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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汽车检测诊断技术》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是汽车服

务工程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详细阐述了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的

基础理论；全面介绍了汽车发动机、底盘、车身及附件的检测诊断方法和汽车排

放污染物与噪声的检测技术；着重介绍了现代汽车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电子控

制自动变速器、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电子控制防抱死制动系统等的检测与诊

断技术。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考生了解汽车发动机、底盘、车身及附件等各系统

常见故障的表现形式和故障原因，掌握汽车各系统故障的诊断与检测流程。本课

程为考生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得相关知识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并能提高考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便将来能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

二、课程目标

就本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对考生提出的总的要求，并根据

学科特点做出必要的解释。

课程设置的目标是要求考生：

1.能够掌握汽车发动机、底盘、车身及附件等各系统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

及基本性能要求，并熟悉汽车各系统的常见故障表现形式。

2.能够将汽车各系统基本性能要求与常见故障表现形式相结合，对各类常见

故障的发生原因进行初步分析与判断。

3.掌握汽车发动机、底盘、车身及附件等各系统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检测技能，

熟练使用各类诊断与检测设备仪器的使用方法。能够结合汽车电子控制技术领域

理论基础，设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典型故障的诊断与检测方案。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本课程与《电工与电子技术》《汽车构造与原理》《汽车电子控制技术》等

课程之间有着相互联系，从而与其它课程形成完整的汽车服务工程课程体系。在

考生获得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等专业知识后，再开始学习本

课程。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重点是：车身及附件的检测与诊断；汽车排放污染物与噪声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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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基础。

本课程的难点是：汽车发动机的检测与诊断；汽车底盘的检测与诊断。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

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汽车故障检测与诊断相关基础

概念、汽车故障及汽车技术状况等内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

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能够灵活运用汽车各系统基本性能

要求及常见故障表现形式，具有对汽车常见故障形式进行故障原因分析，基本的

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汽车检测诊断理论，熟练运用各类检测

诊断仪器设备对各系统常见故障进行检测与诊断，结合对故障原因的初步分析判

断找出具体的故障原因，并对汽车检测诊断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得

出正确的结论或做出正确的判断利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分析和解决一般应用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结合汽车电子控制技术领域理论基础，设计汽车电

子控制系统典型故障的诊断与检测方案，培养考生的工程实践等有关问题进行综

合的分析、论证，或者进行比较，并得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基础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汽车检测与诊断的相关概念；汽车故障形式种类；汽车

技术状况评价指标；汽车诊断参数和诊断方式；汽车检测站的相关作业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概述

识记：①汽车检测与诊断的相关基础概念。

领会：①汽车检测分类与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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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汽车检测系统和诊断设备的使用条件。

2.汽车故障及汽车技术状况

识记：①汽车故障类型；②故障规律；③故障原因。

领会：①汽车故障诊断基本流程及汽车技术状况变化原因。

简单应用：①汽车技术状况变化规律。

3.汽车诊断参数与诊断周期

识记：①汽车诊断参数的分类与选择；②汽车常用诊断参数。

领会：①汽车诊断参数的标准及诊断参数标准的制定方法。

简单应用：①汽车最佳诊断周期的确定。

4.汽车检测站

识记：①汽车综合检测站的组成。

领会：①汽车综合检测站的检测内容和检测工艺程序。

简单应用：①汽车综合检测站的安全环保检测线及工位布置；②汽车综合检

测站的综合检测线及工位布置。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①汽车诊断与检测专用工具的使用方法；②汽车各类故障检测参数；

③诊断参数的标准。

难点：①理解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的基本原理；②掌握汽车故障诊断流程和

汽车故障检测关键；③汽车综合检测站的检测线及工位的布置。

第二章 汽车发动机的检测与诊断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汽车发动机功率、气缸气密性、起动系统、点火系统、

燃油供给系统、润滑系统、冷却系统的常规故障形式；理解发动机各系统的检测

原理与检测方法，并掌握各类故障的诊断流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发动机功率的检测

识记：①发动机功率检测基本原理。

领会：①发动机功率检测方法；②发动机无负荷测功原理。

综合应用：①发动机无负荷测功仪及其使用方法；②发动机各缸功率均衡性



第 5 页 共 15 页

检测；③发动机功率检测分析。

2.气缸密封性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气缸压缩压力的检测方法。

领会：①气缸漏气量的检测与诊断；②进气歧管真空度的检测与诊断。

综合应用：①气缸密封性故障诊断；②进气歧管真空度波形分析。

3.起动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起动系统不解体就车检测；②起动系统解体检测。

领会：①起动系统常见故障诊断流程。

综合应用：①起动机不转故障检测诊断；②起动机转动无力故障检测诊断；

③起动机空转故障检测诊断。

4.点火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点火波形的检测；②点火波形分析；③点火波形类别。

