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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发动机维修技术要点分析

吴宗伟
河南技师学院Ǔ河南Ǔ郑州Ǔ450000

摘Ȟ要：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汽车发动机维修技术也日益受到重视。本文旨在探讨汽车发动机维修的技术

要点，从故障诊断、维修流程、关键部件的检修以及维修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相关从

业人员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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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汽车发动机作为汽车的心脏，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影

响到汽车的动力性、经济性和可靠性。因此，掌握汽车

发动机的维修技术，对于保持汽车发动机的良好状态，

延长其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义。

1��发动机故障诊断技术

1.1  故障诊断的基本原则
在进行发动机故障诊断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以

确保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其中，“先简后繁、先易后

难”的原则是行业内的共识。这一原则强调的是，在诊

断初期，应首先检查那些较为简单且易于观察的部分，

如发动机的外观、附件及连接线路等。通过直观的目视

检查或简单的测试，往往能迅速发现一些显而易见的故

障点，如线路脱落、传感器损坏等。遵循这一原则，不

仅可以提高故障诊断的效率，还能避免在复杂系统中盲

目搜索，减少不必要的劳动和时间成本。同时，这种有

序的诊断方法也有助于维修技术人员形成清晰的故障诊

断思路，确保每一步诊断都有明确的目的和依据。

1.2  故障诊断的常用方法
1.2.1  直观检查法
直观检查法是一种基础但极其重要的故障诊断方

法。它依赖维修技术人员的经验、观察力和感知能力，

通过观察发动机的外观、听其运转声音、甚至闻其气

味等直观手段，来初步判断发动机可能存在的问题。首

先，外观检查是最直接的步骤。技术人员会仔细检查发

动机及其周边部件是否有明显的破损、裂纹、油渍或其

他异常现象。例如，发现机油泄漏可能意味着密封件老

化或损坏；冷却液泄漏则可能指示水泵或水箱存在问

题。其次，听觉在故障诊断中也起着关键作用。技术人

员会倾听发动机运转时的声音，寻找任何异常噪音，如

敲击声、摩擦声或异响。这些声音往往能提供关于发动

机内部部件状态的重要线索[1]。例如，气门间隙过大可

能会产生特定的敲击声，而轴承损坏则可能伴随持续的

嗡嗡声。此外，嗅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诊断工具。某

些故障，如烧机油或冷却液泄漏，可能会产生特定的气

味。通过嗅闻，技术人员有时能迅速识别出这些问题，

从而加速故障诊断的过程。

1.2.2  仪器仪表检测法
仪器仪表检测法依赖于专业的仪器仪表，如万用

表、示波器等精密设备，用于深入检测发动机的电气系

统、燃油系统以及其他关键系统的性能和状态。这种方

法能够提供更准确、更客观的数据，帮助技术人员精确

找出故障原因。在电气系统的检测中，万用表是常用的

工具之一。技术人员可以利用万用表测量电路中的电压、

电流以及电阻等关键参数，从而判断电路是否存在断路、

短路或元件失效等问题。例如，通过测量点火线圈的电阻

值，可以判断其是否正常工作；检查电瓶电压，可以了解

电瓶的健康状况。示波器则在检测发动机信号波形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捕捉和显示发动机控制系统中传感

器和执行器的电信号波形，帮助技术人员分析信号是否正

常。例如，通过示波器可以观察曲轴位置传感器的信号

波形，从而判断其是否准确传递曲轴位置信息给发动机

控制单元。除了电气系统，仪器仪表检测法在燃油系统

的故障诊断中也至关重要。通过使用燃油压力表、流量

计等设备，技术人员可以监测燃油系统的压力、流量以

及燃油喷射器的喷射情况，确保燃油系统正常工作。这

些精确的测量数据有助于发现诸如燃油泵故障、喷油嘴

堵塞或泄漏等问题。仪器仪表检测法的优势在于其客观

性和精确性。通过仪器仪表提供的实时数据，技术人员

能够更准确地判断发动机的工作状态，避免主观臆断和

误判。同时，这种方法也有助于提高故障诊断的效率，

缩短维修周期，减少不必要的拆卸和检查。

2��发动机维修流程

2.1  拆卸与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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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动机的维修流程中，拆卸与清洗环节至关重

