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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 加强教材建设和管

理”, 对于职业院校而言 , 教学改革的突破点是建设与新的教学模式相配套的

特色教材。本书为满足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 , 遵循“以就业为导向”的职

业教育原则 , 按照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 以学生为中心 , 以任务

为导向 , 体现了“教中学、学中做”的职业教育理念。

通过本书的学习，学生能了解新能源汽车维护保养的内容和要求、新能

源汽车各系统部件的结构和故障检测方法、新能源汽车常见故障类型以及相

应的维护保养操作技能等。本书贯彻了以技能训练为主线、相关知识为支撑

的思路，较好地处理了理论教学和技能训练的关系，切实落实了“实用、够

用”的原则，紧密联系生产实际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相关工种的要求，体

现了科学性、权威性和先进性。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 编写模式新颖

本书贯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方针，打破章、

节的编写模式，建立了以工作项目为引导、以工作任务为驱动、以行动体系

为框架的教材体系。本书紧紧围绕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组织内容，在确保理

论知识实用、够用的基础上融合新能源汽车检测、常见故障的分析等知识，

以学生就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为着眼点，帮助学生提高实际运用能

力 , 使学生能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要求。

2. 编写理念先进

本书在项目的选取上以新能源汽车的实际保养检测工作为原型进行设计 ,

任务围绕项目，由易到难，层层分解，旨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项目实施中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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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知识点，注重“教、学、做”的密切结合和学生在技能训练方面的能

力培养。在实训操作内容的安排上 ,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在全

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 注重

以任务驱动模式引领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培养 , 将职业素质教育渗透到教学内

容中去 , 以帮助学生提升综合职业能力。

3. 校企合作，双元开发，对接工作岗位实际需求

本书编者深入企业调研，与企业人员双元合作，对新能源汽车教材的开

发与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以完全满足职业岗位的需求。本书的内容，无论

是知识选取，还是实操演练都反映了工作的实际需求，注重融入现代企业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以帮助学生掌握现代汽车企业维护检修的新方法。

4. 配套教学资源丰富

本书附有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其中部分资源以二维码链接的形式在

书中呈现，适合教师、学生、社会学习者随扫随学，助教助学。同时，为便

于学生阅读理解和考核需要，本书还配备了大量的图例与表格，充分体现

了“加强针对性，注重实用性，拓宽知识面”的原则。教材针对学生的实际

情况，对不同水平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力求达到因材施教、分层教学的

目的。

本书由天津市劳动保障技师学院王立伟任主编，由天津市劳动保障技师

学院冯帅、赵凯、杨守青、王思铭、何悦任副主编，天津市劳动保障技师学

院王鹏、李孝斌、翟振川、焦传浩，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韩

金辉参与编写。本书同时得到了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杨胜兵教授的指

导及天津达丰明洋科技有限公司和天津开发区畅洋工贸有限公司技术人员的

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活页式教材的开发还处在探索阶段，本书仅为编写团队对活页式教

材的理解与实践，如有不足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I

Contents
目  录

项目一 新能源汽车作业基础 1

任务一 高压危害及触电急救 2

任务二 新能源汽车基础认知 12

任务三  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常识 19

项目二 新能源汽车维护保养作业 29

任务一 新能源汽车的使用 30

任务二 新能源汽车日常维护保养作业 44

任务三 纯电动汽车维护周期及保养项目 55

任务四 动力电池与车载充电机维护保养作业 62

任务五 冷却系统维护保养作业 69

任务六 驱动系统维护保养作业 73

任务七 底盘驱动系统维护保养作业 96

任务八 车身电气系统维护保养作业 118

任务九 空调系统维护保养作业 128

项目三 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 137

任务一 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流程 138

任务二 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仪操作使用 144

任务三 整车控制系统结构与工作原理 151

任务四 整车控制系统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156

任务五 整车控制系统常见故障案例分析 162

任务六 驱动电机控制系统检修 169

任务七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结构与工作原理 179



 新能源汽车 维护保养与故障诊断

II

任务八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187

任务九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常见故障案例分析 198

任务十 充电系统结构与工作原理 205

任务十一 充电系统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213

任务十二 充电系统常见故障案例分析 220

参考文献 233



1

项
目
一

思政点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纯电动汽车在行驶过程中零排放，对环境污染小，可

为我国碳中和、碳达峰的实现贡献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应树立环保意识，让绿

色出行、低碳生活、保护生态的观念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能源汽车作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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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高压危害及触电急救

