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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自主混动故障问题分析与维修关键技术探讨 
王珺乙 

（四川省成都市西华大学  610039） 

摘要：近几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良好，在空气污染、能源匮乏下的时代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不需要传统燃料作为动力源，
安全性、稳定性也有所提升，为传统汽车领域带来较大冲击。然而，由于新能源汽车属于新汽车类型，技术研发还处于初期发展阶
段，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必须面对复杂环境，进而出现自主混动故障问题，不仅影响汽车性能与质量，还会对车辆行驶造成安全隐患，
必须及时诊断、及时处理。本文将结合实际情况，对新能源汽车自主混动故障问题与维修技术展开分析，以期为后续开展的有关工
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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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 世纪是以“绿色环保”为时代主题，主要是为了较好应对现下

全球气候变暖、资源产量降低、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严重、环境问题频发

等现状问题。传统汽车是以燃料作为动力来源，会产生较多二氧化碳进

而产生环境污染，新能源汽车则普遍以“电”为动力，通过动力电池贮

存电能完成汽车驱动，零污染、安全性与稳定性较好。在其使用期间，

自主混动故障较为常见且成因复杂。因此，联系实际分析新能源汽车自

主混动故障问题与维修技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新能源汽车概述 
新能源汽车顾名思义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再综

合车辆动力控制、驱动技术形成的新技术、新结构汽车，包括纯电动汽

车、增程式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氢发动机汽

车等，形式多样[1]。如图 1 所示，2017～2022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销量都明显增长，这些都说明新能源汽车在未来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

从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结构现状来看，与传统汽车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1）出行成本低，同等里程下新能源汽车的用电成本较低；（2）低碳

出行，以动力电池作为动力源不会产生车尾气，也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

对于环境保护有着促进作用；（3）噪音小，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不会产生

轰鸣声、振动，能够为乘车者、驾驶者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4）维护

成本低，由于新能源汽车的整体构造较为简单，在应用过程中不会频繁

产生故障问题，进而降低维护成本；（5）国家扶持、购车优惠力度大，

由于新能源产业是国家扶持产业类型，因此在购买过程中会享受优惠政

策。 

 
图 1  2017 年～2022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单位：万） 

尽管如此，就目前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仍然无法完全取

代传统汽车，其劣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成本价格过高，目前新

能源汽车中国产纯电动汽车价格较低，但混合动力车价格偏高，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群众的消费欲望，如何将价格降低到普通民众所能接受的

程度，关系着新能源汽车日后发展。第二，电池续航时间短，从成本、

环保层面来看，纯电动车是未来较为理想的发展方向，不仅能够解决价

格问题，还能实现零污染，然而由于国内纯电动车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

还存在差距，核心技术难以取得较好突破，单次充满续航里程通常只能

达到 100 公里，需要在日后加大研发力度、解决相关问题，以推动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2]。 

