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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课程性质和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汽车维修工程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技术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汽车维修的相关知识，包

括摩擦与润滑、零件的失效机理、故障与失效分析，汽车维修工程的基础理论和相关分析技术，汽车维

修工艺与设计，汽车维护工艺与设计，以及汽车维修管理工作和汽车救援与事故维修服务等方面的知识。 

二、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 

1.熟悉零件的失效原因，在使用中，能自觉主动从使用、维修等方面减少故障的发生率。 

2.能够利用维修工程分析技术解决修理地点的确定、维修工作类型的选择、全寿命费用计算等问题。 

3.熟悉汽车维修工艺过程卡、工艺卡、工序卡的编制方法。 

4.熟悉汽车维修常用的零件修复方法，并能灵活应用。 

5.掌握汽车拆卸与装配作业、零件清洗、零件检验与分类的基本技能。 

6.熟悉汽车维修计划的编制方法。 

7.熟悉汽车维修质量管理的常用工具，并灵活应用。 

三、本课程和相关课程 

本课程内容繁多、涉及面广，范围大，自学者学习本课程时，须具有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汽车构

造、发动机原理、汽车理论、数理统计与概率论等基础知识。 

 

 

 
  



                              

Ⅱ 课程考试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掌握维修的基本概念，了解汽车维修行业现状、汽车维修工程的理论体系和

汽车维修标准体系，为继续学习相关章节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汽车维修的概念 

（一）维修术语 

（二）维修的基本概念 
（三）汽车维修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汽车维修行业现状 

（一）汽车维修行业概况 

（二）国内汽车维修行业现状 

（三）国外汽车维修行业现状 

第三节 汽车维修工程的理论体系 

（一）维修工程的形成与发展 

（二）汽车维修工程的定义与研究内容 

第四节 汽车维修标准体系 

（一）标准的概念 

（二）汽车维修标准化概况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汽车维修的概念 

1．熟悉：维修的基本术语。 

2.  掌握：维修的基本概念。 

（二）汽车维修行业现状 

1．熟悉：国内和国外汽车维修现状。 

（三）汽车维修工程的理论体系 

1. 熟悉：汽车维修工程的定义与研究内容。 

2．掌握：汽车维修的基本概念。  

（四）汽车维修工程的理论体系 

1. 熟悉：标准与标准化的基本概念、国内外汽车维修标准体系。 



                              

第二章 汽车零部件损伤理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摩擦的理论；掌握摩擦的定义、分类和润滑原理；掌握零件的失效

机理；掌握故障的定义、模式及等级，理解失效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意义；掌握典型零件的常见失效形式，

了解失效原因。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摩擦与润滑 

（一）固体表面性质及接触面积 

（二）摩擦理论 

（三）润滑 

第二节 零件的失效机理  

（一）磨损 

（二）变形 

（三）疲劳断裂 

（四）腐蚀 

（五）穴蚀 

（六）老化 

第三节 故障与失效分析 

（一）故障的定义 

（二）故障模式 

（三）故障分类 

（四）故障判定准则 

（五）故障等级 

（六）失效分析 

第四节 典型零件失效分析 

（一）滑动轴承 

（二）滚动轴承 

（三）齿轮 

（四）气缸和活塞环 

（五）曲轴颈与轴承 

（六）密封部件 

（七）制动器和离合器 

（八）工程塑料 

（九）电子元件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摩擦与润滑 

1．熟悉：固体表面性质及接触面积、摩擦机理。 

2．掌握：摩擦的定义与分类，润滑原理。 

（二）零件的失效机理 

1．掌握：磨损、变形、疲劳断裂、腐蚀、气蚀和老化等损伤形式的原因和预防措施等。 

（三）故障与失效分析 

1．熟悉：故障分类、故障判定准则、故障等级和失效分析的概念。 

2.  掌握：故障的定义、故障模式和故障等级。 

（四）典型零件失效分析 

1．掌握：滑动轴承、滚动轴承、齿轮、汽缸和活塞环、曲轴颈与轴承、密封部件、制动器和离合

器、工程塑料和电子元件等典型零件的失效形式。 

第三章 汽车维修工程基础及分析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可靠性的相关知识；掌握维修性的定义、维修性函数及常用维修时

间的估算；掌握可用性的定义、三种稳态可用度的计算和提高可用性的措施；掌握维修的分类，理解修

复性维修和预防性维修；掌握维修方式的分类，了解维修方式的确定方法，了解维修策略；掌握故障模

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全寿命费用分析、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分析等工程分析技术的含义及目标，理

