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变速器常见故障有汽车不能行驶、换挡冲

击过大、不能升挡、空挡爬行、无超速挡、挂挡后发动

机易熄火、锁止离合器无锁止等。导致自动变速器

故障的原因多，其故障点涉及到机械系统、液压系统

和电子控制系统。自动变速器结构复杂，技术含量

高，对维修的要求高，如果不能确定故障点就盲目地

进行拆装，不仅会降低维修效率，还可能造成伴生故

障。因此，如何准确的找出故障点便成为检修自动变

速器的关键，而正确的检修程序有助于迅速和准确

的找出故障点。图 ! 是自动变速器检修程序图，它体

现了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外到里的检修原则，实

践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检修程序。

自动变速器故障的程序化诊断

刘 平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摘 要】自动变速器结构复杂，故障涉及面广，正确的诊断程序决定了自动变速器的检修效率与质量。

本文就自动变速器的诊断程序、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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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检验

初始检验的目的在于确定故障是否在变速器。

在汽车报修时，首先就要根据现象对故障所在系统

进行初步判断。由于发动机的性能对自动变速器的

运转有很大影响，因此在进行自动变速器检修之前，

应确保发动机的性能良好。如发现故障码，应按故

障码提示进行诊断，并彻底排除发动机的故障。初

始检验可按如下程序进行。

!( ! 查实有无故障代码

首先利用自动变速器自诊断功能，排除电子控

制系统故障。当自动变速器故障灯亮或闪烁则表明

自动变速器电子控制系统存在故障，此时，可调取故

障代码，根据维修手册查明故障代码所报的故障，再

依据电路图进行排查；如故障灯正常，或在短接诊断

座上的故障码检查端子（12! 和 2!）时，“3 4 5 366”

指示灯以单一频率持续闪亮，表明 27& 中没有故障

代码，也就是说电子控制系统工作正常。

如汽车出现 “行驶无力、加速不良、油耗过

大”等现象时，其故障可能产生于发动机或底盘。

因此，首先应对发动机和底盘进行性能好坏的初始

检验。

!( ) 发动机性能检验

发动机性能检验的目的在于确诊发动机是否工

作正常。检验的主要内容有：!怠速检验。变速器处

于 8 挡时，发动机的怠速转速应正常。怠速过低，换

挡时将引起车身振动或发动机熄火；怠速过高，换挡

时发生冲击、振动，或不采油门时汽车在 5 挡、9 挡

出现“爬行”。"节气门全开检验。若节气门不能全

开，将影响高速性能，汽车加速性变坏，影响强制低

挡投入工作的早晚。#检查发动机油路、电路是否正

常，气缸压力是否正常。

!( % 底盘性能好坏的检验

在发动机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检查底盘和相关

部件是否正常。检查的主要内容是底盘的滑行性能，

如轮胎的尺寸、气压，制动器有无拖滞现象。通过检

查，如确诊故障不在于发动机和底盘，而在于变速

器，则进行下面的基础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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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检验

