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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教材是以“普通高等教育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

指导方案”的文件精神为指导，在“以全面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以企

业需求为基本依据，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上编写的。 
汽车维修在汽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变得越来越复杂，所涉及的基础

知识越来越多，从事汽车维修必须掌握一定的相关知识，因此，在教学中就需

要将各种理论与实践知识进行集中、融合，使学生在短期内获得所必需的各种

知识。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提高维修技术人员应付复杂

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能力。编写中主要考虑强化汽车运用与维修领域技能型人才

必备的一些理论知识，以满足企业的工作需求作为出发点，全力提高教育与培

训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识图基础知识，主要介绍：正投影的基本原理，

三视图、零件图和国家制图标准等内容。第二章极限与配合，主要介绍：极限

与配合基础知识，极限与配合的有关术语及定义，常用尺寸极限与配合的国家

标准，常用尺寸孔、轴极限与配合的选择，大尺寸段孔轴的极限与配合，小尺

寸段孔轴的极限与配合，线性尺寸的一般公差。第三章力学基础知识，主要介

绍：力学基础知识，平面汇交力系，力矩和力偶，平面任意力系，摩擦与润滑，

刚体的定轴转动等内容。第四章液压传动知识，主要介绍：液压传动的工作原

理，液压泵，液压控制阀及液压油，液压基本回路，辅助元件，液压系统常见

故障分析，汽车常用液压系统等内容。第五章机械传动知识，主要介绍：机构

及运动副，带传动及链传动，螺旋传动，平面连杆及凸轮机构传动，齿轮传动

等内容。第六章汽车常用材料，主要介绍：金属材料性能与结构，碳钢及合金

钢，钢的热处理，汽车钣金常用金属材料，其他非金属材料等内容。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按照减少学时，降低重心，拓宽面向，精选内容，更

新知识的原则，将汽车维修机械课程加以整合，以维修基础理论知识为主线，

规划教学内容，尽量注重工程综合性的转化。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在编写本教材时力图体现以下特点： 
1．调整知识能力结构，培养学生的综合工程能力，将各种理论与实践知

识进行集中、融合，使学生在短期内获得汽车维修所必需的机械基础知识。 
2．力求内容精练，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出发，结合生产实际，以提高学

生的独立思考和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在叙述上，图文并茂，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字简练、直观形



 

 

象，便于教学。 
4．将各部分内容的实验指导引入教材，单独列为一章，便于教师进行实

验教学，也便于学生进行实验预习，同时减少了参考书使用量。 
5．本书配套习题集单独成册，作为学生学习辅助用书，方便教师布置作

业，帮助学生更全面地学习和掌握教材中知识的重点和难点内容。 
本教材内容广，加上总体学时较少，因此建议在教学过程中，应根据教学

大纲的要求进行教学内容的合理安排；在教学手段上尽量使用多媒体技术，提

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和效率；同时重视实验教学，提高学生对所学概念和内容的

理解；充分利用配套习题集加强对学生的课前和课后辅助作用。 
在学习过程中，应重视实验和习题，这样有助于提高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

基本方法的运用；大胆地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做到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书由军事交通学院黄勇、王宾任主编，卫生装备研究所

孙晓军任副主编。由焦建民主审。 
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有：军事交通学院黄勇、王宾、许爱芬、李博龙、赵

蓉、余军、温秉权、谢霞、路学成、马麟丽、任莹、刘占东、钱继锋，卫生装

备研究所孙晓军。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教研室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

一并致谢。 
本教材的组合方式是一种新的尝试，许多问题还有待探讨，一定会有不完

善之处，限于编者的水平，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编者切望读者不吝指教，

我们由衷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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