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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途观无法启动 文/天津 石强

故障现象
一辆2012年生产的1.8L途观，已行驶

7054km。车辆因进入防盗状态，无法启动。

故障诊断与排除
试启动车辆，无法启动，组合仪表上显

示“SAFE”，确认车辆进入防盗状态。连接

VAS5051B查询故障代码，显示发动机系

统(01)内有“发动机停用”的故障信息；组合

仪表(17)内有“由于信息缺失而造成功能受

限”的故障信息。

途观的防盗属于第四代防盗，由脉冲转

发器(钥匙)、组合仪表、发动机控制单元组

成(图1)，并且需要在线匹配。

因之前经常遇到途观车进入防盗状态，

所以首先使用VAS5051B的引导性功能在

线匹配点火钥匙。按照提示正确操作后，仪

表总是显示“0-2”(图2)，无法显示“2-2”

(后部的数字为设置钥匙的把数，前部的为

匹配成功的把数)。同时，VAS5051B提示钥

匙与匹配数量不符(图3)，表示匹配失败。

开始怀疑是操作步骤有问题，又反复

尝试数次，结果都一样，因此排除操作的

问题，从防盗器内读数据块，查询防盗锁

止时间为0，并且可以分别读到2把钥匙的

ID，分别是4019E3B4和E04F14AE，说

明识读线圈和读识线圈至组合仪表的线路

没有问题。

图1 防盗系统结构图

仪表

识别线圈

脉冲转发器

发动机控制单元

图2 匹配失败时的仪表显示

影响空调出风口出风的因素主要包括鼓风机、空调滤清器和风门。而风门又包括气源风门(控制内外循环)、温度风门(调节冷热温度)

和风向转换风门(即模式风门)，在这三种不同功能的风门中，只有模式风门能够影响到出风口出不出风。

在鼓风机运转而所有出风口都不出风的情形下，我们通常首先会想到的就是空调滤清器是否堵塞了，而不会先去考虑模式风门的故

障。这是因为模式风门有好多个，分别控制着面部、脚部、挡风玻璃、面部/脚部等多个方位的出风，由于所有模式风门同时发生故障而导

致所有出风口都不出风的几率很低，所以，对其的故障判定会放到次之的位置。

然而，事物的不变是相对的，变化确是绝对的，对车辆故障的判断亦是如此。就以本案例而论，作者也深谙上述的故障排查之道，其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最难能可贵的是，当排除了空调滤清器的故障可能性之后，作者能很快地将思路调整到对空调系统故障信息的读取

上，并以此为基础，将模式风门不出风的故障原因与空调LIN总线系统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对故障信息的解读和空调LIN总线系统拓扑图

的分析，采取了逐个断开从控模块(即各个模式风门电机)的方式来排查LIN总线的短路症结，最终成功排除了故障。

需要提醒的是，当作者拔掉驾驶员脚坑下后部风门电机V159的插头时，马上有凉风从出风口吹出来，说明该项操作已经将LIN总线的

短路部分断开了，因此，串联在空调控制单元J255和电机V159之间的风门电机是可以动作的(这部分LIN线可是实现通讯)，才会有风吹出，

但此时还无法确定真正短路的是电机V159之后串联线路中的哪一个，这才会出现作者后续的检测步骤。我想，针对奥迪Q5这样的LIN线

连接方式，如果当初作者能够考虑从LIN总线的最末端开始，逐个向前断开风门电机进行排查的话，检测步骤也许会节省很多。

专家点评—张宪辉

的要求做出响应。

(3)最高传输速率为20kb/s，是一种低

速总路线，在汽车上实现智能型传感器和执

行器的连接。

(4)保证总线正常传输至少要有三根

线，即电源、搭铁和LIN信号线。

(5)LIN总线出现故障的特点是，当总线

上的某一控制单元处出现短路故障时，系统

会关闭这一链路上的所有控制单元，而没有

应急模式。

本例就是一个单元出了故障，系统关闭

了所有的风门，直至系统修复正常。维修的

时候要特别注意，当某个系统不能使用时，

可能在此地并没有故障记录。应该检查与它

同一路连接的其它系统是否有故障，避免盲

目大拆大卸。

比如空气湿度传感器G355与滑动天窗

控制单元J245是通过同一根LIN总线连接在

舒适控制单元J393上的。有时遇到G355出

现故障，导致天窗不能使用，而J393里并没

有关于G355的故障记录故障。因为J393不

需要G355这个信号，所以它就没有记。需要

这个信号的是空调控制单元J255，所以此时

要检查J255里是否有相关的故障记忆。不要

一动手就拆下空调控制单元来检查、替换。

以上是本人在日常维修中积累的一点

经验，现与大家分享，希望能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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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走不必要的弯路。同时也提醒广大车