工作情境

     是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一名学徒工，经过前期的学习及培训，已经初步掌

握了汽车的整体结构、基本工具及设备的使用，对传统汽车的基本维修流程和保养流程有了

一定的认识，之后将要进行新能源汽车相关内容的学习。接下来，他（她）将在培训师的引

导下对高压危害及触电急救方面的知识进行学习。

任务描述

由于新能源汽车使用的往往是远大于人体安全电压的高压电，因此，维修技师在对新能

源汽车进行维修时要特别注意高压电的危害，以避免由于疏忽绝缘防护和断电保护而造成高

压触电危险。作为一名即将从事新能源汽车维修工作的技术人员，应通过学习提高自我保护

意识和安全第一意识，当发生危险时，就能尽早发现，尽快脱离危险，减少人身伤害。

任务目标

1. 知识目标

（1）了解高压电对人体造成的危害。

（2）掌握触电后实施急救的基本流程、心肺复苏的操作步骤和要点。

2. 能力目标

（1）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急救。

（2）能正确、规范地完成心肺复苏急救。

3. 素养目标

（1）通过认识触电事故危害，树立安全第一意识。

（2）通过学习触电急救知识，培养救死扶伤的精神。

（3）提高团结协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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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

（5）培养认真、严谨、严肃的工作态度。

任务书

         是一名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学生，新能源汽车维修班         组接到了

高压危害及触电急救的学习任务，班长根据学习任务对组员进行了分工。         接到

任务后，按照操作规范流程和要点进行任务操作。

任务分组

项目一任务一任务分组情况如表 1-1-1 所示。

表 1-1-1 项目一任务一任务分组情况

班  级 组  号 指导教师

组  长 学  号

小组成员

姓  名 学  号 分  工

获取信息

一、电压等级与额定电压
电压等级（voltage level）是     及     的     级别系列。额定电压

是电力系统及电力设备的      ，即与电力系统及电力设备某些运行      有

关的标称电压。

目前，我国将电压等级划分为以下几种：不危及人身安全的电压称为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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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以下；低压指对地电压为     及以下的电压；高压指     以上的

电力输变电电压，或     以上的配用电电压；超高压为     的交流电压等级；

特高压为     交流电、     直流电的电压等级。

国际标准给出了强制性安全规定，     是     以上交流电压和     以

上直流电压。新能源汽车的电压一般都在     之间，按照国家标准属于     范

畴，但是与传统汽车 12 V 电源相比，我们还是常称新能源汽车所使用的电压为     。

表 1-1-2 所示为电路电压标准。

表 1-1-2 电路电压标准

电压等级
最大工作电压 U/V

直流 交流

A 0<U ≤ 60 0<U ≤ 30

B 60<U ≤ 1 500 30<U ≤ 1 000

二、电流与人体安全电流
通常，人在触碰高压电时会发生     ，但是     不是指人体接触高压电造

成触电，而是当     的电压通过人体后产生较高     ，从而使人体触电，因此

伤害人体的不是     ，而是     。

1. 电流分类

电流可以分为 和 两种。

1）直流电流

大小和方向都不随       的电流称为直流电流（      ），用 I 表示，如

图 1-1-1 所示。

图 1-1-1 直流电流的电流 - 时间曲线图

一般被广泛应用于手电筒（     ）、手机（     ）等各类生活小

电器。干电池（     ）、锂电池、蓄电池等被称为     。因为这些电源电压都不

会超过 24 V，所以属于安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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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流电流

大小和方向都随     的电流称为交流电流（     ），用 i 表示，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交流电流的电流 - 时间曲线图

交流电流广泛应用于     和     等，生活民用电压     、通用工业

电压     ，都属于交流电压。

2. 人体安全电流

为了保证电气线路的安全运行，所有电路的导线和电缆的      都必须满足发热

条件，即在任何环境温度下，当     和     连续通过     电流时，其线

路温度都不大于最高允许温度（通常为      左右），这时的负载电流称为     。

导线和电缆的安全电流是由它们的      、      、     和     等

决定的。

由于人体之间存在差异，如图 1-1-3 所示，所以人体的电阻值也会存在差异。例如，男

人、女人、胖人、瘦人，其电阻值都不一样；人所处的工作环境的干度和湿度变化，也会导

致人体的电阻值发生变化。

图 1-1-3 人体差异

一般，人体在有电流通过时对电流（以交流电为例）的反应情况如表 1-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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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人体对电流（以交流电为例）的反应情况

