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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在汽车维修中的应用探究
郭景福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重庆 400055）

摘要：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车辆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在汽车维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一技术不仅提

高了汽车维修的效率和准确性，还推动了汽车维修行业的现代化和智能化发展。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汽车检测与诊断

技术在汽车维修中的创新应用路径，以期为行业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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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与汽车制造技术的不断创新，汽车检测

与诊断技术作为汽车维修领域的关键支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

变革。从传统的机械式检测手段，到如今集成了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智能化检测与诊断系统，这一转变不仅深刻

改变了汽车维修的工作模式，也为提升用户体验、保障行车安全

开辟了新途径。

一、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在汽车维修中的应用优势

（一）提高维修效率与精准度

在汽车维修过程中，快速准确地定位故障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现代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通过集成高精度传感器、智能分析算法

及实时数据监控，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车辆各系统的全面扫

描与评估。这种高效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使得维修人员能够

迅速锁定故障点，减少不必要的拆解与试错过程，从而显著提高

维修效率。同时，基于大数据的故障模式识别与预测，还能帮助

维修人员提前预防潜在问题，实现故障的精准定位与解决，进一

步提升维修质量。

（二） 促进维修行业的智能化转型

随着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的智能化发展，汽车维修行业正逐

步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智能诊断系统能够自动

记录并分析车辆历史数据，为每辆车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

实现维修过程的可追溯性与个性化服务。此外，通过与远程服务

平台连接，维修人员可实时获取专家支持、技术更新及备件信息，

实现远程会诊与协同作业，极大地提升了维修服务的响应速度与

专业性。智能化转型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还提升了行业整体的

服务水平与客户满意度。

（三） 增强用户体验与行车安全 

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维修效率与质量，

更直接关联到用户体验与行车安全。通过定期的检测与维护，车

辆性能得以保持最佳状态，减少了因故障导致的行驶中断与安全

隐患。同时，智能化的诊断系统能够提前预警潜在故障，为用户

提供及时的保养建议与预防措施，增强了用户的行车信心与安全

感。此外，智能化的服务体验，如在线预约、进度查询、电子报

告等功能，也为用户带来了更加便捷、透明的维修服务体验。

二、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在汽车维修中的应用

（一）在动力传动系统故障诊断的应用

在动力传动系统故障诊断中，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安装于发动机各关键部位的传感器，实时监

测发动机的运行状态，如转速、温度、油压等参数，一旦发现异

常波动，系统会立即触发警报，并自动分析可能的故障原因。这

一过程不仅快速准确，还能为维修人员提供详细的故障报告和维

修建议，大大缩短了故障排查和修复的时间。此外，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融入，动力传统系统已经具备了自我学习和优化的能力。

通过对大量故障案例的学习与分析，系统能够不断优化诊断算法，

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系统还

能预测发动机可能出现的故障趋势，提前制定维修计划，实现预

防性维护，进一步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以比亚迪唐混合动力汽车发动机故障诊断为例，其集成了先

进的电力驱动与燃油动力技术，对检测与诊断技术的要求更为严

苛。比亚迪唐在发动机及电动机的协同工作监控上，运用了高精

度的传感器网络，覆盖了从燃油喷射、点火控制到电力转换、电

池管理等各个环节。这些传感器能够实时采集并传输海量的运行

数据至中央控制单元，利用复杂的算法模型进行分析处理。在诊

断策略上，比亚迪唐不仅依赖传统的阈值判断法来识别故障，还

引入了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诊断技术。该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并适

应车辆在不同工况下的运行特性，通过比对正常状态下的数据模

式与当前数据，快速定位故障源。特别是在混合动力系统切换过

程中，智能诊断技术能够精准捕捉能量转换过程中的细微异常，

有效避免误诊或漏诊，确保车辆动力系统的稳定运行。此外，比

亚迪唐还利用云计算平台，实现了车辆健康状态的远程监控与诊

断。车主或维修人员只需通过智能手机 APP 或电脑端软件，即可

远程查看车辆实时数据、历史故障记录及维修建议。一旦车辆出

现故障预警，系统不仅会自动推送通知，还能提供附近的维修站

点信息，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维护与保养需求。        

图 1 2021 款比亚迪唐 DM 车型动力传动系统

（二）在电气系统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在电气故障诊断领域，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同样展现出了其