主不要在车内放置辐射较大的物品，以免影

响车内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

图3 匹配不成功时的诊断仪显示界面

图4 放门禁卡的卡槽位置

了防盗的无法匹配。取掉门禁卡，装上商品

车的组合仪表，再次匹配点火钥匙，随着匹

配步骤的进行，仪表顺利的显示“2-2”，表

示匹配成功，发动机顺利启动，故障排除。

故障小结
该车无法匹配的故障就在于那张门禁

卡。途观匹配点火钥匙时是靠识别钥匙的信

号来实现的，而门禁卡信号严重干扰了钥匙

的信号，所以造成始终匹配不成功，以至于

更换商品车的正常仪表后也无法正常匹配。

至于故障本身的组合仪表是什么原因损坏

无从考究，不排除是因为长时间受门禁卡的

干扰造成的损坏。这个案例让维修陷入困境

的就是匹配多次不能成功，而罪魁祸首是一

张小小的门禁卡。所以我们在排除车辆本身

的问题后，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就要从非

车载物品上找原因，仔细观察分析，以免被

怀疑组合仪表故障，因配件库没有该

型号的组合仪表。找了一辆相同配置的商

品车，更换组合仪表后，匹配结果很让人失

望，仪表依然显示“0-2”，故障依旧。

正常车辆的仪表拿过来都无法正常匹

配，说明问题一定在故障车内，只是没有发

现而已。怀疑是发动机控制单元有问题而

影响匹配，又将商品车的发动机控制单元更

换过来匹配，故障现象依旧，仪表始终显示

“0-2”。将故障车的组合仪表装到商品车

上匹配，仪表也是显示“0-2”，说明故障车

的组合仪表有问题。但已经把相关的防盗部

件都更换了，为何还是不行呢？

维修一时陷入困境。坐在车里思考，到

底还有哪些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影响了匹配？

突然发现在仪表台靠近组合仪表侧的卡槽

里(图4)，插着一张小区大门的门禁卡。猛然

想到，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卡的干扰，造成

本文是一篇因无线电射频信号干扰，引起车辆防盗系统故障的好文章。要解释该故障发生机理，还得从大众第四代防盗系统ID代码

的形成与传输原理说起。

1.固定码传输(从钥匙到防盗控制器)

点火开关打开，防盗控制器(集成在仪表板总成内)由识别线圈发送能量激励钥匙，然后钥匙发送它的固定码(钥匙匹配时这个固定码

储存在防盗控制器中)。钥匙发送的固定码与防盗控制器中储存的码进行比较，如果相同，防盗控制器开始传送可变码。

2.可变码传输(从防盗控制器到钥匙)

防盗控制器随机产生一可变码，这个码是钥匙和防盗控制器用于计算的基础。在钥匙内和防盗控制器内有一套公式列表(密码术公

式)和一个相同且不可改写的SKC(隐秘的钥匙代码)，在钥匙和防盗控制器中分别计算结果。钥匙发送结果给防盗控制器，防盗控制器把

这个结果和自己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如果相同，钥匙确认完成。

3.可变码传输(从防控制盗器到发动机控制单元)

发动机控制单元随机产生一变码并传送给防盗控制器，防盗止动器把这个码和存储的码进行比较。它们如果相同，发动机被允许

启动。发动机控制单元每次启动后，会按照随机选定原则产生一码(变化的码)，并把这个码储存在发动机控制单元和防盗控制器中，用

于下次发动机启动时计算。发动机控制单元随机产生一变码。在发动机控制单元和防盗控制器内有另一套密码术公式列表和一个相同的

SKC(公式指示器)，防盗控制器返回这个计算结果到发动机控制单元内与其计算结果进行比较，这个数据由CAN总线进行传递。如果结

果相同，发动机被允许启动。

本案故障由门禁卡引起。门禁卡也称IC感应卡，内置了IC芯片、感应线圈、天线等元件，当感应卡进入读卡器电磁波辐射范围内，

会触发感应卡的感应线圈，产生电流并触发感应卡上的天线向读卡器发射一个无线电射频信号，该信号带有卡片的ID代码。由于门禁卡

放在了车辆的防盗系统的识别线圈较近位置，识别线圈起到了读卡器的作用，它发送的能量在激励了钥匙同时，也激励了门禁卡，使门

禁卡发出相应的无线电射频信号与车辆防盗系统的ID代码信号相偶合，形成辐射偶合，干扰了防盗控制器对钥匙码的正常识别，严重时

还会破坏防盗控制器的软件程序，使其被锁死。

作者虽然在这次故障诊断中走了一些弯路，但是终究还是排除了故障，并把它写出来告诉读者，让其他维修技师在今后遇到类似故

障时，将电磁干扰作为诊断故障原因的参考，其意义是非常大的，值得赞扬。

专家点评—高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