领会：①点火波形故障诊断；②点火正时的检测。

综合应用：①发动机不能发动故障检测诊断；②发动机动力不足故障检测诊

断；③发动机高速运转不良故障检测诊断。

5.燃油供给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燃油压力的检测意义；②喷油器控制信号波形的检测意义。

领会：①燃油压力的检测流程；②喷油器控制信号波形的检测流程。

综合应用：①燃油泵的故障诊断；②喷油器的故障诊断。

6.润滑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机油压力的检测；②机油品质的检测。

领会：①油标尺测定机油消耗量；②质量测定机油消耗量。

综合应用：①机油压力过高故障诊断；②机油压力过低故障诊断；③机油消

耗过多故障诊断。

7.冷却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冷却系统密封性检测。

领会：①节温器性能检测；②电动风扇及温控开关检测。

综合应用：①发动机温度过高故障诊断；②发动机温度过低故障诊断。

8.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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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检测诊断的一般程序；②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

检测诊断的注意事项；③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检测诊断的基本原则。

领会：①故障自诊断原理；②故障自诊断信息的检测、故障码的清除、OBD

检测原理、OBD故障码、OBD信息的获取。

综合应用：①发动机转速与曲轴位置传感器故障的检测诊断；②空气流量传

感器故障的检测诊断；③进气压力传感器故障的检测诊断；④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故障的检测诊断；⑤温度传感器故障的检测诊断；⑥氧传感器故障的检测诊断；

⑦爆燃传感器故障的检测诊断；⑧电子点火器故障的检测诊断；⑨怠速控制阀故

障的检测诊断；⑩发动机 ECU故障的检测诊断。

9.发动机异响的检测诊断

识记：①发动机异响诊断仪的基本原理；②仪器诊断发动机异响的基本方法。

领会：①发动机异响与负荷的关系；②发动机异响与转速的关系；③发动机

异响与温度的关系；④发动机异响与工作循环的关系；⑤发动机异响与发动机部

位的关系；⑥发动机异响与润滑条件的关系。

综合应用：①发动机活塞敲缸异响诊断；②活塞销异响故障诊断；③曲轴主

轴承异响诊断；④连杆轴承异响诊断；⑤气门脚异响诊断。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①发动机各子系统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②各子系统的工作性能要

求；③掌握发动机各子系统各类故障的表现形式。

难点：①结合故障表现形式能初步分析故障原因；②各类故障诊断与检测仪

器设备的使用方法与流程。

第三章 汽车底盘的检测与诊断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汽车驱动轮输出功率、传动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

行驶系统及底盘电子控制系统的常规故障形式；理解底盘各系统的检测原理与检

测方法，并掌握各类故障的诊断流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驱动轮输出功率的检测

识记：①底盘测功机结构；②底盘测功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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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驱动轮输出功率检测项目的确定；②驱动轮输出功率检测点的选择；

③驱动轮输出功率检测前的准备；④驱动轮输出功率的测试流程。

综合应用：①汽车动力性评价指标；②汽车动力性评价方法；③动力性评价

标准。

2.传动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传动系统传动效率检测原理；②传动效率检测方法；③传动效率检

测标准。

领会：①汽车滑行距离的检测；②滑行阻力的检测；③传动系统游动角度检

测。

综合应用：①离合器故障诊断；②手动变速器故障诊断；③万象传动装置故

障诊断；④驱动桥故障诊断。

3.转向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转向盘转向力检测；②转向盘自由转动量的检测。

领会：①齿轮齿条式转向系统转向沉重故障诊断；②齿轮齿条式转向系统转

向不灵敏故障诊断。

综合应用：①液压动力转向系统转向沉重故障诊断；②液压动力转向车辆转

向发飘故障诊断；③液压动力转向噪声诊断。

4.制动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汽车制动性能的检测指标；②汽车制动性能的检测标准。

领会：①汽车制动性能的台试检测；②汽车制动性能的路试检测。

综合应用：①液压（气压）制动系统制动失效故障诊断；②液压（气压）制

动系统制动不灵故障诊断；③液压（气压）制动系统制动跑偏故障诊断；④液压

（气压）制动系统制动拖滞故障诊断。

5.行驶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车轮不平衡的概念；②车轮定位的静态检测；③车轮定位的动态检

测。

领会：①车轮不平衡的检测原理；②车轮不平衡的检测流程。

综合应用：①汽车悬架性能的检测；②汽车行驶跑偏故障诊断；③乘坐舒适

性不良故障诊断；④前轮摆振故障诊断；⑤前轮磨损不正常故障诊断。



第 8 页 共 15 页

6.底盘电子控制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电子控制自动变速器的检测原理；②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的检测

