热器

冷凝器风扇 Ｖ７（受温度、压力控制）和空调鼓风机 Ｖ２（空调开关控制）。
不开空调时，空调继电器Ｊ３２不吸合，空调鼓风机 Ｖ２可在空调开关 Ｅ３５接通的前提下通

过鼓风机开关 Ｅ９变换速率。当Ｅ９处在第４挡时为最高速，届时空调继电器Ｊ３２左侧触点吸

合，实现室内换气通风。
开空调时，空调开关Ｅ３５接通，空调继电器Ｊ３２右侧触点吸合，散热器冷凝器风扇 Ｖ７低

速运转，当冷却水温达到９６℃时也为低速，水温高于１０５℃时，热敏开关Ｆ１８的高温开关（１０５
℃）接通，继电器Ｊ５５５左触点吸合，Ｖ７高速运转。由于 Ｖ７在冷却水温度控制下低高速运转

电流均来自Ｓ１９，而Ｓ１９接３０号火线，这就保证了在点火开关不接通、空调开关断开的时候也

可能使散热器冷凝器风扇启动运转（温控），在检修发动机时要防止伤人。
压缩机电磁离合器 Ｎ２５的工作：必须接通空调开关 Ｅ３５，使空调继电器Ｊ３２右侧触点吸合，

则空 调 请 求 信 号 从Ｓ２８引 来→Ｊ３２触 点→蒸 发 器 温 控 开 关Ｅ３１（＋１℃）→外 部 温 度 开 关

—６４—



图１－３５（ｃ）　捷达前卫轿车电路原理图———空调控制电路

Ｅ９—鼓风机开关；Ｅ３３—外部温度开关（＋５℃）；Ｅ３１—蒸发器温控开关（＋１℃）；Ｅ３５—空调开关；Ｆ１８—散热器（冷凝器）风扇 热 敏 开 关℃；Ｆ７３—制 冷 管 路 双 压 开 关；Ｊ３２—空

调继电器；Ｊ５５５—散热器风扇和空调压缩机控制继电器；Ｎ２５—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Ｓｉｍｏｓ－３Ｗ—电喷发动机控制单元；Ｓ２５—压缩机和散 热 器 风 扇 熔 断 丝（位 于 蓄 电 池

上方）；Ｓ２８—鼓风机熔断丝（位于蓄电池上方）；Ｖ２—空调鼓风机；Ｖ７—散热器冷凝器风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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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３３（＋５℃）→制冷管路双压开关Ｆ７３（０２／３２ＭＰａ）→发动机控制单元Ｓｉｍｏｓ－３Ｗ 的２８号

端子，它接到空调请求信号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如果是在怠速状态下接到请求，控制单元并不

马上接通空调压缩机，而是延时１４０ｍｓ之后，使发动机从慢怠速（８６０ｒ／ｍｉｎ）提升到快怠速１
０００ｒ／ｍｉｎ以上，使发动机有足够的功率补偿保持怠速稳定；如果是在超车（全负荷）状态下接

到空调请求，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Ｇ１８７测知节气门全开，发动机已在全负荷下工作，即使空调

开关Ｅ３５接通，控制单元也将切断继电器Ｊ５５５，空调压缩机停止工作，使发动机全负荷超车，
这都要使控制单元的７６号端子切断在控制单元内部的搭铁状态。待超车过后，当节气门回到

部分开启或全关状态（部分负荷或怠速），再接通Ｊ５５５。

５ 读照明与信号系统电路原理图

读照明与信号系统电路原理图如图１－３５（ｄ）。
捷达前卫轿车照明与信号系统元件较多，线路复杂，占总线束中很大一部分，但其连接控

制关系比较简单。
（１）前照灯控制

前照灯Ｌ１、Ｌ２在点火开关切断时不能亮；汽车行进中，点火开关３０－ｘ接通，可以从点火

开关引来电流，从而减少蓄电池放电。通过变光开关 Ｅ４可以接通远光熔断丝Ｓ１１、Ｓ１２到灯

泡Ｌ１、Ｌ２的远光灯丝；也可以接通近光熔断丝Ｓ１、Ｓ２到 Ｌ１、Ｌ２的近光灯丝。远光指示灯 Ｋ１
的电流来自Ｓ１１。

超车灯开关 Ｅ４使３０号火线短暂接通（手揿）５６ａ线，使远光灯丝发出超车信号。
（２）转向—危险信号电路

扳动转向灯开关Ｅ２发出转向信号时，转向灯 Ｍ５、Ｍ６、Ｍ１８或 Ｍ７、Ｍ８、Ｍ１９的电流，从点

火开关控制的Ｓ１７、危险报警灯开关 Ｅ３、闪光继电器Ｊ２的触点、转向灯开关 Ｅ２引来；继电器

Ｊ２内部电子线路因 Ｅ２与 灯 丝 和 搭 铁 沟 通 而 引 发 自 激 多 谐 振 荡，Ｊ２的 触 点 以（８５４±１０）次／

ｍｉｎ的频率接通和断开，一侧的转向灯闪光，亮暗比为３∶２，转向指示灯Ｋ５（在仪表盘）的亮暗

时段正好与信号灯相反。
如果发出危险报警信号，手动按键开关 Ｅ３的４个触刀，将左、右转向灯及开关内危险报

警指示灯 Ｋ６连成一体，同时又使闪光继电器Ｊ２的４９端子从１５号线下的Ｓ１７熔断丝，转换到

３０号火线上去，从而使危险报警信号灯的电流不经点火开关，直接来自蓄电池火线，这时全部

转向信号灯 Ｍ５、Ｍ６、Ｍ１８、Ｍ７、Ｍ８、Ｍ１９，危险报警指示灯 Ｋ６同步闪光，转向指示灯 Ｋ５以相

反的亮暗比２∶３闪光。
驻车灯开关 Ｅ１９电流来自点火开关 Ｄ，只在点火开关处于０挡（ＯＦＦ）时才能接通（３０－

Ｐ）端子。此时可以单独接通一侧的驻车灯、尾灯，如 Ｍ１、Ｍ４或 Ｍ２、Ｍ３。
灯光总开关 Ｅｌ有３挡：０挡断路，１挡接通尾灯与示宽灯 Ｍ１、Ｍ４、Ｍ２、Ｍ３（两侧同亮），仪

表板照明灯 Ｌ１０、时钟照 明 灯 Ｌ８、车 灯 开 关 照 明 灯 Ｌ９、空 调 控 制 板 照 明 灯 Ｌ１６、点 烟 照 明 灯

Ｌ２８、后窗加热开关照明灯 Ｌ３９、雾灯开关照明灯 Ｌ４０等，上述这些仪表灯、位置灯都是从仪表

灯调光电位器 Ｅ２０引出的，归熔断丝Ｓ３控制。由于这些小灯分布在前围各处，引线较多查找

故障时比较麻烦。
车灯总开关 Ｅｌ在２挡时，上 述 灯 具 仍 然 接 通，但 增 加 了 前 照 灯 Ｌ１、Ｌ２。在 图１－３５（ｄ）

中，为了表明车灯总开关 Ｅｌ和变光与超车灯开关 Ｅ４的关系，分别画了２个点火开关 Ｄ 和车

灯总开关Ｅｌ，从中看出前照灯要受灯光总开关和变光与超车灯开关的控制。
—８４—



图１－３５（ｄ）　捷达前卫轿车电路原理图———照明系统

Ｄ—点火开关；Ｅｌ—车灯总开关；Ｅ２７—转向灯开关；Ｅ３—危 险 报 警 灯 开 关；Ｅ４—变 光 与 超 车 灯 开 关；Ｅ１５—后 风 窗 加 热 开 关；Ｅ１９—驻 车 灯 开 关；Ｅ２０—仪 表 灯 调 光 电 位 器；
Ｅ２３—前后雾灯开关；Ｊ２—转向与危险信号闪光继电器；Ｊ５—雾灯继电器；Ｋ１—远光指示灯；Ｋ５—转向指示灯；Ｋ６—危险报警指示灯；Ｋ１０—后窗加热指示灯；Ｋ１３—后雾灯指

示灯；Ｌ１—左前照灯；Ｌ２—右前照灯；Ｌ８—时钟照明灯；Ｌ９—车 灯 开 关 照 明 灯；Ｌ１０—仪 表 板 照 明 灯；Ｌ１６—空 调 控 制 板 照 明 灯；Ｌ２０—后 雾 灯；Ｌ２２—左 前 雾 灯；Ｌ２３—右 前 雾

灯；Ｌ２８—点烟器照明灯；Ｌ３９—后窗加热开关照明灯；Ｌ４０—雾灯开关照明灯；Ｍ１—左 驻 车（示 宽）灯；Ｍ２—右 尾 灯；Ｍ３—右 驻 车（示 宽）灯；Ｍ４—左 尾 灯；Ｍ５—左 前 转 向 灯；
Ｍ６—左后转向灯；Ｍ７—右前转向灯；Ｍ８—右后转向灯；Ｍ１８—左侧转向灯；Ｍ１９—右侧转向灯；Ｚ１—后风窗加热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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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灯总开关 Ｅ１在１、２挡也要接通雾灯继电器Ｊ５，在熔断丝Ｓ１０下面，前后雾灯开关 Ｅ２３
在１挡时接通２个前雾灯Ｌ２２、Ｌ２３，在２挡再增加一个后雾灯 Ｌ２０。雾灯电流来自ｘ线。

后风窗加热器Ｚ１由开关Ｅ１５控制，其电流来自卸荷继电器Ｊ５９触点引出的ｘ线。

６ 读收放机、室内灯、喇叭与刮水器电路原理图

读收放机、室内灯、喇叭与刮水器电路原理图如图１－３５（ｅ）。
牌照灯 Ｘ与尾灯 Ｍ２、Ｍ４应当同时亮灭，接在熔断丝Ｓ３下。
收放机 Ｒ在点火开关０挡时可以从点火开关的ＳＶ 柱来电。休息时收听节目，其主要电

源来自３０号线下的Ｓ２２熔断丝，与点烟器 Ｕ１共线。
来自仪表灯调光电位器 Ｅ２０的５８ｂ灰蓝线可以接通收放机内的照明灯。
室内灯 Ｗ１５由灯内的手动开关或门控开关 Ｆ１０、Ｆ１１、Ｆ２、Ｆ３控制，Ｗ１５的电子线路可以

在各开关切断后延时数分钟才灭灯。行李舱灯 Ｗ３在舱盖联动的行李舱灯开关 Ｆ５的控制下

亮灭。倒车灯 Ｍ１６、Ｍ１７由它在变速器倒挡轴附近联动的倒车灯开关Ｆ４控制。
刮水电动机 Ｖ 由前风窗刮水洗涤开关 Ｅ２２控制。０挡时刮水臂自动停靠在挡风玻璃下

沿，这是由刮水电动机中的蜗轮大铜片与小铜片构成的定位停歇开关起的作用。

１挡时，电流从卸荷继电器Ｊ５９的ｘ线经熔断丝Ｓ５→刮水开关５３ａ－５３端子→间歇继电

器Ｊ３１的常闭触点→刮水电动机 Ｖ→搭铁。电动机低速，每分钟刮水３０～４５次。

２挡时，电流从ｘ线Ｓ５→熔断丝→开关 Ｅ２２的５３ａ－５３ｂ端子→刮水电动机第３刷→电

枢→搭铁，电动机高速，每分钟刮水６０～７０次。

Ｊ挡（间歇挡）时，间歇继电器Ｊ３１内部电子线路经开关 Ｅ２２的５３ａ－Ｊ端子相接，电流从ｘ
线→Ｓ５熔断丝→开关Ｊ挡→间歇继电器Ｊ３１的电子线路→搭铁，构成回路，产生振荡吸动触

点，使其常闭触点断开（５３Ｓ－５３Ｍ），常开触点（１５－５３Ｍ）吸合，电动机电流从Ｓ５→Ｊ３１的１５－
５３Ｍ 端子→刮水电动机→搭铁。电动机以低速运转，直到电动机的蜗轮定位开关将３／５３ｅ－
１／５３ａ断开，３／５３ｅ－５／３１闭合，电动机此时断开电源，实行发电机效能制动，刮水臂定位停歇，
待到延时停歇时间一结束，电子线路再次起振吸合触点，使电动机运转至刮水臂工作一个循

环，再次停歇，停歇时间每次６～８ｓ。

０挡时，分两种工况，一种是刮水臂正在运行之中，必须使其定位停歇；一种是刮水臂已经

到达定位状态，发电机制动正在进行之中。
运行中的电流路线：Ｓ５熔断丝→黑灰线→电动机 Ｖ 的１／５３ａ→铜片开关→３／５３ｅ→绿黑

线→开关Ｅ２２的５ｃ／４５３ｅ端子→５ｃ／３５３端子→继电器常闭触点（５３Ｓ－５３Ｍ）→电动机→搭

铁（３１），直到５３ｅ与５３ａ断开、与３１接通，从而断开外电源，电动机在惯性作用下仍在运转，变

成“直流发电机”运行状态，发电机电流可以经５３ｅ－３１构成回路，分析如下。
发电机电流由电机正电刷→４／５３端子→Ｊ３１继电器常闭触，点（５／５３Ｍ－４／５３Ｓ）→Ｅ２２

的５ｃ／３５３－５ｃ／４５３ｅ端子→绿黑线→刮水电动机 Ｖ 的３／５３ｅ－５／３１端子→电机负电刷，电磁

力矩使电枢转子停止。
洗涤电动机 Ｖ５９由前风窗刮水洗涤开关 Ｅ２２控制，在接通 Ｖ５９的同时，也接通刮水洗涤

间歇继电器Ｊ３１的端子６／Ｔ，使其内部延时电容器充电，当按钮断开、喷水结束时，延时电容器

放电，放电电流激发末级晶体管导通，吸动触点，使刮水臂动作２～３次，清除挡风玻璃上的水

痕，然后定位停歇在挡风玻璃下沿。
喇叭按钮 Ｈ位于开关Ｅ２２之中，喇叭继电器Ｊ４装在中央接线盒上，并受熔断丝Ｓ１３控制。

—０５—



图１－３５（ｅ）　捷达前卫轿车电路原理图———收放机、室内灯、喇叭与刮水器

Ｅ２２—前风窗刮水洗涤开关；Ｆ２、Ｆ３、Ｆ１０、Ｆ１１—左前、右前、左后、右后门联动开关；Ｆ４—倒车灯开关；Ｆ５—行李舱灯开关；Ｆ９—手制动指示灯开关；Ｈ—喇叭按钮；Ｈ１—喇叭；

Ｊ４—喇叭继电器；Ｊ３１—刮水洗涤间歇继电器；Ｋ７—手 制 动 指 示 灯；Ｌ２８—点 烟 器 照 明 灯；Ｍ１６、Ｍ１７—倒 车 灯；Ｒ—收 放 机；Ｒ１、Ｒ２、Ｒ３、Ｒ４—左 后、左 前、右 前、右 后 扬 声 器；

Ｕ１—点烟器；Ｖ—刮水电动机；Ｖ５９—洗涤电动机；Ｗ３—行李舱灯；Ｗ１５—室内灯；Ｘ—牌照灯

—５—



　　７ 读防抱死制动系统（ＡＢＳ）、防盗器电路原理图

图１－３５（ｆ）　捷达前卫轿车电路原理图———防盗器、ＡＢＳ、故障诊断插座

Ｄ１—点火开关钥匙（带有送码器）；Ｄ２—识读线圈（套在点火锁外面）；Ｆ—制动灯开关；Ｇ４４—右后轮转速传感器；Ｇ４５—右前轮转速传感器；Ｇ４６—左后轮转速传感器；Ｇ４７—
左前轮转速传感器；Ｊ１０４—ＡＢＳ控制单元；Ｊ２１７—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Ｊ２３４—安全气囊控制单元；ＩＭ（Ｊ３０１）—防盗器控制单元；Ｋ４７—ＡＢＳ报警灯；Ｌ—防盗器指示灯；Ｍ９、
Ｍ１０—制动信号灯；Ｍ１１—高位制动信号灯；Ｎ５５—ＡＢＳ／ＥＢＤ（防 抱 死 制 动／电 控 制 动 力 分 配 系 统）液 压 控 制 单 元（包 括 Ｎ９９、Ｎ１００、Ｎ１０１、Ｎ１０２、Ｎ１３３、Ｎ１３４、Ｎ１３５、Ｎ１３６）；
Ｎ９９—右前进油阀；Ｎ１００—右前出油阀；Ｎ１０１—左前进油阀；Ｎ１０２—左前出油阀；Ｎ１３３—右后进油阀；Ｎ１３４—右后出油阀；Ｎ１３５—左后进油阀；Ｎ１３６—左后出油阀；Ｓｉｍｏｓ－

３Ｗ—电喷发动机控制单元；Ｔ１６—故障自诊断插座；Ｖ６４—ＡＢＳ液压泵电动机；○Ａ＋—蓄电池正极；○Ａ－—蓄电池负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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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１－３５（ｂ）中可见，防盗器控制单元ＩＭ（Ｊ３０１）的第７号端子的灰白线接在发动机控

制单元的第１７号（３６）端子上，ＩＭ 有３条线接点火开关锁外套的识读线圈（图１－３５（ｆ））。当

点火钥匙插入点火开关时，不仅在控制３０号线与１５号线，ｘ号线、５０号线的通断，而且也在使

钥匙柄中的送码器 Ｄ１与防盗器Ｊ３０１之间进行查询，从而确定允许或不允许发动机启动。

８ 读捷达前卫轿车的电路提纲

根据图１－３５（ａ）～图１－３５（ｆ）共６张图的电路分析，再将全车电路画成一张提纲图（图

１－３６）就比较容易了。这里，各主要开关、熔断丝和继电器的作用突出了，在查找电路故障时

就大大缩小了工作范围，可提高工作效率。从全车电路提纲图可以直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
（１）前照灯远近光要受变光与超车灯开关 Ｅ４的控制，而Ｅ４要受车灯总开关 Ｅ１的控制，

Ｅ１从蓄电池火线３０号线来电，也可以从点火开关Ｄ来电（汽车行进中），前照灯接线柱代号为

５６，远光接线柱５６ａ，近光接线柱５６ｂ。
（２）尾灯、驻车（示宽）灯、牌照灯、仪表灯从车灯总开关 Ｅ１的５８接线柱引出，在开关 Ｅ１

的２、３挡接通。
（３）点火开关 Ｄ是全车电路控制的枢纽，由多刀、多接线柱和多挡位构成不同的电路接通

与断开的工作状态（表１－１９），满足各种工况的需求。

表１－１９　点火开关的挡位与接线柱

（４）ｘ线上的主要负荷是刮水洗涤器、空调鼓风机、后窗加热器以及前后雾灯，点火开关

处在启动挡时，自动切断这些大负荷。
（５）点火开关１５号火线上接有仪表、喇叭、倒车灯、电喷发动机控制系统、防抱死制动系

统、防盗器、转向信号灯等。
（６）蓄电池火线（３０号）接有燃油泵继电器、空调继电器、散热器风扇、室内灯、收放机、时

钟、故障诊断插座，有些熔断丝有重名的，如空调、ＡＢＳ，是因为同一系统有几个熔断丝控制，这

就要看分部电路图了。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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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６　捷达前卫轿车电路图提纲

１—空调继电器（１３）；２—后窗刮水洗涤继电器（７２）；３—超速切 断 控 制 单 元 继 电 器（６１）；４—ｘ线 卸 荷 继 电 器（１８）；
５—冷却液不足报警器继电器（４３）；６—遇险（危险）报警灯继电器（２１）或挂车遇险报警继电器；７—前照灯清洗器继

电器（３３）；８—刮水洗涤间歇继电器（１９）；９—安全带报警系统控制单元；１０—雾灯继电器（５１、５３）；１１—喇叭继电器
（５３）；１２—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１、８０）或 预 热 塞 继 电 器；Ａ—蓄 电 池；Ｃ—交 流 发 电 机；Ｄ—点 火 开 关；Ｅ１—车 灯 总 开

关；Ｅ４—超车与变光开关；Ｅ１９—驻车灯开关；Ｅ２０—仪表灯调光电位器；Ｊ５—雾灯继电器；Ｊ５９—ｘ线卸荷继电器

蓄电池盖上熔断丝盒中的Ｓ２３～Ｓ２８为大容量熔断丝，中央接线盒中，上部为继电器位置，下部为熔断丝位置（共有

２２个）。
注：以上继电器中括号内数字为继电器壳上的标记，其中１、４、５、６、８、１０、１１、１２为常用继电器，其余为选装。

十九、汽车搭铁不良故障的检修技巧

在汽车上采用将蓄电池负极与车身的金属部分相连接，因此汽车上的负极导线通常称为

搭铁线。搭铁线在汽车电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搭铁状态的好坏是汽车电器工作好坏的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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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修理工作中，查找搭铁不良故障，一般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诊断。在这里就介绍

一下汽车搭铁线的作用及常见故障的分析与诊断。

１ 汽车搭铁线的类型及作用

（１）主搭铁线

在汽车上，搭铁线是构成电路回路的一部分，但有时候会发现大量的电器元件，就靠仅有

的１或２根搭铁线来传递电流，这是因为对于电子线路，很多是数字信号及高精度的模拟信号

电路，如果搭铁线有接触不良故障时，就相当于在电路中串联了一个接触电阻Ｒｊ 一样，就可能

会使高精度的信号值失真。因此，只有非常良好的搭铁线才能达到要求，所以在很多含有电子

设备的线路中，有意识地装了少量的非常好的搭铁线（即主搭铁线）。并且在搭铁线的两端还

使用了特殊形状的搭铁线连接端子、垫片和紧固螺钉，对部件的线路也给予了特殊的考虑。
主搭铁线如果出现故障将影响很多线路，而不只是一条线路工作不正常，因此维修人员在

故障诊断时必须考虑主搭铁线故障，以免瞎猜乱测或更换一些价值昂贵的电器元件。
（２）备用搭铁线

备用搭铁线是指已经有了主搭铁线的同一电路的第２甚至第３搭铁线。它是基于安全和

性能的考虑。最简单的例子是计算机电路。附加搭铁线不仅是备用搭铁线，而且还可以改善

某些具有复杂电子电路部件的搭铁状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条看似多余的备用搭铁线，
虽然能勉强工作，但电路的性能就会退化或者不稳定。

（３）防静电搭铁线

对汽车方面的静电而言，它的危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汽车上较精细的电子及无线电设

备，二是汽车上的驾驶员及乘员。为了减小汽车静电的危害，在汽车上装了很多防静电搭铁线

来解决这一问题。常见的防静电搭铁线主要安装在以下部位。

① 由于车轮产生大量静电，因此有些汽车甚至在燃料系统的周围加装防静电搭铁线。在

这一部位的防静电搭铁线，如果不注意会看不见它。

② 由于在汽车内乘员的袖口附近、衣物及座椅等处都会产生静电，因此在底座内安装防

静电搭铁线，人们可能会看不见它。

③ 为了消散加油时积聚的电荷，在燃油油箱加油口处安装有防静电搭铁线，因为加油口

加油时有大量的燃油蒸气。所以，拆下任何维修口处的搭铁线后，一定要记住把它重新接好。
如果加油口处的防静电搭铁线损坏了，应先装一条跨接线作为临时防静电搭铁线，且在防静电

搭铁线装上前，不要将其拆下。
当安装电子组件时，特别是在仪表板下面安装时维修人员身体应搭铁。因为维修人员身

体向工作的位置滑动时，特别是沿着轿车的内饰件向仪表板下的工作位置滑动时，人体会产生

大量静电。

２ 搭铁线故障检修

（１）断路故障

断路就是电流的通路受阻，不能形成电流回路。平常工作中所说的搭铁不良故障，大多是

指搭铁线断路故障。根据实践工作中的情况，按电流的流通状态可以分为完全断路和电流通

道受阻（主要是接触不良）两种状况。

① 完全断路

一般有导线断开、连接端子锈蚀、搭铁导线根本没有与车身搭铁几种情 况。对 于 这 类 故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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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其搭铁线失去了任何作用，严重时可能导致电器不能工作或较明显的工作不良。通常情况

下都能通过目视检查发现故障，如果通过目视检查不能发现故障，可以进行电阻值的测量。

② 导通不良

主要有导线断股、连接端子锈蚀、连接端子松动、基体件导电不良等几种情况。通常情况

下都能通过目视检查发现故障，如果通过目视检查不能发现故障，可以进行电阻值的测量。
（２）短路（搭铁）

① 线路馈电端短路

线路馈电端是指在电机、灯、电磁线圈等用电器前面的线路。线路馈电端短路通常是由于

导线绝缘层损坏引起的。
造成导线绝缘层损坏的原因有：在安装某些车身零件时固定螺钉拧得太紧；安装品质差、

导线太松、绝缘层内进入液体变质；绝缘层与发动机灼热的零件（如排气歧管）靠得太近而被烧

穿，或被车身金属的锋刃割破，或与车身部件间摩擦磨损等。大多数损坏部位可较容易看见，
但并不是所有的损坏部位都能直接看见，因为有的损坏部位可能藏在门内或内饰嵌后面。

现在，汽车上的线束密集而复杂，对于不易看见的短路故障是很难发现的。可用万用表进

行电压、电阻的测量，也可用检测灯和专用蜂鸣器来检查短路。
为安全起见，在检查前可用干电池取代汽车上的１２Ｖ 蓄电池作电源。因为出现短路故障

时通常要烧毁熔断丝，所以在检查时首先将已打到电压挡或欧姆挡的万用表或欧姆表或电压

表的红表笔接到断路熔断丝的负荷端，黑表笔接车身搭铁部位，然后从熔断丝座开始沿着线束

移动手指，扭捏、抖动、摇晃线束（用手每次移动检查的导线长度大约为１０～２０ｃｍ）。当手触

到短路部位时，万用表或欧姆表或电压表的读数应回到０（或接近于０）。若用检测灯和专用蜂

鸣器检查短路，此时检测灯亮，蜂鸣器发出蜂鸣声。
如果线束的安装较隐蔽，用上述方法不能对短路部位进行确定时，则必须拆下其饰件进行

检查。很多汽车维修资料中都有汽车的布线图。可先用短路检测器进行检查，它至少可以帮

助确定短路位置是否在壁板的后面或地毯的下面等。对处于壁板后面的线束，只要认真地检

查，就可用短路检测器找到与线束短路非常接近的部位，从而可避免为了接近导线束而拆掉所

有部位的壁板。

② 线路搭铁端短路

线路搭铁端即用电器之后的线路。线路搭铁端出现短路故障的诊断比较麻烦。因为很多

用电器都在搭铁端用开关控制，如果短路点是在手动开关或其他控制开关之前甚至是开关本

身短路，驾驶员将不能断开用电器。用电器不能断开时，一般都从用电器开始进行诊断，先断

开用电器的搭铁线路，如果线路断路（例如灯熄灭或电机停转），说明问题出在线路的搭铁端。
然后对照电路图沿着电路一次检查一个连接点。对于在搭铁一端的开关，可用欧姆表或电池

检测灯等检查其是否短路。如果开关在断开位置电路仍然是导通的，说明开关短路，应予以

更换。
在实际维修中，为了节约时间，特殊情况下可采用跨接布线法，即在可以确定哪根导线出

了故障时，将这根导线两端断开，在２个相应端头间接一根新导线，将其敷设在配线的外面，但

要注意其敷设的路线必须是在无保护的条件下能够避免损坏，这样做只是绕过了故障部位，而

不是检查了这个部位。例如，车身螺钉穿透了配线，而且仍然在原来的位置上，很可能其他线

路已经被损坏，不久就可能引起故障，所以必须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更彻底的修理。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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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捷达前卫防盗系统的匹配

当汽车钥匙丢失需要重配、更换防盗器控制单元ＩＭ 或更换发动机控制单元Ｓｉｍｏｓ－３Ｗ
时，都必须使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或 ＶＡＧ１５５１）测试仪并执行相应程序。

１ 更换防盗器控制单元ＩＭ 后的匹配

更换防盗器控制单元ＩＭ 后，必须重新匹配所有钥匙，即让新的防盗器控制单元重新记忆

钥匙，其程序如下：连接测试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点火开关 ＯＮ→输入地址码２５（防盗器），按 Ｑ 确

认→输入功能码１１（安全登录），按 Ｑ 键确认→输入防盗器密码，按 Ｑ 确认→输入功能码１０
（匹配），按 Ｑ 确认→输入通道号０１（配钥匙），按 Ｑ 确认→输入需配钥匙总数（包括原有），确

认→并在６０ｓ内依次插 入 其 他 钥 匙→按 Ｃ 键，选 择 功 能 码０８（读 测 量 数 据 组）→选 数 据 组

００２，确定钥匙匹配的可靠性。
配钥匙必须在功能码１１（登录）下先输入密码。防盗器密码随防盗器包装。车上防盗器

密码应联系大众服务站或随车钥匙牌上刮去涂黑层。如为１５３８，则应键入０１５３８。
输入功能码１１后，屏显：

Ｒａｐｉｄ　ｄａｔａ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Ｑ
１１—ｌｏｇｉ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快速数据传递　　Ｑ
１１—安全登录

按 Ｑ 确认后，屏显：

Ｌｏｇｉ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Ｑ
Ｅｎｔｅｒｃｏｄｅｎｕｍｂｅｒ×××××

登录　　Ｑ
输入密码 ×××××

如果输入一个不是本防盗器的密码，则屏幕会在２ｓ内闪现以下字句：

Ｔｅｓｔｅｒｓｅｎｄｓａｄｄｒｅｓｓｗｏｒｄ　２５

测试仪发送地址码２５

马上回到功能选择窗口：

Ｒａｐｉｄ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ＥＬＰ
Ｓｅｌｅｃ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选择功能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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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刚才输入的密码未被接受，必须再次输入。第２次输入密码可以立即进行，按功能

码１１（登录）→Ｑ（确认）→输入密码（如０１５３８），则屏显：

Ｌｏｇｉ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Ｑ
Ｅｎｔｅｒｃｏｄｅｎｕｍｂｅｒ０１５３８

登录（注册）过程　　Ｑ
输入密码　０１５３８

如果输入正确密码，屏幕立即回到功能选择窗口：

Ｒａｐｉｄ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ＥＬＰ
Ｓｅｌｅｅ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选择功能 ××

如果要配钥匙，应立即选功能１０（匹配）。而不能选功能０６退出再进入２５地址———功能

１０，那样屏幕会显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ｕｎｋｎｏｗｎｏｒ　　→
Ｃａｎｎｏｔｂ～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ｔｔｈｅｍｏｍｅｔ

功能未知　　→
不能马上执行

按→键回到功能选择窗口，所以必须在１１功能（登录）输入密码后紧接着选择功能１０（匹

配），屏显：

Ｒａｐｉｄ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Ｑ
１０—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快速数据传递　　Ｑ
１０—匹配

按 Ｑ 确认，屏显：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ｎａｍｂｅｒ××

匹配

输入通道号××

在１０（匹配）功能中共有２个通道，一个是００通道，用于清除防盗器控制单元中原发动机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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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单元的随机成对数码，便于更换新的发动机控制单元；另一个是０１通道，用于配制新的汽

车钥匙，此时应当输入０１，按 Ｑ 键确认后屏显：

Ｃｈａｎｎｅｌ１ＡｄａＤｔａｔｉｏｎ１　　→
ＯｌｄＮＯｏｆｋｅｙｓ：１　　—↑—↓—

通道１　匹配１　　→
已配钥匙数：１　　—↑—↓—

“匹配１”和“已配钥匙数１”都表明已经配过１把钥匙，如果要再配１把钥匙，应把新配钥

匙数与原来的钥匙数加在一起输入测试仪中，如１＋１＝２则应输入２。按→键，屏显：

Ｃｈａｎｎｅｌ１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１　　１
Ｅｎｔｅｒ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通道１　匹配１
输入配钥匙数×××××

注意：输入要配的钥匙数要包括已有的钥匙，即现在合法的钥匙也要参加匹配，所以输入

的钥匙数为２，最多不超过８把。如果原有合法钥匙丢失或未参加匹配则都会被处理为非法，

欲新配入的钥匙必须齿形正确，可以转动锁心，并且内有送码器芯片，用键输入００００２并按 Ｑ
确认，屏显：

Ｃｈａｎｎｅｌ１ＡｄａＤｔａｔｉｏｎ２　　→
ＯｌｄＮＯｏｆｋｅｙｓ：２　　—↑—↓—

通道１　匹配２　　→
新配钥匙数：２　　—↑—↓

如果此时还想增减欲配 钥 匙 总 数，还 可 以 按↑和↓键，每 按 一 次 递 增（或 递 减）１把。这

上、下２个数字将同步变多或变少。数目确定后按 Ｑ 键确认，防盗器指示灯亮０５ｓ以后熄

灭。表示点火锁中的那一把钥匙已配制完成，然后将点火开关置于 ＯＦＦ挡，拔出已配好的钥

匙，将另一把待配的钥匙插入点火锁心中，接通点火开关至 ＯＮ 挡至少３ｓ，防 盗 器 指 示 灯 亮

０５ｓ后熄灭，又配好一把，在６０ｓ内（不计入点火开关断开的时间）照此法配完所有应配钥匙

（包括原有的和新配的）。

按 Ｑ 键确认，屏显：

Ｃｈａｎｎｅｌ１ＡｄａＤｔａｔｉｏｎ２　　Ｑ
Ｓｔｏ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ｖａｌｕｅ？

通道１　匹配２　　Ｑ
是否存储更改值？

按 Ｑ 键确认后，灯亮０５ｓ后熄灭，屏显：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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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ｎｅｌ１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２　　→
Ｃｈａｎｇｖａｌｕｅｉｓｓｔｏｒｅｄ

通道１　匹配２　　→
更改值已被存贮

按→键，屏幕又回到功能选择窗口。
配完钥匙后应使用０８（读测量数据块）功能，显示组号００２，屏显：

Ｒｅａ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ｂｌｏｃｋ　２ →

００ｓ ３　　３ ００００

读测量数据组２ →

００ｓ ３　　３ ００００

１区显示数表示６０ｓ计时器的实际值，钥匙配制结束应显示００ｓ。２区表示需配钥匙数

３，实显３。３区表示已被记忆的钥匙数，实显３。若为２，说明２把钥匙已被记忆，还有ｌ把没

配上，需重新配制直到３区数字与２区数字相同。４区表示工作状态位，实显００００表示状态

正常，如有一位显示１则说明有故障或钥匙配制未完成。

如果使用地址码２５—功能码０８（读测量数据块）—显示组号００１组，则会显示：

Ｒａｐｉ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ｂｌｏｃｋ１ →

３　　　　　　 　１ １ １

读测量数据组１ →

３　　　　　　　 １ １ １

１区　　　　　　２区 ３区 ４区

配完的钥匙数　识读线圈 钥匙状况 授权的钥匙

０＝最小　　　　０＝故障 ０＝失效 ０＝未授权

８＝最大　　　　１＝正常 １＝正常 １＝授权

按→键可以结束观测。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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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更换发动机控制单元Ｓｉｍｏｓ－３Ｗ 后的匹配

在修车过程中，有时怀疑发动机控制单元有故障需要更换。新的发动机控制单元装上汽

车，需要将存储在防盗器中的原发动机控制单元的数码进行清除，重新记忆新的发动机控制单

元的数码，并要与节气门体Ｊ３３８作基本设置（０４码），否则新的发动机控制单元不能正常工

作。清除旧码以后，也需分别检查防盗系统、发动机电控系统有无故障，必要时清除。这样，当

下次点火启动后，新的发动机控制单元数码就会被防盗系统所记忆（互相对应的一个随机数）。
匹配发动机控制单元的程序如下：连接 ＶＡＧ１５５２测试仪，点火开关 ＯＮ→输入地址码

２５，按 Ｑ 确认→输入功能码１０，按 Ｑ 确认→输入通道号００，按 Ｑ 确认→按 Ｃ键退出，然后检

查清除故障。
此时防盗器中已生效的钥匙记忆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原来的钥匙仍然不影响使用，只是发

动机控制单元换了。
键入功能码１０（匹配），屏显：

Ｒａｐｉｄ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Ｑ
１０—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快速数据传递　　Ｑ
１０—匹配

按 Ｑ 键确认，屏显：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ｎｕｍｂｅｒ××　　→

匹配

输入通道号××　　→

按０键２次，选００通道，屏显：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Ｑ
Ｅｒａｓｅｌｅａｒｎｔｖａｌｕｅ？

匹配 Ｑ
删除记忆值吗？

按 Ｑ 键确认，屏显：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
Ｌｅａｒ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ｅｒａｓｅｄ