电流大小 /mA 人体反应 电流大小 /mA 人体反应

0.6 ～ 1.5 手指开始发麻 20 ～ 25
手指感觉剧痛，迅速麻痹，不能

摆脱电源；呼吸困难

2 ～ 3 手指强烈发麻 50 ～ 80 呼吸麻痹，心室震颤

5 ～ 7 手指肌肉痉挛，灼热刺痛 90 ～ 100
呼吸麻痹，持续 3 s 或更长时间后

心脏麻痹或心房停止跳动

8 ～ 10
难以脱离电源，但尚能摆

脱，灼热感增加
>100 短时间人的心跳会停止

三、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1. 触电机理

人体是导体，人体产生触电的前提是       与      之间形成了回路，

有     人体后才导致触电。     的电流对人体的伤害不一样，身体导电的主要

原因是血液中含有电解液成分，电解液成分导致了     。人体内电流经过    的

电阻值如图 1-1-4 所示。

图 1-1-4 人体内电流经过不同路径的电阻值

人体电阻值约为     ，但是电阻值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降为     ，如皮肤

潮湿或者破损时，电阻值会明显下降。例如，当      直流电压流经人体上部时，如

图 1-1-5 所示，可根据欧姆定律粗略计算出通过人体上部的电流，即

I=U/R=360 V/1 080 Ω≈333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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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当 360 V 直流电压流经人体上部时通过人体的电流

2. 触电表现

触电的两种表现形式：     和     。

1）电击 

电击指电流通过     ，破坏人的     、神经系统的     。通常，触

电产生最多的伤害是     。满足电击的两个条件，即     和     ，电流

才能穿过身体。

2）电伤 

电伤指电流的     、     等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指     。电伤的四个

表现分别是热效应、     、     、     。

3. 触电方式

按照人体触及带电体的方式和电流流过人体的途径，电击可分为    、    和跨

步电压触电。

1）单相触电

单相触电指在     或其他接地导体上，人体     触及一相带电体的触电事

故，如图 1-1-6 所示。对于高电压，人体虽然没有触及，但因超过了     ，高电压对

人体产生     ，也属于单相触电。

2）两相触电

两相触电指人体的不同部位分别接触到同一电源的          相线，电流从

一根相线经人体流到另一根相线的触电现象，如图 1-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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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6 单相触电           图 1-1-7 两相触电

3）跨步电压触电

当电网或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流入地中的电流在土壤中形成       ，地

表面也形成以接地点为圆心的       。当人在距离高压导线落地点 10 m 内行走时，

电流沿着人体的下身，从一只脚到腿、胯部又到另一只脚与大地形成       ，前、

后两脚间（一般按 0.8 m 计算）电位差达到       而造成触电时，称为跨步电压触电，

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跨步电压触电

四、触电急救流程
当发生触电事故时，一定要保持冷静，按照图 1-1-9 所示的急救步骤开展紧急救助，才

能使触电者从事故中获救。

（1）触电急救时，首先使触电者     ，切断事故回路，     、拔出插头。

（2）在切断高压电源后，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20。当操作新能源汽车高压安全设备发生

触电事故时，在切断高压电源后，应立即     ，以     说清楚事故发生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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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伤亡情况及现场控制情况等，并及时发现其他问题，切勿挂断电话。