要。这一步骤是确保后续维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在

拆卸过程中，技术人员需按照标准的操作流程，逐一拆

下发动机的各个部件，如气缸盖、活塞、曲轴等，同时

要注意保护各部件免受损伤。拆卸完成后，接下来的

清洗工作同样重要。各个部件需要彻底清洗，以去除油

渍、积碳和其他污垢。清洗时，应选用适当的清洗剂和

工具，确保清洗效果的同时，避免对部件造成损害。通

过细致的拆卸与清洗，技术人员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各部

件的状态，准确判断其是否存在磨损、裂纹或其他故

障，从而为后续的维修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

2.2  检查与测量
在发动机维修流程的检查与测量环节，技术人员会

对拆卸下来的各个部件进行详尽的检查。这一过程中，

尺寸测量和表面磨损情况评估是两项核心内容。通过使

用精确的测量工具，如千分尺、卡尺等，技术人员会逐

一测量关键部件的尺寸，如气缸直径、活塞环间隙等，

以确保它们符合原厂规格。同时，表面磨损情况的检查

也必不可少，技术人员会仔细观察部件表面是否有划

痕、凹坑或过度磨损的迹象。这些细微的磨损都可能是

性能下降或故障的前兆。综合尺寸测量和磨损评估的结

果，技术人员能够准确判断哪些部件仍在正常工作范围

内，哪些部件已经出现了性能衰退，需要及时更换或修

复。这一环节的精准判断，为后续维修工作提供了明确

的方向。

2.3  修复或更换部件
在发动机维修的修复或更换部件环节，技术人员会

根据之前的检查与测量结果，对损坏或严重磨损的部件

进行精准的处理。对于可修复的部件，如轻微磨损的气

缸壁或活塞环，技术人员会采用专业工具和技术进行细

致的修复，以确保其恢复原有的精度和性能。在修复过

程中，严格控制修复工艺的参数和质量，保证修复后的

部件能够满足发动机的工作要求。对于无法修复或修复

成本过高的部件，如断裂的曲轴或严重磨损的齿轮，技

术人员则会选择更换新的部件。在更换部件时，技术人

员会确保新部件与原有部件的规格和性能相匹配，以保

障发动机的整体性能和安全性。通过这一环节的精心处

理，技术人员能够确保发动机在维修后恢复到最佳工作

状态。

2.4  装配与调试
在装配与调试环节，技术人员需将修复或更换后的

部件按照规定的顺序和方法重新装配到发动机上。这一

过程要求极高的精确度和专业性，因为任何一个小的失

误都可能导致发动机性能下降或出现故障。在装配时，

技术人员会仔细检查每个部件的安装位置和方向，确保

它们正确无误地组合在一起。完成装配后，接下来的调

试工作同样关键。技术人员会启动发动机，通过专业的

仪器设备监测其运行状态，包括转速、油耗、排放等指

标[2]。在调试过程中，技术人员会仔细调整发动机的各项

参数，以确保其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如果发现任何问

题，技术人员会立即进行排查和解决，直至发动机能够

稳定、高效地运转。

3��关键部件的检修技术

3.1  曲柄连杆机构的检修
曲柄连杆机构作为发动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检修

工作至关重要。在检修过程中，技术人员需关注以下几

个关键方面：（1）准备工作：确保拥有专业的工具和设
备，如手电筒、起重设备、扭力扳手等，以便进行精细

的检修操作。遵循安全规范，确保工作环境的安全性，

预防任何可能的事故。（2）机件检查：曲轴与连杆的检
查：检查曲轴是否有裂纹、弯曲或扭曲等损伤。对于连

杆，要检查其是否弯曲、扭曲或存在其他形变，同时也

要检查连杆轴承的磨损情况。活塞与活塞环的检查：活

塞应检查其表面是否有裂纹、磨损或烧伤。活塞环则需

检查其弹性和磨损情况，确保其密封性能良好。（3）维
修与更换：对于损坏的部件，如曲轴、连杆、活塞等，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修复或更换。修复时，可采用磨削、研