原理；③电子控制防抱死制动系统的检测原理；④电子控制驱动防滑转系统的检

测原理；⑤电子控制悬架系统的检测原理。

领会：①电子控制自动变速器的检测流程；②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的检测

流程；③电子控制防抱死制动系统的检测流程；④电子控制驱动防滑转系统的检

测流程；⑤电子控制悬架系统的检测流程。

综合应用：①自动变速器电子控制系统的故障诊断；②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

统的故障诊断；③电子控制 ABS 的故障诊断；④电子控制驱动防滑转系统的故障

诊断；⑤电子控制悬架系统的故障诊断。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①理解汽车底盘各子系统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②了解各子系统的

工作性能要求；③掌握汽车底盘各子系统各类故障的表现形式。

难点：①结合故障表现形式能初步分析故障原因；②掌握各类故障诊断与检

测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与流程；③能够针对故障进行仪器诊断与检测。

第四章 车身及附件的检测诊断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汽车车身、安全气囊系统、汽车前照灯、车速表、汽车

电子组合仪表系统、汽车 CAN总线系统的常规故障形式；理解车身各系统及附

件的检测原理与检测方法，并掌握各类故障的诊断流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车身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车身检测诊断的意义；②车身损伤的故障形式。

领会：①车身检测与诊断的基本步骤；②车身损伤的目检诊断。

简单应用：①车身测量系统；②车身的检测基准；③车身诊断的基本方法。

2.安全气囊系统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安全气囊系统的结构组成与工作原理。

领会：①安全气囊系统检测的注意事项。

简单应用：①利用 SRS指示灯诊断安全气囊系统故障的流程；②利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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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诊断安全气囊系统故障的流程。

3.汽车前照灯的检测

识记：①汽车前照灯性能评价指标。

领会：①前照灯的检测方法；②前照灯的检测原理；③前照灯检测仪的使用

方法。

简单应用：①前照灯不亮的故障诊断；②前照灯远光灯或近光灯不亮的故障

诊断；③前照灯某一灯光暗淡的故障诊断；④前照灯全部灯光暗淡的故障诊断。

4.车速表的检测

识记：①车速表试验台的结构；②车速表试验台的检测原理。

领会：①车速表的检测前准备；②车速表的检测方法。

简单应用：①车速表检测标准；②车速表检测结果分析要点。

5.汽车电子组合仪表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汽车电子组合仪表概述；②汽车电子组合仪表系统概述。

领会：①汽车电子组合仪表控制电路；②汽车电子组合仪表检测诊断注意事

项。

简单应用：①电子组合仪表系统检测诊断的基本方法；②电子组合仪表系统

的故障诊断。

6.汽车 CAN总线的检测与诊断

识记：①汽车 CAN总线概述；②汽车 CAN总线系统的组成与分类。

领会：①汽车 CAN总线系统的工作原理。

简单应用：①汽车 CAN总线系统常见的故障表现形式；②汽车 CAN 总线

系统故障原因分析；③汽车 CAN总线系统的故障诊断方法。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①理解汽车车身及附件系统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②了解车身及附

件系统的工作性能要求；③掌握安全气囊系统、汽车前照灯、车速表、汽车电子

组合仪表系统及汽车 CAN总线系统的各类故障表现形式。

难点：①结合故障表现形式能初步分析故障原因；②掌握各类故障诊断与检

测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与流程；③能够针对故障进行仪器诊断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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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汽车排放污染物与噪声的检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汽车排放污染物的类型及生成机理、噪声的生成机理；

理解汽车排放污染物及噪声的检测原理与检测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汽车排放污染物的检测

识记：①汽车排放污染物的生成机理；②汽车排放污染物的危害。

领会：①汽车排气成分分析仪的使用方法；②汽车排气烟度计的使用方法、

汽车排气颗粒物测量系统的使用方法；③汽车排放随车诊断系统。

简单应用：①汽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流程；②汽油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方法；③

柴油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方法；④汽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标准。

2.汽车噪声的检测

识记：①汽车噪声来源；②汽车噪声的危害。

领会：①汽车噪声评价指标；②汽车噪声检测仪器；③汽车噪声检测标准。

简单应用：①车外噪声测量方法；②车内噪声测量方法；③汽车喇叭声级测

量方法。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①理解汽车排放污染物的类型及生成机理、噪声的生成机理；②掌握

汽车排放污染物及噪声的检测原理与检测方法。

难点：①掌握汽车排放污染物及噪声检测仪器的使用方法与流程。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