图 1-1-9 急救步骤

（3）在处理触电者前，施救者必须首先       ，然后检查触电者的反应。通过

拍打触电者肩部并呼叫：“你怎么样啦？”如果       ，那么就会回答、活动或者呻

吟；也可以通过检查          判断触电者的情况。

（4）心肺复苏急救措施。

①     

a. 按压体位。

呼救的同时，迅速将触电者置于仰卧位。

解开触电者的衣领、领带以及拉链。

摆放地点：地面 / 硬板床。

翻身时整体转动，保护颈部。

保持身体平直、无扭曲。

救护：跪于触电者右侧。

b. 按压部位。

胸骨下 1/3 交界处；

双乳头与前正中线交界处。

c. 按压方法。

按压手法：一只手掌根放在按压位置，另一只手平行重叠，下方的手五指翘起，双臂垂

直于按压的双手。

按压姿势：采用跪姿，双膝平肩。



10

 新能源汽车 维护保养与故障诊断

按压深度：保持胸骨下陷 5 ～ 6 cm。

按压频率：至少 100 次 /min，按压与放松时间相同。

②     

防止触电者呼吸停止，重要的措施是始终确保气道畅通，仰头抬颌法是徒手畅通气道的

安全有效方法。

清理口腔：打开气道，清除呼吸道杂物，确定口腔无假牙，无分泌物、呕吐物、血液等。

通畅气道：施救者站在触电者的右侧，左手放在触电者的前额，用力将头部下压，右手

置于触电者下颌骨下缘，将面部向上、向前抬起，可以起到通畅呼吸道的作用。

③     

在保持触电者气道通畅的同时，救护人员应对其进行人工呼吸。

开放气道后，捏紧触电者鼻孔；

正常吸气后要把触电者的口部完全包住；

给予每次超过 1 s 的吹气；

吹气完毕后，口部脱离，抬头看触电者的胸部；

吹气时暂停按压；

吹气频率 10 ～ 12 次 /min；

按压与通气的比率为 30∶2，依次做 5 个循环。

任务计划

在教师的指导下，小组查阅相关资料，讨论并制定触电急救操作流程，填写表 1-1-4。

表 1-1-4 触电急救操作流程

步  骤 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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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点评

各小组阐述本组的任务计划，小组之间互相讨论，提出不同的看法及建议，教师进行总

结并完善计划。

任务实施

触电急救任务实施记录如表 1-1-5 所示。

表 1-1-5 触电急救任务实施记录

班  级 姓  名

小组成员 组  长

操作流程

序  号 任务内容 具体操作内容 记录结果

1 操作前准备
检查现场环境是否通风良好 是（  ） 否（  ）

检查仪器设备是否正常 是（  ） 否（  ）

2 脱离电源
检查触电者所处环境 是（  ） 否（  ）

准确使触电者脱离电源，并及时断开电源 是（  ） 否（  ）

3 紧急呼救

模拟拨打急救电话 是（  ） 否（  ）

准确描述现场情况及触电者情况 是（  ） 否（  ）

准确描述事发地点 是（  ） 否（  ）

4 现场急救

确认触电者当前的状况，保证环境通风 是（  ） 否（  ）

根据规范操作，对触电者实施心肺复苏 是（  ） 否（  ）

根据规范操作，对触电者实施人工呼吸 是（  ） 否（  ）

在规定时间内抢救成功 是（  ） 否（  ）

5 场地恢复 恢复仪器设备并清理现场 是（  ） 否（  ）

任务评价

小组自评

小组根据任务实施情况记录检查结果（表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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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项目一任务一小组自评表

序  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1 操作前现场准备工作 是（  ） 否（  ）

2 能准确并快速完成急救电话的拨打 是（  ） 否（  ）

3 正确实施现场救治 是（  ） 否（  ）

4 按照 8S 管理规范进行设备及场地恢复 是（  ） 否（  ）

教师评价

教师根据小组任务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做好相应记录，并针对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

出改进意见与建议。

 

 

 

 

课堂笔记

 

 

 

      

      

      

任务二  新能源汽车基础认知

工作情境

     是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一名学徒工，经过前期的学习及培训，已经初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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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传统汽车的基本知识并对高压危害及触电急救进行了学习，之后将要进行新能源汽车相

关内容的学习。接下来，他（她）将在培训师的引导下对新能源汽车基础认知方面的知识进

行学习。

任务描述

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不同，从动力源到基本结构都有很大的差别，作为新能源汽车维

修人员，在进行新能源汽车维护保养与故障诊断前，必须对新能源汽车作业基础知识进行

学习。

任务目标

1. 知识目标

（1）能够描述新能源汽车的定义。

（2）能够描述新能源汽车的组成。

2. 能力目标

（1）能够掌握新能源汽车的基本组成。

（2）能够区分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

3. 素养目标

（1）严格执行汽车检测与维修规范。

（2）严格执行 8S 现场管理规范。

（3）树立团队合作意识。

（4）培养严谨的工作态度。

任务书

     是一名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学生，新能源汽车维修班     组接到

了新能源汽车基础认知的学习任务，班长根据学习任务对组员进行了分工。     接

到任务后，按照操作规范流程和要点进行任务操作。

任务分组

项目一任务二任务分组情况如表 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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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项目一任务二任务分组情况