解它们的分析过程。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可靠性理论 

（一）基本定义 
（二）可靠性函数 
（三）故障规律 
（四）寿命特征 
（五）常用的寿命分布 
（六）典型系统的可靠性 

第二节 维修性理论  

（一）维修性定义 

（二）维修时间 

（三）维修性函数 

（四）常用维修时间的估算 

（五）维修性设计准则 

第三节 汽车可用性 



                              

（一）可用性的定义 

（二）可用性的计算 

（三）提高可用性的措施 

第四节 维修方式与维修策略 

（一）维修的定义 

（二）修复性维修 

（三）预防性维修 

（四）维修方式及其选取方法 

（五）维修策略及制定方法 

第五节 维修工程技术 

（一）失效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 

（二）全寿命费用分析 

（三）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分析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可靠性理论 

1．掌握：可靠性理论的基本定义、可靠性函数、故障规律、寿命特征、常见的寿命分布及典型系

统的可靠性等内容。 

（二）维修性理论 

1．掌握：维修性的定义、维修时间、维修性函数和常用维修时间的估算等内容。 

（三）汽车可用性 

1．掌握：可用性的定义、可用性的计算和提高可用性的措施等内容。 

（四）维修方式与维修策略 

1．掌握：维修的分类、修复性维修、预防性维修、维修方式及其选取方法、维修策略等内容。 

（五）维修工程技术 

1．掌握：主要介绍了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全寿命费用分析、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分析

等内容。 

第四章 汽车维修工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整车修理工艺过程，以及入厂检验、车身修理、喷漆、磨合、汽车总

装与修竣检验等作业的基本内容与方法；理解汽车日常维护、一级维护、二级维护的作业流程、作业项

目与要求，典型维护作业及要求，汽车养护作业的内容与方法；理解汽车清洗与零件清洗的基本原理与

技术，常用的零件修复方法的基本原理与操作工艺，零件检验与分类的基本方法；掌握工艺、工艺过程、

工艺规程及相关术语，工艺规程的内容，以及工艺文件的内容与格式；掌握维护与修理的定义，汽车维

修工艺规程设计的基本程序与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汽车维修工艺与设计  

（一）工艺的基本概念 

（二）汽车维修工艺的定义与分类 

（三）汽车维修工艺规程设计 

第二节 汽车维护及维护工艺  

（一）汽车维护的定义与分类 

（二）汽车维护的作业流程 

（三）汽车维护的作业项目与技术要求 

（四）典型维护作业及要求 

第三节 汽车养护作业 

（一）汽车清洗 

（二）漆面处理 

第四节 汽车修理及修理工艺 

（一）汽车修理的定义与分类 

（二）汽车修理工艺流程 

（三）零件修复方法 

（四）汽车整车修理工艺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汽车维修工艺与设计 

1．熟悉：工艺的基本概念、汽车维修工艺的定义与分类、汽车维修工艺规程设计和程序。 

（二）汽车维护工艺 

1．掌握：汽车维护工艺的定义与分类、作业流程、作业项目与技术要求，以及典型的维护作业及

要求。 

（三）汽车养护作业 

1．熟悉：汽车清洗和漆面护理。 

（四）汽车修理及修理工艺 

1. 熟悉：汽车修理的定义与分类。 

2. 掌握：汽车修理工艺流程、零件修复方法和汽车整车修理工艺。 

第五章 汽车维修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管理、质量、质量管理、质量控制、计划、控制等基本概念，MRP/MRPI、

JIT 和 ERP 等现代企业管理技术；了解信息、数据的基本概念，汽车维修信息的分类；理解物料清单、



                              

工作分解结构、业务流程重组、看板管理相关概念与技术；理解生产系统、生产过程、生产运作的基本

概念，理解生产过程组织的基本内容与组织形式；理解维修人员需求确定方法、维修人员利用率和可用

度计算方法；掌握维修计划管理、质量管理的基本程序与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汽车维修管理概述 

（一）管理的基本概念 

（二）企业管理 

（三）汽车维修管理的概念与内涵 

第二节 维修生产管理 

（一）维修生产过程分析 

（二）维修生产组织 

第三节 维修计划管理 

（一）计划的定义与分类 

（二）维修计划编制 

第四节 维修资源管理 

（一）库存管理与控制 

（二）人员管理 

（三）维修信息管理 

第五节 维修质量管理 

（一）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二）质量控制工具 

（三）维修质量评价与质量保证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汽车维修管理的基本概念 

1. 熟悉：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职能；企业管理的定义与分类、企业组织与控制和现代企业管理