匹配 →
记忆值被删除

按→键，屏显功能选择窗口：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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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ｐｉｄ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ＥＬＰ
Ｓｅｌｅｃ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快速数据传递　　帮助

选择功能××

可选０６（退出）。
当再次接通点火开关时，新的发动机控制单元的识别数码就会被防盗器控制单元读出，并

被存储起来。以上过程只需一把具备授权的钥匙即可，而不必所有钥匙都来适配。

二十一、捷达都市先锋轿车防盗系统设定与解除

捷达都市先锋轿车选装的是西门子公司生产工具的防盗器，它实质上是一种车辆止动系

统，能够阻止汽车在没有被授权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动力被开走。要保证防盗系统的正常工

作，必须使其各元件相互匹配，也就是说，带有送码器的钥匙必须被设置安全码，而防盗器控制

单元必须储存送码器的固定码和发动机控制单元的编码。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更换这些元件，
则需要使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重新进行匹配。

１ 更换钥匙的方法

在防盗系统中最多有８把不同的钥匙可被记忆。配制过程开始后，原来储存于防盗器控

制单元中的旧的钥匙表将被消除。只有在新配制过程中配制的钥匙才是有效的。
（１）连接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测 试 仪，接 通 点 火 开 关，选 择 快 速 数 据 传 递，键 入

“１”，进入菜单如下：

Ｒａｐｉｄ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ｓｅｒｔＡｄｄｒｅｓｓＷｏｒｄ　　××

快速数据传递

输入地址码××

（２）输入地址码“２５”，启动防盗器控制单元与测试仪间的通讯，进入菜单如下：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ＩＭＭＯ ＶＷ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Ｖ６４
　　→
　　Ｃｏｄｉｎｇ　００００　　　　　ｗｓｃ　００００７

按“→”进入下一菜单：

Ｒａｐｉｄ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快速数据传递

选择功能　××

（３）登录，输入地址“１１”，进入如下菜单：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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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ＥｎｔｅｒＣｏｄｅＮｕｍｂｅｒ　×××××

登录程序

输入密码号　×××××

键入防盗器控制单元的ＰＩＮ 码，进行安全登录，进入下个菜单。若用户的ＰＩＮ 码丢失，请

向大众公司授权的人索取。（ＰＩＮ 码在出厂时随使用说明书一同交给用户，并由用户保存）。

Ｒａｐｉｄ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快速数据传递

选择功能　××

（４）输入功能“１０”，进入下个菜单：

Ａｄａｐａｔ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ｄｉ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Ｎｕｍｂｅｒ　××

适配

输入通道编号　××

输入“０１”，进入下个菜单并开始配置程序

Ｃｈａｎｎｅｌ１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
ＯｌｄＮｏＯｆＫｅｙｓ１（１～８均可，为原来钥匙数）＜－１３－＞

通道１　匹配　×
原来钥匙数１（１～８均可，为原来钥匙数）＜－１３－＞　

（５）输入要配置的钥匙数

Ｃｈａｎｎｅｌ１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１
Ｅｎｔｅｒ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ｖｅ　×××××

通道１　匹配１
输入匹配值　×××××

（６）确认钥匙数：指示灯将被接通３ｓ，第一把钥匙将被预置和记忆，并且６０ｓ的初始化计

时器启动。这一程序最长在３ｓ内完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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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ｎｅｌ１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ｏ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Ｖａｌｖｅ？

通道１　 匹配　×
存储修改的数值吗？

键入 Ｑ，确认钥匙数并退出，第一把钥匙配制完成。
（７）其余７把：用其余钥匙分别开关点火。其余钥匙将被自动记忆。
当最后一把钥匙记忆后，应检查防盗器控制单元的故障寄存器，并消除故障。

２ 更换防盗器控制单元

更换防盗器控制单元的时候，所有钥匙及发动机管理系统码均需被新的控制单元重新记

忆。只有在新的配制过程中配制的钥匙才是有效的，原来配制的钥匙在这个新的配制过程后

将全部失效。更换防盗器控制单元的方法与更换钥匙的方法相同也必须使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来完成。

３ 更换发动机控制单元

更换发动机控制单元时，防盗器控制单元必须记忆新的 ＥＣＵ 码，防盗器控制单元中已生

效的钥匙表在这一程序中不再被更改。
发动机控制单元的更换过程如下：
（１）连接 ＶＡＧ１５５１或 ＶＡＧ１５５２测试仪，接通点火开关。
（２）输入地址码“２５”，启动防盗器控制单元与测试仪间的通讯。
（３）输入功能“１１”，键入ＰＩＮ 码，进行安全登录。如果找不到用于登录的 ＰＩＮ，可以向被

大众公司授权的人索取。
（４）输入功能“１０”，选择块００开始配制程序。
（５）确认清除旧的 ＥＣＵ 码。
新的ＥＣＵ 码在下次点火时将被记忆，更换完毕。

二十二、空调系统常见故障的快速排除

空调装置常见故障及故障原因见表１－２０。

表１－２０　空调装置常见故障及故障原因

现　象 原　　因 排　　除

暖风不热 （１）水管脱落

（２）暖风水阀失效

（３）水路堵塞

（４）鼓风机转速低

（５）鼓风机不转

（６）温度风门不回位

（１）重新固定水管

（２）更换暖风水阀

（３）疏通水管或更换散热器

（４）检查鼓风机串联电阻

（５）检查空调电动机及其电路

（６）调整温度风门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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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现　象 原　　因 排　　除

冷 却 不 够 或 气

流不足

（１）蓄电池不良

（２）风道断开

（３）灰尘过滤器堵塞

（４）蒸发器结霜

（５）鼓风机电动机、继电器或电路故障

（６）空调装置熔丝烧断

（７）制冷系统有外部空气渗入

（８）中央 风 门 电 磁 阀 或 新 鲜 空 气／循 环

空气真空阀损坏

（９）制冷剂不足

（１０）制冷剂过多

（１１）制冷系统中有空气

（１２）冷凝器散热片堵塞或变形

（１３）散热器风扇失效

（１４）制冷系统中存在水分

（１５）堵塞节流管（ＣＣＯＴ阀）

（１６）压缩机转速低

（１７）压缩机不转

（１８）高压管或零件堵塞或被压扁

（１）检查蓄电池电压及接线柱

（２）重新连接风道

（３）清洗或更换灰尘过滤器

（４）检查防霜开关和空调继电器

（５）检查鼓风机电动机、继电器及其电路

（６）更换熔丝

（７）抽真空，重新充注制冷剂

（８）检查或更换中央风门电磁阀、新鲜空气／

循环空气真空阀

（９）查出泄漏处，充注制冷剂

（１０）放出适量制冷剂

（１１）充分抽真空，重新充注制冷剂

（１２）清洗或更换冷凝器

（１３）检查风扇电动机及其电路并排除故障

（１４）更换储液罐，反复抽真空

（１５）更换节流管

（１６）检查和调整驱动 Ｖ带

（１７）检查压 缩 机、电 磁 离 合 器 及 高 压、低 压

保护开关，并排除故障

（１８）清洗或更换零件

压缩机异响 （１）电磁离合器打滑或损坏

（２）制动剂不足或过量

（３）压缩机轴承松旷或磨损严重

（４）压缩机冷冻机油面过低

（５）压缩机内部磨损或损坏

（１）调整电磁 离 合 器 间 隙，检 修 电 磁 离 合 器

线圈

（２）按规定量充注制冷剂

（３）更换压缩机轴承

（４）加注压缩机冷冻机油

（５）更换压缩机零部件或总成

１ 暖风不热故障的快速排除

暖风不热故障的快速排除可按图１－３７所示流程进行检查。

图１－３７　暖风不热的检查流程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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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冷却不够或气流不足故障的快速排除

冷却不够或气流不足故障的快速排除可按图１－３８所示流程进行检查。

图１－３８　压缩机异响的检查流程

３ 压缩机异响故障的快速排除

压缩机异响故障的快速排除可按图１－３９所示流程进行检查。

图１－３９　压缩机异响的检查流程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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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制冷系统的检查与故障排除技巧

１ 通过观察窗检查制冷系统

如图１－４０所示，通过视液窗可以观察到制冷剂的状态，以此来判断系统的故障。

图１－４０　从观察窗判断故障

（１）空调系统启动初始，视液窗内有气泡流动，片刻之后气泡消失，这表明工作正常。
（２）视液窗内有气泡或泡沫，蒸发 器 表 面 结 霜，表 明 制 冷 剂 不 足。如 果 蒸 发 器 表 面 不 结

霜，储液干燥器中水分饱和，可从冷凝器出口处取出储液干燥器，将之烘干后重新装入。
（３）系统启动后，向冷凝器上溅水，如果视液窗内无气泡出现，表明制冷剂过多。
（４）视液窗内清晰且出风口制冷效果不良，表明制冷剂泄漏尽。如果视液窗内布满油斑，

也表明制冷剂泄漏尽。
（５）视液窗内污浊，表明冷冻机油过多。

２ 利用歧管压力表检查制冷系统

连接歧管压力表后，按照上述通过观察窗检查制冷系统的步骤进行操作，读取高压表和低

压表的显示值。制冷系统的压力值及其原因与排除方法见表１－２１。

表１－２１　制冷系统的压力值及其原因与排除方法

压力表指示现象 压力表指示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正常

环境

温度
／℃

发 动 机 不 运 转

时 制 冷 循 环 压

力／ｋＰａ

发动 机 运 转 时 制 冷 循 环

压力／ｋＰａ

高压 低压

１５ ３９０ — —

２０ ４７０ — —

２５ ５５０ １０５０～１２５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３０ ６６０ １３５０～１５５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３５ ７５０ １４５０～１８１０ ２００～２５０

４０ ８８０ １８５０～２５３０ ２５０～３００

４５ ９８０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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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压力表指示现象 压力表指示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高 压 表 和 低 压 表 显

示 比 正 常 值 低。另

外，从 观 察 窗 内 看 到

有 气 泡，冷 风 不 凉，
高压管 温 热，低 压 管

微冷，温差不大

制冷剂不足或有泄漏

（１）用 检 漏 仪 寻 找 泄 漏

处，并予以修复
（２）加注制冷剂

高 压 表 和 低 压 表 显

示 值 比 正 常 值 高 很

多。另 外，从 观 察 窗

偶尔可 看 见 气 泡，冷

气不凉

（１）制冷剂过多
（２）制冷剂系统中有空气
（３）冷凝器冷却不足

（１）更换储液罐
（２）充 分 抽 真 空，重 新 充

注制冷剂
（３）清 洗 或 更 换 冷 凝 器，
检查 风 扇 电 动 机 及 其 电

路

低 压 表 压 力 显 示 值

有时为 真 空，有 时 正

常。另 外 系 统 间 歇

制冷或不制冷

制冷系统存在水分

（１）更换储液罐
（２）反复抽真空
（３）充注制冷剂适量

低 压 表 压 力 显 示 值

为真空，高 压 表 压 力

显示 值 很 低。另 外，
在 储 液 罐 或 膨 胀 阀

前 后 管 路 上 结 霜 或

有 霜 水。系 统 不 制

冷或间歇制冷

制冷剂不循环

（１）按制冷系统中存在水

分处理
（２）更换膨胀阀
（３）更换储液罐
（４）检查制冷剂是否被污

染

系统不 制 冷，低 压 表

压力显 示 值 很 高、高

压 表 压 力 显 示 值 很

低

压缩机内部故障
更换 损 坏 的 零 部 件 或 总

成

低 压 表 压 力 显 示 值

很低、高 压 表 压 力 显

示值很 高 另 外，冷

凝 器 上 部 和 高 压 管

路温度 高，而 储 液 罐

并不这样热

高压 管 或 零 件 堵 塞 或 被

压扁

（１）清洗或更换零件
（２）检查冷冻机油是否被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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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利用歧管压力表巧妙检查空调制冷系统部件

１ 检查高压开关和低压开关

如图１－４１所示，在歧管压力表４上接上手动压力泵１、低压开关３（接在低压端）、高压开

关２（接在高压端）。当压力达到３００ｋＰａ时，低压开关上的电路应开始闭合（电阻为０）；当压

力超过（１５８±１７）×１０５ Ｐａ时，高 压 开 关 上 的 电 路 应 开 始 闭 合（电 阻 为 ０）；当 压 力 降 至

（１３３５±１７）×１０５Ｐａ时，高压开关上的电路应断开；当压力降至２００ｋＰａ时，低压开关的电

路应断开。
如果检查结果不符合上述规定，应更换高压开关和低压开关。

图１－４１　高压开关和低压开关的检查

１—手动压力泵；２—高压开关；３—低压开关；４—歧管压力表

图１－４２　膨胀阀的检查

（ａ）连接图；（ｂ）水温与高压表压力的关系

１—压力表；２—膨胀阀；３—压缩制冷剂；４—毛细管；５—水箱

２ 检查膨胀阀

如图１－４２（ａ）所示，将膨胀阀装在歧管和压力表上，并注入制冷剂。将膨胀阀的毛细管

放入水箱中，打开高压手动阀门，使高压表指针达到４９０ｋＰａ，制冷剂通过膨胀阀以气体排出。
观察水箱中水温的变化（横坐标）与高压表上的读数（纵坐标），两数值的交点应落在图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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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中的两曲线之间，否则应更换膨胀阀。

二十五、更换捷达车速里程表传动软轴的注意事项

一辆捷达王轿车，在行驶了１４万千米后突然产生变速器（手动五挡变速器）无倒挡（挂不

上倒挡）的故障（前进挡正常），据车主说，该车曾于一个月前被更换了车速里程表传动软轴（下

称传动软轴），并且，此后在变速器内曾出现过异响。
试车表明：根本挂不上变速器的倒挡，但其前进挡换挡正常。根据试车结果初步认为：在

变速器内有异物，它使变速操纵机构卡住而挂不上倒挡；而且该异物是从安装槽内掉出的，是

用于吸附变速器零件磨损产生的磁铁。因此，决定对变速器件解体检查。
在把变速器从车上拆下后，发现变速器的倒挡挂挡正常了。在分析后认为，这可能是在拆

卸过程中对变速器轴的正反向转动使异物改变了位置的结果，证明了在变速器内确有异物。
在解体变速器后发现异物乃是传动软轴上的传动齿轮。由此可以肯定，该异物是在一个月前

更换传动软轴时由于修理工违规操作而产生的。在解体变速器时还发现，在变速器中的齿轮

油油量极少，只有正常量的一半。在取出异物，重新检查及装复变速器和更换齿轮油（加足量）
后，变速器无倒挡故障被排除。

现在社会上捷达轿车的保有量很大，仅１９９９年捷达轿车销售量就近８万辆。除了都市先

锋和都市阳光轿车的变速器是自动变速器以外，一般轿车的变速器都还是机械式五挡变速器。
这些轿车的车速里程表都是机械式（具有旋转磁铁）的，由传动软轴通过传动齿轮和变速器的

第二轴相连。在更换这些传动软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１）从变速器上拆卸传动软轴时一定不能野蛮操作。在将传动软轴头部的传动齿轮从变

速器中间向外拽出时更要小心，必须先把它对准变速器壳上的孔，然后再轻轻地试着把它拽

出。如果生拉硬拽，则会把传动软轴头部的传动齿轮刮掉在变速器内，从而使原有的故障更加

复杂或产生一个新的故障。
（２）更换传动软轴头部的传动齿轮和装复传动软轴时，要把传动软轴头部的１只卡簧确

切地安装入槽，当把传动齿轮安装到位时应能听到卡簧入槽时清晰的“咔哒”声。
（３）现在市场上供应的传动软轴不带卡簧，所以汽车修理人员在更换传动软轴时一定要

将旧传动软轴上的卡簧保管好，最好的方法是把旧卡簧从旧传动软轴上拆下来后立刻装到新

的传动软轴上。
（４）在装配结束后要检查传动齿轮的安装是否到位及传动齿轮与传动软轴头部的连接是

否牢靠。注意：在传动齿轮上有一个横向检视小孔，通过它可以观察到卡簧，如果观察不到卡

簧，则说明传动齿轮与传动软轴的装配不正确，需重新装配。
需要说明的是：捷达轿车的变速器、主减速器和差速器是组合在一起的，总称为变速驱动

桥。它的设计合理并便于操纵，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变速器的故障极少，在维护变速器时通常

只要检查及润滑其变速操纵机构，检查及必要时更换变速器的齿轮油即可。

二十六、捷达系列轿车的几个缺陷

捷达是家庭轿车的“领头羊”，概括的恰如其分。但随着捷达轿车行驶里程的增加和使用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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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的增长，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毛病，这些毛病有的是车主不正确使用造成的，有的是

捷达轿车“胎里带”形成的。不管怎样，了解这些故障症状和诊断排除方法对认识和维修捷达

轿车，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

１ＡＢＳ制动踏板振颤

一辆捷达 ＡＴ轿车，在良好干爽的路面行驶时，轻踩制动，ＡＢＳ系统开始工作，并且制动

踏板有上下振颤的现象。而实际上只有在冰面、潮湿路面行驶时且轻踩制动时，ＡＢＳ才可工

作；当车在干燥路面行驶时，必须使劲将制动踏板踩到底，ＡＢＳ系统才工作。因此这辆车的制

动系统有故障。用专用电脑检测仪检测 ＡＢＳ电脑，无故障码输出。根据经验拆检四个车轮轮

速传感器，发现上面吸附了许多粉尘。原来过多的粉尘导致轮速传感器的信号降低或有偏差，
造成 ＡＢＳ电脑误把良好路面判断成复杂路面，造成以上故障现象。清洗４个轮速传感器后装

复试车，故障排除。捷达 ＡＴ等车型采用前盘后鼓式制动系，因此两后轮的传感器易脏，应经

常拆下来清洗。

２ 发动机自动熄火

一辆１９９９年１月份生产的捷达王轿车，装用的是 ＡＨＰ型号发动机，该车曾更换过一次

仪表照明灯泡之后便出现了在行车或怠速过程中时常熄火的故障现象。
能够产生上述故障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节流阀体太脏。此时发动机电控单元存储的故

障是节流阀体基本设置错误或怠速转速超过自适应界限。②速度传感器 Ｇ２１故障或其线路

接触不良，此时电控单元储存的故障是速度传感器无信号。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故障阅读仪查询后确定是速度传感器偶发性故障。捷达王轿车速度传感

器为霍尔效应式传感器，安装在仪表线路板上（速度表边侧）。电控单元从该传感器获得行驶

速度信号，节流阀体利用该信号进行怠速稳定控制。如果速度传感器信号中断，直接故障现象

就是速度表无转速，即行车时无速度显示；间接故障现象就是行驶性不好，即上述故障现象。
根据车主所述，该车曾更换过仪表照明灯泡，极有可能是在更换过程中不小心碰到了速度传感

器而发生故障。拆下仪表进行检查，果然该传感器与仪表板接触不良，所以使故障现象表现为

偶发性故障，重新修复后试车，故障排除。
第一代捷达王轿车具有限速装置，最高时速只能达到１７０～１８０ｋｍ／ｈ，ＥＣＵ 就是根据速

度传感器传送的速度信号对发动机进行限速控制的。有的车主为使自己的车能达到更高时

速，将速度传感器与电脑连接线拔出，拔出后同样会产生上述故障现象。

３ 排气管冒黑烟

一辆１９９８年７月份生产的捷达王轿车，装用的是 ＡＨＰ型号发动机，故障症状是排气管

冒黑烟，怠速不稳。该车怠速不稳，加速时窜动，窜动现象尤为严重，并且加速时排气 管 冒 黑

烟，有时出现回火放泡现象。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故障阅读仪对发动机电控系统进行故障查询，显示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偶发

性故障。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故障阅读仪消除后，故障有所好转，试车一段时间后，故障现象重新

出现。再次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故障阅读仪进行查询，空气流量计故障再次出现。检查空气流量

计供电电压，即用万用表测量端子２和发动机搭铁点间电压，测量结果为１２４Ｖ 电压正常。
分别测量空气流量计插头端子３与发动机电控单元（ＥＣＵ）插头１２、端子４与１１、端子５与１３
之间的阻值，测量结果均为０３Ω，表明各导线无断路处。检查各导线之间有无短路、粘接处

均正常。这就可以确定故障出现在空气流量计本身，更换空气流量计，试车，故障排除。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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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达王轿车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为热膜式流量计，安装在空气滤清器和进气软管之间。它采

集发动机进气量信息，发动机电控单元根据其传送的信息计算点火时间和喷油量。如果空气

流量计信号中断，除了出现上述故障现象外，还会产生发动机功率下降、油耗升高、废气排放值

升高、行驶性不好等故障现象。

４ 加速无力

一辆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份生产的捷达王轿车，装用的是 ＡＨＰ型号发动机，故障症状是行驶过

程中全负荷时，加速无力。该车发动机线束曾烧过，重新连接后出现全负荷行驶过程中加速无

力的现象。
通过检查后确定故障原因是霍尔传感器信号中断。拔下霍尔传感器插头，打开点火开关，

测量端子１、３间电压，规定值为至少４５Ｖ，测量结果为５０Ｖ，正常。测量端子２与发动机电

控单元端子７６之间的阻值，测量结果为∞，表明两者之间有断路处，找出断路点，重新连接，试

车，故障排除。
霍尔传感器是一个电子开关，按霍尔原理工作，安装在进气凸轮轴上。霍尔传感器隔板上

有一个窗口，曲轴每转两周产生一个信号。根据霍尔信号和发动机转速信号，电控单元识别出

１缸点火上止点，从而按顺序喷油并识别爆震所在的缸。如果霍尔传感器信号中断，使爆震传

感器信号不能分配到各缸，爆震调节因此停止，减少并防止爆震的发生和点火提前角减小一

些，因此会出现发动机加速无力的故障现象。

５ 热车不易着车

一辆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生产的捷达王轿车，装用的是 ＡＨＰ型号发动机，故障症状是该车前段

时间清洗过节流阀体，就出现热车不易启动的故障现象，每次热车时都需要启动好多次才能

着火。
根据经验，产生上述故障的原因主要有：①燃油品质不好，热车时产生气阻。②发动机进

气温度传感器损坏或插头松动。③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损坏或插头松动。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故障阅读仪对发动机电控系统进行故障查询，显示进气温度传感器断路／

对正极短路。检查进气温度传感器，发现其插头脱落，可能是清洗节流阀体时，拔掉后忘记插

接了。重新连接后试车，热车启动正常。
捷达王轿车进气温度传感器安装在进气道上，位于节流阀体右侧。进气温度传感器是一

个ＩＴＣ电阻，即随着温度升高，电阻值下降，电控单元根据其信号判断进气温度，从而准确控

制喷油量和修正点火时间。如果进气温度传感器信号中断，不能确定进气温度，将会导致热车

启动困难、排放值升高等故障现象。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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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捷达系列轿车疑难故障诊断实例

一、发动机电控系统疑难故障诊断实例

１ 发动机一启动就将燃油泵熔丝烧断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 Ｇｉｘ轿车，发动机一启动，就将燃油泵熔丝烧断（其他熔丝完好），以致无法

启动。
（２）故障检查与排除

经询问得知，该车行程仅约２０００ｋｍ，在一次长途运行中，由于油箱中的汽油用完而突然

熄火，在一小型加油站加油后驶回，到了第２天早上就出现此情况。由上述情况判断，此故障

可能是由燃油泵造成的。故先将燃油泵上插头拔下，换上新的熔丝后，再启动 发动机，结果发

现熔丝没烧断，由此可断定为燃油泵内部故障。在从油箱内取出燃油泵时，意外地发现在油箱

内取出燃油泵时，发现在油箱底部有冰，这说明油箱内加的是含水汽油，由于冬季天气很冷而

使汽油中的水在油箱底部结冰；然后又对燃油泵进行试验，当给燃油泵两端直接加１２Ｖ 电压

时，发现燃油泵转子不转且发出“吱吱”声，像是转动阻力太大造成的。解体燃油泵时，发现燃

油泵转子处结满了冰，从而将转子冻住。过了一段时间，等燃油泵中的冰化冻后，将燃油泵装

好，然后对其进行试验，结果其各项性能良好。
换掉油箱内的含水汽油，装复燃油泵，故障排除。

２ 发动机不能启动着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据用户所述，该车先出现水温表不工作故障，认为是水温传感器损坏，更换水温传感器时，
在拔下水温传感器插头后，曾启动 过发动机，但未能着车，安装好水温传感器并插好插头后，
发动机仍不能启动着车。

（２）故障排除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发动机故障显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Ｇ６２对地短路”清除故障代码，
并重新进行基本设置后，发动机顺利启动。

这是捷达王的一个特殊故障，如果断开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插头，在未插上插头时启动发动

机，发动机便不能着车。即使插上传感器插头，发动机也不能着车，只有重新进行基本设置后，
发动机才能着车。发动机控制单元此时可能有故障代码，也可能没有故障代码，这种现象我们已

遇到并验证多次，在此提醒修理人员和捷达王用户，对此要特别注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３ 发动机不能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发动机不能启动。
（２）故障排除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发动机故障代码如下：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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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个故障代码

００５５３—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对地开路／短路，偶发故障

００５２２—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Ｇ６２对地短路

００５２７—进气温度传感器 Ｇ７２对地短路

考虑空气流量计故障不会影响着车，因为有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信号作为替代值，根据修

理经验，即使把空气流量计拆下，发动机也能着车。故障原因只剩下冷却液温 度 传 感 器 Ｇ６２
和进气温度传感器 Ｇ７２两个因素。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测量两个传感器的数据：

读取测量数据块３ →

０／ｍｉｎ　　１２．１８Ｖ　　－４６．５℃ －４８．０℃

显示区３是冷却液温度，显示区４是进气温度，在发动机不工作时，它们的显示值应该与

环境温度相同，测量值显然不正常。这两个温度传感器都是负温度系数电阻，其显示值最低表

图２－１　冷却液温度、进气温度传感器电路图

Ｊ２２０—电控单元；Ｇ２—水温表传感器；

Ｇ６２—冷却液温度传感器；Ｇ７２—进气温度传感器

示传感器本身断路或线路有断路之处。检查线路

正常，只有更换两个传感器，故障才能排除。因为

是外出救援，没带两个备件，在 此 情 况 下，我 们 通

过研究电路图做如下应急修理，成功 地 把 车 开 到

服务站。
有关电路见图２－１，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Ｇ６２

和水温表传感器 Ｇ２是一体，其插座接柱有４个，
其中１、３接柱接发动机控制单元，把 它 们 用 导 线

短接；同 样 拔 下 进 气 温 度 传 感 器 Ｇ７２的 插 座，用

导线 短 接 其 两 个 接 柱，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测 量 两 个

传感器温度都是１４１℃。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清除故

障代码并进行基本设置，然 后 启 动 发 动 机。经 几

次启动后，发动机终于着车，虽然运转不平稳，但还是跛行到了服务站，更换两个传感器后，故

障排除。

４ 更换发动机电控单元后发动机不能着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２Ｖ 电喷车水淹后不能启动着车，某修理厂接修后经检查发现无高压，拆下发动

机电控单元发现进水烧坏，购买新件装车后，发动机启动着车，但随即又熄火，再次启动无着车

迹象。经检查还是无高压，修理工认为是电控单元又损坏，于是将车拖到服务站检查。
（２）故障检查与排除

捷达２Ｖ 电喷车原车装有西门子公司的电控防盗系统，根据修理工所述故障排除经过，我

们判断防盗器动作，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有以下故障记忆：

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ｎｉｔｂｌｏｃｋｅｄ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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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控制单元锁死

更换发动机电控单元后，防盗器电控单元中还记忆原来的 ＥＣＵ 码，启动发动机时，防盗

器电控单元检测到未 知 的 发 动 机 ＥＣＵ 码，防 盗 器 动 作，其 表 现 是 首 次 启 动 着 车 后 又 立 即 熄

火，再次启动不能着车。因此，更换发动机电控单元后，不但要对发动机电控单元进行基本匹

配，还要清除防盗器电控单元中旧的发动机 ＥＣＵ 码，方法是：连接 Ｖ．Ａ．Ｇ１５５１：输 入→２５
（选择防盗器地址码）→０２（查询故障）→０５（清除故障）→１０（选择自适应功能），屏幕显示：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ｎｕｍｂｅｒ　××

自适应

输入通道码　××

输入通道００，显示：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Ｑ

Ｅｎｔｅｒｌｅａｒｎｅｄｖａｌｕｅ？

自适应 Ｑ

输入学习值？

按“Ｑ”键确认，记忆值被清除，屏幕显示：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

Ｌｅａｒｎ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ｅｒａｓｅｄ

自适应 →

学习值已被清除

按“→”键结束，按０６退出。关闭点火开关，等待约３０ｓ后即可启动发动机，再次启动时，
新的ＥＣＵ 码将被记忆。

注：捷达轿车发动机电控单元安装在左侧风窗玻璃前流水槽处，如果两侧的两个流水孔

被杂物堵塞，遇下大雨时，电控单元可能被水淹没，造成电控单元损坏。

５ 启动后一会儿就熄灭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 ＧＴＸ轿车启动后只能着车１～２ｓ就熄火。打开点火开关至“ＯＮ”挡时，脉冲

应答防盗器的报警灯２ｓ后不熄灭，却暗闪，说明脉冲应答防盗器处于防盗状态。
（２）故障检修

装有脉冲应答器防盗系统的捷达王轿车（新款），在点火钥匙不插入点火开关内时，防盗器

的报警灯闪亮，证明车辆处于防盗状态。当点火钥匙插入点火开关内打开至“ＯＮ”挡时，防盗

器报警灯应在２～３ｓ后熄灭。此状态证明系统正常，可以启动着车。针对此车故障现象，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输入１→２５→０２进行故障查询，可是当输入２５地址码时却进不去，经分析可能是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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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铁不良。检查防盗系统各搭铁点和搭铁线都正常，检查蓄电池正负极桩头也很正常。打开

蓄电池上方正极保险盒，发现第３个正极保险的固定螺钉松动，而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查阅资料得知，此保险正是防盗器的主电源保险。紧固此螺钉后，一切恢复正常。

此故障现已经遇上过多起，而且在捷达 ＧｉＸ、ＡＴ等车型上也出现过，敬请同行们留意。

６ 雨中行车熄火后多次启动不能着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Ｘ轿车，雨中行驶，不慎经过路洼积水的地方发动机熄火，最后把车拖出水

坑，再次启动不能着车，起动机也不能运转。怀疑是起动机进水而不工作，大约等了几个小时

以后，起动机虽然能运转了，但发动机还是不能着车，没办法只好拖到附近修理厂。
（２）故障排除

起初认为是点火线圈进水而不能产生高压火，结果接上正时灯，启动发动机，正时灯闪烁

正常，表示点火火花正常。其次考虑可能是燃油供给系统有问题，测量燃油压力，燃油压力正

常。而且发动机运转时，喷油器的动作声清晰可辨，相当好确认。有燃油，有点火火花，发动机

应该能着车呀！然而任凭启动多次，就是不着车。那么是不是火花塞淹了呢？把４个火花塞

拆下来，观察淹的情况并不严重。但是火花塞有点亮晶晶的，用手指一摸，像水一样。此时修

理人员恍然大悟，顺手拆下空气滤清器外壳，用手伸到下面去摸，湿漉漉的，原来是这里进水

了。拿出滤芯一看，都湿透了。在火花塞安装孔上滴上少量机油，把火花塞擦干后组装上去，
不装空气滤清器，然后启动发动机。一开始发动机还慢慢吞吞地运转，后来转速“呼”的一声就

上去了。
等水温表指针指示１００℃时，散热风扇却不旋转；打开空调，散热风扇还是不工作。最后

检查是风扇熔丝断了，更换后工作正常。
发动机工作正常了，因为与发动机进水有关，考虑应更换发动机机油。拔出机油尺，发现

机油完全变成乳白色。其实这也算正常，发动机启动前也检查过机油是正常的，经过一段时间

的沉淀，油水完全分离，油居上层，水沉到下层，故先前检查时没有发现异常。现在经过发动机

一段时间的工作，油和水又混合到一起了就变成乳白色。
再将故障整理一下，汽车在积水的道路上行驶，一些积水从空气进口吸进去，发生水锤现

象，所以发动机熄火。在这里修理人员不妨提醒一下车主，雨季行车时要留心。

７ 冬季早晨无法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在入冬后的一天早晨无法启动。
（２）检查与排除

首先进行基本检查。检测发动机的燃油压力和气缸压力在正常范围内；检查喷油器，均能

按顺序正常工作；检查配气相位、点火正时以及火花塞的跳火情况，也都没有发现问题。用故

障诊断仪检测发 动 机 ＥＣＵ，无 故 障 码 输 出。通 过 一 系 列 检 查，发 动 机 有 油、有 火，就 是 不 能

启动。
后来无意中发现，虽然已经多次启动过发动机，可火花塞却没有被淹的迹象，冷车不能启

动的故障会不会是由于喷油器供油过少，混合气过稀造成的呢？

仔细询问车主才知道，他前一天曾在发动机很热的情况下冲洗过发动机，这恰恰是引起此

故障的关键。为了进一步确定自己的判断，笔者又用万用表测量了水温传感器。果然不出所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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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水温传感器既没有断路，也没有短路，但由于车主的错误操作，使它输出的信号失真了。

将已损坏的水温传感器更换后，故障排除。
（３）故障分析

这起故障案例实际并不复杂，对于有经验的维修人员，可能会直接从水温传感器着手，找

到问题的症结。但它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电控燃油喷射发动机系统的 ＥＣＵ 对于某些故障

是不进行记忆存储的，比如该车的水温传感器，既没有断路，也没有短路，只是信号失真，ＥＣＵ的

自诊断功能就不会认为是故障。再比如氧传感器反馈信号失真使尾气超标，空气流量计由于进

气太脏导致实际进气量与空气流量计所检测到的进气量差异大等，都可能不被ＥＣＵ所记录。

在这种情况下，阅读控制单元数据流（测量数据块）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阅读控制

单元数据，能够了解各传感器输送到 ＥＣＵ 的信号值。通过与真实值的比较，才能找出确切的

故障部位。不光是针对无故障存储的 ＥＣＵ，即使对于有故障码输出的 ＥＣＵ，阅读控制单元的

数据也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维修人员寻找故障原因，判断故障部位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８ 中午停驶后不能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ＡＴ）轿车，停驶一中午后，启动发动机时起动机运转强劲有力，但发动

机却不能启动，而且看上去似乎没有丝毫的启动征兆。
（２）故障排除

连接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对发动机电控系统进行检测，却没有发现故障存储。于是

着手对该车进行基本检查，先拆下发动机燃油系统供油管，启动发动机时有汽油喷出，说明油

泵工作正常。然后拔下１缸高压线，用１缸火花塞进行跳火试验，发现在启动发动机时火花塞

无火产生，看来故障原因正在于此。

为了进一步确定故障部位，拔下点火线圈的线束插头，打开点火开关至 ＯＮ 位置，参照电

图２－２　点火锁止继电器相关电路

ｗｓ—白色；ｓｗ—黑色；ｒｏ—红色；ｂｒ—棕色；ｇｎ—绿色；ｂｌ—蓝色；ｇｒ—灰色；ｌｉ—紫色；

ｇｅ—黄色；Ｊ１０—点火锁止继电器；Ｊ２０—启动锁止继电器；Ｊ３０１—防盗系统控制单元；

Ｌ５０—防盗指示灯；Ｎ１５０—读写继电器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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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图（图２－２）用万用表测量黑紫线但无蓄电池电压。根据线路连接情况，拆下驾驶员侧下护

板，在点火开关位于 ＯＮ 位置时，未听到点火锁止继电器的吸合声。测试点火开关至该继电器

的黑紫色线有蓄电池电压，继电器控制电压也正常，说明继电器已损坏。在更换继电器后发动

机顺利启动。
但用户将车接走后不久，便打电话反映该车故障再现。赶到现场发现新换的继电器再次

烧毁。由此可以判定线路上有问题，将万用表调至电阻挡测试点火线圈的黑色紫色线与搭铁

之间的电阻。当用手摇动防火墙处的线束时，万用表显示阻值为０或∞Ω交替变化，说明该线

路有短路之处。经过仔细检查，看到在防火墙处黑褐色线的绝缘皮被磨破而搭铁，对此处进行

处理并更换继电器后，故障排除。

９ 行驶过程中突然熄火后不能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新捷达王（ＧＴＸ）轿车，行驶里程２万千米，用户反映该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熄火且