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

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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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在自学本课程之前应先通读大纲，了解课程的内容、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明确考核目标，使考生有的放矢、系统地学习教材；使辅导教师更好地组织教学

内容；使命题教师能够更加明确命题范围，更准确地安排试题的知识能力层次和

难易程度。本大纲要求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都可作为考核的内容。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

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课程

内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本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是按照本专业

的培养目标，以及对考生知识结构要求和专业考试计划来确定的，深度或难度较

适当。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赵英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20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在

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汽车检测诊断技术》课程涉及到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发动机电子控

制系统、汽车电子控制自动变速器、电子控制动力转向系统和电子控制防抱死制

动系统等课程的相关知识，考生在自学时往往会感到有一定困难，但自学能力的

培养对获取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在自学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根据考核要求中的四个能力层次，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掌握重点概念

和重点问题，注意各章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学习本课程的规律性。

2.学习前，应仔细阅读课程大纲的第一部分，了解课程的性质、地位和任务，

熟悉课程目标以及本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的联系，使以后的学习紧紧围绕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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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3.在阅读某一章教材内容前，应先认真阅读大纲中该章的考核知识点、自学

要求和考核要求，注意对各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

有数。

4.阅读教材时，应根据大纲要求，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

每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基本原理必须牢固掌握，在阅读中遇到

个别细节问题不清楚，在不影响继续学习的前提下，可暂时搁置。

5.学完教材的每一章节内容后，应认真完成教材中的习题和思考题，这一过

程可有效地帮助考生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的知识，增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6.本课程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考生在自学过程中必须注意理论联系实

际。

7.考生在自学时要注意基本能力的培养，即理解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

力、系统分析和综合的能力等。

五、应考指导

1.如何学习

很好的计划和组织是你学习成功的法宝。如果你正在接受培训学习，一定要

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为了在考试中作出满意的回答，必须对所学课程内容有很

好的理解。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你的学习进展。你阅读课本时可以做读书

笔记。如有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代表重点；绿色

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可以在空白处记录相

关网站和文章。

2.如何考试

卷面整洁非常重要。书写工整，段落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

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是回答你自己乐意回答的问题！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3.如何处理紧张情绪

正确处理对失败的惧怕，要正面思考。如果可能，请教已经通过该科目考试

的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做深呼吸放松，这有助于使头脑清醒，缓解紧张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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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前合理膳食，保持旺盛精力，保持冷静。

4.如何克服心理障碍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你在考试中出现这种情况，试试下列方法：使用“线

索”纸条。进入考场之前，将记忆“线索”记在纸条上，但你不能将纸条带进考

场，因此当你阅读考卷时，一旦有了思路就快速记下。按自己的步调进行答卷。

为每个考题或部分分配合理时间，并按此时间安排进行。

六、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所提出的总的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层次，并深刻理解各知识点的考核要求。

3.对考生进行辅导时，应以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以考试大纲为依据，不要随

意增删内容，以免与考试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考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提倡考生“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

研教材，主动提出问题，依靠自己学懂”的学习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基础、突出重点，要帮助考生对课程内容建立一个整体的概

念，对考生提出的问题，应以启发引导为主。

6.注意对考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

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作出判断和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

层次中都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七、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的

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试

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在

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四

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八、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试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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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3.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

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4.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

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5.本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和论

述题。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按照汽车检测目的，可将汽车检测分为综合性能检测、安全环保性能检测、汽车故

障检测和（ ）

A．汽车维修检测 B．动力性检测 C．舒适性检测 D. 排放性检测

参考答案：A

二、名词解释题

1.汽车诊断参数

参考答案：汽车诊断参数是指供诊断用的，表征汽车、总成及机构技术状况的参数。

三、简答题

1.简述汽车综合检测站的组成。

参考答案：

（1）检测车间；（2）业务大厅；（3）停车场；（4）试车道；（5）辅助设施。

四、论述题

1.起动发动机时，起动机高速旋转，但发动机曲轴不转，请论述故障原因并进行故障诊

断。

参考答案：

故障原因：（1）飞轮齿圈有缺损或起动机驱动齿轮严重磨损或打坏；（2）单向离合器

打滑。

故障诊断：（1）起动时，若起动机在空转的同时伴有齿轮的撞击声，则表明飞轮齿圈

有缺损或起动机驱动齿轮严重磨损或打坏，致使驱动齿轮不能进入啮合；（2）起动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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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驱动齿轮能与飞轮齿圈啮合，但起动机仍然空转，则表明起动机单向离合器打滑，其故

障可能是单向离合器弹簧损坏或弹簧太软，单向离合器摩擦件磨损过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