磨等方法恢复部件的形状和尺寸精度。更换部件时，应选

择与原部件规格相符的新部件，并确保其质量和性能达

标。（4）装配与调整：在装配过程中，要确保各部件的
配合间隙符合规定要求，避免过紧或过松的情况。装配

完成后，进行必要的调整，如调整曲轴与连杆的配合间

隙、活塞环的开口间隙等，以确保机构的正常运转。

3.2  配气机构的检修
配气机构是发动机中的关键部分，负责控制进排气

门的开启和关闭，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和效率。因

此，对其进行定期检修至关重要。以下是配气机构检修

的详细步骤和注意事项：（1）前期准备与检查：在进行
检修前，必须确保工作区域安全，断开电源并移除可能

干扰工作的障碍物。对配气机构进行初步的外观检查，

查看是否有明显的损坏或磨损。（2）拆卸与分解：使用
专用工具按照规定的顺序拆卸气门，记录气门的位置和

状态。将配气机构分解为各个部件，如凸轮轴、气门弹

簧、摇臂等，方便进行详细的检查。（3）详细检查与测
量：检查气门和气门座的磨损情况，如气门密封面的磨

损、烧蚀或积碳等。检查凸轮轴的磨损和变形情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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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摇臂的磨损和间隙。使用专用工具测量气门间隙、凸

轮轴与摇臂的配合间隙等，确保它们符合规定的技术要

求。（4）维修与更换：对于磨损较轻的部件，如气门密
封面，可以通过研磨或光磨的方式进行修复。修复后要

确保达到规定的尺寸和精度要求。对于磨损严重或损坏

的部件，如气门、凸轮轴等，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

选择与原部件规格相符的新部件。（5）装配与调整：在
装配前，要确保所有部件都经过清洁，并在关键部位涂

抹适量的润滑油。按照拆卸的逆序进行装配，确保每个

部件都安装到位[3]。装配完成后，需要对气门间隙、凸轮

轴与摇臂的配合间隙等进行调整，确保它们符合技术要

求。（6）测试与验证：装配完成后，需要对配气机构进
行测试和验证，确保其工作正常且符合技术要求。这可

以通过启动发动机并观察其运行状态来完成。如果发现

任何问题，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和修复。

4��维修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4.1  防掉落伤人
在进行发动机的拆卸和装配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

防掉落伤人的安全措施。技术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应谨慎

小心，确保手中持有的零件、工具和螺栓等物品稳固，

以防不慎滑落。特别是在高处作业时，不仅要确保自身

的作业安全，还要时刻留意下方区域，保证无人站立或

经过，从而避免任何可能的伤害事故。通过严格遵守这

些安全操作规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维修现场的人员

安全。

4.2  仪器仪表安全
在使用仪器仪表对发动机进行检测时，确保仪器仪

表的安全可靠性至关重要。技术人员需细致检查仪器仪

表的电源线和插头，确认其是否完好无损，以预防潜

在的触电风险。同时，必须严格遵守仪器仪表的使用说

明，按规范操作，避免因误操作导致仪器损坏或引发安

全问题。这些措施的实施，能有效保障检测过程的顺利

进行及人员设备的安全。

4.3  防火防电
在发动机维修过程中，防火防电是保障安全的重要

措施。维修区域内严禁吸烟或使用明火，以防止火灾事

故的发生。同时，工作场所必须远离易燃物品，减少

火灾隐患。在进行电气系统维修时，务必先切断相关电

源，确保安全后再进行操作。此外，使用合适的工具和

设备也是防止触电的关键。这些防火防电措施的实施，

能有效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4.4  化学物品安全
在发动机维修过程中，化学物品如清洗剂和润滑剂

的使用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这些物品若使用不当，可

能会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必须妥善存放这些化学物

品，确保它们远离火源，以防发生火灾。在使用后，应

立即封闭容器，防止挥发和泄漏。同时，要避免化学物

品溅到皮肤或眼睛，一旦不慎接触，需立即用清水冲

洗，并及时就医以确保安全。

4.5  个人防护
在发动机维修作业中，个人防护是确保维修人员安

全的关键环节。维修人员必须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如

安全帽以预防头部受伤，防护眼镜以保护眼睛免受飞溅

物伤害，以及手套来减少手部与有害物质的直接接触。

这些装备能有效降低意外伤害的风险[4]。同时，保持工

作区域整洁也至关重要，避免杂物、工具或零件随意堆

放，以减少绊倒或其他由杂乱环境引起的意外事件。

4.6  专业培训：进行发动机维修的技术人员应接受专
业培训，并具备相应的技术证书。他们应熟悉维修流程

和操作规程，能够正确识别并应对潜在的安全风险。

结语

汽车发动机维修技术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要

求维修人员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本文通过

分析发动机故障诊断技术、维修流程以及关键部件的检

修技术等要点，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指导

和实践建议。随着汽车工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发动机

维修技术也将不断更新和完善，以适应市场需求和行业

发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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