不能重新启动。
（２）故障排除

利用故障诊断仪对发动机电控系统进行检测时，未发现有故障存储。由于起动机运转有

力，接着进行基本检查。先拆下发动机燃油系统供油管，此时启动发动机，但该管无燃油喷出，
说明油泵不供油。根据燃油系统的线路连接情况，首先检查１８号保险，发现其熔丝已经烧断。
可更换后不久该保险再次烧毁了。根据该车线路连接情况（图２－３），可知氧传感器和燃油泵

共用１个保险。而在检测时，油泵部分的线路未见异常，但当拔下氧传感器插头后故障消失。
由此可以判定问题出现在氧传感器线路上，经过仔细查找，查明故障原因是氧传感器加热线路

绝缘皮磨破搭铁。这样当遇到路况较差的路面时，该线路搭铁短路，使得１８号保险被烧段，导

致燃油泵不能工作，发动机自然就不能启动了。

１０ 启动后马上就熄火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ＧｉＸ）轿车，因启动不能运转更换了点火开关，但换了点火开关后又出现了

新问题。发动机启动后马上就会熄火的现象。
（２）故障排除

根据该车故障现象的特征，怀疑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将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连接

在故障诊断插 座 上，打 开 点 火 开 关 至 ＯＮ 位 置，进 入 防 盗 控 制 系 统，查 出 了 ３ 个 故 障 码：

０１１２—防盗器读写线圈错误；０１１７６—钥匙信号电压太低；０１１７９—钥匙编程错误。由于该车先

前并未出现这个故障，目前又同时出现了３个故障码，不像是硬性故障。
另外，在更换点火开关时必然涉及防盗器读写线圈，怀疑是在将其装复时出现了问题。于

是拆下转向组合开 关，发 现 该 线 圈 没 有 安 装 到 位。经 正 确 安 装 后，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清 除 故 障

码，执行钥匙匹配程序后，故障排除。该车的故障属于人为操作所致，因此，在维修过程中一定

要仔细认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１１ 停驶后发动不着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都市先锋轿车停驶半小时之后再发动无任何着车迹象。
（２）故障排除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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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到修理厂后拔下高压分缸线试火，火花强烈，据此初步判断为油路故障，为了进一步证

实此思路的准确性，于是拆下油压调节器的回油管路，用棉丝包住管口，反复开闭点火钥匙，发

现无一滴汽油流出，这时就需要分别判断是汽油泵、线路（保险丝）继电器及其他相联系的故

障。遇到这种情况用试灯检测的方法比较简洁省力。

图２－３　氧传感器加热线路

Ｇ３９—氧传感器；Ｇ６—燃油泵

如图２－４所示，找到位于仪表台左侧下方的中央电器板，在继电器板的１２号位置找到油

泵继电器，可以在这个地方对整个供油系统的电气进行集中检测（大众车系的汽油泵继电器均

容易找到且控制方法相同）。拔下继电器可以看到继电器插座旁的标号。

图２－４　继电器的接线图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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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车系油泵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为点火开关一打开时，发动机控制单元与继电器８５号触

点相连的触点瞬时接地，继电器的８５号引脚也立即接地，同时８６号引脚与电源电压相通，电

磁作用使３０号与８７号触点接通，电动汽油泵运转；如发动机没有启动，控制单元中没有检测

到转速脉冲，它将自动切断 继 电 器 的８５号 引 脚 接 地，３０号 与８７号 触 点 断 开，汽 油 泵 停 止 工

作。
用试灯及跨接线的诊断过程如下：

① 首先确定汽油泵有无问题。用试灯的一端接继电器插座的３０号脚（此脚为常电压），
另一端接地，试灯应亮，否则应排除线路故障；然后用跨接线连接３０号与８７号脚，立即启动发

动机，应能发动着车，否则排除油泵及其线路故障，发动着车之后立即熄火取下跨接线，进行下

一步。

② 检查继电器的控制端的火线及控制地线。打开点火开关之后，试灯的一端接地，另一

端分别与继电器插座的８５号和８６号脚相接，当与８６号脚接通时试灯应亮，８５号脚时试灯应

不亮。这时发现与两脚分别相通时，试灯均不亮，可以认为由点火开关控制的１５号线即８６号

脚无电引发的该故障。但是还应进行深入检查，用试灯的一端接３０号脚，另一端接８５号脚，
启动发动机，试灯应常亮，这表明发动机控制单元能接收到转速脉冲及与８５号脚相通的导线

连接正常，该故障肯定 由８６号 脚 断 电 引 起。检 修 与８６号 脚 相 关 的 保 险 丝 和 连 线 之 后 故 障

排除。

１２ 发动机刚停机后再启动能着车但放置一会后难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发动机刚停机后再启动能顺利着车，但放置一会儿后发动机不好启动，要

启动３～４次才能着车。
（２）故障排除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发动机控制单元无故障代码记忆，根据故障现象我们怀疑燃油系统

保持压力不足。在发动机供油管路和燃油主管之间串接燃油压力表 Ｖ．Ａ．Ｇ１３１８，将其手柄拔

到“接通”位置，然后启动发动机，测量燃油系统压力为２６０ｋＰａ正常，发动机熄火后，系统压力

立即降为０，按技术要求，１０ｍｉｎ后的压力降最大为５０ｋＰａ。电动燃油泵位于油箱内，在燃油

泵上装有单向止回阀，其作用是在发动机熄火后，防止燃油系统的燃油泄漏回油箱内，以保持

燃油系统有一定的压力，保证下次启动顺利进行。更换一个新燃油泵后，发动机启动性能良

好，观察保持压力在发动机熄火１０ｍｉｎ后没有明显下降。

１３ 热车难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轿车热车难启动，启动后怠速行驶中发动机转速会突然升高。
（２）故障排除

车主将该车送至修理厂检修。首先连接 Ｖ．Ａ．Ｇ１５５２至诊断接口，调取故障码。故障内

容显示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对地断路”。修理工打开点火开关对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电压进

行量取，在标准范围内，于是认定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损坏，并更换该传感器。
更换后发动机热车启动正常。试车过程中在３挡加速行驶后收油门，发动机转速下降至

８４０ｒ／ｍｉｎ左右怠速运转。几秒钟后，发动机转速突然上升到２０００ｒ／ｍｉｎ，通过 Ｖ．Ａ．Ｇ１５５２
发现节气门开度由２°升至１３°。再次调取故障码，没有故障显示。修理工当时考虑到该车怠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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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是由节气门体控制，怠速行驶中发动机转速突然提高是因为节气门体不良导致怠速运行失

常，于是又更换了节气门体。
更换节气门体之后，故障依旧，关闭发动机后又出现热车难启动怠速失常的故障现象。就

在修理工一筹莫展时，无意中发现发动机右侧的线束由于固定卡子损坏，线束与制动助力真空

管相摩擦，其中通向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导线已经硬化，而且几乎被磨断。轻轻摇动该处线

路，通过检测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可以发现发动机的温度值在４６℃～９６℃范围内变化。修理工

将该线包扎好，重新试车，一切恢复正常。
当车主发现该车故障原因既不在冷却液温度传感器上，也不在节气门体上，而且 是 因 为

“线虚”造成故障时，不 仅 拒 付 维 修 费 用，而 且 抱 怨 一 个 小 故 障 耽 误 时 间 太 长，这 样 极 易 引 起

纠纷。
（３）故障分析

该车因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线束连接状态不够稳定，热车启动时，因线虚发动机电脑接收到

高阻值的温度信号，误认为处于冷车工况，于是增大喷油量，该车因混合气过浓而无法启动。
当该线稳定时，热车时往往又可以正常启动。该车在行驶中怠速运行时，如传感器线束突然断

裂，发动机会通过控制节气门开度，增大喷油量以“适应突然改变的工况”，从而导致怠速时发

动机转速突然升高的现象。
在故障诊断中，常有修理工为了弥补诊断能力的不足，过分依赖检测设备识别故障，往往

未加充分考虑就盲目换件，忽视了维修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样常常会诊断失准，而且将简

单问题复杂化。愿维修人员能在这个事例中得些启示。

１４ 只有踩下加速踏板发动机才能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发动机不易启动，踩下加速踏板才能启动，松开加速踏板发动机就熄火。
（２）故障排除

因无法用故障阅读器 Ｖ．Ａ．Ｇ１５５１测量怠速运转参数，只好检查有无故障代码。结果显

示有３个故障代码：故障码００５３３———怠速调节超过自适应界限；故障码０１１６５———节气门体

基本调整错误；故障码００５５３———空气流量计偶发故障。
根据故障现象和修理经验，认为故障原因是节气门体脏污。首先清洗节气门体并进行基

本设置，然后启 动 发 动 机 试 车，发 现 故 障 症 状 有 所 好 转，但 怠 速 还 是 不 稳、加 速 不 良。再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无故障代码，因此认为是喷油器脏堵或供油压力不足所致。
测量系统油压压力值为２４０ｋＰａ，正常。用不解体清洗机清洗喷油器后，故障仍不能排除。

拆下４个喷油器，在清洗检测仪上进行检查，发现喷油雾化良好，喷油量正常，证明故障不在燃

油系统。安装好喷油器和进气歧管后，在安装空气流量计至进气歧管之间的塑料进气管时，发

现曲轴箱通风软管与塑料进气管连接处有一裂缝，并且在车上不易发现。启动后用手扳动曲

轴箱通风软管使裂缝闭合，发动机运转平稳，松手后故障重现。有故障时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测量

各怠速参数，发现怠速转速为８００ｒ／ｍｉｎ，而正常为８５０ｒ／ｍｉｎ；点火提前角为１３．５°，而正常值

应为６°～１２°，其他参数都在正常范围。更换一个新进气管后，怠速转速恢复正常，运转平稳，
再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测各参数恢复正常。

（３）小结

由此可见，检修电喷发动机时，不但要检查是否有故障存储，还要检测各运行参数，仔细分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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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这些参数的变化原因，只有这样，检修才不会走弯路。

１５ 清洗节气门体后热车不易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在清洗过节气门体之后就出现热车不易启动的故障现象，每次热车时都需要

启动好多次才能启动。
（２）故障排除

产生上述故障的原因主要有：① 燃油品质不好，热车时产生气阻；② 发动机进气温度传

感器损坏或插头松动；③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损坏或插头松动。
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对发动机电控系统进行故障查询，显示进气温度传感器断路／

对正极短路。检查进气温度传感器，发现其插头脱落，可能是清洗节气门体时，拔掉后忘记插

接了。重新正确连接，试车，热车启动正常。
捷达王轿 车 进 气 温 度 传 感 器 安 装 在 进 气 道 上，位 于 节 气 门 体 右 侧。发 动 机 电 控 单 元

（ＥＣＵ）根据其信号判断进气温度，从而准确控制喷油量和修正点火时间。如果进气温度传感

器信号中断，就不能确定进气温度，将会导致热车启动困难、排放值升高等故障现象。

１６ 早晨发动机启动不着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前一天晚上入库时还一切正常，第二天早晨启动时突然启动不着。
（２）故障排除

检查点火系统，正常。打开点火开关“ＯＮ”挡，用万用表测量燃油泵供电电 压 值，即 测 量

红／黄线对地电压值，测量结果为０Ｖ，说明燃油泵不工作。
电控单元Ｊ２２０（ＥＣＵ）上的端子１为ＥＣＵ 正电源１５；端子２为 ＥＣＵ 负电源；端子３为燃

油泵继电器Ｊ１７电源；端子４为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电源；１３为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正信号线；端子

２７为氧传感器Ｚ１９负电源；端子５６为点火时间或转速信号；端子６３为负信号线；端子６７为

转速传感器 Ｇ２８屏蔽。
从电路图可知，当打开点火开关时，燃油泵继电器开始工作，熔断丝Ｓ１８有电流通过并为

燃油泵提供电流。打开点火开关时，燃油泵无电流通过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 点火开关

存在故障；② 分线器损坏；③ 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不工作；④ 中央配线盒中 Ｇ线束插头松动；⑤
发动机电控单元损坏（该车此故障原因已经被排除）；⑥ 燃油泵供电熔断器Ｓ１８熔断；⑦ 有关

线路存在断路处。
检查Ｓ１８，并未熔断。拔下燃油泵继电器，测量继电器端子３０对地电压值，测得结果 为

１２．６Ｖ，排除分线器故障的可能性。打开点火开关，测量燃油泵继电器端子８６对地电压值，测

量结果为１２．６Ｖ，排除点火开关故障可能性。安装好燃油泵继电器，打开点火开关，测量１８
号熔断器有无电流通过，结果发现无电流。至此可以判断故障原因为燃油泵继电器损坏。更

换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启动发动机，发动机工作正常，故障排除。

１７ 冷车启动困难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冷启动性能不好，加速性能差，冷车时怠速极其不稳，热车时情况稍好一些。
（２）故障排除

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对执行元件（喷油器、活性炭罐电磁阀）进行自诊断，发现第４
—１８—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捷达系列

第
二
章
　
捷
达
系
列
轿
车
疑
难
故
障
诊
断
实
例
系
列

缸喷油器无开启和闭合的“咔咔”声。注意：如果没有 Ｖ．Ａ．Ｇ１５５１，可以直接将喷油器通电进

行检查。
首先从电路部分检查第４缸喷油器，拔下４缸喷油器接头，打开点火开关（“ＯＮ”挡），测量

红／黄线对地电压值，结果为１２．６Ｖ，喷油器供电电压正常。启动发动机，使发动机怠速运转，
测量红／黄线与紫／蓝线之间电压，结果为７．０～９．５Ｖ 之间，表明喷油器供电部分无故障。测

量喷油器电阻值，结果为１６Ω，正常，表明喷油器内部无断路现象。这时可以确定４缸喷油阀

不工作的原因是喷孔堵塞或针阀发卡。用免拆清洗机清洗喷油器或者拆下喷油器清洗，清洗

３０ｍｉｎ，试车，故障排除。

１８ 发动机无规律熄火，有时不能立即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新捷达王，该车车主说先是出现行驶中无规律熄火故障，现在熄火次数越来越频繁，
并且熄火后有时不能立即启动，要等一会儿后多次启动，偶尔才能启动。

（２）故障排除

用专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故障代码，输入１（快速数据传输）、０１（发动机地址

码）、０２（选择查询故障代码功能），结果显示：

４ｆａｕｌｔ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ｄ
０１２４９０２９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１—Ｎ３０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ｔｏｅａｒｔｈ
０１２５００２９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２—Ｎ３１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ｔｏｅａｒｔｈ
０１２５１０２９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３—Ｎ３２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ｔｏｅａｒｔｈ
０１２５２０２９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４—Ｎ３３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ｔｏ
ｅａｒｔｈ

４个故障代码记忆

０１２４９—１缸喷油器 Ｎ３０对地短路

０１２５０—２缸喷油器 Ｎ３１对地短路

０１２５１—３缸喷油器 Ｎ３２对地短路

０１２５２—４缸喷油器 Ｎ３３对地短路

故障代码显示４个喷油器全部对地搭铁短路，因４个喷油器同时损坏的可能性很小。根

据车主所述故障现象，怀疑发动机电控单元（ＥＣＵ）不良。更换一个 ＥＣＵ，试车时发动机又熄

火了，并且不能再次启动，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还是上述４故障代码。通过 Ｖ．Ａ．Ｇ１５５１的执

行终端元件诊断功能，可以在不启动发动机的情况下，让燃油泵运转并且指令各喷油器喷油，
方法是：输入１、０１、０３（选择执行终端元件诊断功能），一人在车外喷油器处仔细听，结果听不

到喷油器开启、关闭时的“咔哒、咔哒”声，经试验４个喷油器全都不工作，并且在油压调节器处

也听不到汽油流动的声音，说明燃油泵也不工作，由此断定喷油器电路有问题。
查阅相关电路图，喷油器、燃油泵和氧传感器加热器都是通过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供电，燃

油泵和氧传感器加热器再经过第１８号熔断器供电，因测量喷油器线束供电不方便，于是决定

在启动发动机的同时测量１８号熔断器插座的电压，结果为０Ｖ，判断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不良。
更换燃油泵继电器，并清除故障代码，发动机顺利启动，试车也不再自行熄火，故障排除。

（３）小结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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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通点火开关（但不启动发动机）的５ｓ内或电控单元Ｊ２２０收到发动机转速信号（即启

动发动机或发动机运转时），ＥＣＵ 收到发动机转速信号，则 ＥＣＵ 端子４接 地，燃 油 泵 继 电 器

Ｊ１７工作，其内的触点闭合，喷油器、燃油泵和氧传感器加热器同时供电，１２Ｖ 电压经４个喷油

器到达ＥＣＵ 的端子７３、８０、５８、６５，喷油器是否喷油及喷油量取决于上述端子是否搭铁及搭铁

时间。在继电器Ｊ１７工作的同时，燃油泵和氧传感器加热器开始工作。如果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
损坏，其内触点不能闭合，ＥＣＵ 的端子４搭铁后，端子７３、８０、５８、６５不能接到１２Ｖ 电压信号，
于是ＥＣＵ 认为４个喷油器对地短路，并记忆相应故障，又因燃油泵不工作，所以发动机不能启

动。上述的故障排除过程实际走了弯路，故障代码为４个喷油器同时对地短路，因为所有喷油

器同时搭铁的可能性极小，首先应考虑是线路或继电器的故障。
目前捷达王燃油泵继电器有一定损坏率，造成的故障现象是发动机不启动或无规律熄火。

建议没有专用工具 Ｖ．Ａ．Ｇ１５５１的修理厂通过测量１８号熔断器座是否有电压的方法，来判断

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的好坏，注意：① 要在启动发动机的同时测量，因 ＥＣＵ 收不到发动机转速

信号时其４脚不接地，燃油泵继电器Ｊ１７也不工作；② 如果测量结果没有１２Ｖ 电压，应先试换

燃油泵继电器，若仍无１２Ｖ 电压，应先试换燃油泵继电器，若仍无１２Ｖ 电压，应检查转速传感

器是否良好或 ＥＣＵ 是否正常。

１９ 行驶中突然熄火再也无法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行车中突然熄火，再也无法启动。
（２）故障排除

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对发动机电控系统进行故障查询，发现发动机转速传感器信

号不可靠。拔下转速传感器插头，用万用表测量插头１、２端子之间的电阻值，测量结果为８４７
Ω，规定值为４５０～１０００Ω，阻值正常。测量１端子与３端子、２端子与３端子之间的电阻值，
规定值为∞，测量结果为∞，表明线路无故障。因此判断故障原因可能是转速传感器本身发生

故障。检查发现，传感器松动即将脱落。重新固定好，试车，启动正常。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是一个电磁感应式传感器，它采集曲轴转角位置信号。发动机电控单

元（ＥＣＵ）根据其信号确定１、４缸上止点位置，从而确定点火时间和喷油时间，并识别发动机

转速。如果转速传感器损坏或者松动、脱落，则点火时间和转速信号中断，发动机停转，从而将

无法启动。

２０ 发动机能被带动但不着火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捷达二气门电喷发动机启动多次，发动机能被带动，但不着火。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诊断仪检查没有故障记忆。后来用火花塞单引某缸高压线试高压线，火

花塞有电火花，说明点火电路没问题。
插入点火钥匙至 ＯＮ 挡，在油箱盖处听声，没有泵油２ｓ的声音，是否油箱无汽油了，加入

９３号汽油大半箱仍不工作。
用万用表查继电器Ｊ１７的３０号线插孔，有１２．４８Ｖ 电压，说明电源电压正常。查熔断丝

Ｓ１８没断，端电压也正常，说明继电器工作也正常，燃油泵Ｇ６为何不转呢？怀疑燃油泵至中央

接线盒接线有断路处。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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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箱上口燃油泵与油位传感器处检查，这里有一个４线插接器，两粗线为油泵电线，两

细线定为油位传感器导线，拔下插头，点火开关接通时，未测到１２Ｖ 电压，在燃油泵一端用万

用表欧姆挡测得燃油泵线圈电阻为１．０３Ω，没断线，但用鱼夹夹住插头内燃油泵端子，在蓄电

池极桩上碰触，没有电泵转动的迹象，极桩上也没有火花出现。
打开固定燃油泵的法兰盘，检查燃油泵在油箱内的接线，发现有一条电线松脱（测电阻时

尚连，但通电时就不可靠），装回紧固之，再用燃油泵引过来的鱼夹线触蓄电池两极桩，手感燃

油泵有轻微振动感，说明燃油泵可以运转了，试着启动，仍不喷油。还有什么故障没有发现呢？

拆下油压调节器处的燃油管，仍用油泵鱼夹接通蓄电池，未见喷油，想到燃油泵一般为直

流永磁微型电动机，若输入电机电流反向，电枢旋转方向必然改变，莫非刚才蓄电池电流方向

不对？将极性换过来，油管果然喷出压力燃油，这说明燃油泵 Ｇ６是没有问题的。问题还在接

线不对，查原图，燃油泵 Ｇ６一端经红白１．０ｍｍ２ 线接Ｊ１７下的Ｓ１８熔断丝，另一端经Ｇ６必然

要与中央接线盒内的搭铁线（３１号线）相接。原以为这些线路、插接器没有什么问题，但顺线

查找到中央接线盒的 Ｍ 插头，发现其松动！这说明，除了油箱内那条线没安装牢，还有中央接

线盒内 Ｍ 插头连接也不可靠，这样就相当于燃油泵 Ｇ６脱开了电源的火线与搭铁，尽管继电

器Ｊ１７在控制单元Ｓｉｍｏｓ－３Ｗ 控制下功能正常，燃油泵也不能正常工作。
插紧 Ｍ 插头的２条线，再启动，一触即发，发动机正常运转，故障根除。

２１ 不着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ＪＥＴＴＡＧＴＸＡＨＰ发动机，不着车，用金奔腾汽车电脑解码器检测，无故障码；再试

高压电，没有；接着试是否有油，拆下油管后打车，结果油一股一股地出，感觉此现象很奇怪。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拆下油泵继电器外壳，观察油泵继电器吸合状况，结果油泵继电器在打车时一吸一合，看

来毛病就在这儿。只要继电器能够常吸合就会解决问题。为了判断发动机 ＥＣＵ、油泵继电器

及其线路是否有故障，按照电路图，直接将油泵继电器的控制脚 ＥＣＵ４脚搭铁，这时继电器正

常吸合，汽油泵也正常工作，说明故障可能在 Ｇ２８或发动机 ＥＣＵ 上，因为发动机 ＥＣＵ 接收到

发动机转速信号（Ｇ２８）后，才控制油泵继电器（Ｊ１７）吸合和驱动点火线圈产生高压电。
按照线路图测 Ｇ２８线路正常，而ＥＣＵ 的电源供给完全正常，说明发动机 ＥＣＵ 有可能产

生故障。更换一个新的发动机 ＥＣＵ，但测试后故障依旧。难道 Ｇ２８传感器有接触不良之处？

换上新的 Ｇ２８仍不解决问题。问题会在哪儿呢？难道是 Ｇ２８的靶轮出现问题？

仔细询问客户，得知这次尚未动过发动机。在高速上灭火后，小修理部没法修，直接拖到

了特约维修站。靶轮装在缸体内根本碰不着，怎么会变形呢？于是接着检查 Ｇ２８线路是否有

接触不良或有任何干扰，但还是无功而返。
晚上回想着白天所做的工作，最后怀疑的目标还是锁定在 Ｇ２８的靶轮上。第二天一上班

立即检查靶轮，原来此车四缸活塞连杆出现捣缸，将靶轮打变形。而连杆轴瓦的两颗螺丝已挣

脱连杆卡在缸壁上，曲轴转动时，曲轴和连杆竟不干涉，根本没有一点声响，简直不可思议！

（３）小结

通过这例故障，说明了在检查比较奇怪的故障时，如果打破常规思考方式，可能效果会更

好。如果当时先检查缸压，可能很快就会发现四缸问题所在。顺着这条线索也将很快找到症

结所在。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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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发动机在启动后突然熄火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发动机在启动后突然熄火。
（２）故障排除

能够导致发动机不启动的故障原因主要有：① 发动机电控单元（ＥＣＵ）故障；② 燃油泵不

工作；③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故障。
检查燃油泵及转速传感器，均正常。于是断定故障原因是 ＥＣＵ 损坏。更换 ＥＣＵ，试车，

启动正常。

ＥＣＵ 损坏原因是 ＥＣＵ 内进水。ＥＣＵ 安装在导水槽左侧，由于导水槽排水孔被树叶等异

物堵塞，致使在下大雨时，雨水不能及时排出，进入ＥＣＵ，导致其内部个别元件损坏。

２３ 行驶中发动机无规律熄火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行驶中发动机无规律熄火，刚开始行驶几十千米熄火一次，后来行驶几千米就

熄火。熄火后，待发动机冷却一会儿又能重新启动。
（２）故障排除

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发动机电控系统，无故障代码。根据故障现象和修理经

验判断，故障原因可能是燃油泵供油不畅。在发动机工作时，能听到油箱内燃油泵工作时发出

很大的“嗡嗡”声。拆下燃油泵，发现其滤网上有一层厚厚的油泥，用化油器清洗剂把油泥清洗

干净后装车，试车发现行驶里程比不清洗时长些，但行驶十几千米后故障复发。
把压力表 Ｖ．Ａ．Ｇ１３１８接到油路上试车，刚启动发动机时，燃油压力正常，为２５０ｋＰａ，当

出现加速不良时，观察压力表读数降为６０ｋＰａ。更换燃油泵后，燃油压力恢复正常。由此可

见，故障是由于燃油泵工作一会儿温度升高后泵油不足造成的。

２４ 捷达王轿车突然熄火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１．６Ｌ５气门轿车，行驶里程１８．５万ｋｍ，在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熄火，再也无

法启动。
（２）故障排除

据车主反映：以前此车曾发生过类似现象，曾在维修服务站清洗过节气门体并更换过转

速传感器，此后行驶还不到２０００ｋｍ。由此我们基本上排除了发动机因节气门过脏和转速传

感器故障而不能启动的可能。
开始怀疑是正时皮带断裂，决定先用套筒转动曲轴，并打开加机油口盖，观察凸轮轴是否

转动。可以观察到排气门弹簧在运动，这足以证明凸轮轴在转动，这样也排除了因正时皮带断

裂而造成发动机不工作的可能性。经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一起研究分析后，决定进一步检查，首

先进行电路系统检查。
捷达王的点火系统采用微电脑控制４缸独立静态分电点火系统。这种点火系统取消了传

统的分电器，由发动机电控单元控制两个点火线圈初级绕组电流的通断，在次级绕组上感应出

高压电，供火花塞跳火。要检查点火系统，需先将进气管上体的盖板取下，然后拔下一缸的高

压线，将备用的火花塞插到高压线的端头上。将两头带夹子的导线一头夹在火花塞壳体上，另

一头夹在气缸体上进行搭铁。启动发动机，发现火花塞跳火强烈并呈蓝白色，这表示点火系统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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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问题。应进一步检查燃油供给系统。
首先，检查了燃油器和外部油管，确认燃油箱内油量充足，外部管路无渗漏。然后取下燃

油分配器进油管接头上的弹性卡箍（在拔下进油管之前，因燃油管路内压力较大，应把抹布或

棉纱裹在油管接头周围，然后小心地拔下进油管，以避免压力燃油四处飞溅），再打开点火开

关。点火开关处于“ＯＮ”挡大约３ｓ后，发现并无燃油流出，说明燃油泵没工作，应对燃油供给

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先检查燃油泵保险，打开位于驾驶员脚窝处的中央配电盒，拔下第１８号保险（燃油泵保

险），查看保险丝并未熔断。再拔下中央配电盒第１２号位置上的燃油泵继电器，用万用表测量

中央配电盒燃油泵继电器端子３０（火线）对搭铁的电压，为１２Ｖ，证明分线器无故障。然后打

开点火开关，测量中央配电盒燃油泵继电器端子８６对搭铁的电压，结果也是１２Ｖ，也排除了

点火开关故障的可能性。安装好燃油泵继电器，打开点火开关，测量第１８号保险处有无电流

通过，结果有电流通过，证明燃油泵继电器也正常，说明燃油泵有故障，需要拆卸更换燃油泵。
捷达王轿车的电动燃油泵安装在汽油箱内，在拆卸燃油泵的过程中，发现燃油泵的导线端

子结合不是很紧，经仔细察看发现导线接头端子面上有氧化的迹象。氧化层会导致接触不良，
从而产生故障。将电动燃油泵导线端头处理干净后夹紧，把燃油泵恢复原状，装车后试车，怠

速、提速等工况一切正常。
注意在取下电动燃油泵的进、出油管时，一定要先取掉管头的卡箍，然后按轴向拔出油管，

不要因位置狭小而向径向用力，因电动燃油泵的进、出油管接头是塑料件，极易造成损伤。如

果接头有损伤，则需更换新件。

２５ 行驶中突然慢慢熄火，再启动后发动机工作不稳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在行驶中突然慢慢熄火，再启动后发动机工作不稳，接着很快又熄火。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发动机慢慢熄火与燃油系统有关，但经检查燃油系统工作正常。拔下中央高压线做跳火

试验，发现火花很强，说明点火系统正常。再检查点火正时，发现分电器固定螺栓松动，上下活

动分电器，分电器可上下窜动。将分电器固定好后，发动机能顺利启动。但发动机工 作 不 稳

定，加速时排气管放炮。以为是点火时间晚。松开分电器固定螺栓，反复调整点火正时，试车，
一会儿化油器回火，一会儿排气管放炮。

从新出现的故障现象分析，该车可能是点火错乱。检查分电器盖、分火头，均无故障。检

查正时皮带，松紧合适，不可能发生跳齿现象。这时想起分电器固定螺栓曾松动过，会不会发

生分电器齿轮折断现象呢？

由于分电器固定螺栓松动，造成分电器向上窜动，齿轮不规则折断，同时螺栓松动使分电

器左右转动，造成发动机熄火。重新启动发动机时，由于分电器齿轮断齿，使点火正时错乱，发

动机工作不稳，加速不良。这时，再怎么调分电器，也调不出正确的点火正时。折下分电器，结

果发现分电器齿轮有不规则断齿现象。更换分电器后，故障排除。

２６ 更换仪表照明灯后发动机自动熄火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１９９９年１月份生产的捷达王轿车，装用的是 ＡＨＰ型号发动机，该车曾更换过一次

仪表照明灯泡之后便出现了在行车或怠速过程中时常熄火的故障现象。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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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故障排除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故障阅读仪查询后确定是速度传感器偶发性故障。捷达王轿车速度传感

器为霍尔效应式传感器，安装在仪表线路板上（速度表边侧）。电控单元从该传感器获得行驶

速度信号，节气门体利用该信号进行怠速稳定控制。如果速度传感器信号中断，直接故障现象

就是速度表无转速，即行车时无速度显示；间接故障现象就是行驶性不好，即上述故障现象。
根据车主所述，该车曾更换过仪表照明灯泡，极有可能是在更换过程中不小心碰到了速度传感

器而发生故障。拆下仪表进行检查，果然该传感器与仪表板接触不良，所以使故障现象表现为

偶发性故障，重新修复后试车，故障排除。
第１代捷达王轿车具有限速装置，最高时速只能达到１７０～１８０ｋｍ／ｈ，ＥＣＵ 就是根据速

度传感器传送的速度信号对发动机进行限速控制的。有的车主为使自己的车能达到更高时

速，将速度传感器与电脑连接线拔出，拔出后同样会产生上述故障现象。

２７ 汽车无法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车捷达 ＧｉＸ轿车，用户反映车启动不了。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对 发 动 机 电 脑 ＥＣＵ 进 行 检

测，结果无法进入其控制单元。
（２）故障排除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对防盗 控 制 单 元 进 行 检 测，判 断 防 盗 器 控 制 单 元 是 否 锁 住 发 动 机 电 脑

ＥＣＵ。经检查防盗 器 系 统 正 常，说 明 防 盗 器 控 制 单 元 没 有 干 扰 发 动 机 ＥＣＵ。分 析 Ｖ．Ａ．
Ｇ１５５２无法进入发动机 ＥＣＵ 的可能性有两种：① 发动机 ＥＣＵ 损坏，ＥＣＵ 本身有故障。②
给ＥＣＵ 供电的主电源线或其接地线有断路、短路或接触不良现象。

拔掉发动机 ＥＣＵ，发现该ＥＣＵ 有长期被水浸蚀的现象，ＥＣＵ 各针脚有大量的锈迹。再

仔细检查发现该 ＥＣＵ 的６２号针脚从根部锈蚀断裂，而该针脚就是为 ＥＣＵ 提供主电源的针

脚。原来这就是造成该车启动不了，Ｖ．Ａ．Ｇ１５５２无法进入发动机控制单元的原因。更换新的

ＥＣＵ，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匹配后，故障排除。

２８ 发动机启动需要较长时间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Ｃｉ轿车在蓄电池、起动机正常的情况下，不分冷车、热车，均存在启动时间过长

的现象。当踩下加速踏板后，启动会顺利一些。
（２）故障排除

在测得燃油压力正常后，对节气门体进行了清洗（以前有过几次维修捷达车因节气门体过

脏后，需踏下加速踏板才能启动的经历），并更换了火花塞后，故障现象有所减轻，但启动时间

还是偏长（需５～６ｓ）。利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检测发现，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Ｇ２８信号不良。经过

对 Ｇ２８检查发现，该插头有明显的人为不正当拆装痕迹，造成该插头没有单个配件更换，考虑

到更换发动机线束成本高，用户难以接受，也不符合修理原则。最后用线卡子将 Ｇ２８接头固

定后，故障现象消失，启动顺利。
本案例中，维修人员充分考虑到为用户节约成本的因素。

２９ 有着火迹象但始终不能启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在启动时发动机有着火迹象，但始终不能启动。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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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故障分析与排除

首先检查供油系统，未发现异常。接着检查点火系统，因该车无中央高压线，故拔下第一

缸高压线，用起子做跳火试验，结果发动机竟然启动了，且一缸分缸线跳出的火花正常。当停

止跳火试验后，发动机马上又熄火。
从以上现象分析，可能是第一缸火花塞损坏了。换上一个新的火花塞后，发 动 机 顺 利 启

动，怠速平稳，加速正常。
（３）分析

这是静态高压分配点火系统的典型故障。通常情况下，不采用这种点火系统时，某一缸缺

图２－５　双火花点火线圈

火发 动 机 是 能 启 动 的，启 动 后 若 有 一 缸 缺 火

发动机也不会立即熄火。该车采用双火花静

态高压分配点火系统（图２－５），无需分电器。
在静 态 高 压 线 壳 体 内 有 两 个 点 火 线 圈，在 次

级点火 线 圈 的 两 个 输 出 端 上 各 接 一 个 火 花

塞，形成点 火 回 路，当 双 火 花 点 火 线 圈 Ｎ１２８
上的次级线圈当中的一个输出端所连接的第

１缸处 于 压 缩 行 程 上 止 点 时，气 缸 内 部 压 力

大，火花塞电极间压缩气体电阻也很大，而相

应线圈另一端所连接的第４缸恰好处于排气

行程上止点，气缸压力接近大气压，火花塞电

极间气体电阻较小，易被击穿跳火，所以大部

分跳火能量集中在做功的第一缸上。也就是

说若 该 车 任 一 火 花 塞 断 路 损 坏，都 会 造 成 两

只缸不工作，从而导致发动机不能启动。

３０ 捷达王怠速不良易熄火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１９９８年产的捷达王（ＧＴＸ），行驶里程为７６０００ｋｍ。故障现象为发动机怠速不良，
怠速转速在８００～１２００ｒ／ｍｉｎ之间变化不定，加速不良，有时空挡滑行熄火。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用大众公司专用故障阅读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故障代码，输入１（快速数据传输）→０１（发

动机地址码）→０２（选择查询故障代码功能），显示如下：

２ｆａｕｌｔ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０１１６５０２０
Ｔｈｒｏｔｔｌｅｖａｌ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ｎｉｔ－Ｊ３３８
Ｆａｕｌｔｉｎｂａｓ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
００５３３０１４
Ｉｄｌ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ａｄｄ）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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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故障记忆

故障码０１１６５
节气门体控制单元Ｊ３３８基本设置错误

故障码　００５３３
怠速调节超过自适应界限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测量 有 关 数 据，输 入１、０１、０８（选 择 测 量 数 据 流 功 能），０１（输 入 显 示 组

