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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介绍现代汽车技术方面的工程实践，全书共分为９章，第１章介绍汽车实验实训常用工具，从
第２章到第９章分别介绍汽车发动机、汽车底盘与车身、汽车电器、汽车电子与控制、汽车理论、汽车诊断与
维修、汽车运行材料、汽车制造技术等实验实训内容与方法。

本书内容编写紧密结合当前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和汽车专业卓越工程师计划项目实施的背景，突出

学生汽车专业技能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强调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作为高等院校汽车类专业实践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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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应用型本科高校对于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区
域经济的合理布局、人才培养多元化结构等都有着强有力的

推动作用。安徽省应用型高校依托行知联盟推动分类指导、

特色发展、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建设，正在构建高校与用人

单位、行业企业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标准、共同研制培养方案、

共同完善课程体系、共同开发教材、共同建设教学团队、共同

建设实践实习基地、共同实施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的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新机制。

教材建设是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是高校内涵建设的重要抓手。而教

材管理也是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深入探索的

重要课题，目前的问题是：教材选用定位不准确，过分强调知

识的系统性和学术性；选用制度不完善，合作共享机制不健

全；管理信息不畅通，教材监管不到位；教材内容和培养规格

目标吻合度不够等。因此，应用型本科高校各个专业教材编

写，尤其是核心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实训教材更应该从专业

定位和特色、教材选用制度、教材质量评价跟踪和信息反馈机

制、教材立体化系列化建设等方面加强改进，逐步完善教材建

设与管理模式。同时，学校应积极探索一校一策、一校一尺、

一校一色，分类管理评价教材的新机制和新办法。

本实训教程吸取了安徽省内部分高等院校多年推行高水

平应用性大学建设、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成果，得到了安

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立项支持，由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工程大学、蚌埠学院、滁州学院等院校联合有关合作企业

共同编写。该系列教材具有工程性、实践性、系统性、通用性

和先进性的特点，能够较好地满足机电类应用型人才培养实

训教学的需要，有利于各兄弟院校在教学改革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我们相信这套系列实训教程的出版和发行对于我省应

用型高校教材的建设与管理起到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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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由于编者学术水平有限，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
不足，其内容组织和体系都不够完善，需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

修改、锤炼和完善，诚望同行专家及读者不吝赐教，多提宝贵

意见。

安徽科技学院　郭　亮
２０１６年１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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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

汽车实验实训常用工具及使用

　　

１．１　学习内容与要求

①通过学习和查阅资料，掌握汽车常用拆装工具和设备的类型及用途。
②熟悉使用各种拆装工具和设备。

１．２　汽车实验实训常用工具及设备

１．２．１　简单工具

（１）呆扳手
呆扳手又称为开口扳手，如图１．１。按其开口的宽度大小可分为８～１０ｍｍ、１２～１４ｍｍ、

１７～１９ｍｍ等规格。通常以成套装备，有８件一套、１０件一套等，呆扳手主要用于螺钉拆卸。

图１．１　呆扳手

选用扳手的开口尺寸应与螺栓或螺母尺寸相符合，扳手开口小，不能套入螺栓；扳手开口

过大，易产生滑脱并损伤螺栓的六角。为防止扳手损坏和滑脱，应使拉力作用在开口较厚的

１



一边，如图１．２所示；当遇到狭窄场合扳手转角受限时，可将呆扳手翻转一周使用，反复操作，
即可将螺母卸下，如图１．３所示；对双螺母，为防止零件相对转动，可用一把扳手固定一个螺
母，用另一扳手旋转，即可卸下另一个螺母，如图１．４所示。

图１．２　呆扳手的使用　　　图１．３　呆扳手在狭窄场合的使用　　　图１．４　双螺母的拆卸　

（２）梅花扳手
梅花扳手两端内孔均为正六边形，按其闭口尺寸大小可分为８～１０ｍｍ、１２～１４ｍｍ、１７～

１９ｍｍ等，通常是成套装备，有８件一套、１０件一套等，如图１．５所示。
梅花扳手钳口是双六角形的，可以很容易地装配螺栓或螺母，也可以在一个有限空间内

重新安装。由于螺栓或螺母的六角形外表被包住，故对其六角没有损伤；另外，由于手柄具有

一定的角度，还可用于有凹进空间旋转螺栓或螺母，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５　梅花扳手 图１．６　梅花扳手的适用场合

