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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电控摩托车发动机的易发故障及诊断技巧
陆刚，陆羽宁

对电控系统的故障进行诊断，首先必须系统掌握电子

控制系统的结构、原理和线路连接方法，明确电控系统中

各部分可能产生的故障及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进行综合分

析、判断，确定故障的性质和可能产生此类故障的原因和

范围。电控系统故障诊断的基本方法包括有 ：直观诊断、

利用自诊断系统诊断、简单仪表诊断和专用诊断仪器诊断

等。

电控发动机故障诊断按其诊断的深度可分为初步诊断

和深入诊断。初步诊断是根据故障的现象，判断出故障产

生原因的大致范围。深入诊断是根据初步诊断的结果对故

障原因进行分析、查找，直到找出产生故障的具体部位。

由于电喷发动机是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任何一个细小的

环节出现差错，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功率输出。在实际作业中，

修理人员往往对所发生的故障感到束手无策，下面介绍电

控发动机故障诊断简单而有用的维修方法。

人工直观诊断法。直观诊断就是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对

车辆故障现象进行看、问、听、试、嗅等，了解和掌握故

障现象的特点，通过原地检查或道路试验，靠直接观察、

感觉或采用简单工具来确定发动机故障部位和产生的原因。

通过人的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结论的诊断方法。其方

法根据诊断者的经验和对诊断车辆的熟悉程度，这种方法

速度慢，准确性也取决于诊断人员的技术水平，在运用的

范围上有极大的差别。经验丰富的诊断专家，可以利用直

观诊断方法诊断发动机可能出现的绝大多数故障，包括对

确定故障性质的初步诊断和确定具体故障原因的深入诊断。

接触有故障的车辆越多，故障暴露则越明显。在条件

允许时尽可进行实际操作，仔细察看车辆各设备工作状况，

特别要注意观察与故障相关系统的工作状态，以使故障现

象得到充分暴露，这十分利于对故障进行准确判断，提供

比较可靠的真凭实据。通过眼看、手摸、鼻嗅、耳听和用

绝缘物轻轻拨弄线束、接插件及组件，有时也会发现故障

的部位，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并可对故障性质和故障部

位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直观诊断能弥补检测仪器的不足。电控车辆上虽有微

机自诊断系统，能向电控系统提供故障码，这对于诊断电

控车辆故障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由于电控单元只能对与

控制系统有关的部分故障进行自诊断，并不是对所有的故

障如电控系统的非电性故障都可以进行自动诊断，同时即

使最先进的诊断仪器都会受到自身功能的限制而有其一定

的局限性，不可能设计出一种自诊断系统能对全部所有故

障都能进行诊断。对某些故障仪器诊断远不如直观诊断方

法来得容易，如明显机械零部件的断裂变形、密封件的泄漏、

线路连接件的松动等故障，直观诊断就显示出比仪器更好

的诊断效果。可以断言观察诊断的方法，即使在未来都不

会被仪器诊断所完全取代。

观察诊断应对发动机结构、工作原理和常见故障现象

有一定的掌握，才能发挥较好的效果。直观诊断的范围是

随诊断者的经验而定的，直观诊断方法，根据诊断者的经

验和对诊断车辆的熟悉程度，在运用的范围上有极大的差

别。系统结构越复杂、越先进，对检测人员要求也越高，

经验丰富的诊断专家，可以利用直观诊断方法很快就诊断

出车辆可能出现的绝大多数故障，包括对确定故障性质的

初步诊断和确定具体故障原因的深入诊断。遇到故障应首

先检查各传感器和各执行器的供电线路，一般大多数故障

都是线路接触不良或短路所致，在线路分布的范围内要从

容易被磨损的地方开始检查。

直观诊断“六字”法。直观诊断法较适合于诊断比较

常见和明显的机械性故障，它在搞清故障症状基础上，由

简到繁，由表及里进行推理分析，概括起来为六个字，即：

“看”、“问”、“听”、“嗅”、“摸”、“试”。

看 ：即目测检查发动机工作状况，如排气颜色、机油

颜色及液面、消耗量是否正常、排气管颜色，各部件是否

漏油、漏水、漏气，然后再综合分析判断。其目的是了解

电控发动机的电控系统类型、车型，在进入更为细致的测

试和诊断之前，能消除一些一般性的故障原因。一看车型

和电控系统类型，因为不同公司不同年代生产的车辆电控

燃油喷射系统的形式不同其故障诊断方法也不同 ；二是拆

除空气滤清器检查滤心及其周围是否有脏物、杂质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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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用于对故障进行深入诊断。缺点是 ：对操作者的