０１），显示如下：

读取测量数据块１ →

８４０ｒ／ｍｉｎ　　１．９５ｍｓ　　７°＜　　１２．０°　　ｖ．ｏｔ

显示区３是怠速时节气门开度信号，正常值为２°～５°，本车为７°，超出允许范围。根据修

理经验，故障原因可能是节气门体太脏所致。拆下节气门体发现油污很多，用化油器清洗剂清

洗干净后装车，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进行基本设置，步骤如下：先连接 Ｖ．Ａ．Ｇ１５５１，接通点火开关，
但不启动发动机，输入１→０１→０２→０５（清除故障代码）→０４（选择基本设置功能）→９８（输入显

示组９８），按 Ｑ 键确认，这时屏幕显示：

读取测量数据块９８ →

５．０８０Ｖ　　５．０８０Ｖ　　Ｐａｒｔｔｈｒｏｔ　　ＥＲＲＯＲ

显示区１是节气门电位计电压，在正常范围内。显示区４是节气门状态，在怠速状态应显

示“Ｉｄｌｉｎｇ”，而测量结果却显示“Ｐａｒｔｔｈｒｏｔ”（部分负荷状态），这说明节气门体内的怠速触点在

怠速时不能闭合。拆下节气门体，放松节气门，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怠速触点正极３和负极７
之间的阻值，为∝，证明怠速开关确已损坏。按技术要求，对节气门体不可解体拆修，应更换节

气门体。装车后，基本设置顺利完成，试车，故障排除。

３１ 凉车无高怠速及嘬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行驶６万千米捷达电喷车，司机反映凉车着车怠速不稳而且嘬车，耗油量明显增加

（１２Ｌ／１００ｋｍ）。
（２）故障排除

冷车启动发动机，发现根本无高怠速，加速迟缓，但是热车工况良好。此类故障多为氧传

感器、燃油泵或水温传感器故障，故决定测量上述部件。经测量水温传感器和燃油泵压力，均

在正常范围，只有氧传感器电压在０．２～０．４Ｖ 之间变化（正常值应在０．１～１Ｖ 之间变化），说

明此传感器信号偏低，决定拆下氧传感器。在拆下时发现有少量脏物，更换完毕启动发动机故

障依旧。

接下来用电眼睛４３１（升级版）读故障码。测量显示该系统正常无故障存在，再用４３１读

数据流指示氧传感器怠速全负荷自适应值偏低。引起自适应值偏低的原因可能有：① 机油

被稀释；② 喷油器损坏；③ 油压过高；④ 炭罐清除电磁阀始终开启；⑤ 空气流量计损坏；⑥ 氧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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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加热损坏或氧传感器良。
经过检查，发现是空气流量计本身有故障，更换一个新的空气流量计。将车放凉后启动发

动机，凉车高怠速平稳为１２００ｒ／ｍｉｎ，加速良好，路试无故障，问题解决。
（３）小结

因为冷车时发动机为开环模式，氧传感器不工作，空气流量计损坏，ＥＣＵ 监测不到所需油

量，故冷车不稳、嘬车；车热发动机为闭环模式，氧传感器工作，故怠速平稳加速无问题。

３２ 怠速偏高、抖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曾在其他汽修厂检修过。检修时，用汽车检测诊断仪器进行诊断，显示此车

有氧传感器故障码存在，其他各传感器、执行器工作完好。更换了氧传感器后，用诊断仪器清

码，发现故障码依旧存在，无法清除。故障现象依旧存在。
（２）故障排除

针对汽车有氧传感器故障存在，而故障码清除不掉这一现象分析，怀疑故障不是在氧传感

器上，而是在其他元器件上，是其他元器件引起的氧传感器故障现象。
在以后的检测诊断中，对其他各传感器、执行器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分析。用仪器进行数

据流分析，发现发动机在工作过程中，数据流显示在怠速时节气门控制器的节气门开度为８０，
且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偏高，空燃比偏浓。发动机怠速时，正常的节气门开度应在２０°～５０°。
看样子问题应出在节气门控制器上。经仔细检查发现节气门控制器脏污，清洗节气门控制器，
故障排除。发动机工作一段时间后检查发动机，无故障码存在。换回旧的氧传感器，工作依旧

良好。
（３）总结

氧传感器在汽车工作过程中，如果发动机工作不良，其排放尾气检测中 ＣＯ、ＨＣ、ＮＯｘ 的

含量将有所变化，从而引起氧离子浓度的变化。氧传感器在工作时，是其他各元件故障的代言

元件，即当氧传感器出现故障时，故障并不一定在氧传感器本身，有可能是其他元件工作不良，
使排放物的含量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此故障码的存在。

３３ 怠速不稳，部分负荷冒黑烟故障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２０Ｖ 轿车怠速不稳，部分负荷冒黑烟，有时换挡熄火。
（２）故障排除

经检查，电脑内故障存储为空气流量计故障，但具体检测空气流量计电路时情况正常，更

换空气流量计故障依旧，更换电脑后冷车正常，热车后故障依旧。这时（Ｖ．Ａ．Ｇ１５５１故障诊断

仪）再检测全车数据块，发现０８数据组第７组第２区氧传感器电压变化频率慢。正常变化每

分钟２０～３０次，此时平均只有５～６次，说明氧传感器有故障。
更换氧传感器，故障排除。
（３）故障分析

此故障在于电脑内出现空气流量计信号与氧传感器信号矛盾，实际上是由于氧传感器失

准，造成误调节，但从结果上看和空气流量计信号严重超差，造成氧传感器无法调整是一样的。
这里电脑优先考虑重要信号即空气流量计信号，只要能正确理解电脑的故障提示，问题就不难

解决。这个故障可理解为：从与空气流量计有关的故障，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氧传感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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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我们对其原理多了解一些，去对应不同情况。

３４ 怠速不稳、行驶无力并冒黑烟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２０Ｖ 发动机怠速不稳、行驶无力并冒黑烟，做一次基本设定故障排除，但几天后

又出现反复。
（２）故障排除

经检查，电脑显示空气流量计偶然性故障，更换空气流量计故障依旧，更换电脑故障依旧，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故障诊断仪，再检测全车数据块正常，但具体检测空气流量计电路，发现空气

流量计信号线电阻值偏大，正常值为０．５Ω，而实际值达３．６Ω。

真正原因是线路有虚接，处理线束插头，故障被排除。
（３）故障分析

这种故障属于特别故障，但是在实际维修中却经常遇到，而且解决起来相对困难。捷达轿

车的空气流量计信号线位于插头的转角处，容易产生错位故障，造成接触不良。空气流量计作

为一个重要的零件，其故障率是很低的，当电脑提示其故障时，要慎重对待。

３５ 发动机怠速不稳、排气管突突且冒黑烟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发动机怠速不稳，排气管突突，冒黑烟，同时加速不良。
（２）故障排除

首先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测，显示３个故障：

３个故障记忆

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不可靠信号

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对地开路／短路，偶发故障

氧传感器 Ｇ３９对地短路，偶发故障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清除故障代码，发现空气流量计故障不能清除，怀疑空气流量计损坏，更

换后故障仍不能清除，试车故障现象依旧。把发动机控制单元插头拔掉，等待大约１０ｍｉｎ后

再装上，再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已没有空气流量计故障，而出现了其他因断电造成的假故障，

但都能清除。清除故障后试车，发现排气管仍冒黑烟，故障并没有排除，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

还是出现上述３个故障。分析有关数据发现测量氧传感器信号异常：

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ｂｌｏｃｋ７
７．８％　　０．１３　　０％　　１．００

显示区２是氧传感器信号，数值为０．１３且不变化，而正常值为０．１～０．９Ｖ 之间连续变

化。氧传感器信号值低表示混合气较稀，发动机 ＥＣＵ 将根据此信号增加喷油量，而实际上是

排气管冒黑烟，混合气过浓，氧传感器反馈给 ＥＣＵ 一个错误信号，由此判断是氧传感器失效

造成上述故障，更换氧传感器后故障排除。

如果氧传感器只是堵塞，可以用有机溶剂进行清洗，例如用酒精浸泡等。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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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怠速不稳，加速不良且时好时坏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发动机怠速不稳，加速不良，故障时好时坏，没有规律。
（２）故障排除

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发动机电控系统，结果没有故障记忆，测量 有 关 运 行 参

数，也没有发现异常。怀疑油路故障，应检查燃油压力和喷油器是否良好。在进油管与燃油分

配管之间串联汽油压力表，启动发动机，测量燃油压力为０．２５ＭＰａ正常，怀疑喷油器不良，拆

下进气管，拆下所有喷油器，测量各喷油器电阻值均为１５Ω，说明其内的电磁线圈良好，没有

电气故障。在喷油器试验台上做喷油量试验，发现各喷油器的喷油量不一致，单个喷油器几次

试验喷油量也不一致，单个喷油器的几次试验喷油量也不一样，且喷油状态雾化不好，说明喷

油器内部被汽油胶质堵塞，用清洗机清洗后，再次检测喷油量正常，装车后故障排除。这是修

理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故障。

３７ 怠速不稳，开空调后怠速太高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电喷车发动机怠速不稳，开空调后怠速太高，达１７００ｒ／ｍｉｎ。
（２）故障排除

询问车主故障发生经过，说此车是出租车，已行驶５００００ｋｍ，先是出现怠速不稳，滑行易

熄火，加速不良且油耗增高的故障，听说清洗节流阀能解决问题，为节省费用，于是自己买了化

油器清洗剂，拆下节流阀进行清洗，装车后便出现了怠速不良的故障。
由此可知，故障原因是清洗节气流阀体后没有进行基本设置和清除学习值所致，按上例所

述进行匹配并清除学习值，试车，故障排除。
在此也提醒修理人员，如果没有大众公司专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请不要清洗节流

阀，以免造成发动机怠速失控。

３８ 怠速不稳，忽高忽低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电喷车发动机怠速不稳，忽高忽低，有时转速达１２００ｒ／ｍｉｎ，降不下来。
（２）故障排除

根据故障现象，怀疑车主在其他修理厂清洗过节流阀但没有进行匹配，但车主说该车以前

没有故障，也没有在其他修理厂检修过。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发动机电控单元没有故障记忆，
启动发动机并怠速运转，测量节流阀开度，发现在３．５％～７％之间变化不定。判断节流阀脏

污，拆下清洗后，发现不能进行基本设置，显示如下：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ｂａｓ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０６０
７２．１％　　８５０％　　８　　ＥＲＲＯＲ

接通点火开关但不启动发动机，检查节气门状态，输入１、０１、０８、０５：

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ｂｌｏｃｋ５
０ｒ／ｍｉｎ　　０％　　０ｋｍ／ｈ　　Ｉｄ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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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区４是节气门状态，Ｉｄｌｉｎｇ表示怠速触点闭合，正常。启动发动机并怠速运转时，测

量数据有以下异常：

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ｂｌｏｃｋ５
０ｒ／ｍｉｎ　　０％　　０ｋｍ／ｈ　　Ｐａｒｔ　　ｔｈｒｏｔ

显示区４在“Ｉｄｌｉｎｇ”和“Ｐａｒｔｔｈｒｏｔ”之间变化不定，Ｐａｒｔｔｈｒｏｔ表示部分节气门打开（怠速

触点断开），正常时在没踩下油门的情况下应显示Ｉｄｌｉｎｇ，由此可见，这时节流阀体内出故障，
按技术要求，节流阀体不可拆修，更换一新节流阀体后，故障排除。

３９ 怠速不稳、加速不畅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有一辆捷达王轿车进厂进行修理，其主要故障现象是怠速不稳，加速不畅。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捷达王的怠速控制装置采取的是电控节气门式，怠速不稳常常是由于节气门体太脏造成

的。将节气门体拆下进行清洗，复装着车后怠速仍然不稳。随后又检查了火花塞并对喷油器

实施了不拆解清洗，发现故障并未排除。用检测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对电控系统进行诊断，没有故

障码显示，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氧传感器λ值不符合标准，变化缓慢，随即对氧传感器进行了

更换。更换后虽然有些效果，但故障现象依然存在。
在这之后，我们对发动机尾气排放进行了检测，检测中发现，发动机怠速时尾气排放指数

偏高，而加速时 尾 气 排 放 指 数 又 偏 低。由 此 怀 疑 到 了 空 气 流 量 计，并 且 推 断 喷 油 嘴 仍 然 有

故障。
将空气流量拆下检查，发现空气流量计受到污染，随即对其进行了清洗，而且将喷油嘴又

进行了一次拆解清洗，将它们复装后，故障症状有了明显改观，怠速稳定，加速也明显好转。不

过根据以往的经验，加速性能仍不理想。
为了搞清原因，修理工再次将喷油嘴拆下，对喷油量进行测量，结果符合标准。当通过喷

油器座孔对气门处进行检查时，发现进气门污染严重，上面堆着厚厚一层积炭。为了彻底排除

故障，与车主商议后决定对发动机进行解体，以去除这层积炭。经过专业的拆装清洁操作，故

障得以排除。
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进入曲轴箱的未完全燃烧废气通过曲轴箱强制通风

管再次回到了进气歧管，对进气门造成了污染。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燃油品质参差不齐，所以在

用车中经常会加入不符合标准的劣质燃油，劣质燃油燃烧中产生的胶质会超出标准许多倍，所

以极易产生积炭、结垢，导致发动机工作时混合气偏稀，加速无力。后经向车主查实，此车常跑

长途，有时加油比较随便，最终导致此故障出现。

４０ 怠速高且不稳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２Ｖ 电喷车发动机怠速高且不稳，高达１４００ｒ／ｍｉｎ，同时感觉加速不良。
（２）故障排除

经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有如下故障记忆：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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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Ｉｎｔａｋｅ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７１
Ｏｐｅ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ｈｏｒｔｔｏＥａｒｔｈ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ｆａｕｌｔ

测量有关数据如下：

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ｂｌｏｃｋ２
１４４０ｒ／ｍｉｎ　　３７．２％　　６．１ｍｓ　　５２０ｍｂａｒ

显示区１是发动机转速，显示区２是发动机负荷，显示区３是喷油时间，怠速时正常值是

２～５ｍｓ，显示区４是由进气压力传感器测得的发动机负荷，正常值约３０～４０ｋＰａ，上述几个参

数都超出怠速时的正常范围，怀疑进气压力传感器有故障，更换进气压力传感器后，试车故障

没有排除，发现各测量参数也没有变化，说明进气压力传感器线路可能有故障。
进气压力传感器 Ｇ７１和进气温度传感器 Ｇ４２集成在一体，装在进气管的膨胀箱上。分别

拔下传感器和电控单元接线插头，万用表电阻挡和电控单元接线插头，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两者

间的阻值，发现电控单元９５脚和传感器４脚之间的绿色线时通时断。沿此线检查，发现在传

感器插头的根部断路，绿线的线皮已断开一半，里面铜线完全断开，只有另一半线皮相连，重新

接好此线后，再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各参数恢复正常，试车故障排除。
（３）小结

在后来修理中又遇到了多起类似的故障，或者是进气压力传感器的绿色线或者是红紫线

断路，因是从插头根部断开，不好重新连接，需把插头端子取出来才能接上。这是捷达２Ｖ 电

喷车的一个易发故障，原线束较短，与传感器连接后线束受力较大，加之线径较细，使用日久后

发硬变脆，长时间颠簸容易断开。

４１ 发动机有时怠速高、转速回落慢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该车特别是在行驶中收油后，ＡＨＰ发动机转速在２０００ｒ／ｍｉｎ左右停留时

间特别长，不像正常车辆收油后即回落到正常怠速８６０ｒ／ｍｉｎ左右。
（２）故障诊断分析及处理

此车曾在几个地方修过，用仪器检测均没查出故障。用金奔腾汽车电脑解码器检测时，也

没有故障码。于是读取测量数据块，当看到水温信号显示６６℃时，此车温已是热车状态，便猜

测水温传感器出现了故障。当水温表指示到中间格，且风扇Ⅰ挡已转，这时水温度该在９５℃
左右，但是仪器显示６６℃。看来一定是水温传感器的故障。

因为水温信号对空燃比的控制较主要，对空燃比起修正作用。当发动机 ＥＣＵ 由水温及

进气温度判断为冷车状态时，发动机ＥＣＵ 就会增加喷油脉宽，即多喷油来保持发动机的冷怠

速。随着水温不断升高，发动机的内阻逐渐减小和燃油雾化的加强，发动机 ＥＣＵ 就要根据水

温信号不断地按照内存数据和程序来减小喷油脉宽，即可保持怠速转速，直至热车。而此车虽

是热车状态，但水温信号给的却是不热车信号，这样发动机 ＥＣＵ 据此判断便不是热车状态，
这时喷油脉宽相应就会增加从而造成上述故障现象。

更换一个新水温传感器后，监测水温信号，仪器显示数值跟水温表显示的数值同步，试车

检查，故障排除。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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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发动机怠速发抖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Ｘ轿车，配备发动机型号为 ＡＨＰ。故障现象表现为发动机怠速发抖。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启动发动机后，怠速运转发动机抖动，有个别缸工作不良感觉，加大油门抖动稍好。首先

对点火系统进行检查。火花及火花塞间隙均正常且各缸均工作。接着检查燃油供给系统，如

果燃油供给不足，也会造成发动机抖动，分别检查怠速油压、加速变化油压及熄火后保持压力

均正常。
使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 进 入 发 动 机 电 控 单 元，查 询 故 障 存 储 器，无 故 障 码 显 示。用 Ｖ．Ａ．

Ｇ１５５１阅读发动机电脑的数据流，通过数据观察各元件性能。进入０８→０７数据块，第二区域

显示０１５Ｖ，此显示值是氧传感器电压，一般正常显示应在０．３Ｖ 以下至０．７Ｖ 以上进行跳动

显示。怀疑氧传感器堵塞，更换一只氧传感器故障依然未排除。阅读数据块０８→０２，第四显

示区，显示２．２ｇ／ｓ。一般显示２．７ｇ／ｓ左右比较正常，更换空气流量计，故障仍未排除。
根据对０８数据块的阅读及更换的元件分析，氧传感器和空气流量计问题不大，数据流显

示值是实测值，氧传感器电压低，说明燃油混合气稀，空气流量值低，说明进气量小，如果进气

量小信号输给控制电脑，喷油量经过控制电脑修正使喷油量变小，燃油混合气稀说明进气量

大，这就很可能是进气管路漏气，多余空气没有经过空气流量计而进入气缸燃烧。检查进气系

统无泄漏情况。另一个进气通道是活性炭真空系统。检查该系统发现活性炭罐电磁阀长开不

能关闭。一般情况活性炭系统不工作，电磁阀是应关闭的。更换活性炭罐电磁阀故障排除，怠

速平稳正常。
（３）故障分析

活性炭罐是用来收集汽油箱内燃油蒸气的装置，同时又是汽油箱通向大气的通道。为了

防止燃油蒸气对空气污染，由活性炭罐中活性炭收集并吸附从汽油箱来的燃油蒸气，再送到发

动机燃烧。活性炭罐到发动机有一管路，管路上安装一个电磁阀，由发动机电控其开闭。当发

动机加速和转速较高时，活性炭电磁阀打开，通过进气道真空将活性炭收集的燃油蒸气吸入进

气道再燃烧。当活性炭罐电磁阀损坏，常开电磁阀开启与关闭不受发动机电脑控制，有一股空

气直接通过活性炭罐及管路进入进气管，而没有通过空气流量计测量，使发动机电脑收到一个

比正常 空 气 量 小 的 空 气 流 量 信 号，使 喷 油 量 减 少，混 合 气 稀，造 成 发 动 机 功 率 不 足，发 动 机

抖动。
通过这一事例说明，进气管路及进气歧管漏气对发动机怠速影响很大。尤其活性炭真空

管及电磁阀故障比较隐蔽，希望引起修理人员在修理过程中注意。

４３ 热车后怠速严重抖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２阀）车由于怠速“游车”清 洗 节 气 门 体 并 用 金 奔 腾 解 码 器 进 行 基 本 设 定

后，怠速稳定在７６０～８００ｒ／ｍｉｎ之间，基本达到出厂要求。第二天清晨启动发动机，热车后怠

速严重抖动。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连接金奔腾１５５２解码器，调出１个故障码：００５３３，为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对地开路或短路，
估计是因拔下插头所致。消码后进入数据流０２组第４区，进气空气质量怠速时为４．０ｇ／ｓ，做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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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动作，可升至１５．０ｇ／ｓ以上，响应良好。继续搜索，发现０１组第４区点火提前角怠速时在

６°～１５°之间波动。由此可见，点火提前角不稳定会引起怠速抖动。返回故障码测试功能，又

出现了 Ｏ０５３３故障码。于是用探针刺破 Ｇ７０插头第４脚，用万用表量取实际信号电压，怠速

时为００５２５故障５４，即λ传感器 Ｇ３９信号故障码，立即引起了维修人员的注意。进入数据流

０７组第２区，λ传 感 器 电 压 为０．３６５Ｖ，急 加 速 无 任 何 变 化。拔 下 该 传 感 器 插 头，电 压 变 为

０４５Ｖ，说明线路良好。
最后得出结论：由于λ传感器中毒，失去活性，ＥＣＵ 对混合比失控，燃烧不充分，引起点

火提前角波动，其现象便是怠速抖动、尾气重、有“突突”声。
（３）小结

维修人员对此感到不可理解，甚至不能接受，原因有两个：① 在三保作业时并未触及排

气管上的λ传感器，怎么就突然坏了？而且在该厂维修过的 ＧＳｉ电喷车无此先例，就算是它有

问题，难道会导致如此严重的怠速抖动现象？② 显示的明明是 Ｇ７０空气流量计故障码，为何

断定是λ传感器故障？λ传感器信号失常，ＥＣＵ 优先考虑空气流量计。反过来说，如果空气流

量计损坏了，当然混合气失常，λ传感器信号输出受到影响，其实是一个道理。③ 在作业前，λ
传感器也许是良好的，但在作业中机油、防冻液难免流入排气歧管中，这样就加速了λ传感器

失效。
经过一番讨论，司机仍似信非信，但最后决定购买新件。更换后试车，故障消失。为验证

效果，再次进入数据流，怠速时的数据正常，进行急加速，λ电压随之上升，响应良好。

４４ 怠速抖动严重、发动机故障灯亮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发动机怠速不稳，抖动极大，加油时生油味较重，排气管冒黑烟；驾驶员反

映，该车近期油耗增加。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接通点火开关，启动后发现故障灯不熄灭，说明该发动机有故障。利用本 车 的 自 诊 断 系

统，调出故障码为００５２５，经查故障码表，故障属于氧传感器。装于排气管消声器前部氧化锆

式氧传感器，实为一个固体电池，在正常工作时能发出０．１～０．８Ｖ 的变化电压信号，此信号反

馈输入到发动机电控单元（ＥＣＵ）以控制汽油喷射达到最佳的空燃比（１４．７∶１）。
启动发动机使其升到正常工作温度，用高阻数字万用表测氧传感器 Ｇ３９插座电压为０Ｖ，

表明该传感器已损坏，从而使ＥＣＵ 收到“稀”混合气信号，导致 ＥＣＵ 发出加浓混合气的命令，
结果使油耗增大，排气管冒黑烟。初步诊断为氧传感器损坏，于是换上新的传感器，但是故障

依旧，看来故障并不在氧传感器。
继续用数字万用表检查，发现氧传感器的加热器 Ｅ１９插座无电压，查线路正常。最后查

至加热继电器发现加热继电器损坏，更换后发动机恢复正常，仪表板上故障灯熄火，故障得以

排除。最后将故障码清除，并将原来的氧传感器装上。
该故障属于氧传感器的加热继电器损坏，导致氧化锆传感器不能达到工作温度（３００℃以

上），而无信号输出，ＥＣＵ 收到错误信息导致混合气过浓造成发动机排气管冒黑烟。

４５ 怠速不稳且油耗增加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发动机怠速不稳，排气管冒黑烟。驾驶员反映该车近期油耗增加。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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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故障排除

该车系一汽大众９０年代后期产品，装有２０气门４缸发动机，采用 Ｍ３．８．２全电子控制点

图２－６　氧传感器电路示意图

１—加热继电器；２—氧传感器；３—ＥＣＵ；４—加热器

火和 Ｍｏｔｒｏｎｉｃ多 点 燃 油 喷 射 系 统。接 通 点 火 开

关，发动机启动后故障指示灯不熄灭，利用该车的

自诊断系统，调出故障代码为００５２５，属氧传感器故

障。
启动发动机使其升至正常工作温度。用高阻

数字万用表测 得 氧 传 感 器（图２－６）插 座 处 电 压

为０Ｖ，初步诊断为氧传感器损坏，于是换用新传

感器，但故障依旧，说明故障并不在氧传感器。
继续用数字式万用表检查氧传感器的加热器

插座，无电压，但线路正常；最后查至加热继电器，
发现加热继电器已损坏。更 换 加 热 继 电 器 后，发

动机恢复正常，仪表板上故障指示灯熄灭，故障得

以排除。最后清除故障代码，并 将 原 来 的 氧 传 感

器换上。
（３）故障分析

该故障为氧传感器加热继电器损坏，因氧化锆式氧传感器工作温度不能上升到３００℃以

上，致使其无信号输出，ＥＣＵ 就按稀混合气工况发出加浓混合气的命令，造成发动机排气管冒

黑烟。

４６ 捷达王怠速时抖动严重和加速时冒黑烟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一汽大众１９９８年生产的捷达王轿车，出现怠速时抖动严重和加速时 冒 黑 烟 的 故 障

现象。
（２）故障诊断

根据以往 经 验，此 现 象 应 为 混 合 气 过 浓，且 空 气 流 量 计 损 坏 的 可 能 性 较 大，可 是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测并没有故障代码储存。用万用表仔细测量空气流量计的１号和２号端子之

间的动态电压，为４．５Ｖ 左右，而且固定不变（正常值应在０．４５～４．８Ｖ 之间变动），由于 ＥＣＵ
始终判断其为最大进气量，并据此控制喷油器的喷油量，因而在怠速和加速时便造成发动机抖

动和冒黑烟，取一新的空气流量计换上后，故障消失。

４７ 捷达王怠速不稳、加速排气管冒黑烟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行驶里程约３万千米，出现发动机怠速不稳，加速时排气管冒黑烟的现

象，同时百公里油耗超过２０Ｌ。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试车后 检 查，其 症 状 确 如 顾 客 所 诉。捷 达 王 轿 车 的 电 控 系 统 没 有 故 障 显 示 灯，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该车发动机控制单元的故障存储，显示“空气流量计信号不正常”、“节流阀体

超出调整范围”偶发性故障及“λ传感器对地短断路”永久性故障。
查看发动机控制系数据时发现，其λ值始终在０．２Ｖ 保持不变。正常情况下λ值应该在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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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８Ｖ 之间变化，由此可以看出λ传感器失效，空燃比不能自动调节，喷油量增加，造成

发动机怠速不稳，加速排气管冒黑烟，同时引发另外两个偶发性故障码。于是决定更换λ传感

器。更换λ传感器并清除发动机控制单元故障码后，对其电控系统重新进行基本设定，重新发

动发动机，发动机工作正常。原地怠速，急加速都正常，排气管也无黑烟冒出。试车跑了几公

里，一切都正常，通过观察 Ｖ．Ａ．Ｇ１５５１的数据流也都正常，于是把车交给客户。
两天后客户又反映，车在急加油门时仍然有一股淡淡的黑烟。再次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

该车发动机控制单元的故障存储，这次只出现“空气流量计信号不正常”一个偶发性故障。认

真检查空气流量计和它的线路，未发现任何问题。决定更换一个好的空气流量计试一试。在

换完空气流量计并清除发动机控制单元故障码后，对其电控系统进行基本设定之后重新试车。
刚开始发动机一切正常，可是过了１个小时排气管又开始冒黑烟。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再次检查该车发动机控制单元的故障存储，这次依然出现“空气流量计信

号不正常”这个偶发性故障。但空气流量计是好的，为什么仍然出现这个偶发性故障呢？是不

是其他原因引发的故障呢？

因为发动机控制单元只能监控部分传感器和执行元件，非电控部分元器件就无法监控，根

据这个思路再次重新检查非电控部分。首先，先检查发动机的气缸压力，未见异常。于是又用

汽油压力表检查油路压力，汽油泵和燃油压力调节器也都正常。接着又检查喷油嘴的喷油量、
雾化状况及其密封性、点火线圈、高压线和火花塞也都正常。

当用 ＭＯＴ２５０博世发动机综合检测仪检测发动机点火波形时，发现其点火波形有异常，
高压点火电压约７５００Ｖ 左右，综合前面检测的情况分析，毛病可能是点火线圈受热后出现匝

间短路，造成点火电压偏低，从而使发动机燃烧不完全。
更换一个新的点火线圈，发动机状况马上好转，怠速运转平稳，加油门排气管也没有冒黑

烟。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发动机控制单元的故障存储，没有故障存储。经过长时间试车，故障

再也没有出现。
（３）小结

捷达王轿车采用的是无分电器独立点火装置，两个点火线圈控制四个火花塞。从理论上

讲分配到每一个火花塞上点火能量足够。但是这部车点火线圈受热后出现匝间短路，造成点

火电压偏低，从而使发动机燃烧不完全，而尾气超过λ调节范围。这时发动机控 制 单 元 产 生

“空气流量计信号不正常”偶发性故障，同时调整点火提前角及喷油量，从而将普通点火系统因

点火能量不足引起的发动机动力不足的现象掩盖，造成发动机工作时某些故障不易发现，从而

对维修人员产生误导，增加维修难度。

４８ 发动机怠速不稳，空挡滑行时易熄火同时感觉加速不良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发动机怠速不稳，空挡滑行时易熄火，同时感觉加速不良。
（２）故障检修

用大众公司专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结果没有故障记忆。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测量

数据流，输入１→０１（选择发动机地址码）→０８（选择测量数据流功能）→０３（输入显示组０３），屏

幕显示：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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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ｂｏｌｃｋ３
８６０ｒ／ｍｉｎ　　４７９ｍｂａｒ　　０．１％　　３．７°　　ｖ．ｔｏ

显示区３是怠速时节气门开度信号，正常值为２％～５％，本 车 为１０．１％，已 超 也 允 许 范

围。故障原因可能是：① 节流阀体太脏，② 其内的节气门电位计损坏，③ 油门拉线调节不当

等。拆下节流阀体发现油污很多，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干净后装车，进行基本设置（匹配）后故

障排除。
本故障的原因在于节流阀体脏污，在相同开度下发动机进气量减小，不足以维持发动机额

定怠速转速８６０ｒ／ｍｉｎ，于是发动机 ＥＣＵ 控制节气门开度增加，当开度超过５°时，发动机不但

怠速不稳，而且加速不良。与捷达王５Ｖ 发动机相比，捷达２Ｖ 电喷发动机节流阀体脏污后的

故障现象较轻，并且电控单元一般无故障记忆，但２Ｖ 车清洗节流阀后要清除电控单元学习

值，否则会出现怠速不稳、偏高或失控。
发动机基本设置的步骤如下：先连接 Ｖ．Ａ．Ｇ１５５１，将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但不启动

发动机，输入１→０１→０２→０５（清除故障记忆）→０４（选择基本设置功能），屏幕显示：

０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ｐｌａｙｇｒｏｕｐｎｕｍｂｅｒ　×××

此时输入通道０６０，基本设置自动进行，约１５ｓ后设置完成，屏幕显示：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ｂａｓ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０６０
７２．１％８５．０％８ＡＤＰ．Ｏ．Ｋ

基本设置一定要按上述步骤进行，因为不阅读故障就不能清除故障，不清除故障就不能进

行基本设置。如果控制单元有不能清除的故障记忆，可先拔下控制单元插头，使其断电，几分

钟后再插上，原故障会消失，新记忆了如电压太低等一些新故障，但都能消除，然后再重复上述

设置步骤即可。
为确保怠速稳定，清洗节流阀后还要清除电控单元的学习值，基本设置完成，再次启动发

动机后，测量怠速时节气门开度为２°，怠速运转平稳，加速良好，试车检验故障排除。

４９ 发动机怠速高且不稳、同时感觉加速不良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轿车发动机怠速高且不稳，高达１４００ｒ／ｍｉｎ，同时感觉加速不良。
（２）故障检修

经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有如下故障记忆：

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Ｉｎｔａｋｅ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ｐｒｅｓｕｒｅ—Ｇ７１
Ｏｐｅ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ｈｏｒｔｔｏＥａｒｔｈ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ｆａｕｌｔ

—９９—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捷达系列

第
二
章
　
捷
达
系
列
轿
车
疑
难
故
障
诊
断
实
例
系
列

进气压力传感器—Ｇ７１
对地开路／短路　偶发故障

测量有关数据如下：

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ｂｌｏｃｋ２
１４４０ｒ／ｍｉｎ　　３７．２％　　６．１ｍｓ　　５２０ｍｂａｒ

显示区１是发动机转速，显示区２是发动机负荷，显示区３是喷油时间，怠速时正常值是

２～５ｍｓ，显示区４是由进气压力传感器测得的发动机负荷，正常值约３０～４０ｋＰａ，上述几个参

数都超出怠速时的正常范围，怀疑进气压力传感器有故障，更换进气压力传感器后，试车故障

没有排除，发现各测量参数也没有变化，说明进气压力传感器线路可能有故障。
捷达前卫轿车发动机进气压力传感器 Ｇ７１和进气温度传感器 Ｇ４２集成在一体，装在进气

管的膨胀箱上。分别拔下传感器和电控单元接线插头，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两者间的阻值，发现

电控单元９５脚和传感器４脚之间的绿色线时通时断。沿此线检查，发现在传感器插头的根部

断路，绿线的线皮已断开一半，里面铜线完全断开，只有另一半线皮相连，重新接好此线后，再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测各参数恢复正常，试车故障排除。
在后来的修理中又遇到多起类似故障，或者是进气压力传感器的绿色线或者是红紫线断

路，因是从插头根部断开，不好重新连接，需把插头端子取出来才能接上。这是捷达２Ｖ 电喷

车的一个易发故障，原线束较短，与传感器连接后线束受力较大，加之线径较细，使用日久后发

硬变脆，长时间颠簸容易断开。

５０ 捷达王发动机怠速发抖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Ｘ（发动机型号：ＡＨＰ）发动机怠速发抖。
（２）故障检修

启动发动机后，怠速运转发动机抖动，有个别缸工作不良感觉，加大油门抖动稍好，检查步

骤如下：
首先对点火系统进行检查。拔下各缸高压线插上备用火花塞，高压线与点火线圈连接，转

动点火开关使起动机运转，观察各缸火花均是蓝火，火花很强。从发动机上拆下火花塞，火花

塞间隙正常，电极部分燃烧良好，呈棕黄色，瓷绝缘良好。装上火花塞、高压线，启动发动机后

进行断火试验，各缸均工作，说明点火系统工作正常。
检查燃油供给系统。如果燃油供给不足，也会造成发动机抖动。在燃油分配管和压力油

进口橡胶管连接处断开，串入燃油压力表，启动发动机检查燃油压力，分别检查怠速油压、加速

变化油压及熄火后保持压力均正常。
使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对发动机电控系统进行检查。进入发动机电控单元，查询故障存储器，

无故障码显示。如果有故障码出现，应先排除相应故障，再进行下步检查。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阅读发动机电脑的数据块，通过数据观察各元件性能。进入０８－０７数据

块，第二区域显示０．１５Ｖ，此显示值是氧传感器电压，一般正常显示应在０．３Ｖ 以下至０．７Ｖ
以上进行跳动显示。怀疑氧传感器堵塞，这一数值是排气系统反馈给电脑的信号，影响喷油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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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更换一只氧传感器故障依然未排除。
阅读数据块０８－０２，第四显示区，显示２．２ｇ／ｓ。一般显示２．７ｇ／ｓ左右比较正常，此值显

示的是空气流量计测量的空气流量，是控制燃油混合比的重要参数，更换空气流量计，故障仍

未排除。
根据对０８数据块的阅读及更换的元件分析，氧传感器和空气流量计问题不大，数据块显

示值是实测值，氧传感器电压低，说明燃油混合飞稀，空气流量值低，说明进气量小，如果进气

量小信号输给控制电脑，喷油量经过控制电脑修正使喷油量变小，燃油混合气稀说明进气量

大，这就很可能是进气管路漏气，多余空气没经过空气流量计而进入气缸燃烧。
检查进气系统无泄漏情况。另一个进气通道是活性炭真空系统。检查该系统发现活性炭

罐电磁阀长开不能关闭。一般情况活性炭系统不工作，电磁阀是应关闭的。更换活性炭灌电

磁阀故障排除，怠速平稳正常。
（３）故障分析

活性炭罐是用来收集汽油箱内燃油蒸气的装置，同时又是汽油箱通向大气的通道。为了

防止燃油蒸气对空气污染，由活性炭罐中活性炭收集并吸附从汽油箱来的燃油蒸气，再送到发

动机燃烧。活性炭罐到发动机有一管路，管路上安装一个电磁阀，由发动机电脑控制其开闭。
当发动机加速和转速较高时，活性炭电磁阀打开，通过进气道真空将活性炭收集的燃油蒸气吸