基础检验是初始检验的扩展，其目的是检验自动

变速器是否在正常的前提条件下工作。基础检查常常

能很快确诊故障的部位和原因，其检验内容如下。

#$ % 自动变速器外观检查

在对变速器具体的故障进行诊断前应先对变速

器进行外观检查，如变速器油底壳是否损坏及有无

漏油现象，变速器油冷却器或冷却器油管是否损坏

等。若发现上述情况，应先排除。

#$ # 自动变速器液位高低的检验

自动变速器液位高低直接影响到自动变速器是

否工作正常。油液不足会导致齿轮系统润滑不良，

换挡产生冲击，换挡离合器打滑，加速磨损。如果液

位过高，控制阀体排油孔被阻挡，排油不畅，从而影

响离合器分离，使换挡不平顺、不灵。

液位检验有两种方法：动态检验法（发动机怠速

运转）和静态检验法。多数自动变速器是采用行星

齿轮变速机构，因其行星排含油空间大，必须采用动

态检验法；对于定轴式齿轮系统 （如本田车系）采用

静态检验法即可。

#$ & 自动变速器油质好坏的检验

通过对油质的检验有助于故障分析。油质好坏以

色泽、杂质、磨料、粘度、纯度、异味、乳状泡沫等方面

为检验指标。’() 油液的色泽为腥红色，杂质和磨料

的混入将变为黑褐色。当油中有乳状泡沫时，为水油

混合，可能是冷却器泄漏造成。摩擦片打滑、高温氧化

和时效变质将造成胶质的产生，对滑阀的运动灵活性

影响最大。刺鼻的怪味是油质变坏的表征，不仅影响

动力的传递，也会造成水温过高，发动机过热。

#$ ! 节气门阀全开度检验和真空式节气门阀的检验

节气门阀是受发动机加速踏板所控制，随节气

门开度大小而改变其输出油压力的液压阀，输出的

油压高低即为自动换挡的一个信号，因此，节气门阀

拉索的松紧，影响换挡点的早晚。节气门阀拉索的

调整：将加速踏板踩到底，在节气门全开位置上，通

过调整螺母将节气门拉索上的止动块调到距防尘罩

套末端约 *$ +,, 处（如图 # 所示）。

#$ + - . / 挡起动开关的检验

手柄在 - 挡或 / 挡位置时，起动开关应导通，

手柄拉索的松紧度，影响 - . / 挡起动开关的位置，

也影响其它挡位的正确位置，各挡在转换时，应有明

显的手感为好。

#$ " 超速挡（01）开关的检验

手柄在 1 挡位时，23 4 0/，按下 01 挡开关，

变速器中的 01 挡电磁阀应有动作声为好。否则，应

检查其线路和线圈的电阻值。

在基础检验均正常的情况下应根据情况进行下

面的性能实验

& 性能试验

自动变速器的性能试验是确诊故障部位的前

提，不通过相关实验，急于抬下拆检维修，是盲目的

作业方式（明显的故障除外）。可根据故障现象，初步

检验和基础检验的结果及变速器的结构形式进行综

合分析，以确定相应的性能试验。

&$ % 失速试验

失速试验的目的是检测发动机输出功率的大

小、油泵性能的好坏、变矩器导轮是否打滑、1 挡和

5 挡离合器或制动器是否打滑。试验方法：!发动机

工作温度正常，怠速运转，安装好发动机转速表；"
同时使用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并在车轮的前、后塞

入三角垫垫木；#手柄分别在 1 挡和 5 挡位置时，

将加速踏板踩到底，同时读出发动机转速。试验时间

不超过 + 秒，试验次数不多于三次，间隔时间应大于

% 分；$对照厂家提供的标准失速范围和试验结果

进行性能分析（见表 %）

&$ # 时滞试验

时滞试验的目的是进一步检查离合器和制动器

的磨损情况及控制油压是否正常。它是利用换挡的

时间差来分析故障，是对失速实验的进一步验证和

补充。其方法是在汽车制动、自动变速器油温正常

（+* 6 7*8）正常的情况下分别测试从 / 挡换入 1
挡的时间 9% 和从 / 挡换入 5 挡的时间 9#，同时用秒

表测量有横向振动感 （又称挂挡振动）时经历的时

间，性能分析见表 #。

&$ & 液压试验

液压试验的目的是通过测定主油路油压、各挡

位的控制管路油压和主要控制阀的油压值，以此来判

断油泵、调压阀、离合器或制动器控制部件的工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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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密封性能。其方法是在汽车发动机及变速器处

于正常工作温度，并制动可靠的状态下，用油压表通

过变速器壳体上的测压孔 （测压孔的多少因车而异）

测量发动机失速状态下的主油路油压、各挡位的控制

管路油压和主要控制阀的油压，然后根据维修手册提

供的标准油压值进行液压实验性能分析 #见表 $%。

& 挡、’ 挡的转速

& 挡、’ 挡转速在厂家提供的标准失速

范围内

两挡转速相同，均低于规定值，但高于

())* + ,-.
两挡转速相同，均低于 ())* + ,-.
& 挡、’ 挡均超过规定值

& 高于规定值、’ 挡正常，或 ’ 挡高于

规定值、& 挡正常

性能分析

表明变矩器性能良好

变矩器内导轮单向离合器打滑

发动机功率不足

油泵油压低、泵油量不够、滤油器堵塞、主油路调压

阀失效、控制油路泄漏或离合器、制动器打滑

说明该挡的控制油压低，相关制动器或离合器打滑

序号

/

0

$
!