技术；汽车维修管理的概念与内涵。 

（二）维修生产管理 

1. 熟悉：生产系统与生产过程的概念、维修生产系统的特点；汽车维修方法、维修生产组织方法。 

（三）维修计划管理 

1. 掌握：计划的定义与分类、生产计划的定义与分类；维修计划的定义与分类、维修计划的制订程

序、常用的计划制订模型。 

（四）汽车维修资源管理 

1. 熟悉：库存的定义与分类，库存控制的定义，常见的库存模型；维修人员需求确定方法、维修人

员可用度和可用率计算方法；维修信息的概念与分类。 



                              

（五）汽车维修质量管理 

1. 掌握：质量管理基础知识；质量控制工具；维修质量评价与质量保证。 

第六章 汽车维修救援与事故维修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汽车维修救援的基本概念与内涵；了解汽车事故维修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理解汽车事故分级标准。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汽车维修救援服务 

（一）汽车维修救援的基本概念 

（二）汽车维修救援服务工作流程 

（三）救援设备与技术 

第二节 汽车事故维修服务 

（一）汽车事故维修的特点与规律 

（二）事故汽车修复要求及工艺过程 

（三）事故汽车质量保证期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汽车维修救援服务 

1. 熟悉：汽车事故维修的特点与规律、汽车维修救援服务工作流程和救援设备与技术。 

（二）汽车事故维修服务 

1. 熟悉：汽车事故维修的特点与规律、事故汽车修复要求及工艺过程、事故汽车质 

量保证期。 

  



                              

Ⅲ 有关说明和考核实施要求 

一、本大纲的作用 

本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汽车服务工程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有关规定而编写的，其为个人自学、社会

助学、考试命题、编写教材和自学辅导材料的重要依据。个人自学、社会助学、考试命题、编写教材和

自学辅导材料，必须与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基本一致。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

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核内容。大纲中未列出的知识点则不属于必须掌握的内容，也不属

于考核内容。 

二、学习要求与考核要求的说明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其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

应掌握的程度，大纲中课程考核知识点是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目的与要求中，对自学教材各章、

节内容掌握的程度要求分为熟练、掌握。 

本课程考试内容基本体现在各章节的考核知识点中。由于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

自身特点不同，故在“考核要求”中分别按照“熟悉”和“掌握”两个层次确定考核要求，其中： 

熟悉：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如名词、定义、概念、性质等有清晰的认识，并能做出正确的判

断和选择。 

掌握：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在识记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理解，清楚地知道与有关知识点的联系

与区别，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和解释，同时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少数几个知识点，解决生产实践

中简单问题。 

三、自学教材与参考教材 

（一）自学教材： 

刘祥凯．汽车维修工程．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9. ISBN：9787114157677 

（二）参考教材： 

张金柱．汽车维修工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四、自学方法的指导 

汽车维修工程课程知识性、实践性较广，内容丰富，因此，自学者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参考自学

考试大纲，制定自学计划，认真阅读规定的教材，坚持按计划进行自学。自学的内容和掌握的程度应参

照本大纲规定的要求，深入理解各章的知识点。此外，自学者可在对自学内容熟悉的基础上，主动去汽

车维修修护工程现场进行见习，以加深理解汽车维修的相关知识。 

五、社会助学 

（一）社会助学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基本内容与考核内容认真钻研指定教材，明确具体要求，妥善

安排教学辅导环节。 

（二）针对自学者的情况，教师有计划地进行讲解辅导，对考生布置一定的作业以帮助自学者加深

对主要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三）自学者应按照本大纲的要求，认真学习规定教材，全面而系统，并循序渐进地学习教材中规



                              

定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六、考试命题 

1．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考核要求中各知识点均为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加

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2．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试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规定的相应最高能

力层次要求。 

3．“熟悉”、“掌握”两个认知层次的试题在试卷中所占的分数比例依次约为：40%和 60%。 

4．试题的难度可分为：容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难；它们在试卷中所占分数比例依次大致为：

20%、30%、30%、20%。 

5．试题的题型有：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判断题、概念解释、简答题、综合应用题（计算题、分

析论述题）等。 

6．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60 分为及格线。 

  



                              

Ⅳ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    ）适用于具有恒定故障率的部件。 

A. 指数分布      B. 正态分布       C. 威布尔分布         D. 对数正态分布 

二、多项选择题 

1.对车轮进行动平衡检测时，有哪几种检测方法。（    ） 

A.全车式检查   B.离车式检查    C.就车式检查    D.半车式检查   E.目测式检查 

三、判断题： 

1.中位寿命是可靠寿命的一种。               （   ） 

四、名词解释题： 

    1.汽车维修救援 

五、简答题： 

1.简要工艺规程的内容？ 

六、 计算题： 

1.某汽车行驶 1000h，发生 10 次故障，每次排故障时间平均为 5h。其计划预防维修小修 6 次，每

次 40h；中修两次，每次需 80h；大修一次，需 200h。试求其 Ai和 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