入进气道再燃烧。当活性炭罐电磁阀损坏，常开电磁阀开启与关闭不受发动机电脑控制，有一

股空气直接通过活性炭罐及管路进入进气管，而没有通过空气流量计测量，使发动机电脑收到

一个比正常空气量小的空气流量信号，使喷油量减少，混合气稀，造成发动机功率不足，发动机

抖动。
通过这一事例说明，进气管路及进气歧管漏气对发动机怠速影响很大。尤其活性炭真空

管及电磁阀故障比较隐蔽，希望引起修理人员在修理过程中注意。

５１ 加速不良、轻微冒黑烟，油耗高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发动机加速不良，严重时喘振，同时油耗明显增高，急加速时轻微冒黑烟，
排气管发黑。

（２）故障判断与排除

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故障代码如下：

００５５３Ａｉｒｍａｓｓｍｅｔｅｒ－Ｇ７０
Ｉｍ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ｆａｕｌｔ

００５５３
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不可靠信号，偶发故障

根据修理经验，这种故障往往是氧传感器故障造成，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氧传感器信号，
输入１、０１、０８、０７，显示如下：

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ｂｌｏｃｋ７
７．８％　　０．３２５　　０％　　１．００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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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区２是氧传感器信号，正常时应在０．１～０．９Ｖ 之间变化，而测量值为０．３２５Ｖ 且不

变化，表示混合气太稀，发动机电控单元（ＥＣＵ）将根据此信号控制增加喷油量；而实际情况是

排气管冒黑烟，混 合 气 太 浓。由 以 上 分 析 可 知，由 于 氧 传 感 器 损 坏，不 能 反 映 真 实 工 况，向

ＥＣＵ 反馈了错误信息，造成上述故障。更换氧传感器后试车，发动机仍加速不良。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无故障代码，于是怀疑油路故障。检测燃油压力，压力值为２５０ｋＰａ

（２．５ｂａｒ），正常。拆下４个喷油器进行清洗，检测正常后装车。拆下４个火花塞，发现较黑，

积炭较多，中心电极烧蚀，间隙太大，于是更换一组火花塞，试车时故障依旧。用尾气 测 量 仪

Ｖ．Ａ．Ｇ１７８７检测尾气，ＣＯ 值为２．６％，而正常值应为０．７５％左右，由此判断发动机电控系统

仍有故障。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再次检查氧传感器信号，显示如下：

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ｂｌｏｃｋ７
－２５．０％　　０．８５　　０％　　１．００

氧传感器信号数值为０．８５，表示混合气太浓。显示区１是氧传感器，正常值应在－１０％

～１０％之间变化，而测量值为－２５．０％表示混合气太浓，并且已严重超标。检查发动机负荷，
输入１、０１、０８、０１，显示如下：

８４０ｒ／ｍｉｎ　　２．８５ｍｓ　　１°＜　　１１．２°　　ｖ．ｏｔ

显示区２是发动机负荷信号，怠速时正常值为１．３～２．５ｍｓ，而测量值为２．８５ｍｓ，显然不

正常。显示区３是节气门开度信号，正常值为２°～５°，相关资料对显示“小于２°”的解释是“不

可能”。
综上所述，分析故障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发动机ＥＣＵ 损坏或空气流量计损坏。空

气流量计内部故障，会导致发动机 ＥＣＵ 检测到不准确、不稳定的错误信号，从而认为发动机

负荷比实际工况要大，控制喷油时间延长，造成发动机费油，加速不良，同时产生积炭，积炭糊

在氧传感器表面，加速其中毒失效，更加重了车况的恶化。一般情况下，发动机 ＥＣＵ 故障率

极低，因此先更换空气流量计，试车，故障排除。

５２ 捷达 ＧＴ轿车 ＡＨＰ发动机加速不良，怠速抖动严重

（１）故障现象

ＪＥＴＴＡＧＴＡＨＰ发动机，发动机加速不良，怠速抖动严重。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直接观察发动机抖动情况，感觉发动机缺缸。于是拆下火花塞看到１、４缸火花塞燃烧良

好，２、３缸火花塞潮湿，说明２、３缸工作不良。做跳火试验，２、３缸无高压电。根据 ＡＧＰ发动

机特点，判断点火线圈故障。更换一新的点火线圈，故障排除，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检测，检测其数

据也完全正常。

ＡＨＰ发动机点火系采用静态无触点式点火系统，点火线圈为双点火线圈，每一个点火线

圈次级有两个输出端，每个输出端上接一个火花塞。当一个点火线圈毁坏时，就有两个缸不工

作。另外 ＡＧＰ发动机点火系具有多次点火功能，当发动机启动时，每个缸都多次点火，由此

可改善发动机启动性能，尤其是冷启动性能，在工作行程中火花塞尽可能多地产生火花。

—２０１—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捷达系列

第
二
章
　
捷
达
系
列
轿
车
疑
难
故
障
诊
断
实
例

ＡＨＰ发动机点火线圈性能下降时，会造成点火能量不足，产生上述故障４的现象。轻微

的时候，换一组新火花塞故障即消失。但车辆用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耸车现象，再换一组新

火花塞，故障又消失。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很难判断故障所在，应该充分考虑点火线圈是

否存在问题。点火线圈２、３缸最易出现问题，笔者目前还未发现１、４缸出现故障的例子。

５３ 捷达 ＧＴ豪华型轿车发动机加速不良（发闷）且油耗增高故障排除（Ⅰ）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豪华轿车发动机加速不良（发闷），油耗增高明显。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先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电脑检测仪查询故障，显示故障代码００５１５———ＨＡＬＬＳＥＮＳＯＲＧ４０
ＯＰＥＮ／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ＴＯＰＯＳＩＴＶＥ（霍尔传感器Ｇ４０断路或对正极短路）。霍尔传感器

产生的信号，可识别发动机第１缸压缩上止点位置，用于顺序喷油和爆震判别控制，还用于识

别发动机启动时的第１次点火。在这一信号中断后，发动机电控单元不能正确区别出第１缸

和第４缸，此时发动机将失去爆震控制而进入应急运行，从而使发动机功率降低、油耗增高和

汽车加速不良。由此看来，故障根源就在故障代码所指示的范围内，而产生此故障代码的可能

原因有：霍尔传感器 Ｇ４０与电控单元Ｊ２２０之间的信号连接线有断路或对正极短路；霍尔传感

器 Ｇ４０损坏；霍尔传感器隔板上的窗口位置错位。
拔下 Ｇ４０插头，用万用表测量 Ｇ４０插头３个端子的电压。端子１有５Ｖ 电压，端子２有

９～１２Ｖ电压，端子３为０Ｖ（搭铁），均属正常。此后，又先后换上一个新的 Ｇ４０和Ｊ２２０试车，
仍然显示上述故障。根据故障代码的含义分析，故障理应在电控系统上，但也不乏虽有故障代

码而电控系统无故障的例子。
据车主讲：该车发动机以前曾因正时标记错位顶过气门，此故障是在换过气缸盖后出现

的。在检查正时标记无误后，拆下气门室盖，仔细检查两凸轮轴之间的装配情况，发现两凸轮

轴之间的传动链（该发动机的排气凸轮轴由曲轴通过齿形带驱动，进气凸轮轴由排气凸轮轴通

过传动链驱动，并由一个液压的免维护张紧器对传动链进行正确的张紧）链节数为１５个，而标

准的传动链链节数为１６个。换上标准的传动链，故障彻底排除。

５４ 捷达 ＧＴ豪华型轿车发动机加速不良（发闷）且油耗增高故障排除（Ⅱ）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豪华轿车发动机加速不良（发闷），油耗增高明显。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电脑检测仪提取故障代码，与上一例中显示同样的故障代码为００５１５。拔

下 Ｇ４０插头测量插头３个端子的电压，均正常。换一个新的 Ｇ４０（在换 Ｇ４０时，仔细检查霍尔

传感器隔板与进气凸轮轴的定位，完全正确）后试车，仍旧显示故障代码００５１５。按照排除上

例故障的经验，判断为配气机构有故障。仔细询问车主，该车绝对没有顶过气门，也没有动过

气缸盖。打开正时室罩盖，把曲轴上的正时带轮转到第１缸上止点的对应位置，这时看到凸轮

轴的正时标记正好跟气缸盖上的标记错开两个齿的距离。重新装配正时带后，故障排除。

５５ 捷达 ＧＴ豪华型轿车发动机加速不良（发闷）且油耗增高故障排除（Ⅲ）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豪华轿车发动机加速不良（发闷），油耗增高明显。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３０１—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捷达系列

第
二
章
　
捷
达
系
列
轿
车
疑
难
故
障
诊
断
实
例
系
列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电脑检测仪检测无故障代码。路试结果，故障确实存在。在检查点火和

燃油系统无异常的情况下，把检查重点放在配气机构。拆下气门室罩盖，准备检查排气凸轮轴

与正时带轮的连接部分，以及气门与气门座的密封情况。当拆下排气凸轮轴正时带轮后发现

正时带轮上的定位键已断裂，致使凸轮轴上的正时带轮与凸轮轴在径向产生相对位移，这就造

成发动机配气相位相对滞后。
（３）小结

从上面三个故障原因可能实例排除过程中可以看出，同样的故障现象，其故障原因并不一

定相同。霍尔传感器的故障代码除了指示与霍尔传感器本身及其电路有关的故障外，传动链、
正时带轮或配气正时不正确或损坏也同样可能导致显示该故障代码，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应正

确理解这一点。

５６ 捷达前卫车加速性能不好，行车抖动得厉害且行车时熄火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４缸１．６Ｌ电喷捷达前卫车，在农村土路跑了一段长途后，出现加速性能不好，行车

抖动得厉害，且有行车时熄火现象发生。
（２）故障排除

怀疑是由于进气道和油路过脏所致，因此按常规方法更换了空气滤芯、汽油滤芯和汽车泵

滤网，并对节气门的各个通道和四个喷油器进行了清洗。在拆卸时，发现它们都比较脏。
清洗装复后试车，故障排除。

５７ 急加速时进气管回火放炮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生产日期为２０００年２月捷达前卫轿车行驶里程为４５００ｋｍ，故障症状为：急加速时

进气管回火放炮，把塑料滤清器壳和纸质滤芯崩裂。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根据修理经验，造成发动机 进 气 管 回 火 放 炮 的 常 见 原 因 有：点 火 顺 序 错 乱、点 火 时 间 不

对、混合气过稀等。捷达前卫点火系统采用无分电器直接点火，点火正时无需人工调整，经检

查４根缸线顺序也没有插错，故怀疑燃油系统有问题。如果混合气过稀，其燃烧速度就变慢，
当排气行程接近终了时，燃烧过程仍未结束，此时进、排气门叠开，燃烧着的混合气从进气门窜

入进气管，造成进气管回火放炮，产生“砰砰”异响，这在化油器式发动机或喷油器严重堵塞的

电喷车上都能见到。由以上分析，我们拆４个喷油器，在洗清测试仪上清洗检测后，没有发现

堵塞，又测量了燃油系统压力为２５０ｋＰａ（２．５ｂａｒ），也正常，说明故障不在燃油系统。更换一

组高压线，试车发动机不再回火放炮，故障排除。为验证是第几缸高压线工作不良，把更换下

来的高压线再逐一更换回去，发现当换回１缸高压线时，故障重现，说明１缸缸线不良。这是

国产高压线的常见故障，测量损坏的１缸缸线，阻值为５．５ｋΩ，与正常值并无两样，由此可见，
这种故障无法用测量电阻值来判断，故障原因是高压线绝缘不良，耐压不够，在火花塞插头的

中心极与外壳（与机体相连）间产生击穿漏电，造成高压泄漏。
为什么高压线不良会造成进气管回火放炮呢？这与捷达前卫轿车无分电器直接点火系统

的工作原理有关。捷达前卫轿车取消分电器后，采用两个双火花点火线圈，分别给１、４和２、３
缸点火，最佳点火时刻由 ＥＣＵ 通过各传感器的信号及 ＥＣＵ 内部存储的点火脉谱图，通过计

算确定。又火花点火线圈工作原理图见图２－７，捷达前卫轿车点火系统电路见图２－８，点火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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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圈初级一端接１５号电（正极），另一端接 ＥＣＵ 之１１２脚，ＥＣＵ 通过其１１２脚控制点火线圈

初级的通断，在点火线圈次级感应出高压。在点火线圈次级的两端接有两个火花塞，故称双火

花点火线圈，高压击穿火花塞的电极间隙，产生电火花，点燃缸内混合气。由图２－７可知，两

个火花塞电流串联，其中一个缸的高压线或火花塞断路，将影响另一个缸产生高压。实际上，

ＥＣＵ 并不直接控制点火线圈初级电流的通断，ＥＣＵ 将控制信号输出给功率组件，由功率组件

控制点火线圈初级电流的通断。功率组件是点火输出末级，是一个发热体，同时在电控系统的

故障机率比其他元件高，为便于散热和维修，将输出末级集成在点火线圈内，主要由多极功率

晶体管输出末级组成，通过大功率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来控制点火线圈初级电流的接通与断

开。功率组件还控制点火线圈初级电压和初级电流的大小，对初级电压的控制，可防止次级电

压过高，损坏高压件；对初级电流的限制，可使点火能量稳定，防止高速时点火能量变低，低速

时初级电流过大而烧坏点火线圈。

图２－７　双火花点火线圈的工作原理 图２－８　捷达前卫点火系统电路图

捷达前卫轿车因两缸共用一个点火线圈和一个功率输出末级，同时进行点火，所以两个气

缸的选择必须保证一缸为压缩上止点，而另一缸为排气上止点，即双火花点火线圈中一个线圈

给１、４缸点火，另一个线圈给２、３缸点火。假如此时为１缸压缩上止点，则４缸为排气上止

点，１缸内的高压火花点燃缸内混合气，４缸内的高压火花是废火。因为此时１缸压力高，混合

气浓度大，击穿火花塞电极间隙需要较大的能量和较高的电压，而４缸的点火能量极小，可视

为电流短路，这样虽然两个火花塞同时产生两个火花，但能量都集中在一个缸内。２、３缸分析

与此相同。
发动机急加速时，缸内混合气浓度增大，压力增高，需要更高的点火能量和电压。假若此

时是１缸压缩上止点，则因１缸高压线损坏，高压线因不能耐受此高压而产生击穿漏电，则１
缸缸内的可燃混合气未被点燃；当发动机运转３６０°至４缸压缩上止点时，１缸是排气上止点，

１、４缸同时点火，则１缸内未燃烧 的 混 合 气 此 时 被 点 燃，又 因 为 此 时 进 排 气 门 有 一 定 的 叠 开

角，燃烧气体从１缸进气门窜入进气管，造成进气管回火放炮。由此可见，这是捷达前卫轿车

无分电器直接点火的一个特有故障。

５８ 突然加速感觉加速不良、发喘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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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捷达王发动机怠速平稳，空车急加油也正常，但车辆行驶时有时突然感觉加速不良、
发喘，特别在换挡加油及爬坡时更加明显，好像有缸工作不良。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用大众公司专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有如下故障记忆：

２个故障记忆

故障码　　００５５３
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对地开路／短路，偶发故障

故障码　　０１２４９
１缸喷油器 Ｎ３０对正极开路／短路，偶发故障

询问用户，说曾拆卸过空气流量计和喷油器插头，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把故障清除后试车，发

现故障依旧，再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测仍显示上述两故障。拆下四个火花塞，发现１缸火花塞积

炭较多发黑，其他缸正常。怀疑１缸喷油器供油量过大，更换一缸喷油器后试车，行驶１０ｋｍ
后１缸火花塞又发黑。又更换了１缸缸线、带功率放大器的点火线圈总成，故障仍不能排除。
于是怀疑１缸喷油器电路有故障。

拔下发动机控制单元插头，将大众公司专用电路检测工具 Ｖ．Ａ．Ｇ１５９８／２２连接到控制单

元线束上。拔下１８号 保 险 丝，短 接１５９８／２２的２和４接 柱，接 通 点 火 开 关，用 电 压 表 测 量

１５９８／２２的７３和４接柱之间的电压为７．８Ｖ，而正常时应为１２Ｖ，说明１缸喷油器线束有短路

搭铁之处。顺着喷油器线束向前盘查，终于发现线束在通过发动机舱前围板导水槽处绝缘皮

磨破，１缸喷油器的黄红相间的导线金属丝外露，汽车行驶与本身似接非接，造成发动机控制

单元记忆偶发故障。将磨破导线用绝缘胶布包好并固定牢，然后试车，故障根除。

图２－９　喷油器及 ＥＣＵ 电路图

Ｊ１７—汽油泵继电器；Ｊ２２０—电控单元；

Ｎ３０～Ｎ３３—１～４缸喷油器；Ｇ６—汽油泵；

Ｓ１８—保险丝

有关此故障的电路见图２－９，上述检修

过程的原理是：短接１５９８／２２的２和４接柱，
相当于把发动机 ＥＣＵ 插头的４号接柱接地，
汽油泵 继 电 器Ｊ１７工 作，此 时 喷 油 器 和 汽 油

泵开始供电，拔下１８号保险丝是为了防止汽

油泵运转，用电压表测量１５９８／２２的７３和４
接柱之间的 电 压，相 当 于 测 量 发 动 机 控 制 单

元插头的７３接 柱 与 地 之 间 的 电 压，正 常 是

１２Ｖ。图中虚线处是故障点线束破损处。

５９ 捷达王轿车加速无力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份 生 产 的 捷 达 王 轿

车，装用的是 ＡＨＰ型号发动机，故障症状是

行驶过程 中 全 负 荷 时，加 速 无 力。该 车 发 动

机线束曾烧 过，重 新 连 接 后 出 现 全 负 荷 行 驶

过程中加速无力的现象。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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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无力故障的原因很多，经检查后确定故障原因是霍尔传感器信号中断。拔下霍尔传

感器插头，打开点火开关，测量端子１、３间电压，规定值为至少４．５Ｖ，测量结果为５．０Ｖ，正

常。测量端子２与发动机电控单元端子７６之间的阻值，测量结果为∞，表明两者之间有断路

处，找出断路点，重新正确连接，试车，故障排除。
霍尔传感器是一个电子开关，按霍尔原理工作，安装在进气凸轮轴上。霍尔传感器隔板上

有一个窗口，曲轴每转两周产生一个信号。根据霍尔信号和发动机转速信号，电控单元识别出

Ｉ缸点火上止点，从而按顺序喷油并识别爆震所在的缸。如果霍尔传感器信号中断，使爆震传

感器信号不能分配到各缸，爆震调节因此停止，减少并防止爆震的发生和点火提前角减小一

些，因此会出现发动机加速无力的故障现象。

６０ 捷达都市先锋轿车加速无力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轿车加速无力。
（２）故障检测

首先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读取发动机控制单元有无故障代码，结果现实该系统正

常，没有故障代码。启动发动机，在发动机怠速运转的情况下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读取

测量数据块：

００１组显示如下：

读取测量数据块００１
８００ｒ／ｍｉｎ　　２．３ｍｓ　　９°　　１２°

００２组显示如下：

读取测量数据块００２
８００ｒ／ｍｉｎ　　２．３ｍｓ　　３．７ｍｓ　　３．９ｍｓ

从上述数据块中可以看到：节气门的开度偏大（数据块００１组的第３位，正常值怠速时应

为２°～５°）。
节气门开度增大，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发动机的负荷大，但从００１组的第２位来

看发动机的负荷并不大；一种可能性是节气门体脏污，一般来说，测量数据块００１组的第２位

表示的就是发动机的负荷，正常值为１～２．５ｍｓ，当该值不超过２．５ｍｓ，但接近２．５ｍｓ，这就说

明节气门体脏污。
清洗节气门体后并进行怠速基本设定，故障排除。

６１ 加速不顺畅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阳光加速不顺畅。
（２）故障检修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读取故障 码 为 节 气 门 体Ｊ３３８基 本 设 定 错 误。通 过０８功 能 组０９８，发 现

“ＡＤＰＥＲＲＯＲ”，用该诊断仪反复消码后再进行基本设定，均出现该功能不能立刻执行。于是

断开 电 源，等 待 １０ｍｉｎ 后 再 次 提 取 故 障 码 并 消 除 故 障 码，进 行 基 本 设 定 后 仍 出 现 “ＡＤＰ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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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ＲＯＲ”，说明节气门体Ｊ３３８内部出现故障。由于该节气门体不可维修，更换后进行基本设

定，一切正常，试车后故障排除。

６２ 发动机加速发闷、没有高速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ＸＡＨＰ发动机，加速发闷、没有高速。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检查发现高压线有两个缸漏电，便更换一组火花塞、两根高压线，并清洗节气门。用金奔

腾汽车电脑解码器检测，怠速状态下，发动机的各项数据完全正常。试车只跑到了８０ｋｍ／ｈ。
客户说没有问题，便结算提车。

但时隔一天，客户又来抱怨说车没修好，白跑了一趟路。
于是连接上金奔腾汽车电脑解码器，怠速状态下显示氧传感器调节值、进气量及其他数据

完全正常。仔细询问客户，说车只能跑到１２０ｋｍ／ｈ，到１２０ｋｍ／ｈ时就开始耸车。
根据客户的描述，分析是发动机动力不足。空载试车，当油门全踩到底时，转速在５０００ｒ／

ｍｉｎ左右来回抖动，根本加不到红区（６０００ｒ／ｍｉｎ以上），看来是进气有问题。进一步检查发现

空气流量计的插头未插，插上后试验，跟先前现象一样。
拔下空气流量计的插头，转速能加到红区。由此判断空气流量计有故障。更换新的空气

流量计，空载即能加到红区，看来故障已经排除，但排气管噪声特别大。
于是跟客户上高速公路试车，遗憾的是车速仍超不过１２０ｋｍ／ｈ。接着往下查，在来回加

油试验时，感觉排气特别发闷且排气管噪声特别大，怀疑排气管上的三元催化转换器（ＴＷＣ）
堵了。拆下 ＴＷＣ检查（本车装的 ＴＷＣ是短节的），可以看到蜂窝状的陶瓷载体的状态。大

部分 ＡＨＰ发动机装备的 ＴＷＣ是长节消音器，即从排气歧管直接到排气管中节，从进气侧根

本看不到陶瓷载体的状态。
拆下 ＴＷＣ后看到，陶瓷载体由于过热已被烧焦，堵住了蜂窝状的排气通道，引起排气不

畅，结果是发动机动力不足，更换一新的 ＴＷＣ后，故障完全排除。在高速公路上可以任意驰

骋，排气噪声也趋于正常。
（３）小结

客户说，原先车还能加到１４０ｋｍ／ｈ，但后来逐渐变成只能加到１２０ｋｍ／ｈ。看来 ＴＷＣ是

逐渐被堵的。另外，在修理中还曾遇到一台 ＧＴＸ车，空载时转速只能到３５００ｒ／ｍｉｎ左右，且

进气排气声特别大。检查发现也是 ＴＷＣ被堵。因此在维修装备有 ＴＷＣ的车辆时，当车辆

动力不足时，除做常规检查外，千万不能忘记 ＴＷＣ可能也是故障原因之一。修理人员在维修

装备有 ＴＷＣ的发动机时，严禁拔下高压线试火或断缸试验，以免损坏 ＴＷＣ。

６３ 发动机有时会出现发闷、加速困难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ＪＥＴＴＡ 新内饰车型，ＡＨＰ发动机有时会出现发闷、加速困难的现象。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先用金奔腾汽车电脑解码器检测，没有发现故障。但在试车过程中发现有时加不上油，感

觉像油压不足，停车测得油压在标准值。又怀疑汽油泵质量不稳定，试着更换一个新油泵后，
没有出现好转。

又先后试了点火线圈、空气流量计，仍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检查全车搭铁线时发现，虽用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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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检查了全车搭铁线，没有任何松动，但问题依然在此。笔者根据此车是新车，行驶还不到１
万千米和所换过的部件分析，问题很可能就在车身搭铁上。

于是用一个１０Ｂ扳手，先紧固发动机舱内蓄电池负极处、蓄电池附近纵梁搭铁点、变速箱

处搭铁点，发动机ＥＣＵ 处搭铁点均无松动。再查后备厢处搭铁点也不松，最后剩下驾驶室内

Ａ 柱处的搭铁点。用扳手拧时能拧动，于是拆下左下护板，紧固这颗螺母一圈多后，试车，故障

排除。
看来在检查搭铁是否完好时，一定要用扳手紧固且仔细检查是否有腐蚀的地方。另外，我

们平时有很多故障都是由于搭铁线接触不良引起的，如果重视它，首先应仔细检查搭铁线，有

时会少走弯路。

６４ 捷达王发动机加速无力且抖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直列４缸５气门、多点电喷发动机。故障症状为发动机加速无力、抖动。
（２）故障排除

该车发动机因事故大修后，出现了此症状。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诊断，电控系统

无故障。又进行以下检查：高压点火，正常；燃油压力，正常；触听喷油器动作声间，正常；气缸

压力，也正常。
最后又重新检查了凸轮轴正时：拆下进气歧管上半部，打开气门室罩盖，这时发现进气凸

轮错了一个齿。由于配气相位错乱，导致进气门开启提前过早，使发动机输出功率降低。将齿

轮正确安装后，故障排除。

６５ 转速达到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进行换挡时发动机“犯闯”，高速行驶加速无力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ＣｉＸ）轿车，装备了 ＡＴＫ 新２Ｖ 发动机，此车为新车。用户反映该车转速

达到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进行换挡时，发动机“犯闯”，高速行驶加速无力。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首先连接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对发动机进行检测，但未发现故障存储，看来还需进行

仔细检查。于是先拆下火花塞，观察各缸火花塞燃烧工况基本正常，进行跳火试验时，火花能

量充足。检查点火线圈线束插头也连接可靠，会不会是燃油系统出了问题，导致供油不畅引起

的呢？接上燃油压力表测量系统压力，发动机怠速运行时压力值为２５０ｋＰａ，急加速时为３００
ｋＰａ，保持压力则在２００ｋＰａ，以上数值均正常。但这并不能排除燃油质量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拆下汽油滤清器发现较脏，怀疑油箱内的汽油质量较差。因此将油箱搭下，经观察油箱内确实

有些脏污，但情况不是很严重。不过还是彻底清洗了油泵滤网及油箱，然后重新添加了优质清

洁汽油，并且更换了汽油滤清器。而且又对喷油嘴拆下进行了超声波清洗，用万用表测量喷油

嘴电阻为１５Ω，完全符合规定值，后来将管路清洗后，恢复系统，但故障依旧。
到目前为止，故障排除的重点顺理成章地转至发动机电控系统。虽然故障诊断仪上没有

故障码显示，但并不能证明系统就完全正常。针对该车的故障症状，根据以往经验，首先检查

空气滤清器，发现还比较干净。然后重点检查进气压力传感器，利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进入阅读数

据块，观察其在各种工况下的进行参数均正常。接着检查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用手拔下线束连

接头，发现该插头连接可靠，各插脚接触良好。只是节气门附近有些脏污，对其进行清洗后，通

过 Ｖ．Ａ．Ｇ１５５１查看发动机在节气门关闭或打开时反应灵敏准确。同时，查看氧传感器电压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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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０．１～０．８Ｖ 之间变化，证明氧传感器工作正常。为了排除点火信号方面的问题，继续检查

曲轴位置传感器，经过测量，其信号输出正常，线束连接情况良好。
既然花费了很大力气在燃油和电控系统没有发现线索，看来需要调整一下思路。这时头

脑中开始回忆过去碰到的类似故障，有些是因进气真空系统泄漏引起的。鉴于此，对进气真空

系统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但始终未能找到漏气的部位。由于电控元件在出问题时也呈现过这

种类似的故障现象，而没有故障码并不意味着相关的元件就没有问题。因此，决定进行零件替

换试验，于是找来发动机工作完全正常的车进行具体元件替换。不过该车在先后更换了进气

压力传感器、节气门体及点火线圈后，故障依然存在。

图２－１０　两个爆震传感器插头插反

１—爆震传感器 Ｇ６１插头；２—爆震传感器 Ｇ６１；

３—爆震传感器 Ｇ６６；４—爆震传感器 Ｇ６６接头

故障排除 进 至 这 种 程 度 已 陷 入 僵 局，这 时 开

始考虑来重新确诊故障存在部位。首先分析燃油

系统，由于该车为新车，又先后清洗了油箱、油泵、
喷油嘴及管路，而且更换了汽油滤清器，因此也就

排除了 燃 油 系 统 的 问 题。然 后 开 始 分 析 点 火 系

统，既然对火花塞进行了更换，测量高压线电阻也

完全正常，还替换过点火线圈，因此这部分也不应

有问题。后来不经意间发现，２个爆震传感器的线

束（图２－１０）连接看上去有些别扭，将二者的插头

互换后，进行试车，一切恢复正常。
由于２个爆震传感器插头接反，导致电脑接收

了错误信号，造成发动机工作异常。而之所以费尽

周折，主要是缘于发动机电脑未能对该故障记录。

６６ 捷达王低速时游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２００１款捷达王轿车低速时游车，行车时汽车前后撞车（感觉就像有人在车后用力推

似的）。
（２）故障诊断分析

先后用元征、车博士、统领全测试过，故障码均为０１１６５（节气门设置错误）且无法清除故

障码，在前维修人员的建议下，更换节气门后仍无法解决故障。
用金奔腾１５５２测试，故障码仍然是０１１６５，经过分析，更换空气流量计后故障解除。
用金奔腾１５５２测试清除故障码后，发动机一启动立即又产生故障码０１１６５，读０９８数据，

ＡＤＰＯＫ，水温传感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及氧传感器均正常，再读进气压力传感器 ＭＡＦ的

数据，发现读数为５．８ｇ／ｓ，（正常怠速状态下空气流量应为：２．０～５．０ｇ／ｓ）超出正常怠速时的

流量。５．８ｇ／ｓ导致怠速时节气门开度大，此时发动机 ＥＣＵ 就判定节气门没有被设定，故有故

障码０１１６５（节气门设置错误），程序进入保护模式，从而导致发动机游车，行车前后撞车。
（３）小结

这一故障隐蔽性强，只有认真分析数据流，结合汽车 ＥＣＭ 的工作原理，才能快速对故障

做出诊断并排除。

６７ 捷达王怠速游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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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捷达王（配备４缸２０气门发动 机）故 障 现 象 表 现 为：启 动 发 动 机 后，其 怠 速 转 速 在

３００～１５００ｒ／ｍｉｎ之间摆动。摆动数次后稳定在正常值，行车过程中则感觉基本正常。
（２）故障检修

引起怠速游车的原因可能有：电控系统异常，进气管漏气。用元征４３１ＭＥ电控系统检测

仪检查，获取故障信息为空气流量计信号异常。该空气流量计为热丝式空气流量计，检查其线

路及插接件，连接情况正常。其插接件为四端子，分别为１２Ｖ 电源线、搭铁线、５Ｖ 标准电压、
信号输出端。从信号输出端测量电压信号为０．０３Ｖ，启动发动机及加、减速时均为０．０３Ｖ，即

输出电压信号无变化，由此确定空气流量计已损坏。从常规经验分析：空气流量计损坏可能

会引起加速不良或油耗增加的症状，但对怠速游车的症状相对影响不大，可能在进气部分存在

漏气的地方，但经检查并未发现有漏气之处。检查怠速控制电机及电位计，均未发现异常情

况，而且在游车状态下可以看到节气门在怠速电机驱动下进行反馈调节，开空调时怠速提升正

常。由此判断怠速控制系统正常。那么故障是不是由错误的空气流量信号引起的呢？于是用

传感器模拟测试仪从流量计信号输出端将怠速时的模拟电压值输入电脑，当输入电压为１．３
Ｖ 左右时，怠速游车现象消失。重新启动发动机，不再出现怠速游车现象。更换空气流量 计

后，故障排除。

６８ 动力不足加速时“坐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车捷达 ＧＴＸ轿车在 行 驶 过 程 中 感 觉 发 动 机 动 力 不 足，加 速 时“坐 车”，排 气 管 有“突、
突”声而会出现发动机熄火现象。

（２）故障排除

检修：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对发动机电控系统进行检测，读出故障码１６４８６，其含义表示空气

流量计信号太弱。通过读取数据块，对空气流量计数据进行分析，进气量较规定值小，说明进

气管某处可能存在漏气。可仔细检查各接头部位，无漏气现象。一般导致空气流量计信号太

弱的原因主要有空气流量计损坏、线路有故障、进气管漏气及空气滤清器堵塞等。通过前面的

检查，后两项没有问题，故障还是在元件本身。拆下空气流量计检查，发现有一小片塑料片挡

住了格栅。将其取掉后装复空气流量计，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查询，无故障码，读取进气量数据也

正常。试车检查，故障现象消失。

６９ 发动机运转有时正常，有时不稳，严重时灭火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Ｘ轿车 ＡＨＰ发动机运转有时正常，有时不稳，严重时灭火。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机修工检查时，曾换过火花塞、高压线、点火线圈等，故障虽没有排除，但发现一个现象，即

当车辆运行不稳或灭火时，试高压电看到火花特别弱。
车辆转交到修理人员手上，试车，确实是有时运转正常，有时特别抖，严重时灭火。灭火后

拔下高压线做跳火试验，看到火花特别弱。根据现象分析，故障应该在点火系上（包括点火线

圈、高压线、发动机ＥＣＵ 以及线路）。机修人员已试过高压线及点火线圈，维修人员的重点是

检查发动机 ＥＣＵ 及线路。
首先排除线路测发动机 ＥＣＵ 的电源供给正常，线束没有破损。测点火线圈 Ｎ１５２的电源

及搭铁也正常。这时着车怠速平稳，但当车体振动后，发动机便开始抖动。于是，怀疑线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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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不良处。于是将一个２１Ｗ 试灯接到 Ｎ１５２的电源线 Ｔ４／２和搭铁线 Ｔ４／４上，动态观测

试灯亮度。发动机出现抖动或灭火时，试灯明显变暗，说明 Ｎ１５２电源出现问题。测搭铁，没

有问题，看来是 Ｔ４／２线有故障。
拔下 Ｔ８／５插 头，用 试 灯 测ｓｗ／１ｉ线 有 实 电，但 从 Ｔ４／２端 测 量 时 试 灯 微 亮。接 着 拔 下

Ｎ７９插头，测ｒｏ／ｂｌ线，有实电，说明 Ｔ８插头接触良好，故障在正极连接点 Ｄ５１到 Ｔ４／２线之

间。于是扒开线束，发现这根线在缸盖后端已断裂，正好在正极连接点铜卡夹的下端。重新接

好后，故障完全排除。

７０ 发动机运转时有时抖动，有时正常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ＪＥＴＴＡＧＴＸＡＨＰ发动机运转时，有时抖动，有时正常。
据车主介绍，曾使用金奔腾汽车电脑解码器检测车辆，但未有故障输出。根据故障现象，

曾怀疑点火系有故障，更换过火花塞、高压线、点火线圈以及发动机 ＥＣＵ，均不见效。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检查过燃油供给及进气系统，清洗了喷油嘴、汽油泵，更换空气流量计、氧传感器以及发动

机转速传感器等，故障现象仍没有明显改观。
根据故障现象以及 上 述 做 过 的 检 修 分 析，车 辆 可 能 在 线 路 上 有 接 触 不 良 的 地 方。根 据

ＪＥＴＴＡＧＴＸ车型线束布置特点，常常会发现发动机舱导水板下线束被雨刷传动机构磨破，同

时暖风水管处靠近真空助力器处的线束也易被磨破，应该重点检查这两处。
于是打开发动机舱盖，先检查真空助力器处，明显看到真空助力器隔热板的黑漆 已 被 磨

亮，拽动线束，一根ｒｏ／ｇｅ线被磨破外皮，用胶布处理好后，再试车，故障排除。
事后根据电路图分析，因这根ｒｏ／ｇｅ线是喷油嘴的电源线，它被磨破后，在与助力器隔热

板接触时，就会搭铁，造成喷油嘴喷油失常，引起发动机抖动。原车在此处用一个卡子固定在

暖风水管上，但塑料卡子易断，造成线束跟真空助力器隔热板相磨的现象。以前曾遇到由雨刷

连动机构将发动机线束磨破，造成用雨刷时车抖动并熄火的故障，所以检查故障时一定要注意

这两处线束是否被磨损。

７１ 发动机发抖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 ＧｉＸ型捷达轿车，该车发抖，没有力量，好像缺一个缸。熄火后，首先检查分缸线、喷