班  级 组  号 指导教师

组  长 学  号

小组成员

姓  名 学  号 分  工

获取信息

一、新能源汽车的定义
以发动机为动力的汽车称为       。传统汽车根据发动机加注的     不

同，分为汽油汽车、        以及         的汽油汽车等。而新能源

汽车是利用       作为动力的汽车。根据利用能源方式的不同，新能源汽车分

为     或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以及其他形式的新能源汽车。

非 常 规 的 车 用 燃 料 指 除 汽 油、 柴 油、     （NG）、     （LPG）、 乙 醇 汽 油

（EG）、甲醇、     之外的燃料。

我国于 2012 年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该规划沿用了新

能源汽车这一名词，新能源汽车分类包括纯电动汽车、     和燃料电池汽车，新能源汽

车主要指采用     ，完全或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的汽车。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汽车须同时

符合以下条件：

（1）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纯电动汽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

电池汽车。

（2）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

（3）通过新能源汽车专项检测，达到新能源汽车产品专项检验标准。

（4）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或进口新能源汽车经销商在产品质量保证、产品一致性、售后

服务、安全监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方面符合相关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审议通过《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

定》，该规定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对该规定进行了修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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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中对新能源汽车进行了界定。新规定中的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

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的汽车，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

池汽车等。常规混合动力汽车不属于新能源汽车。

二、国内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2001 年，新能源汽车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863”重大科技课题；2006—2007 年，我国

电动汽车产业取得了重大发展，自主研制的      、      和      三

类电动汽车整车产品相继问世。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客车实现了规模示范，纯电动汽车实现批

量出口，燃料电池汽车研发进入世界先进行列。2008 年，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已呈全面出击之

势，     、     、     等生产企业在各大国际车展上频频亮相，展出了自行

研发的     及混合动力汽车。

“十二五”期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完成了     起步阶段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新能源汽车产业各种     、     、

发展条件已经基本形成，虽然个别方面仍存在空白或缺项，但总体上，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

发展的氛围已经形成，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补贴、优惠等政策为国内新能源汽车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环境，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普及与市场发展。从“     ”开始，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由起步阶段进入加速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把新能源汽车推广列入国家的重要计划，提出了市场主导、创新驱动、重点突

破、协调发展的工作方针，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战略支撑作用的

新兴支柱产业。“十三五”期间，新能源汽车发展向纯电驱动技术转型，开发新能源汽车动力

系统技术平台，研发下一代技术，完成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

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到 2025 年我国新能源汽

车新车销售量应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 左右。为此，科技部出台重大举措，实施

“十四五”“新能源汽车”国家重点研发专项，深化“三纵三横”研发布局，提出整车平台、

能源动力、电驱系统、智能驾驶、车网融合和支撑技术六大攻关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汽车产业“     ”，即     、网联化、     、共享化，

已成为业内公认的未来趋势，其中，纯电动汽车更是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上的发展主力，中

外车企均在加速布局。未来汽车本身也不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因为     和网联化的

突进，汽车将可能是一个移动的机器人，也是一个智能终端。汽车已经在融合     的

一切应用，很多功能已经司空见惯，比如     、智能语音系统等，     的功能也

已经部分应用，比如自适应巡航系统、     等。

三、新能源汽车的结构和特点
电动汽车是以       ，从       ，并且满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车

辆。根据科技部《电动汽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电动汽车按动力电气化水平分为

两类：一类是全部或大部分工况下主要由      的电动汽车（称为纯电驱动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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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纯电动汽车、插电式电动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以及       ）；另一类是动力蓄

电池容量较小，大部分工况下主要由    提供驱动功率的电动汽车（称为常规混合动力

电动汽车）。

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所述，常规混合动力汽车不是

新能源汽车，实际上是一种节能汽车，还没有改变用内燃机作主驱动的设计。传统汽车与新

能源汽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     不同。传统汽车用液态的汽油或柴油作燃料，由

内燃机驱动，而新能源汽车用电机驱动，用动力蓄电池、燃料电池、电容器或高速飞轮等作

相应的动力源。电机驱动独有的一些特点，使得新能源汽车的结构和许多性能特性与传统汽

车存在较大的差别。新能源汽车的基本结构如图 1-2-1 所示。

图 1-2-1 新能源汽车的基本结构

与传统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结构特点是灵活，这种灵活性源于新能源汽车具有以下

几个独特的特点。

（1）新能源汽车的    主要是通过柔性的电线而不是通过     和     传

递的，因此，新能源汽车各部件的布置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2） 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的布置不同，如独立的       和       等，会

