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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气深度维修实例
文/河南 李成华 聂琴

一片报纸，放到出风口2cm处加热，报纸的

颜色由白变黄再变黑，过程层次明显，这时

出风口的温度就算调好了；风量调到最小，

防止把一些小元件吹飞；把握好热风台出风

口到集成块的距离，约1cm左右。均匀加热

集成块，加热取块的时间不超20s。如果没

取下，等2min再重复操作，有时集成块下面

有粘接胶，需要一个热传导过程，切忌操之

过急。

登录集成电路查询网，下载TLE6262.

G的资料，找到与故障相关部分的原理图

(图5)。将图5与图3相对照，得出如下结论：

① 在图5中，集成块内部线圈供电控制场

效应管导通时，电源正极Vs与第13号引脚

OUTH1接通，向图3所示的正转线圈和反

转线圈供电；②集成块内部的正转线圈搭铁

控制场效应管导通时，正转线圈通过第11号

引脚在集成块内部搭铁，正转线圈中有电流

流过，产生磁场，促使继电器的正转触点闭

合，正转触点此时与正极相通(反转线圈此时

没产生磁场，反转触点仍然与负极相通)，即

正极12V→闭合的正转触点→玻璃升降电机

→反转触点→负极，电机正转；③同理，当

集成块内部的反转线圈搭铁控制场效应管

导通时，电机反转。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如下关键点：第11脚

与第6脚(搭铁脚)、第12脚与6脚、第13脚与

第6脚之间的电阻，发现第13脚与第6脚之间

短路。购买了一块TLE6262.G，安装完，检测

焊接无误。试车，车窗玻璃恢复正常工作。

维修小结

因为这些控制单元价格都很贵，且缺乏

原理图，所以维修前要弄清原理和电路板上器

实例1 维修玻璃升降器控制单元
故障现象

一辆2008年生产的1.8L帕萨特，左前

门玻璃不能升降。

故障诊断与排除

与司机交流，得知是小孩长时间按着玻

璃升降按键玩造成此故障。可以断定是控制

单元长时间工作造成的，只要更换控制模块

总成即可排除故障，但是司机希望进行修复。

拆下升降器控制模块(图1)，找来蓄电

池和导线，直接给电机送电，电机运转正

常，转动力矩也很大，所以故障点集中在控

制模块上。

借助放大镜检查控制模块的印制电路

板(图2)，电路板上的焊点、电子元器件和印

制线路，未发现异常。根据维修经验，电机

正反转控制继电器或控制继电器线圈的集

成块(输出功率驱动集成块TLE6262.G)直

接控制工作电流，如果工作时间长了，容易

烧毁。经测量和分析，绘出了电机正反转控

制原理图(图3)。

将电机正反转控制继电器拆下，再小心

地拆除外壳(图4)，发现右上角那组触点表面

已变黑，烧蚀严重。更换电机正反转控制继

电器后，装车试验，故障依旧。

使用防静电热风台，将功率驱动集成块

TLE6262.G取下。在操作时应注意以下技

巧：将温度调整旋钮调到330℃，然后拿来

现在的维修模式中，在确认气囊控制单元、ABS控制单元、发动机控制单元、车门控制单元、空调控制模块、鼓

风机调速模块以及仪表总成等控制器件有故障时采取整体更换，而不进行进一步维修处理。但是当遇到客户要求或该

配件为采购疑难件时就需要维修人员凭借高超技艺对这些控制元件进行深度维修。下面通过两个维修实例，展示这类

维修的思路和技巧，希望能对维修人员有所帮助。

图1 损坏的控制模块总成

图 2  控制模块的印制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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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电机正反转控制原理图

图4  电机正反转控制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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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作用，切忌乱拆乱连。为了提高操作的可