油器插接线是否松动，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接触不良现象，初步检查完发动车时，该车已打不着。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检查燃油供给系油路中无燃油，点火系分缸线无高压火。首先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进入防盗

器控制单元（如果防盗器控制单元识别钥匙未授权，会 自 动 锁 住 发 动 机 电 脑 ＥＣＵ，出 现 该 症

状，不供油，无高压火）。ＶＡＧ１５５２显示防盗器无故障，系统正常。再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对发

动机电脑ＥＣＵ 检测，发动机ＥＣＵ 中存储两个故障，一是节流阀体Ｊ３３８没有满足基本设定；二

是２缸喷油器 Ｎ３１对地断路。从这两个故障分析和不着车几乎没有多大关系。
仔细检查燃油泵保险丝，燃油泵继电器和燃油泵及点火线圈均正常，就是燃油供给系不供

油，点火系不跳火。经分析，认为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Ｇ７８损坏，因为该传感器是发动机传感器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感器。它是检测并输入发动机电脑信号包括活塞上止点及曲轴的转角，
同时也是供测量发动机转速的信号源。发动机电脑 ＥＣＵ 根据得到曲轴（或活塞）运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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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动机的转速信号，控制执行元件供燃油和产生高压火。如果发动机控制单元 ＥＣＵ 接收

不到转速传感器 Ｇ７Ｒ的信号时，发动机将停止工作。
更换一个新的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Ｇ２８，车发动着了。但是发动机依然发抖。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

再次对发动机电脑ＥＣＵ检测，ＶＡＧ１５５２显示一个故障：２缸喷油器 Ｎ３１对地断路。
用万用表测出２缸喷油器 Ｎ３１电阻为１４Ω，正常。将点火开关打在“ＯＮ”挡的瞬间，由电

路图可知，电脑ＥＣＵ８０号脚接地，燃油泵继电器吸合。万用表测出８７号线对地电压为电源

电压（１２５２Ｖ）。证明２缸喷油器线束无断路故障，车发动着，８７号脚对地电压一直保持为电

源电压。说明发动机电脑 ＥＣＵ 内部发生断路，没有控制２缸喷油器 Ｎ３１负极线（电脑的８７
号脚）间歇性接地，所以２缸喷油器不工作，车发抖。

更换一块发动机电脑 ＥＣＵ，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对发动机 ＥＣＵ 匹配后，车发动着，发动机工

作非常平稳。ＶＡＧ１５５２检测发动机 ＥＣＵ 无任何故障，系统正常。

７２ 捷达王总是“坐车”故障的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Ｘ已经行驶９３０００ｋｍ。启动发动机行驶约１０ｋｍ，不论是在哪一挡，不论是

加速还是匀速行驶，总会出现“坐车”现象。用户说去过好几个汽修厂，曾更换过高压线、点火

线圈、电脑、汽油泵都未管用。
（２）故障检查与排除

接车后，开车路试行驶数公里后，果然出现了用户所陈述的“坐车”现象。用故障 诊 断 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查询无故障码，阅读数据块各项数据也均在正常范围内。测量尾气排放也完全正

常。而发动机怠速运转工况下尾气排放正常，并不能证明其在加速和高速行驶尾气排放也正

常。一般情况下，发动机出现坐车现象应该与某个气缸不工作有关。而导致某个气缸不工作

的原因包括：高压断火、混合气过浓或过稀等。此时考虑到用户反映更换了较多配件情况，初

步判定问题出在电控系统的线路上。当拆下发动机塑料护罩，仔细检查高压线及喷油嘴线束

时，发现发动机电脑通往１缸喷油嘴的电线绝缘皮在真空助力泵附近被磨破了，使线束内的铜

导线与地有时接通。
由于每个喷油嘴有两个电极，其正极通过油泵继电器得到正极电源，负极通向发动机电控

单元，依靠电控单元控制对地导通实现喷油。如果通向电控单元的电线对地短路，喷油嘴将会

长期喷油，造成混合气过浓而不能发火燃烧。虽然发动机控制单元对喷油嘴接地线具有故障

监视功能，但由于是断续接地，故电脑没能记忆故障码，所以增加了故障诊断的难度。在找到

了故障部位之后，将电线磨破处用胶布包好，经路试，行驶正常，丝毫没有“坐车”现象。

７３ 排气管冒黑烟且怠速不稳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１９９８年７月份生产的捷达王轿车，装用的是 ＡＨＰ型号发动机，故障症状是排气管

冒黑烟，怠速不稳。该车怠速不稳，加速时窜动，窜动现象尤为严重，并且加速时排气 管 冒 黑

烟，有时出现回火放泡现象。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故障诊断仪对发动机电控系统进行故障查询，显示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偶发

性故障。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故障诊断仪消除后，故障有所好转，试车一段时间后，故障现象重新

出现。再次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故障诊断仪进行查询，空气流量计故障再次出现。检查空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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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供电电压，即用万用表测量端子２和发动机搭铁点间电压，测量结果为１２４Ｖ 电压正常。
分别测量空气流量计插头端子３与发动机电控单元（ＥＣＵ）插头１２、端子４与１１、端子５与１３
之间的阻值，测量结果均为０３Ω，表明各导线无断路处。检查各导线之间有无短路、粘接处

均正常。这就可以确定故障出现在空气流量计本身，更换空气流量计，试车，故障排除。
捷达王轿车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为热膜式流量计，安装在空气滤清器和进气软管之间。如果

空气流量计信号中断，除了出现上述故障现象外，还会产生发动机功率下降、油耗升高、废气排

放值升高、行驶性不好等故障现象。

７４ 发动机冒黑烟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发动机排气管冒黑烟。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用大众公司专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故障记忆如下：

００５５３
空气流量计 Ｇ７０不可靠信号，偶发故障

根据修理经验，这种故障往往是氧传感器故障造成，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氧传感器信号：

读取测量数据块７
７８％　　０３２５　　０％　　１００

显示区２是氧传感器信号，正常时应在０１～０９Ｖ 之间变化，而测量值恒为０３２５Ｖ，且

不变化，表示混合气太稀，电脑将根据此信号控制增加喷油量；而实际情况是排气管冒黑烟，混

合气太浓。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氧传感器损坏，不能反映真实工况，向电脑反馈了错误信息，

造成上述故障。更换氧传感器，清除故障后试车，发动机仍加速不良。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无

故障记忆，于是怀疑油路故障，检测汽油压力为２５ｂａｒ正常，拆下４个喷油器清洗并检测正常

后装车，又更换一组火花塞试车，故障依旧。用尾气测量仪检测尾气 ＣＯ 为２６％，而正常值

为０７５％左右，由此判断发动机电控系统仍有故障。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再次检查氧传感器信号

如下：

读取测量数据块７
－２５０％　　０８５　　０％　　１００

氧传感器信号数值为０８５，不变化，表示混合气太浓。显示区１是λ调节器，正常值应在－
１０％～１０％之间变化，测量值为－２５０％已严重超差。检查发动机负荷１、０１、０８、０１显示如下：

读取测量数据块１
８４０ｒ／ｍｉｎ　　３２ｍｓ　　４°＜　　１１２°　　ｖｏｔ

显示区２是发动机负荷信号，主要由空气流量计提供，正常值怠速时应为１３～２５ｍｓ，

—４１１—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捷达系列

第
二
章
　
捷
达
系
列
轿
车
疑
难
故
障
诊
断
实
例

测量值为３２ｍｓ显然不正常。更换空气流量计，发动机不再冒黑烟。这是一例氧传感器和空

气流量计同时损坏的综合故障。

７５ 尾气严重超标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ｉＸ轿车，装备 ＡＴＫ新２Ｖ 发动机，配有三元催化转换器。用户反映该车在测

量尾气排放时，排放指数严重超标。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捷达新２ＶＡＴＫ发动机采用是ＳＩＭＯＳ３ＰＷ 电子控制多点顺序燃油喷射管理系统，该系

统是一个集喷油、点火、怠速、爆震、空调、自我诊断及跛行回家功能于一体的闭环集中控制系

统。
根据该车的故障现象，首先检查火花塞，发现火花塞间隙偏大，更换新件后，尾气排放情况

略有好转，但未得到明显改善。然后连接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对发动机电控系统进行检

测，调出了１个氧传感器的故障码。按照故障码的提示检查氧传感器至发动机电脑连接线束，
但未发现短路、断路情况，于是将氧传感器更换。随后试车继续测量尾气，然而尾气排放指数

依然偏高，但发动机电控系统已无故障码显示。
利用燃油压力表测量 喷 射 系 统 压 力，发 动 机 怠 速 运 行 时 油 压 值 为２５０ｋＰａ，急 加 速 时 为

３００ｋＰａ，系统保持压力为２００ｋＰａ，以上各项数据均正常。接下 来 拆 下 喷 油 嘴 进 行 超 声 波 清

洗，测量其电阻值１５Ω也符合标准。连接压力机观察喷油嘴雾化状态良好，检查喷油嘴连接

线束也无短路、断路情况。继续检查点火系统，用万用表测量点火线圈、高压线电阻 均 正 常。
将发动机恢复后试车故障依旧。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查寻故障存储器，仍然没有故障码出现。在

读取测量数据时，观察到氧传感器信号电压在０２～０８Ｖ 之间变动正常，氧传感器修正值在

±１０％之间调节正常。进气压力传感器的数据也符合标准，于是怀疑三元催化转换器有问题，
将其更换后试车，尾气排放依然超标。

在这种情况下，先考虑到了配气相位的准确性，但检查正时标记正确。又怀疑到了汽油质

量的问题，于是清洗了油箱及管路系统并更换了优质汽油，可情况丝毫不见好转。
在故障排除的过程中，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如果启动发动机后怠速运转不进行路试，尾气

排放基本合格。路试约２ｋｍ 后尾气排放指数升高，若每次启动间歇时间超过３０ｍｉｎ，怠速测

量基本合格。根据上述情形，决定更换发动机电脑，但将电脑更换了也无济于事。此时，考虑

其他部分是否存在问题。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拆下排气歧管进行检查，并与新的排气歧管

进行比较，发现该车装氧传感器的排气取样孔偏小。装上新的排气歧管进行尾气检测，可以明

显看出各项指数显著降低。对该车进行路试后，尾气排放依然合格。然后恢复该车所替换下

的其他配件，继续试车，尾气排放始终未超标。
由此可以判定故障部位就是在于排气歧管上的氧传感器排气取样孔。由于从气缸内排出

的废气处于高速流动状态，行至氧传感器取样孔处时形成涡流，导致排出的废气不能及时在此

处更新。使氧传感器不能准确地向发动机电脑反馈同步信号，造成发动机电脑不能根据实际

工况对喷油脉宽进行正确修正，最终出现了发动机工作异常，尾气排放严重超标的故障。

７６２缸和３缸工作不正常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ＴＸ轿车，发动机２、３缸不工作，用户反映曾到某修理厂更换过发动机电脑、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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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塞、高压线及发动机线束等部件，但故障仍未好转。当更换点火线圈后发动机反而不能启

动了。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根据用户反映的情况，先使用原车点火线圈发动汽车。此时将发光二极管测量灯一端接

地，另一端接到点火的放大器２、３缸点火信号线上，在启动发动机时，能够看到二极管闪烁，说

明点火触发信号无问题。测量点火放大器１５号脚与地间电压为１３Ｖ，测量点火放大器接地

线与地间电压为５Ｖ。
点火放大器接地线与地之间存在５Ｖ 电压，说明接地线接地不良。点火放大器得不到正

常电源电压，导致点火放大器工作不正常，造成２、３缸无高压火（具体原因要根据点火放大器

内部电路分析）。换上新点火线圈发动机反而不着车的原因是：好的点火线圈在这种低电压

下不能工作。
将点火放大器电源负极接上一根临时接地线，更换点火线圈，发动机运转正常。此时又换

上损坏的点火线圈，启动发动机仍然是２、３缸无高压火。另外，由于点火放大器接地线是在仪

表线束中进行接地，所以在更换了仪表线束、更换点火放大器后，２、３缸无高压火的故障排除。

７７ 突然出现缺缸且发动机抖动特别严重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ＧｉＸ轿车，行驶里程仅有１万多千米，在运行途中，突然出现缺缸现象，且发动

机抖动特别严重，致使车辆行驶性能变差。据司机反映，出现情况后立即停车检查，发现排气

管冒出大量白烟。
（２）故障排除

接车后，对故障进行了重新确认，与驾驶员所述现象相同。初步认定是缸垫损坏造成冷却

液进入燃烧室造成的，但观察溢水壶液面的液位处于上限很正常。拔下机油标尺，检查机油液

面，观察油底壳内机油的贮存量正常也符合规定要求。根据经验，总觉得发动机缺缸，为证实

是第几缸不工作，分别拔下各缸高压线，启动发动机做跳火试验，发现４缸工作不正常。由此

证明是该缸某部分出现了问题，拆下火花塞检查，发现电极间湿漉漉的，这种情况在上述鉴定

中没有发现可疑点，只是因为司机发现问题及时把车停了下来。
修理人员凭维修经验确定是发动机内部出现了问题，经与驾驶员协商，征得同意后，便对

发动机进行了检修。拆下气缸盖，观察缸垫完好无损，气门、气门油封及导管也未见异常，在检

查缸盖时，却发现４缸进气门缸盖壁上与其他３缸不同。有一小部分呈现白色，难道是导管与

缸盖的结合壁上有砂眼致使机油流入燃烧室冲刷而造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也就迎刃

而解了。于是拿来少许汽油，倒入该缸的进气门导管与缸壁的结合处，却不见有油渗出；接下

来把活塞从气缸中拉出，测量活塞环在气缸中的间隙均在标准规定的范围之内。折腾了大半

天没有发现问题，但有一点可以怀疑，４缸缸盖壁上的白色痕迹是怎么造成的呢？带着这个疑

问将发动机重新装车试验，４缸依旧不工作，排气管依然冒白烟，证明前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

是徒劳的。
除此之外，可以肯定地说机械部分没有什么问题，但从上述观察到的疑点考虑，是否为４

缸喷油器工作不良造成的呢？如果喷油器长期处于开启状态，不能按控制单元控制喷油，把过

多的燃油喷入气缸，结果就会与上述所观察到的症状相吻合。想到这里，立刻将喷油器卸下进

行试验，观察雾化很正常，并且喷油器处密封性极好，证明喷油器完好无损。拿来试灯，拔下４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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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喷油器上面的插头，将试灯导线两端分别插入该插头的插孔内。启动发动机，观察试灯的变

化情况，发现居然试灯一直亮。而正常情况下试灯应该是在规律的明暗交替闪烁。用同样的

方法观察其他３缸的工作情况，却都很正常。由此证明是控制单元中控制４缸喷油器的三极

管损坏造成的。由于控制单元损坏，使喷油器不能正常工作，造成大量汽油喷入燃烧室，冲刷

气缸壁而有了白色痕迹，同时因汽油过多排气管冒出了大量白烟。在更换了一新发动机控制

单元并重新匹配后，发动机工作正常。
（３）小结

问题虽然解决了，但留给我们的教训却是十分深刻的。上述故障排除过程实际上犯了一

个严重错误，在故障排除过程中，发现第四缸不正常后便决定对发动机拆检，实际上做的是无

用功，并且可能引发新的故障。若先就能对电控系统的数据流进行检查，完全可以避免拆卸发

动机。事实上，修理人员都明白，控制单元出现故障的概率非常低，同样，在没有搞清故障的真

正原因之前，就按修理传统汽车那样对发动机大拆大卸是不可取的。

７８ 无点火高压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发动机不能启动。经检查，点火线圈高压线无点火高压。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针对上述故障现象，先检查起动机启动时能否带动发动机飞轮旋转，再测量启动时蓄电池

的端电压情况。经检查，飞轮能转，蓄电池端电压不低于９６Ｖ，说明起动机、蓄电池均正常。
于是，重点应检查点火系。

该车点火系由装在分电器内的霍尔传感器提供点火信号，输入点火电子组件，再由其控制

点火线圈初级绕组电流的通断，使次级绕组产生点火高压。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点火线圈初级绕组，即接线柱－（绿色线）和接线柱＋（黑色线）之间

的电阻，结果为０６Ω左右（正常值为０５２～０７６Ω）；测次级绕组，即接线柱＋（黑色线）和高

压线接头之间电阻，结果为３ｋΩ 左右（正常值为２４～３５ｋΩ）。这说明点火线圈尚为正常。
接着，拔下分电器盖中心高压线，并将其搭铁。拆下分电器，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测试霍尔传

感器的－和０两端，在闭合点火开关时，用手沿旋转方向慢转分电器轴，同时观察电压变化情

况，正常时表针应在０～２Ｖ 之间变化，测试结果不符合要求，说明霍尔传感器损坏，更换霍尔

传感器后再测，电压表指示正常。装复试车，高压恢复正常，发动机顺利启动，故障被排除。

７９ 捷达前卫车发动机刚启动或急加速时排气管冒大量黑烟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一汽大众新生产的捷达前卫２Ｖ 电喷ＬＰＧ双燃料车，在使用液化石油气时没有不良

感觉，把液化气用完后转换成汽油时，感觉怠速不稳，加速不良，油耗增大，观察排气管发现冒

黑烟。
（２）故障检修

首先用ＣＯ测试仪测量尾气中 ＣＯ 含量，在怠速时是６２％，用大众 公 司 专 用 故 障 诊 断 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检查故障记忆，输入１、０１（发动机地址码）、０２（查询故障记忆），屏幕显示：

Ｂａｎｋｌ，Ｆｕｅ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ｏｒｉｃｈ

进一步测量有关数据发现有如下异常：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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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ｂｌｏｃｋ３
８６０ｒ／ｍｉｎ　　４７９ｍｂａｒ　　７８％　　３７°　　ｖｏｔ

显示区２是进气压力，它反映发动机负荷的大小，测量值比正常值大许多；显示区３是节

气门开度，比正常值稍大。根据电喷发动机修理经验，节气门开度增大，所测得的负荷也随之

变大，会造成怠速不良，但不会冒黑烟，这不一定说明进气压力传感器故障。怀疑氧传感器损

坏，试更换氧传感器，故障不能排除。因捷达２Ｖ 电喷车没有空气流量计，由进气压力传感器

感知发动机负荷，于是又更换了进气压力传感器，故障还是不能排除。现在，影响尾气排放的

两个主要部件都已更换了，只剩下发动机控制单元了，更换控制单元并进行基本匹配后，再测

量有关数据如下：

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ｂｌｏｃｋ３
８６０ｒ／ｍｉｎ　　３１６ｍｂａｒ　　３５％　　４５°　　ｖｏｔ

观察排气管虽有轻微黑烟，但ＣＯ测量值已降到００２％，证明故障已经排除，所冒黑烟为

排气管中残留的积炭。
后来发现，所有的ＬＰＧ双燃料车在从液化气转换到汽油时都出现上述故障，燃料的转化

应不会引起电控单元的硬件损坏，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故障呢？把原来更换下来的电控单元

装回车上，并重新进行基本匹配，发现冒黑烟现象不再重现。由此可见，原车电控单元并没有

损坏，只是燃料转换时自适应出现了偏差。
发动机电控单元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动适应某些部件的参数变化，如节流阀变脏，喷油器

轻微堵塞及油压变化等。即使更换电控单元或节流阀体后，电控单元也能通过自学习完成基

本匹配，只是速度较慢。但在发动机燃料从液化气转换到汽油时，相当于这些部件的参数发生

了突变，超出了发动机电控单元的自适应范围，导致控制出现偏差，对于这种情况，只要进行基

本匹配并清除自学习值即可恢复正常。对于行驶里程较长、节流阀体变脏的车辆，需先清洗节

流阀体后再进行匹配，否则会产生怠速不稳的新故障。

二、０１Ｍ 型自动变速器故障排除实例

１ 车速上不去、最高车速只有１２０ｋｍ／ｈ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配备０１Ｍ 型自动变速器的捷达都市先锋轿车车速上不去，最高车速只有１２０ｋｍ／ｈ。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此车是新购的二手车，当时试车时只是在普通路上跑了几圈，并没有发现不正常，这次跑

高速回来才发现高速不良，于是到维修站检修。
连接 ＶＡＧ１５５１查询故障信息，显示“控制单元无应答”，这表明电控单元Ｊ２１７没有供

电，或Ｊ２１７至诊断插头的连线断路，需对电控单元进行检查。拆下前围板的导水槽，发现根本

没装Ｊ２１７！

车主又找到了原车主，但原车主曾在几个修理厂多次检修过车辆，已不能确定是哪个修理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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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拆下了电控单元，只好再购买一个电控单元。装上电控单元并进行基本设置，经试车故障

排除。
去掉电控单元Ｊ２１７后，变速器内的各电磁阀停止供电，相当于变速器处于应急状态，所以

倒挡正常，Ｄ挡也能行驶，但在Ｄ挡时实际上是固定挂入３挡，而不能升入４挡，所以出现上述

故障。

２ 车辆加速迟缓，同时发动机怠速偏高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轿车车主说天气变冷后，车辆出现冷车不好启动，着车后怠速易熄火，
加速不 良 的 故 障，在 某 修 理 厂 清 洗 完 喷 油 器 和 节 流 阀 体 后，怠 速 不 再 熄 火，但 转 速 偏 高，在

１０００ｒ／ｍｉｎ以上，加速时感觉发动机转速很高，但车速就是上不去。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根据车主所述，故障原因可能是基本设置不良。清洗节流阀后，应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对发动

机和变速器进行基本设置，否则可能造成发动机怠速偏高、变速器工作不良的故障。自动变速

器的基本设置步骤是：
连接 ＶＡＧ１５５１，输入０２（选择自动变速器地址码）→０２（查询故障记忆）→０５（清除故障记

忆）→０４（选择基本设置功能）→０００（输入显示组０００），按“Ｑ”键确认，屏幕显示“系统处于基本设

置状态”，此时将油门踏板踩到底（触动强制低速开关闭合）并保持３ｓ以上，然后按“→”键即可。

３ 拆装变速器后无高速挡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在进行拆装变速器后无高速挡。
（２）故障排除

该车因检修发动机而拆下变速器，装复后试车发现车辆无高速，把油门踩到底车速也只有

４０ｋｍ／ｈ左右，感觉只是在一、二挡工作而不能升入高速挡。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显示“车速

传感器 Ｇ６８偶发故障”。因拆变速器前一切正常，变速器没有解体检修，所以故障可能是线路

问题。车速传感器与变速器转速传感器 Ｇ３８位置接近，检查发现两者的插头完全一样，试将

其对调，经试车故障排除。
在此提醒修理人员，拆装自动变速器后，应注意 Ｇ３８和 Ｇ６８插头不要插反，区分方法是：

Ｇ３８插头是白色的，Ｇ６８是黑色的。

４ 更换自动变速器油后有时无高速挡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在更换自动变速器油后有时无高速挡。
（２）故障排除

车主说此车更换变速器油后，冷车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良，但行驶一会儿踩下油门后，突然

感觉没有高速挡，低速行驶一会儿后又恢复了高速挡，但高速行驶时间不长，又没有高速挡了。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故障记忆，显示“ＡＴＦ油温传感器 Ｇ９３信号过高”。因换油前并没有

此故障，所以怀疑加油 量 有 问 题，检 查 自 动 变 速 器 油 面，发 现 油 面 过 低，补 加 ＡＴＦ油 至 正 常

后，经试车故障消失。

５ 变速杆锁死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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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捷达都市先锋轿车用户打电话说，他的车子出事故后停放在某个停车场，现欲将车拖

走，但变速杆不能从Ｐ挡拔出，车辆无法行驶。
（２）故障排除

通过检查发现踩下制动踏板后两个制动灯都不亮，检查两灯泡良好，怀疑制动灯 开 关 损

坏，检查发现制动开关接线未插。原来，车辆发生事故后，因前围板部位变形，制动灯 常 亮 不

熄，车主将制动灯开关接线拔了下来。重新接好线后，故障排除。

在变速杆的下部装有变速杆锁止电磁铁，它由自动变速器电控单元（变速器 ＥＣＵ）控制，
其作用是：在接通点火开关且踩下制动踏板时，解除锁止，变速杆可以推到其他挡位；否则，电

磁铁处于锁止状态，防止变速杆滑到其他挡位。拆下制动灯开关插头后，踩制动踏板时，制动

灯不亮，同时变速器 ＥＣＵ 之１５脚收不到制动信号，则 ＥＣＵ 之２９脚控制电磁铁处于锁止状

态，变速杆不能从Ｐ挡拔出，车辆不能行驶，从而造成上述故障。
最后需指出的是，无论是制动灯开关还是锁止电磁铁损坏，ＥＣＵ 故障存储器中都没有故

障记录，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无法检测到。

６ 热车后起动机不工作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轿车在热车后起动机不能工作。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启动发动机，测量起动机５０号接柱无１２Ｖ 电压。从蓄电池正极引一导线至起动机５０号

接柱，起动机工作正常，证明起动机良好，故障在点火启动开关至起动机之间的电路。

捷达都市先锋轿车采用自动变速器，其启动电路和普通捷达车不同，不但有防盗装置控制

起动机，还增加了启动倒车灯继电器Ｊ２２６和多功能开关Ｆ１２５。其作用有二：一是防止车辆挂

挡后启动；二是挂倒挡时接通倒车灯。启动倒车继电器的挡位信号来自多功能开关 Ｆ１２５，多

功能开关Ｆ１２５位于变速器壳体内，由变速杆拉索控制，其作用是感知变速手柄的位置，并将

状态信号送给变速器控制单元Ｊ２１７和启动倒车继电器Ｊ２２６。

根据以上分析，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自动变速器电控系统，屏幕显示如下：
１ｆａｕｌ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ｄ
００２９３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ｃｈ－Ｆ１２５Ｕｎｄｅｆｉｎｅｄｓｗｉｔｃｈ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
１个故障记忆

故障码００２９３
多功能开关Ｆ１２５状态不确定

进一步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变速器手柄位置，发现在任何位置都显示“Ｄ”，判断多功能开

关不良，更换后起动机工作正常。

后来我们又多次遇到捷达都市先锋轿车起动机热车不工作的故障，都是多功能开关损坏。
原来的多功能开关Ｆ１２５损坏后，启动倒车灯继电器Ｊ２２６收到错误的挂挡信号，切断起动机回

路；同时控制单元进入应急状态，认为变速杆处于位置“Ｄ”，所以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测量结果也都

显示“Ｄ”。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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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捷达都市先锋自动变速器异响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轿车故障症状表现为发动机异响。
（２）故障检查与排除

进行故障确认，在怠速情况下，轿车的发动机有异响，听响声很清晰，开始认为是气门响，
但仔细听，响声在发动机的下部，但又不是活塞销。由于该车采用的是自动变速器，所以想到

故障可能发生在变矩器内，而变矩器内能发出类似声音的只可能是锁止离合器。
捷达都市先锋轿车的自动变速器是电控的，其锁止离合器受电磁阀 Ｎ９１控制。当电磁阀

有故障时，电脑将自动进入应急状态，即只有１、３、Ｒ 挡手动工作，采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测有故

障记忆。然而该车用检测仪检测后没有出现上述现象，这说明其电控系统是正常的。该车的

锁止离合器响，是油路出现故障。
由于德国不单独提供油路备件，故更换阀体总成，故障排除。

８ 捷达 ＡＴ轿车转速表时有时无且自动变速器加速不换挡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ＡＴ新内饰轿车，行车时偶尔机油报警，转速表时有时无，自动变速器加速不换

挡，进入应急状态，故障总是同时出现。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该车仪表系统与自动变速器系统基本没有关联，但故障同时出现，说明故障不应出在仪表

或自动变速器系统。
从转速表时有时无的现象入手，捷达 ＡＴ 轿车的转速信号由发动机转 速 传 感 器 Ｇ２８取

得，传给发动机控制单元，再由发动机控制单元输出两部分，一部分给仪表的转速表，另一部分

给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利用该转速信号和其他信号，如车速信号、节气门开度信号等来控制换

挡时机。自动变速器和转速表同时发生故障，但发动机系统正常，说明故障只可能出现在发动

机控制单元的输出部分或相关线束。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来证明一下，怠速时在转速

表没有的情况下，发动机系统的转速数据正常，为８４０ｒ／ｍｉｎ，同时再进入自动变速器系统，显

示发动机转速为９０ｒ／ｍｉｎ，相差很大，说明前面的判断是正确的。问题应该出在发动机控制单

元或相关线束，但相关仪表和自动变速器的两部分线束一般不可能同时损坏，所以问题应出在

发动机控制单元上。
前面说到故障发生时仪表的机油报警灯也同时报警。捷达轿车的机油报警系统是靠发动

机转速来判断机油压力是否正常的，当仪表接收不到转速信号时，自然机油报警灯会报警。排

除转速表的故障后，机油报警灯报警的故障也就同时排除了。
将发动机控制单元更换，做好防盗系统的匹配，启动发动机试车，一切正常。
在汽车维修过程中，修理人员应了解车型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有利于维修中有一个明

确的思路来判断故障。

９ 变速杆锁止电磁铁响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２０００年３月生产和捷达都市先锋行驶里程为１５００ｋｍ，故障症状表现为变速杆拨到

“Ｒ”挡时，变速杆锁止电磁铁“咔哒、咔哒”响。
（２）故障检修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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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变速杆拨到“Ｒ”挡，锁止电磁铁“咔哒、咔哒”响时，手摸变速杆有振动感，试将变速杆推

到其他挡位，没有异常。如图２－１１所示，变速杆锁止电磁铁位于变速杆的下部，由自动变速

器电控单元（变速器ＥＣＵ）控制，其作用是：在接通点火开关且踩下制动踏板时，解除锁止，变

速杆可以推到其他挡位；否则，电磁铁处于锁止状态，防止变速杆滑到其他挡位。由此可知，锁

止电磁铁“咔哒、咔哒”响与变速器ＥＣＵ 有关。
连接大众公司专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输入１（选择快速数据传输功能）→０２（自动

变速器地址码），按“Ｑ”键确认后，结果显示“电控单元无应答”。电控单元不能被访问，应首先

检查其供电是否正常。见图２－１２，电控单元共有６８个脚，其１脚接地，４５脚接３０号电，２３
脚接１５号电，６０脚经１４号保险丝接１５号电。经检查上述各路供电都正常，怀疑电控单元损

坏，更换电 控 单 元 后，将 变 速 杆 拨 到 “Ｒ”挡，变 速 杆 锁 止 电 磁 铁 不 再 “咔 哒、咔 哒”响，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也能被访问，故障排除。

图２－１１　变速杆锁止电磁铁 图２－１２　ＥＣＵ 供电及锁止电磁铁电路图

自动变速器电控单元控制着变速器所有电气及液压功能，由模糊逻辑控制，可满足不同驾

驶员的驾驶要求，可识别上坡、带挂车、顶风及下坡等行驶阻力。在应急状态，如果控制单元出

现了故障，１挡液压、３挡液压及“Ｒ”倒 挡 仍 有 效，这 些 挡 位 可 通 过 操 纵 变 速 杆 在 滑 阀 箱 内 换

挡，在变速杆位置“Ｄ”，则通过液压以３挡启动。根据修理经验，如果电控单元损坏或去掉电

控单元，变速器以应急状态启动行驶，一般驾驶员及乘客不会有明显感觉，所以用户是以“Ｒ”
挡有异响的故障，将车开到服务站送修的。

１０ 挂前进挡时加速（行驶）困难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一汽大众捷达轿车（配备１８Ｌ发动机，０９６ＣＦＦ自动变速器），在一次更换变速器外

壳和大修包的相关零件后，出现挂前进挡行驶时加速困难的故障（只有在油门很大时车速才能

达到６０ｋｍ／ｈ），而且没有跳挡的感觉（像是锁挡一样），但是倒挡基本正常。起初怀疑是否装

配过紧，然而举升起汽车挂 Ｄ挡再加油，还是不升挡。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在驾驶座侧中央配电器旁找到诊断座，用“车博士”解码器读取故障代码，显示电磁阀工作

不良。消码试车，车速大约在５０ｋｍ／ｈ开始有跳挡感觉时发动机出现了空转（转速升高），但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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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发动机转速又会自动降下来，而车速却不能提高。如果加速踏板保持不动，就会出现频

繁的跳挡，冲击力也很大。再读码，没有故障代码。分析认为，如果是内部打滑，那么发动机转

速升高后不会自动降下，也不该连续不断地跳挡且出现那么大的冲劲。再说自动变速器换外

壳前又是正常的，类似此车的自动变速器以前也修过，装配过程应该不会有问题。后来又整理

了一下 思 路：该 车 开 始 为 什 么 会 锁 挡，而 后 来 又 读 不 出 故 障 代 码，跳 挡 也 不 正 常，会 不 会 是

ＥＣＵ 有问题呢？想到这里，决定拔去传感器插头，人为地造成电路故障，看 ＥＣＵ 能否识别并

记忆，检测仪能否读出故障代码。于是打开发动机室盖，看到只有涡轮输入轴转速传感器和输

出轴转速传感器的插头拔起来最方便，决定将这２个插头都拔去。就在拔第２个传感器插头

时，发现２个插头一模一样。心想会不会是两个插头被互相插错了呢？接着将两个插头调换

插牢，试车一切正常。
由于插错了的这２个插头，输出的是２个完全相反的错误信号，使 ＥＣＵ 无法正确地按储

存的程序发出正确指令进行控制，结果导致自动变速器频繁跳挡。但是因 ＥＣＵ 能接收到转

速传感器信号，所以ＥＣＵ 不会储存故障代码。

１１ 车速只能达到３０ｋｍ／ｈ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 ＡＴ轿车，用户反映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转速表达到了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而此时车辆时速每小时却只３０多千米。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使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在自动变速器电控系统查询故障码为００５１８，故障内容是节

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信号超出允许值。将汽车用两柱举升机举起，变速器挂上 Ｄ 挡加油门，观察

ＶＡＧ１５５２数据块００３组第３区，看到挡位由１Ｈ（１挡机械）到２Ｈ（２挡机械）反复变化。也

就是说挡位只是由１挡跳到２挡，又回到一挡。此时阅读自动变速器数据块中００１组第２区

节气门电位计电压值，不管将油门打开到多大，总是显示３Ｖ。此时使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进入发

动机电控系统查询故障码为００５１８，阅读数据块０１组第３区，无论怎样变换气门角度其显示

值总是５７°。
由于自动变速器电控单元是根据变速器转速信号和节气门电位计信号自动变换挡位，如

果控制单元收不到节气门电位计信号或者节气门电位计信号始终是一个固定的数据，自动变

速器电脑就要执行应急运行程序，此时车辆行驶状况就是上面所述。通过查询故障码和阅读

数据块都说明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损坏。
在更换节气门总成后，先后做了发动机和自动变速器电控系统的节气门基本调整。然后

进行路试，观察发动机转速在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时，对应的车速为１００ｋｍ／ｈ，变速器正处于 Ｄ挡中

的４挡运行，此情形说明自动变速器工作完全正常。

１２ 自动变速器打滑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轿车在行驶过程中加速时，发动机声音增大，而车速却不见提高。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开车进行路试，自动变速器１挡升２挡，２挡升３挡正常，当车速达到６０～７０ｋｍ／ｈ加速

时，发动机转速迅速升高至４０００ｒ／ｍｉｎ，而车速却不见明显提高。再找一坡路，从坡底起步爬

坡，感觉自动变速器在１挡、２挡时发动机转速很高，车速却升高缓慢，感觉自动变速器无力。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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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象上分析是自动变速器打滑。自动变速器打滑的原因有：① 自动变速器电控单元故障。

② 自动变速器油面过低。③ 离合器或制动器摩擦片过度磨损或活塞密封圈损坏。④ 油泵磨

损。⑤ 主油路油压泄漏，造成系统油压过低。⑥ 单向离合器故障。
首先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读取故障码，显示系统无故障码存在，这样可排除电控系

统存在故障的可能性。再对油面进行检查，启动发动机，当自动变速器油温达到３５℃～４５℃
时，拆下油底壳上用于检查自动变速器油的螺塞，正常情况下应有少许油流出，该车无油从溢

