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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故障诊断及维修技术探究
韩民义　韩绍靖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摘要：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历程中，全球能源被不断消耗，正面临着能源枯竭的危机，新能源的开发为能源危机问题带来了转机，

促使新能源得以广泛应用与开发。新能源汽车是主要以新能源为燃料的汽车类别，此技术的发展对解决能源危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新

能源高压系统作为汽车的主要内部系统，其出现故障时会导致整车运行出现问题，这就需要相关人员需要掌握相应的技术，出现问题时

能够针对性处理。基于此，本文针对新能源汽车的高压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修复等关键技术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并希望给有关从业人员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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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不断凸显，各个国家加

强了对新能源产品的开发与应用，新能源汽车便是此环境下的产

物，以此在满足人们出行需求基础上，减少汽车尾气带来的危害，

有效改善环境质量。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力度，

以推动新能源的广泛应用。在新能源汽车研发技术不断发展的同

时，其故障诊断技术与维修技术应随之不断提升。但新能源汽车

相较于传统燃油汽车的发展起步较晚，传统维修技术无法有效满

足新能源汽车维修需求。为推动新能源汽车的有效发展，相关部

门要加强对高压系统故障诊断及维修技术的研究，以此保障汽车

的行驶安全。

一、预充电方面的故障问题

（一）电容故障的处理方式

电容故障是新能源汽车在充电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其主

要分为以下类别：一是击穿问题。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起步较晚，

其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电容一致性偏低问题，在部分电容介质

中后出现质量不高的电离子。这就使得其进行预充电时，电容容

易出现漏电情况，且随着温度的不断增高，其绝缘性不断降低，

对车辆特性和汽车安全都造成了危害。而此问题的发生会很容易

造成整个电容都被热击穿，在输出电压不断上升，而热量也不断

增加过程中，导致整个电阻都被燃损了。二是开路问题。因为线

路和电极本身出现了接触不良问题，或电路中的某一个有断开，

从而造成电池电阻过高，电流无法顺利通过，或者电流参数发生

了急剧改变，电流速度也有所降低，但无法超过预期水平，从而

产生了故障问题。三是有关参数退化的问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

新能源车由于电化学的腐蚀问题，生成了大量有害自理物质，对

电容形成了危害，从而使其有关的参数发生了衰退，从而产生故

障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也会造成车辆的故障，在维修过程中

无法对其元器件进行维修，需要操作人员对原有控制器进行更换。

（二）继电器故障的处理方式

1. 电气故障

在预充电过程中，其主要的电气故障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即信号失效以及接触点发生磨损。而后者又可划为三类：闭合故