素质要求较高，在利用通用仪表进行故障诊断时，操作者

必须对系统的结构和线路连接情况有相当详细的了解，才

可能取得满意的诊断效果。

专用诊断仪器的诊断。车辆的电子化，对其故障诊断

方法的改进更有必要和条件，现在各种车辆专用诊断仪器

已应运而生。这些专用诊断仪器大多数为带有微处理器的

电控装置，对车辆故障的诊断十分有效，其中包括各种形

式的发动机故障分析仪、发动机电脑综合分析仪等。其中

尤以发动机电脑分析仪所占比例最大，诊断效果也最好。

专用诊断仪器根据其体积大小可分为 : 台架式电脑分析仪、

便携式电脑分析仪和袖珍型电脑分析仪。在对车辆电控系

统进行的故障诊断中，使用最广的是便携式发动机电脑分

析仪。采用电脑分析仪后，大大地提高了对微机系统的诊

断效率，特别是分车型和分车种的专用检测诊断仪器的专

业水平很高，还能克服成本较高的缺点，非常适用专业化

的故障诊断和特约维修单位。

现代车辆的故障自诊断功能。在判定系统存在故障时，

还要能够将故障情况记录下来，为进行维修工作提供参考

和帮助。例如，当发动机 ECU 检测来自传感器和执行器

的故障时，立即将“检查发动机”(CHECK ENGINE) 指

示灯点亮，同时将故障信息以故障代码的形式存入存储器

中。故障代码一旦存入，即使将点火开关关闭，指示灯熄灭，

仍然保留在存储器中。

车辆计算机控制系统对其状态进行监测和判定的功能

称为自诊断功能，计算机控制系统在判定系统存在故障时，

能够主动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避免故障程度进一步扩大，

并使车辆性能的损害程度降至最低的功能称为故障安全功

能。对车辆进行检修时，借助于 ECU 的故障诊断接口 ( 插

座 )，按特定的程序，用人工跨接的方法或使用故障诊断仪，

可以将 ECU 存储器中的故障代码调出，并以灯光闪烁的

方式或直接由诊断仪显示屏以数字形式显示出来，从而帮

助维修人员快速正确地判断故障的类型和范围。故障排除

后，同样按特定的程序，用人工方法或借助于诊断仪，将

存储在 ECU 存储器中的故障代码清除掉，以免与新产生

的故障代码混淆，给检修带来困难。

电控燃油喷射系统容易发生的常见故障。车辆发动机

总是在不同工作条件下高速运动，总有一部分零件不可靠，

易损坏，或易老化的元件，装配不当，连接不牢靠的接插

污染物，必要时更换 ；三是检查真空软管是否老化、破裂

或挤坏，检查真空软管经过的途径和接头是否恰当 ；四是

检查电控系统线束和连接器的连接状况 ；五是检查每个传

感器和执行器有无明显的损伤；六是运转发动机(如有可能)

并检查进、排气歧管及氧传感器处是否有泄漏。

问 ：就是问驾驶员，车辆行驶里程，经常运行的条件，

养护情况，车辆技术状况，故障产生的时间和具体症状，

了解故障出现时的情形、条件、如何发生及是否已修过等

与故障有关的情况和信息，这对诊断分析故障有很重要的

参考价值。

听 ：主要是仔细倾听发动机各部位的工作响声 : 有无

爆震、有无敲缸、有无失速、有无进气管或排气管放炮等等，

并和正常响声比较分析判断出哪些部位响声异常，响声是

发生故障和产生事故的前兆，必须认真对待。

摸 ：用手查摸有关部位的温度和振动情况，轻拉电控

系统的接口连接线路是否松动、锈蚀等，从而可以判断相

应部件工作是否正常。

嗅 ：车辆发动机正常工作时应无异味产生，若嗅到有

浓汽油味、橡胶烤焦味、烧摩擦片味等，表明有故障，必

须仔细检查产生味源的部位。

试 ：根据前述检查，有针对性地试车，就是通过试车，

对发动机的技术状况 ( 如工作是否均匀，高速工作是否间

断和振动，急加速、减速过渡是否平滑稳定，有否爆燃、

敲缸现象等 ) 进行检测，以便进一步确定故障。

利用随车自诊断系统诊断。随车故障自诊断可以对系

统的故障进行自诊断，在电控发动机故障诊断中是一种简

便快捷的诊断方法，但是其诊断的范围和深度远远满足不

了实际使用中对故障诊断的要求，常常出现发动机运行不

正常而故障产生的原因可能与发动机电控系统无关，另一

方面则是由于随车自诊断功能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不可能

设计出一种自诊断系统对其所有可能产生的故障部位进行

诊断。因此，以直观诊断方法为主进行检查和判断的工作，

在任何时候对任何系统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随车自诊

断系统通常只能提供与电控系统有关的电气装置或线路故

障，一般只能做出初步诊断结论，具体故障原因，还需要

通过直接诊断和简单仪器进行深入诊断。

利用简单仪表诊断。它是利用以万用电表为主的通用

仪表，对车辆故障进行诊断。其特点是 ：诊断方法简单、

设备费用低，主要用以对微机控制系统和电气装置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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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都易造成电控喷射系统发生故障或部分功能失效，造成

