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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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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总线的功能$结构$信号特征及电路系统!分析
P1@

总线的故障模式!

采用电阻检测法$电压检测法及波形分析法诊断
P1@

通信总线的故障点!并应用于长安欧尚汽车

故障分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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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单元区域网络"通信总

线#因其简化了复杂的汽车信号线而在汽车上得到

广泛应用#使车上各
\PU

之间可实现数据交换与

共享#构成车载网络系统%但
P1@

总线的应用使

车辆产生了一些新的故障%侯勇$陈建军$李志涛等

提出通过检测电阻$电压$波形等判断
P1@

总线的

故障点#但没有针对实际故障案例进行讲解及分析%

该文侧重于实践#把理论知识$检测方法应用于长安

欧尚汽车故障诊断#方便汽车诊断维修人员掌握

P1@

总线的故障诊断方法#提高诊断效率及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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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总线的结构

图
2

为长安欧尚车型的
P1@

通信总线电路#

其将传统的多线传输改为双线传输#各控制模块之

间只需
0

条线即可实现数据双向传输#提高信息数

据传输容量及速度#为控制模块高效的数据计算处

图
!

"

+18

通信总线电路

理提供保障%

如图
0

!

E

"所示#最基本的
P1@

通信总线具有
2

个
\PU

$

2

个信息收发器!置于
\PU

内部"$

0

个数

据传输端!置于
\PU

内部"及
0

条数据传输总线

P1@3[T

和
P1@3 X̂

%在
0

条
P1@

总线的末

端设置有
0

个
20"

*

终端电阻#长安欧尚的终端电

阻分别置于
\UY

!发动机管理系统"与
TWP

!仪表

板"内部#目的是防止数据在终端被反射#影响数据

的传输%有的车型把
P1@

总线分为动力
P1@

!

W

3P1@

"和舒适
P1@

!

`3P1@

"#需设置网关控制

器#其结构见图
0

!

?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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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总线的结构

为防止外界干扰对数据传输产生影响#生产线

束时把
P1@3[T

和
P1@3 X̂

扭绞在一起#称为

双绞线!见图
;

"#长安欧尚车型使用
4

字形标识

P1@

通信总线%当外界干扰同时作用于
0

根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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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电池波辐射可相互抵消%

图
$

"

双绞线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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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总线的信号特征

!

2

"

P1@

总线中有
0

个
20"

*

电阻并联#其总

电阻为'

G总CG

2

G

0

(!

G

2

D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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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J20"

(!

20"D

""

20"

"

C-"

*

!

0

"用万用表检测#

P1@3[T

对地电压为
0/-

a

左右#

P1@3 X̂

对地电压为
0/!a

左右%

!

;

"使用示波器测量
P1@

通信总线的标准信

号波形#

P1@3[T

与
P1@3 X̂

的波形相反%图
!

为长安欧尚
P1@

通信总线波形#

P1@3[T

电压为

0/5

!

;/5a

#

P1@3 X̂

电压为
2/5

!

0/5a

%

图
%

"

长安欧尚
+18

通信总线标准波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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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方法及常见故障模式

$#!

"

故障诊断方法

以长安欧尚车型为例#应用
P1@

通信总线故

障诊断方法分析
P1@

通信总线的故障模式%

!

2

"电阻检测法%拆卸蓄电池负极#测量诊断

接口
-

+

!

P1@3[T

"$

2!

+

!

P1@3 X̂

"针脚之间的

电压!见图
5

"#正常值为
55

!

-5

*

#

-

+和
2!

+针脚各

图
&

"

电阻检测法

自的对地电阻大于
2""(

*

%

!

0

"电压检测法%点火开关打到
X@

档#即整

车所有节点上电#分别测量
2!

+和
-

+针脚与接地间

的电压#正常值分别为
0/!

$

0/-a

!见图
-

"%

图
'

"

电压检测法

!

;

"波形检测法%使用示波器测量
P1@

通信

总线的波形并与标准波形对比#判断
P1@

通信总

线的故障模式%图
#

所示波形中
P1@3 X̂

的电压

为
20/;"a

#说明
P1@3 X̂

对电源短路%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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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源短路波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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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模式

!

2

"

P1@3[T

对电源短路%采用电压检测法

测量
P1@3[T

电压#若电压值等于电瓶电压#则表

示
P1@3[T

对电源短路!见图
4

"%

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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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源短路

!

0

"

P1@3 X̂

对电源短路%采用电压检测法

测量
P1@3 X̂

电压#若电压值等于电瓶电压#则

表示
P1@3 X̂

对电源短路!见图
.

"%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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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源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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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T

对地短路%采用电阻检测法检

测
P1@3[T

对地电阻#若阻值接近于零#则
P1@

3[T

对地短路!见图
2"

"%

图
!7

"

+18):;

对地短路

!

!

"

P1@3 X̂

对地短路%采用电阻检测法检

测
P1@3 X̂

对地电阻#若阻值接近于零#则
P1@

3 X̂

对地短路!见图
22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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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短路

!

5

"

P1@3[T

与
P1@3 X̂

互相短路%采用

电阻检测法检测
P1@3[T

与
P1@3 X̂

之间的电

阻#若阻值接近于零#则
P1@3[T

与
P1@3 X̂

互

相短路!见图
20

"%

图
!"

"

+18):;

与
+18)94

互相短路

!