使系统结构区别很大；采用不同类型的电机，如     和     ，会影响到新能源

汽车的质量、尺寸和形状；不同类型的储能装置，如动力蓄电池和燃料电池，也会影响新能

源汽车的质量、尺寸及形状。

（3） 不同的        具有不同的硬件和机构，例如，动力蓄电池可通过感应式和

接触式的     充电；采用更换动力蓄电池的方式，将替换下来的动力蓄电池再进行集

中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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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结构与传统汽车相比，主要增加了       系统，而取消了发动机。

电力驱动控制系统由电力驱动系统、       和辅助动力系统 3 大部分组成，其组成与

工作原理如图 1-2-2 所示。

图 1-2-2　电力驱动控制系统的组成

任务计划

在教师的指导下，小组查阅相关资料，讨论并制定诊断仪与车辆连接流程，填写表 1-2-2。

表 1-2-2 诊断仪与车辆连接流程

步  骤 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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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点评

各小组阐述本组的任务计划，小组之间互相讨论，提出不同的看法及建议，教师进行总

结并完善计划。

任务实施

诊断仪与车辆连接任务实施记录如表 1-2-3 所示。

表 1-2-3 诊断仪与车辆连接任务实施记录

班  级 姓  名

小组成员 组  长

操作流程

序  号 任务内容 具体操作内容 记录结果

1 车辆及设备准备

将车辆安全停放在工位中 是（  ） 否（  ）

安装一次性座椅套、一次性转向盘把套、

一次性地垫、一次性挡把套
是（  ） 否（  ）

打开发动机舱盖，铺设车外三件套 是（  ） 否（  ）

2
发动机舱内部件

认知

电机控制器及电机 是（  ） 否（  ）

车载充电机 是（  ） 否（  ）

DC/DC 转换器 是（  ） 否（  ）

电动真空助力泵 是（  ） 否（  ）

PTC 加热器 是（  ） 否（  ）

电动压缩机 是（  ） 否（  ）

高压分电盒 是（  ） 否（  ）

3 充电端口认知
交流慢充端口认知 是（  ） 否（  ）

直流快充端口认知 是（  ） 否（  ）

4 场地恢复

回收车外三件套 是（  ） 否（  ）

关闭车辆发动机舱盖 是（  ） 否（  ）

回收一次性防护用品 是（  ） 否（  ）

清洁、整理场地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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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评价

小组自评

小组根据任务实施情况记录检查结果（表 1-2-4）。

表 1-2-4 项目一任务二小组自评表

序  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1 规范进行车内外防护用品的布置 是（  ） 否（  ）

2 正确认知发动机舱内各部件 是（  ） 否（  ）

3 正确认知各充电端口孔位名称 是（  ） 否（  ）

4 按照 8S 管理规范进行车辆及场地恢复 是（  ） 否（  ）

教师评价

教师根据小组任务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做好相应记录，并针对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

出改进意见与建议。

 

 

 

课堂笔记

 

 

 

 

任务三 　 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常识

工作情境

     是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一名学徒工，经过前期的学习及培训，已经初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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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新能源汽车的基本理论知识。接下来，他（她）将在培训师的引导下，学习新能源汽车

维修安全常识方面的内容。

任务描述

新能源汽车的维修过程与传统汽车的维修过程截然不同，在进行新能源汽车维修之前需

要对安全防护的相关内容进行学习。

任务目标

1. 知识目标

（1）掌握新能源汽车安全防护用品的使用方法。

（2）掌握新能源汽车各绝缘工具的使用方法。

2. 能力目标

（1）能够正确穿戴安全防护用品。

（2）能够正确使用新能源汽车绝缘工具。

3. 素养目标

（1）严格执行汽车检测与维修规范。

（2）严格执行 8S 现场管理。

（3）树立团结协作意识。

（4）培养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5）树立安全意识。

任务书

     是一名新能源汽车专业学生，新能源汽车维修班     组接到了新

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常识的学习任务，班长根据学习任务对组员进行了分工。      接

到任务后，按照操作规范流程和要点进行任务操作。

任务分组

项目一任务三任务分组情况如表 1-3-1 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