流口出，初步确定为缺自动变速器油。
拔下加油壶上的油 塞，将 充 注 系 统 ＶＡＧ１９２４储 油 罐 固 定 在 车 上，往 自 动 变 速 器 内 加

油。当加注了约１５Ｌ后，从溢流口往外流油了，这 时 拧 上 检 查 螺 塞，自 动 变 速 器 油 加 足 了。
再试车，自动变速器不再打滑。

１３ 捷达都市先锋 ＡＴ轿车转速与实际车速不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 ＡＴ轿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转速到了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ｒ／ｍｉｎ，而实际

车速却只有３０多千米。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使用金 奔 腾 大 众／奥 迪－中 文１５５２汽 车 电 脑 解 码 器，在 自 动 变 速 器 系 统 查 询 故 障 码 为

００５１８，故障内容为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信号超出允许值，用 举 升 器 举 起 汽 车 并 挂 上 Ｄ 挡 加 油

门，使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进入变速器系统，观察数据流００３组第三区，发现挡位只是

在一二挡间反复变化，阅读００１组２区节气门位置电位计电压，发现不管加多大油门，电压总

显示３Ｖ。更换节气门总成、做完发动机控制单元与节气门控制单元的基本调整后故障清除。
汽车运转正常。

由于自动变速器电控单元是根据变速器转速信号和节气门电位计信号自动变换挡位，如

果控制单元收不到节气门电位计信号或节气门电位计信号始终是一个固定值。自动变速器电

脑就要执行应急程序，此时车辆行使状况就如前所述。

１４ 换挡时车辆窜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车主说，将该车变速杆置于 Ｄ挡位行驶时，随着油门的加大，挡位相应

提高，但是感觉换挡时不平稳，车辆有窜动现象。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都市先锋轿车装配０１Ｍ 自动变速器，该变速器具有７个挡位，即１挡、２挡、３挡、Ｄ挡、Ｒ
挡、Ｎ 挡和Ｐ挡。该车变速杆置于 Ｄ挡时，随着油门的加大，换挡有冲击现象，可能的故障原

因有：

① 滑阀箱中电磁阀 Ｎ９２、Ｎ９４油路堵塞或电磁阀损坏；

② 滑阀箱中电磁阀 Ｎ９１、Ｎ９３油路或电磁阀故障，导致主油路压力过高；

③ 滑阀箱中电磁阀 Ｎ９１油路或电磁阀本身故障，导致锁止离合器压力失调；

④ 发动机怠速转速过高；

⑤ 发动机电控单元与变速器电控单元不匹配或两者连接线断路、短路；

⑥ 变速器转速传感器 Ｇ３８有故障；

⑦ 液力变矩器故障。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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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Ｍ 自动变速器具有自诊断功能，首先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对变速器电控系统进

行故障查询，显示变速器转速传感器 Ｇ３８无信号。变速器转速传 感 器 Ｇ３８位 于 变 速 器 壳 体

内，用于指示行星齿轮系中大太阳轮的转速，其插头为白色（见图２－１３）。变速器转速传感器

Ｇ３８与变速器电控单元Ｊ２１７连接线路图见图２－１４。控制单元Ｊ２１７利用大太阳轮转速信号

可准确识别换挡时刻，并利用该转速信号准确计算下列功能：① 换挡过程中，通过减小点火

提前角来减小发动机扭矩。② 换挡过 程 中 控 制 多 片 式 离 合 器。根 据 电 路 图，用 万 用 表 测 量

Ｇ３８与Ｊ２１７连接线路有无断路、短路处，测量后确定各连接线路均无故障。更换变速器转速

传感器 Ｇ３８，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进行故障查询，无故障显示。对该车进行路试，故障排除。

图２－１３　自动变速器转速传感器安装位置

１—变速器转速传感器 Ｇ３８（白色插头）；

２—车速传感器 Ｇ６８（黑色插头）

图２－１４　转速传感器电路

Ｊ２１７—变速器电控单元；Ｇ３８—变速器转速传感器　

１５ 变速杆置于 Ｄ挡加速时感觉没有高速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轿车，将变速杆置于 Ｄ挡，踩下加速踏板时，突然感觉没有高速挡。低

速行驶一段时间后，踩下加速踏板，又突然有高速挡了。高速行驶不长时间后，高速挡突然又

没有了，自动降了１挡。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主要是自动变速器电气元件有问题，如某个传感器或电磁阀

出现故障，而像离合器片烧蚀或油路堵塞、齿轮打齿等变速器内部故障的可能性不大。
能够产生该故障现象的电气元件主要有以下几个：

① 滑阀箱中电磁阀 Ｎ８８、Ｎ８９、Ｎ９０、Ｎ９１、Ｎ９３；

② 变速器转速传感器 Ｇ３８；

③ 车速传感器 Ｇ６８；

④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Ｇ２８；

⑤ 强制低速挡开关Ｆ８；

⑥ 变速器机油温度传感器 Ｇ９３；

⑦ 节气门电位计 Ｇ６９。
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对发动机电控单元、自动变速器电控单元进行故障查询，显示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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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器油温度传感器 Ｇ９３信号过大。Ｇ９３信号过大的故障原因有：

① 变速器太热；

② 汽车负载过大；

③ 自动变速器油位不正常；

④ 变速器油温度传感器损坏；

⑤ 自动变速器冷却器损坏。
首先向变速器中加注０５Ｌ变速器油，试车，故障竟然排除。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进行故障查

询，Ｇ９３信号过大变成偶发性故障。消码后，再次进行故障查询，无故障显示。
变速器机油温度传感器 Ｇ９３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电阻，随着变速器机油温度的升高其电阻

值降低，其传递至自动变速器电控单元的信号相应增大。当油温达１５０℃时，锁止离合器接

合，自动变速器油开始冷却。如果油温还不下降，电控单元将使变速器降１挡，此时就会产生

该车所出现的故障现象。

１６ 最高车速只能达到１００ｋｍ／ｈ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都市先锋轿车油底壳碰坏过，导致自动变速器油大量渗漏。修理之后试车，发现该车

最高时速只能达到１００ｋｍ／ｈ左右，与以前的最高时速１６０～１８０ｋｍ／ｈ相比，相差太大。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检查后，排除发动机故障的可能性，故障原因为变速器有故障。根据高速挡工作原理，分

析该车可能的故障原因为：

图２－１５　活塞环检查

① 电磁阀 Ｎ８９、Ｎ９０、Ｎ９１存在故障或其控制油路堵塞，导致制动器 Ｂ２不工作，大太阳轮

不制动，或者是离合器 Ｋ３不能接通，无法驱动行星齿轮支架，以及锁止离合器不接合，导致离

合器打滑，发动机输出功率下降；

② 制动器Ｂ２存在故障，大太阳轮不制动；

③ 离合器 Ｋ３存在故障，行星齿轮架不被驱动；

④ 锁止离合器打滑；

⑤ 自动变速器油面偏低；

⑥ 变速器油泵磨损，间隙大，油压低。
检修过程如下：
（１）检查该车自动变速器油。拆下油底壳上用于检查自动变

速器油的螺栓，放 出 溢 流 管 处 的 自 动 变 速 器 油。检 查 后 确 定，该

车自动变速器油不缺少。
（２）对该车进行失速试验。试验结果是，Ｄ 挡位失速时发动

机转速为２０００ｒ／ｍｉｎ左右，正常，因此排除锁止离合器故障可能

性。
（３）检查自动变速器油泵。检查油泵活塞环接口是否锈住，

活塞是否破裂以及内外齿轮之间啮合间隙。检查后确定，机油泵

无故障。
（４）检查大太阳轮制动器Ｂ２的内片（６片）、外片（５片）有无

变形、烧蚀处，检查弹簧有无脱落。检查后确定，内、外片良好，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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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无脱落处。
（５）检查离合器 Ｋ３。发现４挡离合器 Ｋ３的内、外片各缺少１片，内片为５片、外片为４

片；活塞环接口错位，正确安装见图２－１５；涡轮槽中的圆形密封圈不到位。重 新 更 换 离 合 器

Ｋ３内、外片，正确安装活塞环及涡轮槽中的圆形密封圈。正确组装自动变速器，重新加注变速

器油，对该车进行路试，高速挡工作正常，故障排除。

１７ 自动变速器工作时有噪声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都市先锋该车行驶时自动变速器有“嗡嗡”噪声，速度越高，噪声越大。当变速杆置于

空挡时，噪声消失。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把该车举起来，将变速杆置于 Ｄ挡，踩下加速踏板，仔细听诊噪声来源，确定“嗡嗡”噪声

来自变速器处。变速器能够产生“嗡嗡”异响的部位主要是变速器内部和液力变矩器。

图２－１６　油底壳上螺栓

首先检查自动变速器油面，检查方法如下：当油 温

在３５℃～４５℃时，拆下油底壳上用于检查自动变 速 器

油的螺栓（见图２－１６中黑色箭头所指处），放出溢流管

内的自动变速器油。如果自动变速器油从孔中滴出，无

须补加自动变速器油；如果只是溢流管中的自动变速器

油从油孔溢出，则需要补加自动变速器油。检查后证实

自动变速器油不缺少，排除因缺油而导致变速器内离合

器片、轴承或液力变矩器摩擦产生噪声的可能性。故障

原因还是在液力变矩器或变速器本身。
根据噪声的来源，判断最有可能的故障原因为液力变矩器故障，更换液 力 变 矩 器，试 车，

“嗡嗡”异响消失，故障排除。

１８ 没有倒车挡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都市先锋轿车因驾驶员在前两天开车时不小心将变速器油底壳碰坏，当时变速器油

从破损处溢出，就近到某修理厂修补好变速器油底壳破损处。重新加入自动变速器油，试车，
发现该车没有倒车挡，但其他挡位都有。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将变速杆置于前进挡，即ｌ、２、３、Ｄ挡位，各前进挡工作良好；将变速杆置于倒挡，即 Ｒ 挡

位，踩下加速踏板，无倒挡。
根据０１Ｍ 自动变速器倒挡工作原理，分析无倒挡的故障原因主要有：
① 倒挡离合器故障，导致大太阳轮不工作；
② 电磁阀 Ｎ９２故障或其控制的油路堵塞；
③ 制动器Ｂ１故障，导致行星齿轮支架无法固定，一直处于旋转工作状态，大太阳轮的旋

转动力无法传至齿圈；
④ 有关油路堵塞。
检修过程如下：
（１）分解变速器，检查倒挡离合器 Ｋ２及倒挡制动器Ｂ１：
① 分解倒挡离合 器 Ｋ２。拆 卸 自 动 变 速 器 油 泵，取 出 倒 挡 离 合 器 Ｋ２，分 解 倒 挡 离 合 器

Ｋ２。检查离合器 Ｋ２的内片和外片，发现内、外片均已因高温而变形，有退火现象，并有焦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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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检查离合器 Ｋ２活塞及弹簧，发现活塞及弹簧支承板在离合器壳体内无法自由转动，均有

受热膨胀变形的可能性。检查后确定，应更换离合器 Ｋ２。
② 检查倒挡制动器Ｂ１。拆卸倒挡离合器 Ｋ２及大太阳轮，拆卸滑阀箱和密封塞，然后取

出倒挡制动器Ｂ１。检查制动器Ｂ１的内片和外片，确定其内、外片基本正常，无需更换。检查

Ｂ１活塞，确定倒挡活塞裙部无断裂泄油处，辊子、弹簧安装位置牢靠，没有松脱现象，保持架与

外环位置装配正确，无错位变形处。检查后，确定倒挡制动器Ｂ１无故障，不需要更换。
（２）检查滑阀箱内的电磁阀 Ｎ９２，无故障。清洗有关油路，确定无堵塞现象。
（３）更换倒挡离合器 Ｋ２，重新正确组装该车自动变速器，加注自动变速器油。安装 完 毕

后，进行路试，倒挡工作正常，其他各挡位工作状况良好，故障排除。
１９ 启动困难、加速不良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都市先锋轿车启动困难，加速性不好，而且费油。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进行路试，将变速杆分别置于２、３、Ｄ挡，踩下加速踏板，发现发动机转速表与车速表上升

速度不对应。分析该车故障原因可能为液力变矩器中的锁止离合器打滑。为了进一步确定故

障原因，进行失速试验，失速试验的方法如下：
（１）挂上驻车制动杆，将制动踏板踩到底，为保证安全，可用木楔块将车轮卡住。
（２）在发动机运转情况下，分别将变速杆置于１、２、３、Ｄ、Ｒ挡位，此时变速器油温应正常，

即在５０℃～８０℃之间。踩下加速踏板至节气门全开，迅速读出发动机失速时的转速，正常值

一般为２０００ｒ／ｍｉｎ左右。注意：每次试验持续时间不能超过５ｓ，而且两次试验间歇时间至少

为１５ｍｉｎ，以使自动变速器油冷却。
该车 失 速 试 验 的 结 果 是，在 ３ 挡 及 高 速 挡 时，失 速 时 的 转 速 明 显 偏 低，分 别 为

８００～９００ｒ／ｍｉｎ、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ｒ／ｍｉｎ。可以确定，故障原因为变矩器中单向锁止离合器打滑。
０１Ｍ 自动变速器锁止离合器（锁止离合器结构见图２－１７）安装在液力变矩器壳体内，锁

止离合器通过滑阀箱内的电磁阀 Ｎ９１以液压方式控制。由于锁止离合器与变矩器为一体，所

以只能整体更换。更换液力变矩器后试车，故障排除。

图２－１７　锁止离合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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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ＡＢＳ系统故障排除实例

１ 制动踏板振颤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 ＡＴ轿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踩制动踏板都出现振颤现象。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一辆捷达 ＡＴ轿车，在良好干爽的路面行驶时，轻踩制动，ＡＢＳ系统开始工作，并且制动

踏板有上下振颤的现象。而实际上只有在冰面、潮湿路面行驶时且轻踩制动时，ＡＢＳ才可工

作；当车在干燥路面行驶时，必须使劲将制动踏板踩到底，ＡＢＳ系统才工作。因此这辆车的制

动系统有故障。用专用电脑检测仪检测 ＡＢＳ电脑，无故障码输出。根据经验拆检四个车轮轮

速传感器，发现上面吸附了许多粉尘。原来过多的粉尘导致轮速传感器的信号降低或有偏差，
造成 ＡＢＳ电脑误把良好路面判断成复杂路面，造成以上故障现象。清洗４个轮速传感器后装

复试车，故障排除。对于捷达 ＡＴ车型采用前盘后鼓式制动系，因此两后轮的传感器易脏，应

经常拆下来清洗。

２ＡＢＳ报警灯无规律地点亮和熄灭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都市先锋轿车，在行驶过程中其 ＡＢＳ报警灯无规律地点亮和熄灭。当 ＡＢＳ报警灯

点亮时，ＡＢＳ不起作用；当 ＡＢＳ报警灯熄灭时，ＡＢＳ正常工作。
（２）故障分析与诊断

鉴于当 ＡＢＳ报警灯熄灭时 ＡＢＳ的工作正常，在初步分析后认为，电控单元有故障的可能

性不大，而可能的故障是：ＡＢＳ导线连接器松动，轮速传感器的铁心与齿圈之间有脏物，轮速

传感器的齿圈有断齿损伤及轮速传感器线圈有间歇性短路或断路现象。
对 ＡＢＳ导线连接器进行检查，未发现故障。
测量４个轮速传感器线圈的电阻值，２只前轮轮速传感器和２只后轮轮速传感器线圈的

电阻值分别为１ｋΩ和０８ｋΩ，都在规定范围内。
用举升器将轿车举离地面，然后，一面转动车轮，一面用示波器检测其轮速传感器输出的

电压波形。这时发现，右前轮轮速传感器铁心的前端粘附了很多铁粉，并且该轮速传感器输出

的电压波形及其波幅和其他３只轮速传感器相差很大。在清除了右前轮转速传感器铁心前端

的铁粉以后，该轮速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波形及其波幅就和其他３只轮速传感器基本上一样了。
由此判定，ＡＢＳ故障是由右前轮轮速传感器铁心前端粘附铁粉所引起的。

为了查明铁粉的来源，检查了右前轮制动器制动摩擦块与制动盘的间隙。检查表明：该

间隙过小，以致右前轮制动器因制动过早而产生铁粉。在调整了右前轮转速制动器制动摩擦

块与制动盘的间隙后进行试车。在历时１ｈ的试车试验过程中，ＡＢＳ报警灯始终不亮，并且

ＡＢＳ的工作始终正常。

３ 制动踏板振动并伴有异响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制动踏板振动并伴有异响。
（２）故障排除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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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用仪器 ＶＡＧ１５５１测试，无故障码储存。由于制动时踏板振动及有异响，不得不考

虑盘式制动器的制动盘表面是否平整及鼓式制动器的制动鼓是否失圆等问题。凭维修经验，
上述问题应与车速无关，而本车故障只是在低速制动时才出现。

应先区分问题是出在基本制动系统还是防抱死制动系统：点火开关关闭，拆下防抱死液

压电子控制单元插头，重新试车，无上述故障症状，于是判断故障出在防抱死制动系统。先对

防抱死系统的电源线、接地线、各部件接线的牢靠性及锈蚀情况、发电机及蓄电池电压及防抱

死警告灯线路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异常。最后检查轮速传感器及其线路，将车辆举起，转动

车轮，同时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传感器交变输出信号电压基本正常（前轮为７０～３１０ｍＶ，后轮

为１９０～１１４０ｍＶ），传感器电阻也基本正常（１０～１３ｋΩ）。难道防抱死液压电子控制单元

坏了？不管怎么说，先更换４个传感器再说吧，更换后故障依旧，最后决定更换液压电子控制

单元了。按规定，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给液压电子控制单元编码，然后用该仪器控制排除制动液压

系统中的空气。结果一切操作结束后，故障还是没有排除。
此时近乎绝望。稍后，重新回忆整个检查过程，没有不妥之处，估计低速时制动踏板有“咕

噜、咕噜”声响还是传感器有故障。
随后使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的阅读测量数据块功能（０８功能），连接好仪器后进入０８功能后输

入显示小组编码００１，在模拟驾驶中观察４个显示区的值：在缓慢起步过程中，只有右前轮在

其他３个车轮轮速达到９ｋｍ／ｈ时却始终停在０ｋｍ／ｈ，而只要车轮超过１０ｋｍ／ｈ，与其他３个

车轮速度一样了；同样，在从较高车速缓慢制动时，只要车速不低于１０ｋｍ／ｈ，４个轮速基本一

致（按要求两前轮即１、２区的数值偏差小于４ｋｍ／ｈ为正常，两后轮即３、４区的数值偏差小于

２ｋｍ／ｈ为正常），而一旦低于１０ｋｍ／ｈ后，第２区 显 示 值（即 右 前 轮 轮 速）迅 速 降 为０ｋｍ／ｈ。
于是拆下右前轮，检查右前轮传感器，结果发现，右前轮轮速传感器间隔比左前轮大许多，比照

左前轮间隔加工调整右前轮间隔，试车，一切正常了。
（３）小结

按常规，像轮速传感器间隔偏大或偏小的故障，汽车自诊断系统本应能显示，最起码也应

储存偶发故障。但该车却显示正常，的确少见（由于传感器间隔稍大，车辆制动过程中，车速稍

低时轮速信号太弱，所似传感器断路无信号，即抱死状态；车速稍一高，信号重新建立）。但不

管怎样，在对防抱死制动系统进行故障诊断维修中，不能仅靠自诊断系统，丰富的修理经验也

是很重要的。

４ 防抱死制动系统起作用时反应太剧烈，制动踏板特别顶脚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防抱死制动系统起作用时反应太剧烈，制动踏板特别顶脚，让人难以忍受。
（２）故障排除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测试，无故障码储存。解除防抱死电控系统，故障消失，说明故障在防抱

死制动系统，基本制动系统正常。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阅读测量数据块，结果４个车轮轮速升降基

本相同且大致同步，由此基本确定４轮轮速传感器问题不大。为慎重起见，首先做基本检查：

① 制动液油位；② 油管接头；③ 主缸功能；④ 电子液压控制单元的电源线、接地线；⑤ 发电机

及蓄电池电压；⑥ 各部件连线。然后对轮速传感器电阻、输出信号电压及传感器间隔都进行

了检测。以上检查未发现问题，基本可以确定是电子液压控制单元（ＥＨＣＵ）故障。更换 ＥＨ
ＣＵ 后，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编码放气后，一切正常了。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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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ＡＢＳ故障检修时，应本着由简到繁的原则：先基本制动系统，后防抱死制动系统；先

电子液压控制单元的基本电源供给及周围线路，后电子液压控制单元本身。

５ＡＢＳ报警灯总报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９９款捷达王 ＡＴ轿车行驶２万多千米后，仪表盘上的 ＡＢＳ报警灯报警，送到一汽大

众特约维修站进行检查。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技术人员首先试车检查，制动性能正常。据车主反映，高速时制动性能比以前略有降低，

但不明显。通过专用 工 具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 查（连 接 ＶＡＧ１５５１，选 地 址 码０３制 动 防 抱 死 系

统，按 Ｑ 键确认，输入０７控制单元编码功能键，按 Ｑ 键确认，输入编码０３６０４，按 Ｑ 键确认，按

“→”键后输入０６，结束输出，按 Ｑ 键确认），电脑显示无故障，后又进行一次检查，结果相同。
经过技术人员协商，对整个制动系统进行检查，首先用换件法更换仪表盘，试车后，故障复

现。又对四个车轮的传感器进行检查，阻值在正常范围内。更换制动压力调节器、制动泵均正

常。导线外表面无破损，通过万用表查线发现右侧后轮传感器导线的阻值增大，复测几次结果

相同，判断导线有可能虚接。沿导线用手触摸检查，在座椅处导线有挤压现象，剖开导线，发现

导线虚接。重新接好后试车，故障消失。

６ＡＢＳ报警并同时伴有左轮跑偏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 ＧＴＸ轿车，带 ＡＢＳ防抱死装置 ＡＢＳ报警，同时伴有左轮跑偏现象。
（２）故障排除

通过电脑检测故障在左前轮，而检测传感器及制动分泵导线均正常。技术人员正苦于无

策，突然发现轮胎型号为１９５Ｒ１４，询问车主，原来车主在外面小修理厂更换过轮胎，而维修人

员误把１８５轮胎换成了１９５轮胎。更换１８５轮胎后，故障消失。

７ＡＢＳ报警灯有时报警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 ＡＢＳ报警灯有时报警故障。
（２）故障排除

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输入１（快速数据传输）、０３（电子制动地址码）、０２（查询

故障记忆），显示如下：故障码０１０４４———电控单元编码错误；故障码０１１３０———不可靠 ＡＢＳ
信号，偶发故障。

一汽大众公司生产的 ＡＢＳ电控单元（ＥＣＵ）编码为０３６０４，并且在出厂时已完成编码。出

现故障码０１１３０的可能原因是 ＡＢＳ被高频电磁波干扰，使 ＡＢＳＥＣＵ 认为有不可靠信号产生，
如转速传感器损坏、接 头 连 接 不 良 或 ＡＢＳＥＣＵ 本 身 损 坏 等。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 测 ＡＢＳＥＣＵ
编码，输入１、０３、０１（查询电控单元编码），显示如下：

３Ａ０９０７３９ＡＢＳＩＴＴＡＥ２０ＧＩＶ００
ｃｏｄｉｎｇ０３６０４ＷＳＣ１２３４５

编码是０３６０４，说明编码正常。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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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静止时，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测各车轮的车速信号，输入１、０３、０８（测量数据流）、０１（输

入显示组０１），显示如下：

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１
０ｋｍ　　３２ｋｍ　　０ｋｍ　　０ｋｍ

上面４个数据分别为左前、右前、左后、右后轮的车速信号。因为车辆静止，而右前车速显

示３２ｋｍ，显然不正常。车辆运行时测量结果为：

Ｒｅａ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１
４５ｋｍ　　４５ｋｍ　　４５ｋｍ　　４５ｋｍ

４个轮完全一样。
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检查右前轮转速传感器与齿圈间隙，见图２－１８，结果正常，无

异物。拆下传感器测量电阻值，为１１Ω，正常。ＡＢＳ电路图见图２－１９，端子３和１８是右前

轮车速传感器信号送到 ＡＢＳＥＣＵ 接口端的端子。装复传感器，拔下 ＡＢＳＥＣＵ 插头，用手转

动右前车轮，同时用电压表交流挡测量端子３与１８之间的交流电压（端子序号见图２－２０）约

为４３０ｍＶ。这说明传感器及连线都正常，ＡＢＳＥＣＵ 可能工作不正常，更换 ＡＢＳＥＣＵ 后，故

障排除。

图２－１８　右前轮车速传感器与齿圈间隙检查 图２－１９　ＡＢＳ传感器电路图

捷达王轿车 ＡＢＳＥＣＵ 与液压泵是一体的，一汽大众公司供应的 ＡＢＳＥＣＵ 备件没有编

码，更换后要对 ＡＢＳＥＣＵ 进行编码、设置及对 ＡＢＳ泵放气，此过程要使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没有

此仪器不要进行维修。

给 ＡＢＳＥＣＵ 编码：输入１、０３、０７（选择电控单元编码），输入０３６０４并按 Ｑ 键确认，再输

入０６（结束输出，编码完成）。

试车，故障排除。

８ＡＢＳ报警灯常亮故障排除（Ⅰ）
（１）故障现象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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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０　ＡＢＳＥＣＵ 端子序号

一辆捷达王轿车 ＡＢＳ报警灯常亮。
（２）故障排除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对 ＡＢＳ控 制 系 统 进 行 检

测，设备显示右后轮车速传感器无信号。拆下

传感器测量其电阻为１１ｋΩ，阻值正常。于是

拔下控 制 单 元 插 头，检 查 ＡＢＳ控 制 单 元 至 右

后轮车速传感器的线束连接情况，但未发现断

路或短路 的 情 况。后 来 车 主 提 供 线 索 称 该 车

曾更换过制 动 鼓，之 后 便 出 现 了 现 在 的 故 障。
经拆检右后轮，发现产生触发信号的靶轮没有装，重新装复靶轮后试车，故障消失。

９ＡＢＳ报警灯常亮故障排除（Ⅱ）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 ＡＢＳ报警灯常亮。
（２）故障排除

利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对 ＡＢＳ控制单元进行检测，无故障记录。检查４个车轮处的传感器信

号均正常，怀疑 ＡＢＳ泵出 了 问 题，为 此 找 来 相 同 的 ＡＢＳ泵 进 行 替 换 试 验，但 ＡＢＳ报 警 灯 仍

亮。此时着手检 查 控 制 单 元 与 报 警 灯 之 间 的 线 路 连 接 情 况，根 据 电 路 图 进 行 测 量 时，发 现

ＡＢＳ控制单元第１６号脚与 ＡＢＳ报警灯之间线路断路，经修理后报警灯熄灭，故障排除。

１０ＡＢＳ报警灯常亮故障排除（Ⅲ）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在打开点火开关后，ＡＢＳ报警灯常亮不熄。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读取故障码，右前轮轮速信号不良。消除故障码后，在一段平

直的路面上试车，观察右前轮车速信号在加速过程中会出现轮速信号突然丢失现象，但丢失信

号又会很快恢复，而故障信息已被 ＡＢＳ电控单元（ＥＣＵ）记录下来，因此 ＡＢＳ报警灯亮。
将车举起，检查右前轮轮速传感器，传感器安装正确，同时读取右前轮轮速信号状态数据，

加速时仍然会出现信号丢失的现象。
根据以上测试情况分析，加速过程中，右前轮轮速信号丢失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受 外 界 干

扰，找来一段从进口车上换下来的导线，取代右前轮轮速传感器到 ＡＢＳＥＣＵ 之间的导线。消

除故障码后路试，一切恢复正常。

１１ＡＢＳ报警灯有时闪亮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 ＡＢＳ报警灯有时闪亮，ＡＢＳ有时不工作，特别在后排座椅上坐满人，在

不平路面上行驶时，ＡＢＳ容易失效。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此款捷达王轿车装有自诊断功能的 ＭＫ２０－１型制动防抱死系统。根据故障症状分析可

能的故障原因是有关元件或插头连接不好。检查后轮轮速传感器，连接牢靠，拆下检查并无脏

污现象。后轮轴承间隙正常，不存在转速信号不可靠的情况。
拆下后座椅，后座椅下部固定有 ＡＢＳ后轮转速传感器的线路插头，发现插头随便放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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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下面，没有固定住。检查其连接情况，有些松动。当汽车在颠簸路面行驶时，后轮轮速传感

器插头连接不可靠，所以出现上述故障现象。重新固定好插头，试车，故障排除。

１２ＡＢＳ报警灯闪亮且 ＡＢＳ不起作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 ＡＢＳ报警灯闪亮后，紧急制动时脚下无原来正常时的反弹感，ＡＢＳ不起

作用。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输入１、０３、０２，显示有一个故障代码：故障码００２９０———左后轮轮速

传感器 Ｇ４６，偶发故障。
因为显示偶发 故 障，先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把 故 障 记 忆 清 除，报 警 灯 熄 灭。但 试 车 后 发 现，

ＡＢＳ报警灯再次亮起，显示相同故障。
拆下左后轮轮速传感器，测量其电阻值，为１１ｋΩ，正常。装上传感器，拆下 ＡＢＳ电控单

元（ＥＣＵ）插头，测量其端子２和１０之间的电阻值为１１ｋΩ，正常。这说明左后轮轮速传感器

与 ＡＢＳＥＣＵ 之间的连 线 无 断 路。检 查 至 此 故 障 部 位 似 乎 只 剩 下 ＡＢＳＥＣＵ 了。因 为 更 换

ＡＢＳＥＣＵ 后的基本设置比较繁琐，为确保万无一失，决定分别测量一下左后轮轮速传感器两

根连线与车身之间的电阻。拆下左后轮轮速传感器插头，拆下 ＡＢＳＥＣＵ 插头，其端子２与车

体之间的电阻值为∞，正常；１０号端子与车体之间的电阻值为０７Ω，正常值应为∞，这说明此

连线与车身之间有搭铁之处。
顺着左后轮轮速传感器线束向前检查，当检查至后座左侧时发现有一螺钉打通了一根白

色线，使之与车体相连。询问车主得知，进行内部装修时，不小心将左后轮车速传感器的一根

接线打通，造成上述故障。用绝缘胶布把白色线破损处包好，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清除故障后再试

车，故障排除。

１３ＡＢＳ报警灯不亮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以前打开点火开关（即点火开关置于“ＯＮ”位置时），ＡＢＳ报警灯亮起，但

最近开始不亮，不过 ＡＢＳ工作正常。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每次启动时 ＡＢＳ都要进行自检：当点火开关转到“ＯＮ”位置时，ＡＢＳ报警灯亮４ｓ，若没

有检测到故障则自动熄灭；当发动机启动后，ＡＢＳ报警灯同样亮４ｓ，若无故障自动熄灭。如果

ＡＢＳ报警灯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不亮，则可能的故障原因有：

①１４号熔断丝烧断；

② ＡＢＳ报警灯损坏；

③ 电源线路断路或插头分离；

④ ＡＢＳ报警灯控制器损坏。
检查后发现，该车倒车灯也不亮，表明熔断丝可能熔断，因为 ＡＢＳ报警灯和倒车灯共用同

一个熔断丝。检查熔断丝，果然已经熔断，更换后试车，熔断丝又熔断，表明有关线路存在短路

处。检查后发现，倒车灯开关损坏，更换倒车灯开关及熔断丝，试车，故障排除。

１４ 偶尔车轮抱死，ＡＢＳ报警灯闪亮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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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捷达王轿车偶尔出现紧急制动时车轮抱死的现象，ＡＢＳ报警灯闪亮。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用专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读取故障码，结果为轮速传感器信号不良。因为不经常

出现故障，所存故障码可能是暂时的，所以先将故障码清除，试车，暂无故障出现。第二天，故

障重现，再调故障码仍同以前一样，这说明轮速传感器信号确实存在故障。
拆下两前轮，检查轮速传感器。发现左前轮传感器松动，与转子齿轮间隙过大，并且两轮

的传感器插头处均有大量的铁屑和泥土。清除污物，测量传感器线圈电阻值及连线电压，均正

常。装复后清除故障码，试车，故障排除。
由于传感器松动，使铁心与转子齿轮间隙过大，致使电磁线圈中感应电压信号减弱，ＡＢＳ

电控单元（ＥＣＵ）接收不到转 速 信 号，即 判 断 传 感 器 信 号 有 误，同 时 点 亮 报 警 灯，ＡＢＳ停 止 工

作，恢复到普通制动状态。

１５ＡＢＳ工作时，制动不平衡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新车出现 ＡＢＳ工作时，制动不平衡，制动时右后车轮抱死。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检查右后轮轮速传感器，工作正常，连接电路正确，制动管路连接正确，初步判断故障原因

为液压控制单元故障。更换液压控制单元，试车，故障排除。

ＡＢＳ液压控制单元与 ＡＢＳ电 控 单 元（ＥＣＵ）安 装 在 一 起，液 压 控 制 单 元 中 有１０个 电 磁

阀，控制每个车轮供油量的电磁阀均有两个，即常开阀和常闭阀。如果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常闭

阀始终关闭，则会导致上述故障现象的出现。

１６ＡＢＳ报警灯时亮时灭，ＡＢＳ不起作用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 ＡＢＳ报警灯时亮时灭，且 ＡＢＳ防抱死功能始终不起作用。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车到修理厂时，ＡＢＳ报警灯不亮，车主反映 ＡＢＳ有故障。根据车主描述，先进行路试，果

然 ＡＢＳ不起作用，此时ＡＢＳ报警灯亮了。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调取故障码，故障码为：

００２８５右前轮轮速传感器 Ｇ４５。
于是拆下右前轮轮速传感器，检查连接线，没有问题，但传感器表面有一 层 灰 土，擦 干 净

后，测量 其 阻 值 为 １２ｋΩ，属 于 正 常 的 范 围。 但 还 是 换 了 一 个 新 的 传 感 器，同 时 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消除存在的故障码。重新试车，故障现象依旧，ＡＢＳ始终不起作用。这下就有点

儿找不着头绪了，只好进行全面的检查。将其他３个轮的传感器以及管路和线束进行全面的

检查，结果均无故障。正好库存中有一个 ＡＢＳ控制器，于是换上，并将系统放气。重新路试，
此时 ＡＢＳ正常起作用了，车主将车开走了。

可是过了几 天，此 车 又 回 来 了，ＡＢＳ 报 警 灯 时 亮 时 灭，同 时 ＡＢＳ 又 不 起 作 用 了。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读取故障码，还是右前轮轮速传感器。怀疑故障还是在右前轮上，于是拆下右前

轮重新检查传感器和齿圈。可是一切都正常，故障终究在哪里呢？无意中转动了一下右前轮，
突然发现右前轮齿圈轴向摆动很大，于是装上传感器，测量齿圈和传感器之间的间隙。转动右

前轮发现，有的位置齿圈和传感器的间隙很大，而有的位置很小，正常齿圈和传感器之间的间

隙应在１１０～１９７ｍｍ 范围内，于是更换了右前轮的齿圈，消除故障码，重新试车，ＡＢＳ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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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故障排除。
（３）小结

一般情况下，修理人员在维修 ＡＢＳ时发现了轮速传感器的故障码，都会注重传感器本身

和其线路，很容易忽略齿圈的问题。此次维修忽略了传感器和齿圈的间隙，造成了复杂的维修

过程。

１７ＡＢＳ有时自动工作但车速不减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在行车途中不踩制动踏板，ＡＢＳ有时自动工作，制动踏板有振动感，但汽

车不减速。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ＡＢＳ在工作过程中，驾驶员踩制动踏板会有振动感并伴有机械噪声，可以通过感觉来判

断 ＡＢＳ是否工作。如果 ＡＢＳ工作频繁但汽车不减速，可能的故障原因有：

① 轮速传感器安装不当；

② 轮速传感器线路插头接触不良；

③ 轮速传感器失效；

④ 齿圈损坏；

⑤ 轮速传感器沾有异物；

⑥ 车轮轴承损坏；

⑦ ＡＢＳ液压控制单元损坏；

⑧ ＡＢＳ电控单元（ＥＣＵ）损坏。
检查后发现，左前轮速传感器粘有小碎石块，清除后试车，故障排除。

１８ 制动有时跑偏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新内饰）轿车车速在５０～８０ｋｍ／ｈ时，轻踩制动踏板有时出现向左跑偏现象。
当车速高于或低于此车速范围时，则无此故障现象出现，急踩制动踏板时也无此故障现象。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该车带有 ＡＢＳ，一般情况下有 ＡＢＳ的车辆，制动跑偏为机械故障。分析机械故障有以下