-

"

P1@3[T

或
P1@3 X̂

线路断线%采用

电阻检测法检测
P1@3[T

与
P1@3 X̂

之间的电

阻#若阻值为
20"

*

#则
P1@3[T

或
P1@3 X̂

存

在断路!见图
2;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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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线

%

"

实例应用

%#!

"

故障现象

一辆长安欧尚汽车#客户反映车辆无法起动%

维修人员试车#车辆起动系统能正常运转#但发动机

无法着车#且仪表板上
\YW

$

Y]Y

$

\WY

$

1̀ Y

等多个

系统的故障灯亮%根据仪表板上多个系统故障灯亮

的情况判断故障原因为系统间通信即
P1@

通信总

线出现故障%

%#"

"

故障诊断

!

2

"检查车辆#电源$油路$线路接头均正常&试

车#仍无法起动%

!

0

"连接故障诊断仪#无法进入该车所有系统#

证实是
P1@

通信总线网络故障%

!

;

"用万用表测量诊断接口
-

+和
2!

+针脚电

阻#为
-"

*

#正常%

!

!

"用万用表测量
-

+和
2!

+针脚电压#分别为

22/-#

$

20/;"a

%根据前文分析#该测值不正常#原

因是
P1@

总线对电源短路%用示波器检测#波形

见图
2!

%

图
!%

"

长安欧尚的故障波形

!

5

"为进一步查明原因#将仪表线束$底盘线束

和发动机舱线束逐步断开#仔细排查#发现仪表线束

插头到
P̀U

插头处有水迹和锈蚀%

!

-

"将插头清洗干净#用风机吹干后装上#再次

测量#诊断接口
-

+和
2!

+针脚的对地电压分别为

0/-

和
0/!a

#正常%

!

#

"再次起动车辆#能顺利起动&用解码仪清除

故障码后再次读取故障#系统正常#仪表所有故障灯

熄灭#故障排除%

%#$

"

结果分析

该车仪表线束插头到
P̀U

插头处有水迹和锈

蚀#导致
P1@

通信总线对电源短路#各
\PU

之间

无法实现信息共享#

\PU

判定发生故障并将故障信

号反馈到
TW

#组合仪表点亮
1̀ Y

$

\YW

$

Y]Y

$

\WY

等故障灯#车辆无法起动%遇到所有模块无法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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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诊断仪无法连接时#可先测量
P1@

总线的电阻$

电压或波形#并逐一断开相应线束和模块分段检查#

缩小故障点范围%

&

"

结论

该文系统分析汽车
P1@

通信总线的常见故障

模式及诊断方法#并应用于长安欧尚车型
P1@

通

信总线故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

2

"汽车
P1@

通信总线主要存在
P1@3[T

和
P@13 X̂

对电源短路$对地短路#

P1@3[T

和

P@13 X̂

互相短路#

P1@3[T

或
P@13 X̂

断

路等故障模式%

!

0

"可采用电阻测量法$电压测量法及波形检

测法诊断
P1@

总线故障%

!

;

"通过逐一断开相应线束和模块分段检查#

可缩小故障点范围#提高故障诊断效率%

参考文献!

*

2

+

"

侯勇
/

利用波形分析法诊断
P1@

总线系统故障*

M

+

/

北

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0"2-

#

25

!

2

"

/

*

0

+

"

陈建军
/

汽车
P1@

总线故障原因及检测方法*

M

+

/

新教

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

0"25

!

4

"

/

*

;

+

"

李志涛
/

高速
P1@

总线子网物理层测试与分析*

M

+

/

汽

车电器#

0"25

!

4

"

/

*

!

+

"

李文言
/

故障树分析法诊断
P1@

总线控制的中央门锁

故障*

M

+

/

公路与汽运#

0""4

!

2

"

/

*

5

+

"

王孔龙#王华拓#郑素云#等
/P1@

网络车速信号丢失

机理及处理方法*

M

+

/

公路与汽运#

0"2;

!

5

"

/

*

-

+

"

陈国强
/

基于
P1@

总线的客车电气系统设计与
1Y]

故障诊断*

M

+

/

客车技术与研究#

0"20

!

0

"

/

*

#

+

"

赵枫#吴成加
/

混合动力客车
P1@

总线通信系统故障

与抗干扰的研究*

M

+

/

客车技术与研究#

0"2!

!

5

"

/

*

4

+

"

闫鑫
/

基于
]QG

9

*

信息熵的
P1@

总线异常检测方法

*

V

+

/

长春'吉林大学#

0"2#/

*

.

+

"

龙超
/

汽车
P1@

总线技术及其检测维修探讨*

M

+

/

中国

设备工程#

0"24

!

2.

"

/

*

2"

+

"

汤贵庭#魏显坤
/

基于
P1@

总线汽车典型故障检测方

法探究*

M

+

/

时代汽车#

0"24

!

4

"

/

收稿日期'

0"243"#3"0

$$$$$$$$$$$$$$$$$$$$$$$$$$$$$$$$$$$$$$$$$$$$$$$$$

"上接第
20

页#

不明显&增加换热面积可使冷热流体更充分地交换

热量#有利于增加总换热量#对于换热效果的提升有

显著作用%

%

"

结语

发动机工作过程中#运动部件之间的润滑$冷却

和清洁等都离不开润滑系统的合理设计#发动机运

行的稳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润滑系统%该文通

过建立润滑系统数学分析模型#得出机油冷却器在

维持润滑系统工作温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冷却液

流量与系统总换热量正相关#且对系统的整体换热

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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