障、电源发生短路和信号端开路故障。首先，第一种故障出现的

关键因素在于控制器软件更新频率较快，通过实际案例不难发现，

很多新能源车仍然使用着早期的软件，这也直接出现了软件与汽

车不匹配的情况。对此，技术人员在排解这一问题时，可尝试借

助相应的诊断仪器深入系统中，查看继电器本身是否有闭合问题，

了解软件是否及时更新，从而获得一手数据，为维修做好充分保

障；第二种情况主要是技术人员在安装过程中，因各类因素将驱

动低压线所碰伤，从而造成短路情况产生。基于此，技术人员可

使用万能表查看，从而对信号端进行有效把控，看其外观是否有

损伤的情况，若出现相关情况，技术人员可直接借助黑胶带将破

损处包裹；针对上述第三种情形，其产生问题的关键因素就是由

于一些人员在安装时用力过大，而导致光束线被拉断，因此技术

人员在检修时就必须对其导通性进行检测。此外，对于触点损坏，

若问题非常严重，就很容易导致短路情况的发生，从而产生损坏。

基于此，工作人员需要采用拆包检查的方法，以掌握触点的实际

状况，并检查其是否有任何损坏现象产生。如果是发现有问题出现，

及时加以检查更换即可。

2. 机械故障

通过分析相关案例可以发现，在预充电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机

械故障亦可划为三类，即磨损、接触点变形和冲击。第一，出现

磨损故障的关键在于一些车主长时间使用，使得接触点处于闭合

以及断开状态，此外因不断摩擦，使得磨损情况发生。为了更好

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工作过程中，技术人员可对触点具体磨损情

况进行分析，做到精准维修。同时，技术人员也需要良好引导车主，

使其掌握正确操作方法；针对触点变形，其主要是安装过程中，

端子实际受力程度过高，从而使得触点发生了变形的情况；第三

种情况是车主在使用过程中，因外部冲击使得内部结构被损坏。

为了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则需要技术人员及时更换继电器。

二、动力电池绝缘方面的故障问题

（一）外包绝缘检查

一般情况下，电池包主要借助螺栓的方式在车体内固定完成，

而在对其绝缘性进行检查的过程中，并不需要技术人员进行拆卸

处理。其仅需要举起电池包，之后将插件拔掉，借助检测器检查

不同电阻。

（二）内包绝缘检查

现阶段技术人员在对此进行维修时，其大多从以下几个角度

入手，即液体以及机械，从而更好地判断故障类型。

1. 液体的检查。

技术人员对此进行检查时，同样可细划分为两个角度，即水

和冷却液。若在电池包中，发现底板处有水液或干痕，则需要技

术人员对底板进行检查，掌握其是否存在裂纹，若出现这种情况，

则应及时更换相应部件。在此之后，技术人员需要对外接口进行

检查，了解其是否固定到位。除此之外，新能源汽车在行驶过程

中经过一条积水路段，且此时汽车发生抖动，则容易导致大量水

进入，进而发生故障。针对这一情况，技术人员在实际维修过程

中，则需要对抵押插件进行重新组装，随后了解其整体的气密性，

观察其是否存在问题。若电池包内有大量冷却液，技术人员需要

以下列方式进行检查：检查冷却板，看其是否因电池模组影响；



100 Vol. 4 No. 18 2022教育前沿

如果电池包内部有大量冷却液存在，理应基于以下方式展开

检查：对冷却板进行检查，把握其是否受到了电池模组的影响；

若电池为上下组装模式，技术人员应对上层部分电池进行检查，

了解其是否有脱落情况出现，若出现相应情况，冷却水板易出现

歪斜情况，导致原有模板处于边缘位置；检查冷却管理，在电池

包之中，如果出现了进水情况，很容易造成烧蚀或者短路情况。

但凡有相关故障情况出现。都需要针对电池现有的模组重新展开

把握。由于多数服务站并不具备相关能力，因此可以尝试对原有

的电池模组进行更换。

2. 机械地排查。技术人员在对新能源汽车进行机械故障排查

时，可以先制定检测方案，分别对汽车配电铜排、采样线束以及

电池管理控制器进行检测，首先观察各个电线是否存在破损、老

化和脱落等问题，再利用专业设备检测电路通电情况。其次可以

对电池包进行检查，检查铜排线是否全面连接，如果发现铜线存

在破损，要及时进行更换。检修人员还要对电池管理控制器进行

检修，一是观察插件是否存在松动，是否存在退端子等故障，可

以运用电子仪器进行检测，观察仪表指针是否发生歪斜，及时对

线束进行加固。最后，技术人员要对新能源汽车电池包进行检测，

可以讲电池包打开，检查其内部气密性，保证电池正常充放电

三、电子诊断技术在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气维修中的应用要点

（一）新能源汽车供应动力的动力电池

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主要由动力电池、电动机和电力控制转

换系统构成，高压电气维修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维修的难点，

电子诊断技术可以帮助维修人员快速确定故障位置，尽快排除故

障，保证新能源汽车安全。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主要动力来源，

也是最容易发生故障的结构，不同品牌、不同车型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性能、配置等都不相同，维修人员要根据车辆具体情况来