靠性，平时可以找来些旧线路板，做拆卸和焊

接训练，这样在实际中才能做到高效、安全。

实例2  汽车仪表总成维修
故障现象

一辆2003年生产的万通越野车，车速

表表针抖动，后来彻底不动了，液晶显示器

中的里程数随之也不会变了，几经拆装和修

理，仍然不能修复。

故障诊断与排除

了解具体修理过程，得知该车仪表总

成和车速表分总成市面上都很难采购到。

修车师傅发现从车速传感器引出三根线，判

断此车的车速传感器是霍尔式的(一根是电

源线，一根是搭铁线，另一根是信号线)，于

是拔下车速传感器插头，打开点火开关，将

21W的试灯(应使用发光二极管试灯)一端搭

铁，一端分别去与这三根线相接，灯不亮，

认为传感器没有工作电源。找到车速传感器

的电源线，直接给车速传感器的电源线送上

12V的电压。将车辆用举升机举起，启动后

挂挡，车速表仍不动。检查相关导线包裹严

密，无破损处。

笔者拆下仪表进行分解，发现印制线路

板上有一处印制线路被烧黑、翘曲，与线路

板脱离，但没断路。仔细观察、测量车速表

的线路板(图6)，绘出了车速表相关部分的电

路图(图7)。

综合分析图6、图7和图8，理顺了表

针 电 机 的 控 制 过 程：12 V 的 电 压 经 二 极

管IN4007、电感线圈、限流电阻、稳压管

IN4739A搭铁，在IN4749A的负极获得

9.1V的电压，向车速传感器供电；车速传感

器信号经CPU处理后，分别向里程表公里

数储存芯片和表针电机驱动芯片发送数据，

从而，里程表的公里数增加，表针电机驱动

芯片驱动表针电机(步进电机)转动，里程表

表针转动。经测量，稳压管IN4739A击穿，

与搭铁线短路。这应该是直接送12V电压

至车速传感器供电端所导致的结果。由图

7可知，此时稳压管负极直接加上了12V的

电压，稳压管被击穿短路(稳压管必须与限

流电阻配合使用)。更换击穿的稳压管，经

测量，车速传感器供电端电压9.1V，信号端

5V，电压恢复正常。

试车，车速表仍不动。考虑到车速表表

针前几天抖动，后来彻底不动了，怀疑车速

表表针电机的驱动芯片有故障。拿放大镜

仔细观察，发现驱动芯片的表面有局部小突

起。测量驱动芯片的四个通向表针电机接线

柱的引脚，有两只引脚与搭铁线短接，更换

驱动芯片，试车，一切正常。

故障小结

在不了解电路与仪表的连接关系时，随

意连接很容易出问题。在维修中，要优选维

修方案，多借助示波器、信号发生仪、汽车专

业万用表和二极管试灯等来对可疑的信号

或连线进行测量和实验。

从事汽车电气深度维修，需要有熟练的

焊接和拆卸电子元件的基本功。开始可以找

些废旧的电子产品线路板来练习拆、焊贴片

元件和引脚元件。从上述的实例中也可以发

现，能绘制出相关部分的电路图，并分析出

其故障原理，再去查找故障点。这个过程，不

是一天半天能学会的，可以借助网上的视频

教程或请家电维修师傅协助维修。如果从事

一段家电维修或多制作些电子实验产品，理

论与动手操作相结合，进步会很快的。

有些时候，找到了故障点，最后发现要

买的电子元件当地买不到，这时不妨到网上

专业网站去联系购买，也是很方便快捷的。

平时注意收集失效的线路板，有时能从上面

找到你维修中需要的元件。

当然，许多类似的维修，还牵涉到了储

存块内数据的更新和计算，修好后的匹配等

问题。

图5  集成块TLE6262.G的原理图(局部)

图6  仪表总成中的车速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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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两则“汽车电气深度维修实例”，深深被作者高超的维修技艺所吸引。文章给广大的汽车维修技师“如何应客户需求，为

客户的车辆节约维修费用和时间，进行零部件的修复”提供了一篇较好的教材。同时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维修技师，不仅要

具备对现代车辆高难度故障的诊断分析技能，而且还要掌握汽车零部件的修理工艺的技能，才能算得上一名合格的“汽车医生”。

汽车零部件有机械、液压、电子、化学物质等种类，随着汽车使用周期的增加，这些零部件会出现磨损、疲劳断裂、变形、腐蚀及

老化的失效表现，导致故障的发生。而我们通过相应的工艺技术，使失效零部件恢复其技术标准和使用价值，帮助客户节省车辆的使用

成本，是提高客户满意度的重要方面。尤其是象一些非正常使用或事故造成汽车的基础件损坏，如汽缸体、汽缸盖、曲轴、凸轮轴、驱

动桥壳体等，都可以采用机械加工的方法进行修复。本刊2010年第10期《丰田佳美暖风散热器冷却液有脉动声》的文章中就提出了用

加工钢制螺套的方法修复丰田佳美汽缸体上缸盖螺栓孔滑牙的案例，此项修理能为客户节约一万元的修理费用。

当然，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运行，我们也不主张对车辆的安全零部件，如制动器、转向机、安全气囊控制单元、ABS控制单元、发

