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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车保养常犯的小错误

不要给轮胎螺栓螺母涂油

在车轮维修中，少数私家车
主为了防止车轮上螺栓螺母生
锈，安装时别出心裁地将螺栓螺
母都涂上润滑油，殊不知这种做
法不仅错误，而且给行车安全带
来一定的隐患。螺栓和螺母拧
紧后，相互间具有自锁的特性。
而涂上润滑油后，二者之间的自
锁系数变小、自锁性能下降。汽
车行驶时，螺母容易松动。

不要用水冲洗车身内部

有的车主自己动手清洁爱

车时一边用水冲洗车身内部，一
边用抹布擦拭，在此要提醒车主
的是：车身内部最好不要用水直
接冲洗。因为驾驶室内地板胶
垫的下面可不是“一马平川”，结
构上的需要使驾驶室地板胶垫
下面的凹槽、通孔非常多。用水
冲洗后，要么沉积在凹槽内不易
干燥，要么从通孔处流到变速箱
等部件上产生锈蚀。尤其是密
封性能较好的轿车更不能用水
直接冲洗车身内部。

冷却液不要混合使用

谁都知道发动机冷却液不

足时应及时添加，但你是否把不
同品牌的冷却液混在一起使用
了呢？如果是，劝你还是趁早把
冷却液放掉，重新添加同一品牌
的冷却液。因为不同品牌的冷
却液其化学性能可能相差悬殊，
比如对黑色金属有效的防腐剂，
却常常对铝制品有腐蚀作用；而
适用于铝台金的防腐剂则对铁
合金有害。由于不同品牌的冷
却液所用的防腐剂不同，所以不
能混合使用。

电喷车启动时不要踩油门

启动发动机前踩几脚油门，

是许多驾驶员的习惯，尤其是
在冬季冷车启动时。但这种启
动方法却不适用于电喷轿车。
装有电控喷油装置的发动机与
普通化油器式发动机不同，它
的喷油控制装置能根据发动机
的温度、工况自动调整供油
量，使发动机顺利启动，即在
冷车启动时，喷油控制装置能
自动增加供油量。所以，电喷
轿车发动机启动时，没有必要
踩油门，更不要在启动前连续
急踩，否则反而使发动机启动
不良。

(腾讯）

千斤顶是一种小型的起重
工具，它起重高度小，属于最
简单的起重设备，有机械式和
液式两种。

车辆被千斤顶顶起时，决
不能启动发动机，因为发动机
的振动或车轮的转动，都会使

车辆从千斤顶上滑下来造成危
险。各种车型的汽车为确保安
全，使用千斤顶时一般都有固定
的位置，不能用千斤顶支在保险
杆、横梁等部位。

汽车维修人员千万不能在
没有支撑的车辆下面工作，更换

车轮时，乘客不能停留在车上，
因为这样很有可能让车辆从千
斤顶上滑落下来。如果在换胎
时没有千斤顶，可根据拆换轮胎
的位置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应急
措施。

拆换双轮的外侧轮胎时，可

使车的内轮停在垫有适当高度
的木块或石头上，使外轮胎悬空
更换。要注意拉紧手制动和塞
好前轮。拆换前轮胎或后内轮
胎时，用石头或砖头将车的前轴
和后桥垫稳，在要拆的轮胎下面
挖坑，使轮胎悬空。 （可可）

如何正确使用千斤顶

1.检查冷凝器与水箱之间的灰尘是否过
多，用高压水枪彻底清洗，保证水箱和冷凝器
有良好的散热性能。

温馨提醒：平时注意擦拭冷凝器与水箱
之间的灰尘。

2.在热车时，检查水箱上下水管的温差，
如果温差太大，需要检查节温器的开度和水
泵是否有转速丢转的故障。

温馨提醒：水箱上下水管的温差不能太
大。

3.热车后，检查防冻液储水罐上端的回
水管回水情况，若回水不畅或堵塞会造成水
温过高。

温馨提醒：在维修中不要盲目拆件和换
件。

4.由于防冻液的添加和更换不规范，会
造成发动机水道和水箱提前堵塞，出现水温
高的现象。防冻液两年更换一次，在更换和
添加时必须使用原厂配件。

温馨提醒：发动机冷却系统内加入水后，
或者加入的防冻液的浓度超过了60%以上，
都会造成水温过高。

5.空调系统中高压端高压力过高;空调制
冷剂或空调制冷润滑油加注过多;内部自调
式空调压缩机的自调功能失灵，造成高压过
高;还有空调冷凝器的堵塞，以上故障都会加
大发动机的负荷，消耗冷却系统的散热性能，
导制水温过高的故障发生。

温馨提醒：空调制冷剂加注过少或过多，
都会降低制冷效果。 （君君）

如何处理
发动机散热不良

正时皮带的主要作用是用来驱动发动机
的配气机构，使发动机的进、排气门在适当的
时候开启或关闭，来保证发动机的汽缸能够
正常地吸气和排气。

皮带属于橡胶部件，随着发动机工作时
间的增加，正时皮带和正时皮带的附件，如正
时皮带张紧轮、正时皮带张紧器和水泵等都
会发生磨损或老化。因此，凡是装有正时皮
带的发动机，厂家都会有严格要求，在规定的
周期内定期更换正时皮带及附件，更换周期
则随着发动机的结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
在车辆行驶到6万-10万公里时应该更换，具
体的更换周期应该以车辆的保养手册说明为
准。 （一军）

正时皮带
须定期更换

近年来，随着科学

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新材

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广泛使用，

汽车的设计制造水平大大提高，汽

车故障的检测诊断技术也日臻成熟，

维修工艺不断更新。但是，人们的认

识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汽车维

修中还残存着一些常识性误

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