二、新能源汽车自主混动故障问题分析 
（一）故障问题类型 

新能源汽车自主混动故障问题主要表现在驱动控制部分，包括发动

机、TM 电机、BMS 系统等，此类故障一旦产生，将很难找到故障具体

成因，这是由于新能源自主混合动力汽车的各个配套组件，通常是由不

同厂家所提供的，维修技术人员需根据故障现象查找具体原因[3]。从目

前新能源汽车自主混动故障的发生情况来看，常见的故障问题有三：第

一，汽车尺寸自主混动问题，维修技术人员首先应对车辆的运行仪表数

据、单体电压、运行温度等进行跟踪观察，若 SOC、单体电压、温度均

为 0°C 时，说明汽车尺寸存在自主混动问题。第二，控制系统通讯问

题，根据上报的仪表数据，利用整车上位机对 BMS 的信号接收情况进

行检测，观察驱动系统电压变化，若控制器无法正常接收 BMS 信号，

且伴随驱动系统高压断电状况，仪表信息“无”，就说明新能源汽车的

通讯系统混乱，各个单元控制系统无法顺利衔接。第三，线路短路或断

路问题，由于新能源汽车的 BMS 电池管理系统主要的控制单元集中于

高压配电柜，整车 CAN 总线会由另一路 CAN 总线相连接，以此保障控

制器、仪表正常工作，在车辆实际应用中，若总线发生短路、断路问题，

就会影响到车辆正常使用。 

（二）故障问题诊断 

当新能源汽车出现自主混动故障时，维修人员应从两方面着手进行

检查：（1）检查汽车外观，主要检查管路是否损坏、是否存在漏水、接

头是否存在松动、冷水泵是否能够正常运转，判断冷水泵是否处于正常

工作状态，然后对导线损坏、接头位置松动情况、高低压连接器使用情

况、漏液情况等进行检查，用于了解电机、整体控制器的实际运行状况；

（2）利用仪器完成故障检测，主要检测的是电池电压、VTOG 控制器，

以专业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当发现电压未达到 11V 时，找出蓄电池存

在的问题并进行维修，若电压小于 10V，则应及时更换蓄电池，VTOG

控制器检查时，维修人员需要先打开汽车 ON 档，再将诊断仪与 DLC3

相连，若此时无通信反应，则 CAN 线、电源线处于无法正常的工作状

态，这时就需要对整个新能源汽车进行彻底检查，深入了解故障成因与

问题。另外，也可以使用诊断仪对电机、VTOG 控制器的实际应用状况

进行检查，判断是否存在故障问题，若故障较为严重则需要更换电机处

理。 

三、新能源汽车自主混动故障问题的维修技术 
（一）故障维修方案 

新能源汽车自主混动故障问题维修时，技术人员需要根据不同问题

的成因选择具体的维修办法，同时也要融入先进科技来保证维修有效

性。因此在维修时应遵循如下顺序： 

1.故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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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前利用专业仪器设备，对高压配电柜内部抵押插件电压进行检