选择维修工具。例如欧系、美系汽车适用于使用电子解码器，根

据解码器代码来确认车辆故障位置，但是这一电子检测设备不适

用于新能源汽车，这就要求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要具备更好的专

业素养。维修人员可以尝试利用互联网平台把车辆和故障检测系

统衔接起来，运用互联网检测新能源汽车各个零部件运行情况，

从而快速、精准确定故障位置。

例如，某辆江铃品牌新能源汽车存在频繁性熄火故障，维修

人员在对车辆进行检测时发现，该车充电时电池显示器运行异常，

屏幕出现异常闪烁问题，无法正常充电，推断由于动力不足造成

车辆频繁熄火。维修人员进一步使用电子诊断设备对该车进行检

测，首先对车载电脑进行检测，发现动力电池位置不当，导致电

池无法充电，电池在重点过程中温度过高，提醒车主后续充电中

要关注电池温度，最好在车辆熄火后再进行充电。

（二）新能源汽车电路

新能源汽车全部使用电子控制系统，实现智能化控制，要比

普通汽车电子控制系统更加烦琐，维修难度比较高。新能源汽车

配备了行车电脑、电子元件和传感器等电子元器件，这些元器件

比较敏感，无形中给车辆增加了负担，一旦车辆温度过高，电子

元件容易发生自燃现象。因此，维修人员要及时对新能源汽车电路、

电子元件进行检测，重点对车辆电路关键点进行检测，一旦发现

电子元件脱落、失灵等问题，要及时更换电子元件，保证电子控

制系统安全运行。

四、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气维修操作程序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各项事业飞速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而为了减少尾气排放新能

源汽车获得广泛应用。结合实际进行分析，新能源汽车与常规汽

车相比其在动力上有了一定改变，同时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相应

变化，这意味着传统的故障维修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其维修需求。

针对这一情况，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使其能够长久

立足社会，要结合现实需求分析新能源汽车的故障维修技术，尽

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排除故障，进一步满足新能源汽车车主需求。

（一）作业初期检查

首先，维修人员要先对作业场地进行检查，准备好新能源汽

车所需维修设备，设置好隔离带和警示标志，避免无关人员进入

维修场地，保证维修作业安全。新能源汽车维修与电息息相关，

因此，维修人员要佩戴好绝缘手套，对手套绝缘表皮完整性进行

检测，一旦发现绝缘手套破损、裂纹，要及时进行更换，还要准

备好有绝缘手柄的维修设备，避免在维修过程中出点。此外，维

修人员还要穿好绝缘鞋，佩戴好绝缘帽，监理人员也要穿戴好相

关维修设备，协助维修人员完成新能源汽车检修工作。新能源汽

车很容易出现电子元件故障、电路故障，这类故障需要进行焊接

操作，因此，维修人员要佩戴护目镜，准备好焊接设备，对电路

接触点、传感器焊接点等进行加固，保证新能源汽车电子控制系

统安全。此外，维修人员还要在车辆下方铺设绝缘垫，使用前要

使用对兆欧表绝缘垫进行检测，数值大于 500MS 属于合格，方可

开始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保证维修人员与监理人员的安全。

（二）闭合电源开关，将钥匙安放在指定位置，确保其安全

性

维修人员在作业前要关闭新能源汽车电源，切断整辆车电力

供应，妥善放置车钥匙，避免维修过程中触电。车辆断电后使用

电子检测设备对车辆动力电池、电子控制系统、车载电脑等进行

检测，尽快完成对车辆关键位置的检测，以便确认故障位置和成因。

（三）切断低压蓄电池负极线。维修人员首先要切断低压蓄

电池负极线，使用绝缘胶布包裹电池负极电缆结构，再用盖子覆

盖蓄电池负极桩头，避免杂质进入蓄电池，对蓄电池进行检测。

（四）切断维修开关并合理保管。新能源汽车主要使用电力

作为主动力，为了方便检修，都会设置维修开关，维修人员可以

先把新能源汽车停放 10 分钟左右后，再切断维修开关，对车辆高

压电容器进行放电，避免损害汽车的蓄电池。

（五）切断动力蓄电池高低压线束。维修人员在穿戴好绝缘

防护品后再来切断动力蓄电池低压线束，再继续切断高压线路，

然后再对动力蓄电池进行维修。例如北汽新能源汽车 EV200 动力

蓄电池维修，维修人员第一步先把蓝色卡子向车辆前端扳动，第

二步扳动棕色卡子，最后再把棕色卡子向车辆按钮内部按压，把

线束整体拔出，对线束、电池进行检修。

（六）验电、放电。维修人员拆除动力电池低压、高压线束后，

要及时进行验电，检测高压线内是否有电荷残留，一旦发现电荷

要进行放电处理，确保新能源汽车高压线束处在无电状态。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新时代背景下，侧重清洁能源车辆高压设备

故障诊断和维护工艺技术，有助于提高维护效益，为清洁能源车

辆维护操作提供全新依据。因此，技术单位需要对全新技术进行

研究，从而改善当前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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