无可替代的价值。随着汽车电子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电气系统的

复杂性和重要性日益突出。一旦电气系统出现故障，往往会导致

车辆功能失效，甚至危及行车安全。因此，高效、准确的电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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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故障诊断技术显得尤为重要。现代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通过

集成先进的传感器网络和智能诊断软件，能够实现对电气系统全

面、细致的监测与分析。这些传感器遍布车辆各处，能够实时捕

捉电流、电压、电阻等关键参数，并将数据传输至中央处理单元。

一旦检测到异常数据，系统便会立即启动故障诊断程序，利用预

设的算法模型对故障进行快速定位和分析。

在电气系统故障诊断过程中，智能诊断软件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它不仅能够自动解读传感器数据，还能根据车辆的具体

型号、配置和历史维修记录，提供个性化的故障诊断方案。这种

“一对一”的诊断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故障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

避免了传统方法中因车型差异而导致的误诊或漏诊现象。此外，

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还融入了远程监控和诊断功能。车主或维修

人员只需通过智能手机或电脑等终端设备，就能远程访问车辆的

电气系统状态，实时查看故障信息，甚至进行远程故障排除。这

种便捷的远程服务方式，不仅节省了车主的时间和成本，还提高

了汽车维修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

图 2 特斯拉电气系统

以特斯拉电动汽车为例，其电气系统采用了高度集成化和模

块化的设计，使得故障诊断更加依赖于先进的检测与诊断技术。

特斯拉的远程诊断系统能够实时监测车辆电气系统的各项参数，

一旦发现异常便立即通知车主，并引导车主前往最近的维修中心

进行检修。同时，特斯拉的维修技术人员也能通过远程访问系统，

提前了解车辆故障情况，准备相应的维修工具和配件，从而进一

步缩短维修时间，提高维修效率。

3. 在底盘系统故障诊断中的深化应用

底盘作为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稳定性和安全性直接关系

到驾驶者的行车体验与生命安全。随着汽车电子化、智能化的发

展，底盘系统也集成了越来越多的传感器和执行器，使得故障诊

断变得更加复杂。然而，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的深入应用为底盘

系统的故障诊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以奔驰 S 级主动悬挂控制

系统（ABC）为例，其采用了先进的检测与诊断技术，确保了底

盘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奔驰 S 级的主动悬挂控制系统通过安

装在车辆各关键部位的传感器，实时监测悬挂系统的运行状态，

如车身高度、倾斜度、加速度等参数。这些传感器能够精确捕捉

底盘系统的细微变化，并将数据传输至中央控制单元进行分析处

理。在底盘系统故障诊断过程中，检测与诊断技术能够快速定位

故障源，并提供详细的故障报告和维修建议。例如，当车辆在行

驶过程中遇到路面不平导致车身倾斜时，主动悬挂控制系统会立

即调整悬挂的硬度和高度，以保持车身稳定。如果系统检测到悬

挂部件出现异常，如减震器损坏或弹簧断裂，便会立即触发警报，

并通过车载信息娱乐系统通知驾驶员，同时提供维修建议和最近

的维修站点信息。此外，奔驰 S 级主动悬挂控制系统还具备自我

学习和优化的能力。通过对不同路况和驾驶习惯的分析，系统能

够不断调整悬挂参数，以适应各种驾驶环境，提高乘坐舒适性和

操控稳定性。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系统还能预测底盘可能出现

的故障趋势，提前制定维修计划，实现预防性维护，进一步延长

底盘系统的使用寿命。

图 3 奔驰 S 级主动悬挂控制系统（ABC）

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进步，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在汽车故障

诊断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无论是电路系统、制动系统、底

盘系统还是动力电池等关键部件，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都展现出

了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通过实时监测、数据分析与智能诊断，

该技术能够迅速准确地定位汽车故障，提高维修效率，降低维修

成本，保障驾驶者的行车安全与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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