测，根据检测结果判断是否存在电源线电压故障，再利用仪器检测总线

电压确定故障发生位置，最后检测总线与控制器是否存在故障，主要是

根据通信点组合通信电压的实际情况来判断[4]。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技

术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检修程序来进行，规范使用仪器设备并做好全面测

试，保证检修质量，防止因人为因素对后续故障维修造成干扰，影响维

修质量。为了提高故障问题判断精确度，维修技术人员需要应用到故障

排除法，包括电容量故障排除法、IGBT 开路故障排除法、电机绕组匝

间短路故障排除法等，同时充分考虑到新能源汽车的特殊架构与技术形

式，通过多天观察对新能源汽车进行全面、多角度故障分析。在观察过

程中，维修技术人员应详细记录故障发生关键点，然后结合车辆设计图

纸、应用技术等做详细分析，将可能导致故障的因素进行罗列逐一排除，

找到故障成因并采取有效维修策略，以尽快恢复新能源汽车性能。需要

注意的是，在没有明确自主混动故障类型与成因的情况下，严格禁止盲

目维修的情况，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盲目维修为新能源汽车带来不可逆转

的损坏，防止故障问题持续扩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有效提高维修有效

性，保证后续故障维修效果。 

2.故障维修 

故障维修过程中，技术人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科学维修措

施让设备尽快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对于 BMS 主机损坏、BMS 控制器

的 CAN 总线短路或断路、BMS 主机的电源继电器、电源插件发生供电

故障引起的汽车自主混动故障问题，技术人员需先在汽车上电后将其调

整到合适的位置，以万用表进行全方位电压检测，保证检测到的电压数

值最为精确；或可使用 24V 试电笔，对电源灯泡进行检测并观察其是否

正常亮起，若灯泡亮起则说明电源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不存在故障，若灯

泡没有亮起则说明还存在故障问题需做进一步检修。万用表在维修检测

中的应用，能够实现对电压的精准测试，以较好判断故障问题程度，2.4V

数值是最佳数值，说明总线处于正常通信状态。具体操作可分为几个步

骤：（1）上电后将整车开到 ON 档，万用表的一侧与高压电池箱 A\B 孔

相连，另一侧与地线的 E 孔相连，主要目的是测量 A-E、B-E 之间的精

确电压值，使用 24V 试电笔进行电源灯泡检验，正常亮起后开展接下来

的维修检测工作；（2）M、L 孔分别与万用表相连接，充分利用电压档

功能测得对地电压，通过这种方式了解 CAN 总线是否存在故障问题，

若测得的数值显示 2.4 V/2.6 V，说明线路通信正常；（3）利用万用表检

测 BMS 主机、高压配电柜外部插件的 BMS 主机并连续 3d 观察数值变

化情况，判断 K1 继电器、P9 插件 CAN1 插件是否工作正常，当仪表处

于无信息上报状态时，说明控制器、总线均不存在问题。 

（二）汽车日常维护 

新能源汽车是一种新型汽车，不管是燃料还是驱动形式，与传统汽

车都存在较大差别，尤其是其内部构成较为复杂，多个线路相互串联，

再加上动力电池是其主要动力源，在室外环境下很容易受到复杂气候、

环境、空气温度与湿度等的影响出现损耗，因此车辆所有者应定期进行

维护工作，用于规避自主混动故障问题，从根本上降低问题发生率，提

升车辆整体性能[5]。 

1.电池组性能优化 

在新能源汽车中电池组占比较高，也是保证汽车动力的基础，而电

池性能是否良好，不仅关系车辆行驶安全，同时还会影响车辆行驶里程

与续航[6]。由于目前关于动力电池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在使用过程

中电池的性能、寿命会受到影响，不利于汽车行驶安全与稳定。因此，

驾驶者必须密切关注电池组的热量值，尽可能将这一数值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防止散热不均所引发的故障问题。不仅如此，电池内部还应做好

防水、透气处理，保证电池内部通透，通过增加透气性、散热性的方式，

达成电池热量值控制目的，借此优化电池参数，提高电池使用功率，降

低故障发生率的同时也能减少后续的维修、维护成本。 

2.驱动电机定期维护 

驱动电机是新能源汽车的重要构成部分，为较好规避自主混合故障

问题，应采取层次性工作模式，来提高保养水平[7]。故障维修的目的是

要解决新能源汽车存在的问题，而日常维护与保养则是以预防为主，避

免故障突发性为车主带来严重损害，因此驱动电机定期维护应当予以一

定重视。维护内容主要包括定期冷却系统检查、电路检查等，需要根据

仪表数值变化对系统与线路的运行状况予以了解。冷却系统检查时，应

将冷却水管道捏紧后让其处于过水状态，通过声音变化情况判断其内部

是否存在空气；电路检查则是要查看内部线路的使用现状，是否存在破

损、老化问题，同时借助电阻表压力值来保证判断精确性，通过对比分

析了解线路实际使用状态与运行情况。根据检测结果，给出相对应的解

决方案，预防故障发生，而维护记录、数据也将作为后续故障发生后的

重要参考，提高故障有效处理率。 

3.发动机节气门开度调节 

新能源自主混合电动汽车拖动发动机运行特征，发动机节气门也是

容易引起自主混动故障的原因之一（如图 2）。在日常车辆维护中，也

要针对这一构件进行较好维护，通过有效手段控制气门“常闭—打开”

时的开度，减少气缸压背现象，倒拖扭矩适当减小的目标。除此之外，

汽车维护还应该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密切监测运行状态，而在具体维

修、维护时也应适当借鉴国内外经验，加强对发动机节气门的控制力，

构建“故障诊断—高质量维修—有效维护”的完善体系，这样即使在发

生自主混动故障问题，也能通过信息手段监测获得的数据信息及时了解

故障成因，提高维修检测效率，使故障问题能够快速解决。 

 
图 2  发动机节气门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能源汽车自主混动故障问题处理时，应优先考虑稳定

性、可靠性问题，结合自主混动故障的表现与成因采取针对性维修方案

与处理办法。为有效避免新能源汽车自主混动故障问题发生，驾驶人员

还需定期对新能源汽车进行保养、维护，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较好预防

故障问题发生，对于规避安全事故、安全隐患有着重要意义，还需引起

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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