发动机工作不良或不工作。电控喷射系统的组成元件较多，

但各种部件易出现的常见故障却是有规律的。

连线、接插件连接故障。电控喷射系统的连线、接插

件很多，经常有连线断路或搭铁短路。接插件接头松动，

接触不良，会造成发动机工作时好时坏，或不工作，并造

成许多传感器、执行元件的控制信号传递不良，导致发动

机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在拆装电控系统的元件时，注意不

可弄坏连线，并插牢接插件。由故障码指出某传感器信号

不良时，注意检查传感器的连线和插接件是否连接良好。

有时故障码的含义是传感器故障，而实际上是传感器的连

线或插接件出了问题。接插件连接件由于接插件老化，经

多次拆卸使接头松动或接触不良，造成发动机启动困难或

发动机工作不稳定。

传感器故障。传感器主要是用来采集、发送信号，如

温度、压力、机械传动，位置变化方式等信号。如电阻老

化而迟钝，真空膜片破损，弹片弹性失效，复位弹簧失效，

都将影响发动机工况得到及时、准确的反映，使电控系统

失控或发动机工作不良，甚至不工作。须及时检测其电阻，

电压，或读取故障码以判断故障位置。

电磁阀故障。电磁阀指用电磁线圈，脉冲控制的阀门

闭合故障。如电磁喷油阀故障，怠速控制空气补充电磁阀，

点火装置的电磁线圈，以及频率计等的工作好坏，直接影

响着车辆的喷油、点火、怠速、启动等工作的正常完成。

有闭合角表可测试电磁阀的通电时间，看电磁阀是否在正

常范围内工作。

电动燃油泵工作不良。电动油泵由于无油工作或油质

太差时工作，造成电动油泵磨损或损坏，另外，电动油泵

受空气流量传感器上的微动开关控制，若开关工作不良，

动作迟缓，会造成油泵供油不足，影响车辆启动和加速性能。

油压调节器故障。发动机的燃油供给系统提供的燃油

压力并不是一个固定值，发动机在不同工况下的燃油压力

稍有不同，目的是保证供给足够数量的燃油，以适应发动

机不同工况下的要求。如果油压调节器的真空膜片破坏，

或真空软管漏气都会造成调节器的油量失调，发动机喷油

量不准确，发动机工作不良。

进气管路漏气。进气管路密封不严，造成管路漏气，

空气进气测量不准，造成混合气太稀，发动机的起启困难，

怠速不稳，运转无力。

空滤器和汽油滤清器堵塞。空气滤清器堵塞造成空气

进气量减少，使混合气相应变浓。汽油滤清器堵塞不通畅，

会造成混合气过稀，影响启动，转速不平稳，发动机运转

无力。

电脑的故障。电控喷射系统的电脑一般比较可靠，如

出现线路板不易看见的裂缝，或某集成块损坏，电容失效，

焊脚接头松动、固定脚螺栓松脱等，造成电控喷射系统的

功能失效或控制不良。应该对电脑测试或读取电脑损坏的

故障码，以便及早确定故障并及时更换电脑。

电子控制单元。由于零件的老化或损坏及连接部分松

脱等原因，引起电控单元失去控制能力。主要表现为集成

块损坏，电容元件失效，固定脚螺栓松动及电子元件焊脚

接头松脱等，造成发动机启动困难或不易启动，高速不良

或无高速，热车启动困难和耗油量过高等现象。

启动加浓阀和电动喷油嘴。此装置易出现针阀卡滞或

引起插头松脱等毛病，而影响发动机的启动性能。当发动

机启动后，如果针阀卡死不能关闭，将会使耗油量过大。

电磁线圈工作不良或喷油嘴针阀卡死，致使某缸汽油雾化

不良或不雾化，从而影响某缸工作。

结语。现代车辆因大量采用计算机控制系统变得越来

越复杂，各控制系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当系统中的某

一部分出现故障时，可能导致整个控制系统甚至多个控制

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要判断故障的部位就更困难。如果对

故障情况不能及时发现和妥善处理，还可能会导致故障程

度进一步扩大，严重地影响着车辆的使用性能。因此，在

电子控制系统中，一般都具有故障自诊断功能。要求计算

机控制系统必须能够自动、及时、准确地判定系统中是否

存在故障，并在出现故障时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使系统

处于故障安全状态，并向驾驶员发出警示信号，使驾驶员

能够了解控制系统的状态，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