应选择尺寸合适的扳手，否则极易损伤扳手和螺母；使用时，应尽量使用拉力，若由于空

间限制无法拉动工具，可用掌推；对固定很紧的螺栓和螺母可以通过施加冲击力轻轻松开，如

图１．７（ａ）所示，但不能用锤子和管子来增加力矩，如图１．７（ｂ）所示。

图１．７　梅花扳手的使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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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使用，有的扳手一头是开口扳手，另一头是梅花扳手，被称为两用扳手，如图１．８
所示。

图１．８　两用扳手

（３）套筒扳手
套筒扳手的内孔形状与梅花扳手相同。按其闭口尺寸大小也分为 ８、１０、１２、１４、１７、

１９ｍｍ等规格，通常也是成套装备。并且配有滑头手柄、棘轮手柄、快速摇柄、接头和接杆等，
如图１．９所示。套简扳手适用于拆装位置狭窄或需要一定力矩的螺栓或螺母，比梅花扳手更
具方便快捷特点，应优先考虑使用。

图１．９　套筒扳手
１—快速摇柄；２—万向接头；３—套筒头；４—滑头手柄；５—旋具接头；

６—短接杆；７—长接杆；８—棘轮手柄；９—直接管

套筒扳手的使用如下所述。

①套筒头（图１．１０）。套筒头有大和小两种尺寸，适于不同的力矩；分为深度标准型和深
型两种，深的套筒可用于螺栓突出的螺母；套筒的钳口有六角形和双六角形两种，六角部分与

螺母表面接触面较大，不易损伤螺母表面。

②套筒接合器（图１．１１）。套筒接合器是用作改变套筒方形套头尺寸的连接器。使用
时，应注意要根据规定的标准施加力矩，不能超过套筒本身的限值。

③万向节（图１．１２）。套筒的方形套头部分可前后或左右移动，手柄和套筒扳手之间的
角度可以自由变化，使其在有限空间内工作。但应注意不能使手柄倾斜较大角度来施加力

矩，不能作用风动工具，以免球节脱开，造成工具、零件或车辆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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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０　套筒头的选用

图１．１１　套筒接合器的使用 图１．１２　万向节的使用

④加长杆（图１．１３）。使用加长杆可用于拆下和更换装得太深不易接触的螺母。
⑤旋转手柄（图１．１４）。此手柄用于拆下和更换要求用大力矩的螺母。扳手头部可作铰

式移动，手柄可滑动，工作时，改变扳手与手柄的角度和手柄长度以适应不同的工作用法。如

图中（ａ）、（ｂ）、（ｃ）（ｄ）。

图１．１３　加长杆的使用 图１．１４　旋转手柄的使用

⑥滑动手柄（图１．１５）。滑动手柄可通过滑动套筒的套头部分，使套筒工作更方便或改
变扳手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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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棘轮扳手（图１．１６）。扳动棘轮扳手上的手柄可以改变扳手的用力方向，往左转可以
拧紧螺母，往右转可以松开螺母。

图１．１５　滑动手柄的用法 图１．１６　棘轮扳手的使用

ａ．棘轮手柄适合在狭窄空间中使用。
ｂ．滑动手柄要求极大的工作空间，但它能提供最快的工作速度。
ｃ．旋转手柄在调整好后可以迅速工作。

图１．１７　活动扳手

（４）活扳手
活扳手又称为活动扳手，其口径大小可变，可用

于代替多个呆扳手，适用于尺寸不规则的螺母，如图

１．１７所示。
使用时，通过旋转调节螺杆改变口径大小，使其

与螺母配合完好。但应注意使拉力作用在开口较厚

的一边来转动扳手；否则，将使压力作用在调节螺杆上，容易使其损坏，如图１．１８所示。

图１．１８　活扳手的使用

注意：活扳手操作起来不太方便，需旋转蜗杆才能使活动扳口张开及缩小，而且容易从螺

钉上滑移，应尽量少用。

（５）扭力扳手
扭力扳手与套筒扳手中的套筒头配合使用，可以直接读出所施力矩的大小，适用于发动

机连杆螺母、缸盖螺钉、曲轴主轴承紧固螺钉、飞轮螺钉等重要螺钉的紧固。其规格是以最大

可测力矩来划分，有２０、１００、２５０、３００、７６０、２０００Ｎ·ｍ等几种，结构如图１．１９所示。
使用时，左手按住扳手头部，右手握住手柄，向胸口方向用拉力拧紧螺栓或螺母，注意用