1

性能分析（正常时滞时间 2/ 3 /4 0 秒，20 3 /4 1 秒）

离合器片间隙或制动鼓间隙过大，或控制油压过低

离合器片间隙或制动鼓间隙调整不当，或控制油压过高

存在换挡冲击

时滞时间 2/、20
时滞时间过长

时滞时间过长

横向振动感过高

序号

/
0
$

表 0 时滞试验性能分析表

序号

/

0

$

!

&、’ 挡主油路油压

&、’ 挡油压都低

&、’ 挡油压都高

只有 & 挡油压低

只有 ’ 挡油压低

性能分析

油泵故障、主油路调压阀故障 （犯卡不关闭）、节气门阀和速控阀

失调、漏油或损坏

油泵故障、主油路调压阀故障 （犯卡不开）、节气门阀和速控阀失

调或损坏

& 挡控制油路有泄漏，或前进低挡相关离合器、制动器密封件泄

漏，具体部位可查看各车种的各挡传力路线而定

’ 挡控制油路有泄漏，或 ’ 挡相关离合器、制动器密封件泄漏，具

体部位可查看各车种的 ’ 挡传力路线而定

表 $ 液压试验性能分析表

表 / 失速试验性能分析表

$4 ! 手动换挡试验

手动换挡试验的目的是判断故障出自电控系统

还是机械系统。其方法是在拔下换挡电磁阀配线插

头的情况下，将换挡手柄置于各个挡位，观察是否各

挡位有明显区别；或在车辆行驶中，分别在 “&”位、

“5”位和 “0”位检查档位的变化是否与选挡手柄一

致。若出现异常，说明故障在机械系统。

$4 1 电控换挡系统电元件试验

如果是电控式自动变速器，应视情对其电控元

件进行实验。在实验检测中，应根据相关修理手册

内容进行检测，检测的内容如下：!各种电磁阀线圈

的电阻值是否正常；"各控制元件的控制电路是否

导通；#各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执行元件

（电磁阀）通电实验时，动作声是否清脆灵活；%发动

机和自动变速器的搭铁回路电阻值是否正常。

$4 ( 道路试验

道路试验的目的是通过测试在选挡手柄位于不

同位置时的汽车行驶状况，检查自动变速器总体工

作情况，进一步找出故障原因，或对修复后的自动

变速器的使用性能指标进行综合性检测。道路试验

应视情在修前和修后过程中进行，有助于故障原因

的确定和维修质量的监控。其方法是汽车在合适的

道路上进行试验时检查自动变速器的使用性能：起

步性能、换挡性能、677 锁止性能、驱动模式选择

性能、噪声和发热情况，检查集中在起步加速、升

挡点、降挡点，换挡冲击、打滑、振动、噪声、发

刘 平：自动变速器故障的程序化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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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等方面。

! 维修内容和方式的确定

通过性能试验，故障内容基本上就能确定，维

修方式即决定。维修方式有就车修理和离车修理两

种。

!# $ 就车修理

就车修理属局部修理方式，有调整、换件的内

容，作业难度较轻。液控式自动变速器就车修理的

部位有各种控制阀、调节点、滤油器等相关元件，自

动变速器壳体上的电元件及控制电路等；电控式自

动变速器除以上内容外，还有各种电磁阀、电开关、

传感器和其它控制电路。

!# % 离车修理

离车修理属于解体式的大修方式，作业难度大，

维修内容多，覆盖面宽。应采用目测、电测和尺寸测

量三结合的方式进行，力求一次成功，防止反复抬上

抬下返工。以下故障适于离车修理：!机械噪声，高

温故障，无法行驶；"变矩器故障，油泵故障、行星齿

轮机械故障、换挡离合器或制动器故障等；#行星齿

轮的支承件、定位件和密封件的故障等。

总之，自动变速器结构复杂，故障面宽，但究其

故障的发生根源，是密封件的失效漏油和使用、维护

不当造成的。在自动变速器的检修中，机理分析是正

确诊断的前提，熟知结构是正确诊断和维修的关键，

正确的诊断检修程序，则决定了自动变速器检修的

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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