动机控制单元、防盗控制单元进行修复，这是技术总监必须把关的。

专家点评—高惠民

广州本田雅阁电动车窗不能升降
文/浙江 黑启勇 王锦瑜

器。由于电动摇窗机继电器是通用型、来源

方便，但更换一个后，仍不工作。这说明主控

开关未能通过车门多路控制装置来控制此

电动车窗继电器接通。此时仍不能接通的原

因是：主控开关故障(车门多路控制装置未能

使电动车窗继电器搭铁回路导通)，开关与继

电器间线束或接头、插座故障。

查询电路图得知，主控开关通过插头

的第3号插脚(图2)来控制此继电器的工作。

拆下电动车窗主控开关，断开23P插接器，

经检查插头、插座接触良好，23P插头3号

插脚到继电器控制插脚间导通良好，由此说

明线束和接头、插座正常。

为了确定主控开关是否正常，对插头

线束进行以下测试：当点火开关ON时，检

查10号插孔为蓄电池电压。同时20号插孔

打开点火开关时应为蓄电池电压，否则检查

仪表板保险盒中No.21(7.5A)保险、仪表板

下保险盒、线路。

插孔1在所有条件下对地导通(0.5Ω以

下)，否则应检查线路和搭铁点。在3号脚搭

铁的情况下，使用跳线将10号脚和9号脚相

连，乘客侧摇窗机应下降；将10号脚与18

号脚相连，则乘客侧摇窗机应上升，否则检

查3号脚的接地点、仪表板下26号保险丝、

故障现象
一辆2006年生产的本田雅阁CM5，左

前门上的主升降开关不能控制其余三个车

窗，同时其余三个车窗也不能单独工作。

故障诊断与排除
接到故障车辆后，用左前门的主升降

开关操作，除左前门外其余三个门的电动摇

窗机都不工作。分别按其余各车门上的电动

摇窗机开关、摇窗机均无反应。利用解码器

进入动作测试，各电动摇窗机均能工作，证

明故障出在控制电路。

根据本田雅阁电动车窗控制电路图(图

1)，可知电动车窗主控开关中装有车门多路

控制装置，电动车窗主控开关通过多路控制

装置控制4个车门的电动摇窗机。

电动车窗系统由主控开关、各门控制开

关、各门玻璃升降电机，电动车窗继电器(位

于多路控制系统单元中，该单元在仪表台左

下方)和线路构成。主控开关对除左前门外

的其余三门电动车窗的集中控制，是通过主

控开关控制电动车窗继电器的工作与否来

实现的。电动车窗继电器的作用是给其余三

门电动摇窗机提供工作电源。接通主控开关

上的主开关，电动车窗继电器工作，主控开

关和各门开关均可操作其余三门电动车窗，

切断情况下各开关均不可操作。在各门电动

车窗开关里集成了两个继电器，但是这两个

继电器均由电动车窗继电器供工作电源。

正常情况下，主控开关和各门控制开

关通过并联方式，可分别控制继电器的控制

电源来操作电动车窗电机。电动车窗继电器

受主控开关上的主开关控制，当主开关给车

门多路控制装置一个接通信号后，则车门多

路控制装置使电动车窗继电器控制线圈搭铁

回路接通，电动车窗继电器接通。如果此时

电动车窗继电器不接通，则保险丝No.24、

No.25、No.26均无电。此时主控开关和各

门控制开关均不能控制其余三个电动车窗。

左前门电动车窗有单独电源，不受此电动车

窗继电器控制。

由于保险丝No.24、No.25、No.26同

时熔断的可能性为零，而左前电动车窗能

工作又说明保险丝No.27也未熔断。所以能

引起三个门电动车窗同时不工作的机件只能

有：电动车窗继电器、主控开关及车门多路

控制装置、以及它们的连接线路。

接通主开关，未听到电动车窗继电器接

通声，这说明电动车窗继电器损坏或主控开

关未能通过车门多路控制装置来控制此继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