５

第１章　


汽车实验实训常用工具及使用



力要均匀，同时，注意观察显示的力矩值，如图１．２０所示。

图１．１９　扭力扳手　　　　　　　　　　　　　图１．２０　扭力扳手的使用

（６）内六角扳手
内六角扳手用来拆装内六角头螺栓（螺塞），以六角形对边尺寸表示，有３～２７ｍｍ等１３

种规格，结构如图１．２１所示。
（７）螺钉旋具
螺钉旋具，如图１．２２所示。

图１．２１　内六角扳手 图１．２２　螺钉旋具

①一字螺钉旋具。用于旋紧或松开头部开一字槽的螺钉，一般工作部分用碳素工具钢制
成，并经淬火处理。

②十字螺钉旋具。用于旋紧或松开头部带有十字沟槽的螺钉，材料和规格与一字形螺钉
旋具相同。

螺钉旋具选择应使其与螺钉槽的形状和尺寸大小合适，如图１．２３所示。
使用时，保持螺钉旋具与螺钉尾端成直线，边用力边转动。注意不能用钳子或其他工具

加力，否则可能刮削螺钉槽或损坏旋具尖头。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螺钉旋具，如图 １．２４
所示。

③穿透螺钉旋具：可以锤击后部，传导力量用于上紧固定螺钉，如图１．２４（ａ）所示。
④短柄螺钉旋具：可用在空间狭小的场合内拆卸并更换螺钉，如图１．２４（ｂ）所示。
⑤方柄螺钉旋具：可用扳手加大拧紧和拆卸力矩，用在需要大力矩的地方，如图１．２４（ｃ）

所示。

⑥精密螺钉旋具：可用以拆卸并更换小零件，如图１．２４（ｄ）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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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３　螺钉旋具的使用

图１．２４　特殊螺钉旋具的不同用途
１—穿透螺钉旋具；２—方柄螺钉旋具

（８）锤子
用来敲击凹凸形状的工件。锤子有多种形式，一般一端平面略有弧形的是基本工作面，

另一端是球面（图１．２５）。其规格以锤头质量来表示，以０．５～０．７５ｋｇ较为常用。

图１．２５　锤子

锤子的使用：握锤应握住锤把后部（图１．２６）；挥锤的方法有手腕挥、小臂挥和大臂挥３
种。手腕挥锤只有手腕动，锤击力小，但准、快、省力；大臂挥锤是大臂和小臂一起运动，锤击

力最大。

图１．２６　锤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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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锤子时，首先要仔细检查锤头和锤把是否楔塞牢固，以防止锤子脱出伤人。

（９）手钳
①鲤鱼钳。鲤鱼钳钳头的前部是平口细齿，适用于夹捏一般小零件，中部凹口粗长，用于

夹持圆柱形零件，也可以代替扳手旋小螺栓、小螺母，外形如图１．２７所示。
②尖嘴钳。其头部细长，能在较小的空间工作，带刃口的能剪切细小零件，使用时不能用力

太大，否则钳口头部会变形或断裂，规格以钳长来表示，常用１６０ｍｍ一种，外形如图１．２８所示。

图１．２７　鲤鱼钳　　　　　　　　　　　　　　图１．２８　尖嘴钳

③钢丝钳。钢丝钳的用途和鲤鱼钳相仿，但其支销相对于两片钳体是固定的，故使用时
不如鲤鱼钳灵活，但剪断金属丝的效果比鲤鱼钳要好，规格有１５０ｍｍ、１７５ｍｍ、２００ｍｍ３种，
外形如图１．２９所示。

④卡簧钳。卡簧钳也称挡圈钳，用于拆装发动机中的各种卡簧和挡圈，如图１．３０所示。
使用时根据卡簧或挡圈结构形式，选择相应的卡簧钳。应注意不要用手钳代替扳手松紧 Ｍ５
以上螺纹联接件，以免损坏螺母或螺栓。

图１．２９　钢丝钳　　　　　　　　　　　　　　图１．３０　卡簧钳

（１０）拉器
拉器也称为顶拔器，用来拆卸配合较紧的轴承、齿轮等零部件。其由拉爪、座架、丝杆和

手柄等组成，如图１．３１所示。

图１．３１　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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