几种情况：

① 制动装置原因。左右制动盘与摩擦间隙或接触面不良，摩擦片表面沾有油污，一只制

动分泵漏油或卡滞，一侧管路堵塞，一侧制动钳固定板松动或变形。

② 车轮原因。左右轮胎气压不一致，左右轮胎磨损不匀，轮毂轴承磨损或松旷。

③ 其他原因。前轮定位失准，左右减振器损坏或弹簧弹力不足，车架变形，左右轴距不—
样。按上述故障原因进行检查，没发现有故障存在。

看来还要对 ＡＢＳ电气系统进行检查。连接好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结果显示系统正

常。带上 ＶＡＧ１５５１路试读出 ＡＢＳ的数据流：当车速在５０～６０ｋｍ／ｈ时，发现右前轮的轮

速比其他３个 轮 的 轮 速 低，如 其 他３个 轮 的 轮 速 在６０ｋｍ／ｈ时，右 前 轮 的 轮 速 却 为５８～５９
ｋｍ／ｈ。故障应在右前轮上。

拆下右前轮轮速传感器检查，发现轮速传感器顶部有少量的铁屑，将其清理干净 后 再 试

车，故障还存在。更换右前轮轮速传感器后，故障也存在。分析轮速传感器的作用是将车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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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信号传给 ＡＢＳ电控单元（ＥＣＵ），而车轮的速度信号是由安装在轮毂上随车轮同步旋转的

齿圈来反映的。再检查齿圈，发现两个轮齿间有一块铁砂，将铁砂去掉后再试车，故障排除。
本故障是由齿圈轮齿间的一块铁砂造成的，当急踩制动踏板时，４个车轮的轮速变化即制

动减速度均较大，铁砂对右前轮轮速传感器造成的影响可忽略不记，所以急踩制动踏板时车辆

无向左跑偏现象。当车速低于５０ｋｍ／ｈ或高于８０ｋｍ／ｈ时，由于车速过低或过高，铁砂对右

前轮轮速传感器也造不成影响，也不会出现车辆向左跑偏现象。当该车行驶至５０～８０ｋｍ／ｈ
时，若轻踩制动踏板时，铁砂正对或略早于右前轮轮速传感器传感头时，轮速传感器瞬时传给

ＡＢＳＥＣＵ 的信号，表明右前轮轮速要低于左前轮轮速，因此 ＡＢＳＥＣＵ 控制左前轮制动力增

加，使车辆出现向左跑偏现象；而当铁砂与右前轮轮速传感器传感头相距较远时，轮速传感器

瞬时传给 ＡＢＳ控制单元的信号，表明右前轮轮速正常，此时车辆就不会出现跑偏现象。

１９ＡＢＳ报警灯亮，ＡＢＳ功能失效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轿车 ＡＢＳ报警灯亮，ＡＢＳ功能失效。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进行 故 障 查 询，显 示 故 障 码０００２８７，表 示 右 后 轮 速 传 感 器 故

障。更换一个新的传感器，故障依旧。
检查轮速传感器插头插接情况，正常。
对 ＡＢＳ线束测量，测得 ＡＢＳ电控单元（ＥＣＵ）供电端子１和端子１７的输出电压２６５ｍＶ，

属正常范围。
最后把疑点放在 ＡＢＳＥＣＵ 上，将后座椅底下的后左、后右两轮速传感器的插头互换，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再次进行故障查询，故障代码仍为００２８７，确诊 为 ＡＢＳＥＣＵ 故 障。更 换 一 新 的

ＡＢＳＥＣＵ 后，故障排除。

四、空调系统故障排除实例

１ 关机后散热器风扇一直低速运转不停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发动机关闭后散热器风扇一直低速运转不停。
（２）故障排除

由电路分析可知，散热器风扇低速运转的条件有三个：
（１）捷达轿车双温度热敏开关通过１９号保险丝取自３０号电，所以当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达９５℃时，热敏开关Ｆ１８内的低温触点闭合，无论点火开关是否打开，散热器风扇低速运转。
（２）７０℃温度开关闭合时，关闭点火开关后，散热器风扇低速运转。但接通点火开关后风

扇停转。
（３）当开启空调后，空调继电器Ｊ３２工作，其内部触点闭合，１２Ｖ 电压经闭合的触点到风

扇低速挡接柱，如果管路压力低于１６ＭＰａ，风扇低速运转。
由以上分析，在风扇低速运转时，打开点火开关，风扇不停，说明故障不在７０℃温度开关；

拔下双温度开关接线插头，风扇仍不停转，说明故障也不在热敏开关；更换空调继电器后，散热

器风扇停止运转，故障排除。打开损坏的空调继电器，发现其内的散热器风扇控制触点粘连，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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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断开。
根据大量的修理经验，造成散热器风扇低速运转不停的上述三个零件的损坏率 依 次 是：

双温度开关Ｆ１８、空调继电器Ｊ３２、７０℃温度开关Ｆ。

２ 关闭空调和发动机后风扇一直高速运转不停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开空调后散热器风扇高速运转，关闭空调和发动机后风扇一直高速运转不

停，只有拆下蓄电池接线柱后，散热器风扇才停转。
（２）故障检修与排除

拆下蓄电池接线，散热器风扇停转后，再重新接上蓄电池接柱，发现风扇并不运转，但只要

启动发动机并开启空调，散热器风扇开始高速运转后，再关闭空调和发动机，风扇仍高速运转

不停，上述故障又出现。根据电路图分析可知，散热器风扇高速运转的条件有两个：① 风扇热

敏开关Ｆ１８中的高温触点（１０５℃）闭合；② 空调管路上的高压开关Ｆ２３（１６ＭＰａ）闭合。
启动发动机，开启空调，在故障重现时拔下热敏开关接线插座，散热器风扇仍高速运转不

停，证明故障不在热敏开关。拔下空调管路上的高压开关 Ｆ２３接线插头，风扇停转。更换高

压开关后，故障排除。
由电路图可知，当关闭点火和空调开关后，空调继电器Ｊ３２停止工作，空调压力开关 Ｆ２３

失电，即使高压开关Ｆ２３损坏，触点不能断开，因风扇高速继电器不工作，散热器风扇也不会

高速运转。上面的故障现象与电路分析相矛盾，为弄清故障机理，我们用一辆无故障捷达轿车

做如下试验：用导线短接空调管路上的高压开关Ｆ２３，启动发动机并开启空调，散热器风扇开

始高速运转，然后关闭发动机和空调，风扇仍高速运转不停，拆下蓄电池接线，散热器风扇停

转，重新接上蓄电池接柱，风扇并不运转。再次启动发动机并开启空调后，上述故障 又 出 现。
这说明空调压力开关损坏确实会造成上述故障。

经过对电路图进行仔细研究，上述故障的原因可解释如下：当启动发动机并开启空调后，
空调管路的压力超过１６ＭＰａ，高压开关Ｆ２３闭合，空调高速继电器工作，散热器风扇高速运

转。关闭空调及发动机时，１２Ｖ 电压从３０号电→１９号保险丝→风扇高速继电器闭合的触点

→散热器风扇→风扇内部的低速降速电阻→损坏的空调高压开 关 Ｆ２３→空 调 高 速 继 电 器 线

圈，空调高速继电器工作，散热器风扇高速运转，这样形成了一个电流自保通路。拆下蓄电池

接线后风扇高速继电器触点断开，重新接上后，触点还处于断开状态，不能构成上述回路，故散

热器风扇不运转。再次启动发动机并开启空调后，故障重现。

３ 无论水温高低，散热器风扇高速运转不停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轿车发动机启动后，无论水温高低，散热器风扇高速运转不停。
（２）故障排除

造成捷达王散热器风扇高速运转不停的故障，可能有以下原因：① 双温开关的高温触点

粘连，不能断开；② 空调管路上组合压力开关中的１６ＭＰａ压力开关闭合不能断开；③ 风扇

控制器损坏。
根据以上思路，首先拔下双温开关的接线插座，风扇仍高速运转不停；拔下位于空调高压

管上的０２２／３２ＭＰａ组合压力开关Ｆ１的插头，风扇停止运转。在管路上的万用表测量压力

开关Ｆ１的３、４接柱已导通，而此时并没有开启空调，管路中只是静态压力，证明空调压力开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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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有故障，内部触点粘连不能断开。更换压力开关 Ｆ１后，散热器风扇运转正常。拆下压力开

关后，再测量其３、４脚已断开，但装到车上测量又闭合，这说明故障并不是其内部触点粘连不

能断开，而是它的闭合压力误差太大所致。在管路压力还不到１６ＭＰａ时，其触点就已闭合。
此开关以针阀的形式与空调管路相连，拧下时管路上的针阀关闭，Ｒ１３４ａ不会泄漏。在修理实

践中，双温开关、１６ＭＰａ压力开关、风扇控制器三个零件的损坏引起散热器风扇高速运转不

停的故障是多发生故障。

４ 关闭点火开关后散热器风扇一直高速运转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后捷达王轿车在关闭点火开关后，散热器风扇一直高速运转不停。
（２）故障排除

分别拔下热敏开关和组合压力开关的接线插头，风扇都不能停转，证明故障不在热敏开关

和压力开关，可能是风扇控制器或其线路有故障。由电路图可知，散热器风扇高速运转的条件

是控制器的 Ｔ２脚或Ｐ脚为高电位。拔下风扇控制器的多孔插座，测量其 Ｔ２脚、Ｐ脚电压为

０Ｖ，这说明风扇控制器没有收到“风扇高速运转”的信号而让风扇高速运转，故障显然在其本

身。更换风扇控制器，散热器风扇停止运转，恢复正常。
询问用户得知，故障前曾用高压水枪清洗发动机，检查风扇控制器表面仍很湿（控制器已

封死，不能拆修）。这样的故障我们已遇到多起，在此提醒捷达王用户特别注意。

５ 开空调后鼓风机只有高速挡（第４挡）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开空调后，鼓风机１、２、３挡不工作，只有高速挡（第４挡）工作。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因为鼓风机能高速运转，证明鼓风机良好，检查鼓风机开关１、２、３、４挡接触良好。捷达轿

车鼓风机采用串联电阻调节转速，并且在串联电阻上有一个热保险丝（电阻）Ｓ２４，当鼓风机某

转速不工作时，应检查串联电阻。串联电阻位于副驾驶员侧杂物箱后面的鼓风机壳体上，检查

发现热保险丝Ｓ２４（２５０Ｖ／１０Ａ／２１６℃）已烧断，更换一个新串联电阻，使用仅几分钟便再次烧

坏。这说明鼓风机电流太大，检查鼓风机运转无阻滞，风道无堵塞，说明鼓风机使用日久，轴承

干磨松旷、炭刷磨损过度造成电流自然增大。拆下鼓风机，对轴承加油保养，用砂布打磨炭刷，
然后装复。剪下烧断的保险丝，在其位置上焊一个２０Ａ（实测鼓风机高速运转时电流为１０Ａ
左右）保险丝，装车后经长期使用，没有再发生烧断故障。

捷达轿车鼓风机开关没有空挡，开空调后鼓风机便开始运转。鼓风机１、２、３挡运转时，１２
Ｖ 电压经空调开关→鼓风机开关→串联电阻及热保险丝→鼓风机。当鼓风机开关开到４挡

时，空调继电器Ｊ３２工作，蓄电池１２Ｖ 电压经空调总保险丝Ｓ２３→空调继电器→鼓风机，鼓风

机高速运转。因此保险丝Ｓ２４烧断后，鼓风机仍能高速运转。
询问用户得知，故障前曾用高压水枪清洗发动机，检查风扇控制器表面仍很湿（控制器已

封死，不能拆修）。这样的故障我们已遇到多起，在此提醒捷达王用户特别注意。

６ 开启空调后空调压缩机不工作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王开启空调后调不作。
（２）故障排除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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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发动机，打开空调，首先拔下空调机电磁离合器接线插头，测量无１２Ｖ 电压，证明故

障不在空调机。用细针刺透线皮的方法，测量控制器的 Ｘ、Ｔ１、Ｔ４端子电压均为１２Ｖ，ＭＫ 端

子为０Ｖ，证明控制器收到了空调请求信号，但没有发出空调工作信号，怀疑控制器损坏。
在更换控制器时，发现其上面有两个保险片，一个２０Ａ 普通保险片（电路图上没有标出此

保险片），一个５０Ａ 大易熔片。检查发现２０Ａ 保险片断路，更换此保险片后，再把原控制器装

到车上，空调机工作正常。另外，在实际修理中也遇见过５０Ａ 大易熔片烧断的情况，它损坏后

会造成散热器风扇不转的故障。

７ 鼓风机和空调不受点火开关控制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捷达车主说，他的车鼓风机和空调不受点火开关控制了。以前停车时，拔 掉 点 火 钥 匙

后，鼓风机和空调器即使没关闭也都自动停止工作。这次停车时拔掉点火钥匙就锁车走人了，
但回来时发现鼓风机还转着，空调机电磁离合器也没有断开，风扇也一直低速运转不停，蓄电

池电量都要耗尽了。
（２）故障现象

由于捷达轿车空调用 Ｘ卸荷电，只有接通点火开关 Ｘ 线才有电，关闭发动机或启动发动

机时 Ｘ线无电，此时即使打开空调开关，空调也不工作，以保证有足够的电能使发动机顺利启

动。现在没有接通点火开关鼓风机就能工作，说明 Ｘ线有短路连电之处。怀疑点火开关内部

连电，拔掉其插头，鼓风机仍不停转。又怀疑卸荷继电器损坏，干脆拔掉卸荷继电器，故障仍不

能排除，现在控制 Ｘ线的两个部件都去掉了，只有更换继电器盒子。更换新继电器盒，把所有

的插头、继电器和保险丝都插好检查完毕后，发现故障还是不能排除。此时天色已黑，偶然发

现车灯开关上的照明灯亮着，此灯在接通点火开关时才点亮，用手拍一下车灯开关，照明灯熄

灭了，鼓风机也停转了；再用手拍一下车灯开关，照明灯又亮了，鼓风机也随之转起来。更换车

灯开关，故障排除。

８ 鼓风机工作、散热器风扇低速运转但空调压缩机不吸合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２Ｖ 电喷）轿车，其行驶里程为７５０００ｋｍ。故障症状表现为开空调后，鼓

风机工作，散热器风扇也开始低速运转，但空调压缩机不吸合。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捷达２Ｖ 电喷轿车采用 Ｒ１３４ａ制冷剂，变排量压缩机，空调电路与化油器式捷达和捷达

王轿车都不同，其控制元件较多，需了解其电路原理才能快速判断故障所在。捷达２Ｖ 电喷轿

车空调和散热器风扇电路见图２－２１。
在开空调后鼓风机和散热器风扇低速挡都运转，说明空调开关及空调继电器都已正常工

作，故障点在环境温度开关Ｆ１至控制器 Ｋ之间的电路。在检修电路故障时，线路的中点是关

键点，对中点的检查可将故障范围缩小一半，另外车上的部件安装较分散甚至隐蔽，检修时还

要按方便原则。根据以上分析，检查如下：启动发动机，开启空调，拔下组合压力开关 Ｆ２接线

插头，测量插座上２号接柱有１２Ｖ 电压，用导线短暂连接１、２接柱，空调压缩机“啪”地一声吸

合。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压力开关 Ｆ２和１、２接柱，发现其已断开，更换此压力开关，空调压

缩机工作恢复正常。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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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１　捷达前卫轿车空调、风扇控制电路图

Ｂ＋—接蓄电池正极；Ｅ３５—空调开关；Ｊ３２—空调继电器；Ｆ１—外界温度开关；

Ｆ２—组合压力开关 ＥＣＵ－发动机电控单元；Ｆ１８—双温控开关；

Ｋ—空调／风扇控制器；Ｎ２５—空调电磁离合器；Ｖ７—散热器风扇

９ 高温天气热车后空调自动断开不工作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２Ｖ 电喷）轿车行驶里程为１３５０００ｋｍ。其故障症状表现为：冷车或天气

不太热时空调机工作正常，高温天气热车后空调机自动断开不工作。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此车送服务站维修之前曾在几个修理厂先后更换了空调继电器、空调风扇控制器、组合压

力开关，还与正常车辆的发动机电控单元对换过，并且多次检查空调电路，但都未能排除故障。
捷达２Ｖ 电喷车空调电路与化油器式捷达和捷达王都不同，其空调和散热器风扇电路见

图２－２１。
接通空调开关 Ｅ３５，１２Ｖ 电压从卸荷线 Ｘ→第６号保险丝→空调开关 Ｅ３５→空调继电器

Ｊ３２线圈→３１号线搭铁，空调继电器工作，内部两个触点吸合。来自蓄电池正极的 Ｂ＋电经空

调继电器的一组触点→环境温度开关Ｆ１→组合压力开关Ｆ２（１、２脚）→发动机电控单元 ＥＣＵ
的２８脚，作为空调请求信号。ＥＣＵ 接到该信号后，先检测节流阀体的位置，如果怠速开关闭

合，ＥＣＵ 将给一个１４０ｍｓ的延时，在此时间内提高发动机转速，然后控制其７６脚接地，接通

空调控制器 Ｋ内部的空调继电器，空调机工作，同时保证发动机怠速稳定。如果节流阀全开，
说明发动机在全负荷下工作，ＥＣＵ 将切断控制器 Ｋ内部的继电器，空调机不工作。

由以上分析可知，电控单元ＥＣＵ 的２８脚和７６脚是检查故障的关键，检查方法如下：
（１）按图中虚线所示，在电控单元２８脚与地之间连接数字式电压表，发动机怠速运转并

开启空调，电压表指示为１４Ｖ。待发动机工作一会儿后空调机断开时，观察电压表读取数仍

为１４Ｖ。测量结果表明，空调继电器、环境温度开关和组合压力开关都正常，发动机电控单元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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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到空调请求信号。
（２）再按图中另一虚线所示，把电控单元的７６脚接地搭铁，空调机“啪”地一声吸合，说明

空调控制器也正常。
由以上检查可知，出现故障时发动机电控单元已收到了空调请求信号，但没有输出空调机

工作指令，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电控单元收到了其他异常信号切断了空调机。查阅技术资料，并

没有说明水温信号对空调系统的影响。
连接大众公司专 用 故 障 诊 断 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调 出 温 度 信 号，发 现 当 发 动 机 温 度 显 示 达

１１８℃时空调机会断开。用 水 慢 慢 冲 洗 散 热 器，当 温 度 下 降 到１１４℃时 空 调 机 又 自 动 吸 合。
检 查 发 动 机，并 没 有 发 现 过 热 的 迹 象，怀 疑 温 度 传 感 器 不 良。更 换 温 度 传 感 器 后，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测水温信号，最高只有１０６℃，空调机工作恢复正常，不再断开，故障排除。
捷达王（５Ｖ 电喷）采用博世（Ｂｏｓｃｈ）公司 ＭｏｔｒｏｎｉｃＭ３８２发动机电控管理系统，在发动

机缸盖后面出水管上，除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外，还有一个１１９℃温度开关，当发动机过热温度

达１１９℃时切断空调机。捷达前卫（２Ｖ 电喷）采用西门子（ＳＩＥＭＥＮＳ）Ｓｉｍｏｓ－３Ｗ 系统，在发

动机缸盖后面出水管上虽然只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没有１１９℃温度开关），但发动机过热温度

达１１９℃时，空调机仍能断开。这时因为控制软件有所不同，通过软件作用取消了一个硬件而

保护功能并没有改变。

１０ 车内有焦煳味，空调不制冷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普通捷达轿车，打开空调时，突然闻到一股电线胶皮烧糊的焦味，接着空调不再制冷。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检查发现，继电器盒上２３号空调熔断器已熔断。拆下继电器盒，拉出里面的线束，发现从

蒸发器上的除霜开关（Ｅ３３）到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 Ｎ２５之间的线束特别硬，剥开线束外的

绝缘布，发现里面的电线全部烧连。因线束外的绝缘布完好，只有内部电线烧连，由此判断线

束内部电线或其负载有短路之处。检查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外表，已发黑。用万用表测量

电磁离合器线圈电阻值，为０２２Ω，而正常值为３２Ω，说明内部短路，拆下电磁离合器线圈，
发现已烧在一起。更换电磁离合器及损坏线束后，空调工作了，便认为由于电磁离合器线圈内

部短路，造成相应线束烧蚀，修理至此结束。

５天后，同样的故障再次发生了。为什么连烧两个电磁线圈呢？仔细进行检查，电磁离合

器皮带轮不松旷，转动压缩机不发卡。对比两个损坏离合器接合盘盘面，发现都有新磨损的金

属光泽，测量离合器接合盘与皮带轮的间隙，为０７ｍｍ，在正常范围内。于是拆下蒸发器上的

Ｅ３３，把它放入冰箱内冷冻，等温度降至１℃时，用万用表测量其电阻值，发现不能断开，温度

降至－７℃时，仍不能断开，说明此Ｅ３３已损坏。更换此Ｅ３３及其他损坏件，故障排除。
正常时，打开空调后，当蒸发器温度在１℃以上时，开关触点闭合，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

工作，同时怠速提升阀 Ｎ６２工作，把怠速转速提升至９５０ｒ／ｍｉｎ。Ｆ７３是低压压力开关，安装在

制冷管路上，当空调系统压力低于２００ｋＰａ（２０ｂａｒ）时断开，以防止压缩机在无制冷剂的情况

下运转，从而保护压缩机。Ｅ３３损坏后，空调压缩机长时间运行而不能自动停机，连续不断的

工作使管路内部压力升高，压缩机负荷增大，出现离合器打滑现象，离合器接合盘与皮带摩擦

而产生大量的热，电磁线圈因受热而使绝缘皮破损局部短路，造成电流过大，最终使线束烧蚀，
熔断器熔断。

—２４１—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捷达系列

第
二
章
　
捷
达
系
列
轿
车
疑
难
故
障
诊
断
实
例

１１ 车内送风，一阵凉一阵不凉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都市先锋轿车空调运行时，车内送风一阵凉，一阵不凉。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像这种空调制冷效果时好时坏的故障，既可能是电路方面引起的，也可能是空调管路系统

相关部件引起的。仔细观察该车故障现象，车内送风凉与不凉，与压缩机离合器的工作与否并

无直接关系，或许是制冷系统内部有水分。
水分在管路循环系统中冻结形成冰塞，将会阻塞制冷剂在管路中的循环流动，一旦冰塞融

化，又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堵塞现象往往发生在制冷系统内部通道截面较小的位置，易于堵塞

的部件绝大部分处于制冷系统的高压侧，如储液干燥罐、膨胀阀滤网等。
为了进一步确认故障，将压力表分别接在管路中的高、低压侧。让发动机运行，空调运转

之后，高压表显示基本正常，低压表指示接近零。压力表的指针产生不规则的剧烈摆动，无法

读清具体数值。
仔细查看高压管路，发现膨胀阀附近有轻微结霜现象。当制冷系统内部存在水分或干燥

剂吸湿能力达到饱和后，往往会出现空调制冷效果时好时坏的现象。
据车主反映，该车以往曾发生过撞车事故，更换过冷凝器和部分空调管路，大概在安装检

修、更换制冷系统部件时，空气进入系统中。空气中含有微量水分，会对制冷系统产生腐蚀，损

害制冷系统。而且水分还在膨胀阀处结冰，阻止制冷剂的流动，降低制冷效果，严重时，还会导

致冷凝器压力急剧上升，造成系统管路爆裂事故，如果拆检制冷系统部件时未对管路系统进行

密封，往往会产生不良后果。
更换储液干燥罐。用压力表反复抽真空，排出系统内水分，充注 适 量 的 制 冷 剂。一 切 就

绪，空调运行正常，故障排除。

１２ 制冷效果不佳，最低温度只有１６℃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都市先锋轿车空调制冷效果不佳，用测温仪在空调出风口检测，空调运行时车内最低

温度只有１６℃。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该车压缩机能够正常运转，在空调控制系统电路上应该不会有问题。故障应该出在空调

管路系统上。接上压力表组，测量高、低压侧压力以确认故障范围。
发动机运转 时，将 转 速 控 制 在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ｒ／ｍｉｎ之 间，让 压 缩 机 工 作，低 压 表 读 数 为

０２６ＭＰａ，高于标准值０１２～０２０ＭＰａ。高压表的读数为１９０ＭＰａ，也高于标准值１２０～
１５０ＭＰａ。高压和低压侧压力均偏高。如果冷凝器散热不良、制冷系统有空气、制冷剂过量

或膨胀阀损坏，都会出现高压和低压侧压力均高出标准值的情况。
通过观察管路系统中的玻璃孔，可以知道制冷剂量是否正常，或制冷系统是否存在空气。

该车制冷系统工作时，玻璃孔中没有气泡流动；当提高或降低转速时，又会出现气泡。关闭空

调后，玻璃孔内立即产生气泡，随后消失。看来，制冷剂量正常。压缩机工作时，玻璃孔内未见

有细小泡沫，看来制冷系统中没有空气。检查冷凝器，发现冷凝器的翅片已经严重堵塞，仔细

查看，发现这些堵塞物全是毛状微粒，原来是杨树上的絮毛。当时正值夏初季节，杨絮飘舞，该

车电子扇运转时，将很多絮毛吸入冷凝器的翅片之中，影响冷凝器的散热效果。从压缩机过来

—３４１—



国产轿车维修技巧及疑难故障诊断实例丛书———捷达系列

第
二
章
　
捷
达
系
列
轿
车
疑
难
故
障
诊
断
实
例
系
列

的高温高压制冷剂，在冷凝器得不到良好的冷却，空调制冷效果当然不佳。
拆掉冷凝器的固定螺栓，用压缩气体吹净冷凝器上的絮毛，又检查了风扇皮带，发现皮带

截面上有很多裂纹，更换一根风扇皮带，将冷凝器固定螺栓拧紧。装复试车，空调运行良好，制

冷效果恢复正常。

五、其他系统

１ 捷达 ＧＴＸ防盗器锁死的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启动后只能着车１～２ｓ就熄火。打开点火开关至 ＯＮ 挡时，脉冲应答防盗器的报警灯２ｓ
后不熄灭，却暗闪。说明脉冲应答防盗器处于防盗状态。

（２）故障检修

装有脉冲应答器防盗系统的捷达王轿车（新款），在点火钥匙不插入点火开关内时，防盗器

的报警灯闪亮，证明车辆处于防盗状态。当点火钥匙插入点火开关内打开至“ＯＮ”挡时，防盗

器报警灯应在２～３ｓ后熄灭。此状态证明系统正常，可以启动着车。针对此车故障现象，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输入１→２５→０２进行故障查询，可是当输入２５地址码时却进不去，经分析可能是

搭铁不良。检查防盗系统各搭铁点和搭铁线都正常，检查蓄电池正负极桩头也很正常。打开

蓄电池上方正极保险盒，发现第３个正极保险的固定螺钉松动，而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查阅资料得知，此保险正是防盗器的主电源保险。紧固此螺钉后，一切恢复正常。此故障现已

经遇上过多起，而且在捷达 ＧＩＸ、ＡＴ等车型上也出现过，敬请同行们留意。

２ 防盗器警告灯不亮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都市先锋轿车的防盗器警告灯在关闭点火开关后不再闪亮，但车辆启动及行驶

都正常，于是车主将车开到服务站检查。
（２）故障检查与排除

连接大众公司专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发现其屏幕无显示，所以发动机及防盗器电

控单元都不能访问，故障原因可能是 ＶＡＧ１５５１供电断路。图２－２２是一汽大众公司所提

供的捷达防盗系统电路图，由图可知，诊断插座的１６脚是 ＶＡＧ１５５１和防盗器警告灯的正

极供电端，它断路后会造成防盗警告灯不亮且 ＶＡＧ１５５１不能正常工作。用万用表测量诊

断插座第４脚和１６脚之间的电压，结果为０Ｖ。由图２－２２可知，诊断插座的１６脚经继电器

盒背面 Ｎ 插头的第３号端子接继电器盒内３０号电，于是拆下继电器盒（但不拔下接线插头），
用万用表测量 Ｎ 插头的３号端子，结果无１２Ｖ 电压，怀疑继电器盒内部断路。因更换其较麻

烦，为确定故障部位，拔下 Ｎ 插头，再次测量继电器盒上与 Ｎ／３对应的端子，结果还是无电压，
判断继电器盒损坏。更换继电器盒后，故障仍旧，维修陷入困境。

对照原（２Ｖ 化油器式）捷达轿车有关电路图。如图２－２３所示。发现 Ｎ 插头用于空调，
并且 Ｎ／３号端子内部没有接继电器盒的３０号电，而是直接取自蓄电池正极，经２３号３０Ａ 保

险丝到继电器盒的 Ｎ／３端子，Ｎ／３端子在继电器盒内接空调继电器，而不是接３０号电。再次

检查本车，发现在继电器盒 Ｎ／３端子上果然有两根线连接在一个接柱上：一细线接诊断插头

的１６脚，另一粗线接到２３号保险丝插座。捷达车继电器盒上共有２２个保险丝良好，测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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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丝座无电，继续向前检查，发现蓄电池正极接柱上附加的空调线接柱因腐蚀而断路，将其接

好后，防盗器警告灯正常闪亮，并且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查显示正常，故障排除。因为是冬天，车

主不用空调，所以空调接线断路后也未觉察到，而是以防盗器警告灯不亮的故障来送修。

图２－２２　捷达都市先锋防盗控制系统电路图

Ｆ１２５—多功能开关；Ｊ２２６—启动倒车继电器；Ｍ１６／Ｍ１７—倒车灯；Ｊ１２７—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

Ｂ／５０接起动机５０号拉柱；Ｄ／５０—接点火开关启动挡；Ｊ１—启动继电器；Ｊ２—点火继电器；

Ｎ１５２—接点火线圈；ＩＣＵ—防盗电控单元；ＡＮＴ—读写线圈（天线）；ＴＲＡＮＳ—送码芯片（钥匙内）；

ＬＥＤ—警告灯；Ｊ２２０—发动机电控单元；Ｔ１６—诊断插座

图２－２３　捷达都市先锋防盗系统电路的更正

Ｅ３５—空调开关；Ｊ３２—空调继电器；Ｅ３３—温度开关；Ｎ６２—怠速提升阀；

Ｆ７３—压力开关；Ｎ２５—空调电磁离合器；Ｂ＋—蓄电池正极；Ｓ２３—空调保险；

ＬＥＤ—防盗器指示灯；ＩＣＵ—防盗器电控单元；Ｔ１６—诊断插座

本维修实践说明：① 捷 达 都 市 先 锋 防 盗 器 警 告 灯 及 ＶＡＧ１５５１供 电 来 自 空 调 保 险 丝

（２３号３０Ａ）；② 不准确的维修资料导致维修走了弯路，在此提醒同行注意，正确的电路见图２
－２３中虚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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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车辆交通事故后，防盗系统出现故障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轿车在车交通事故修复后，防盗系统出现故障，开始以为是防盗器控制单元

（１ＭＭＯＥＣＵ）故障，更换了两个也没能排除故障。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用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１检测，显示有４个 故 障，分 别 为：ＩＮＮＯＢＩＬＩＺＥＲ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ＰＯＯＬ（防 盗 器 读 写 线 圈 故 障）；ＫＥＹ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ＯＳＭＡＬＬ（钥 匙 信 号 太 弱）；ＩＮ—ＣＯＲ
ＲＥＣＴＫＥ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Ｘ－ＣＥＥＤＥＤ（钥 匙 编 程 错 误）以 及

ＫＥＹＮＯ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钥匙未授权）。根据故障码和系统多次拆装分析，很有可能是钥

匙匹配出现问题。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消除故障码后，再读故障记忆显示无故障。这时开始匹配

钥匙，当执行钥匙匹配时，故障指示灯连续闪烁，说明还有故障（正常为指示灯亮３ｓ后熄灭，
显示这把钥匙已匹配完成，再进行下一把钥匙的匹配）。重读故障记忆，仍显示上述４个故障。

图２－２４　捷达前卫轿车防盗系统电路简图

仔细回 想 匹 配 钥 匙 的 操 作 过 程，没 有

错误。看来 应 该 检 查 一 下 线 路，根 据 故 障

码分析，可能是读写线圈有故障，应首先检

查。用万用表一测，读写线圈的阻值为∞，
说明读写线圈 已 经 断 路（见 图２－２４，正 常

值Ｂ１－Ｂ２为 大 约１２Ω，Ｂ１－Ｂ３、Ｂ２－Ｂ３
为∞）；再测防盗器 ＥＣＵ 的电源及搭铁，均

正常。防盗器ＥＣＵ 为新件，说明本车故障

就是读写线圈断路引起的。更换一新的线

圈后，用 ＶＡＧ１５５１匹配完钥匙后一切正常。

４ 更换点火开关后，发动机启动后立即就熄火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前卫轿车因起动机不能运转更换了点火开关，但换了点火开关后又出现了新问

题，发动机启动后马上就熄火。
（２）故障诊断与排除

根据该车故障现象的特征，怀疑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将故障诊断仪 ＶＡＧ１５５２连接

在故障诊断插 座 上，打 开 点 火 开 关 至“ＯＮ”位 置，进 入 防 盗 控 制 系 统，查 出 了３个 故 障 码：

０１１２———防盗器读写线圈错误；０１１７６———钥匙信号电压太低；０１１７９———钥匙编程错误。由于

该车先前并未出现这个故障，目前又同时出现了３个故障码，不像是硬性故障。
另外，在更换点火开关时必然涉及防盗器读写线圈，怀疑是在将其装复时出现了问题。于

是拆下转向组合开 关，发 现 该 线 圈 没 有 安 装 到 位。经 正 确 安 装 后，用 ＶＡＧ１５５２清 除 故 障

码，执行钥匙匹配程序后，故障排除。该车的故障属于人为操作所致，因此，在维修过程中一定

要仔细认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５ 收放全无、扬声器无声、照明指示灯常亮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一辆捷达轿车装用ＢＬ８１０型汽车音响，收放全无，扬声器无声，照明指示灯常亮。
（２）故障检查与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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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Ｓ４０１电源开关对地电阻几乎为零，表明内部有短故障；细查 Ｎ３０２，发现电源供电脚对

地击穿损坏。再查保险丝，也烧断；换装新 Ｎ３０２和保险后再试，故障排除。

６ 收放均为单声道（左边扬声器无声）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捷达装用的ＢＬ８１０型汽车音响收放均为单声道，即左边扬声器无声，指示灯不亮。
（２）检查与排除

测量 Ｎ３０２各脚电压，未发现异常；细查外围件，发现 Ｃ３１７电容一脚开路；重新焊好后再

试，故障排除。

７ 收音无声、放音正常，ＡＭ、ＦＭ 指示灯均不亮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捷达装用的ＢＬ８１０型汽车音响收音无声，放音正常，ＡＭ、ＦＭ 指示灯均不亮。
（２）故障分析与检查

由于调频、调幅同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收放公共电路正常，所以Ｓ２０１与Ｓ２０２之间出

现故障的可能性最大；经检查，发现两开关串的引线有一头已断开，重新焊好后，故障即排除。

８ 调频无输出，ＡＭ 与放音正常；调频有微弱噪声但收不到电台信号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捷达装用的ＢＬ８１０型汽车音响调频无输出，ＡＭ 与放音正常；调频有微弱噪声，但收不到

电台信号。
（２）故障检查与排除

有噪声，说明中放后级电路基本正常；检查 ＦＭ 高频头及 Ｎ１０１各脚相关电压均正常，用

镊子碰 Ｎ１０１①脚，扬声器有正常“喀喀”声，往前碰 Ｖ１０２管 Ｃ极却无反应，可以怀疑Ｚ１０２损

坏；换装新的Ｚ１０２后再试，故障排除。

９ 立体声指示灯不亮，也无立体声效果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捷达装用的ＢＬ８１０型汽车音响立体声指示灯不亮，也无立体声效果。
（２）检查与排除

从故障现象分析，应首先检查 Ｎ１０２，测量其各脚（ＬＡ３３７０）电压，未发现异常；接着检查外

围相关怀疑元件，确认 Ｖ１０３内部开路；更换新件后再试，故障排除。

１０ 调幅无输出，调频及放音正常，但调幅指示灯亮故障排除

（１）故障现象

捷达装用的ＢＬ８１０型汽车音响调幅无输出，调频及放音正常，但调幅指示灯亮。
（２）故障检查与排除

从故障现象分析，应该检查 Ｎ２０１（ＬＡ１１３０）及其外围元件；首先用万用表测量 Ｎ２０１各脚

电压，未发现异常；接着用镊子碰②号脚，有明显噪声，但在天线端碰时却无反应；再用万用表

电阻挡测量，发现Ｌ２０１内部已开路；换装新件后再试，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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