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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开车，相信大家都有“热车”的
习惯。即，车辆启动之后不急于行驶，而
是停在原地，让发动机在怠速情况下运
转1-2分钟，等待水温升高，转速回落，让
机油有足够时间润滑发动机的各个部
位。“热车”是公认的“爱车”行为，能大幅
降低油耗。时至今日，传统汽油发动机
仍需要靠“热车”来提升状态吗？在此以
测试的方法来寻找真相。

【测试方法】
将车闲置一段时间后启动车辆，汽

车一开始会加大喷油量，发动机会在略
微偏高的转速区间运转，通常是在 1200
转左右。原地怠速运转一会儿时间之
后，转速会回落到800转左右。部分人认
为，不热车就行驶，发动机会一直在高转
速区运转，继而大幅增加油耗。这一次，
就从油耗方面进行测试，用数据说话，

“热车”和“不热车”油耗到底哪个更高？
测试分三天进行，第一天测试“热车

1分钟”之后的行驶油耗，第二天测试“热
车 2 分钟”的油耗，第三天则是“不热
车”。数据记录点选择在行驶5公里和行
驶10公里处。就像跑步一样，超过10公
里会进入状态，汽车也一样。超过 10公
里，不管有无“热车”，油耗都差不多，测
试意义不大。

真相！
“不热车”油耗最低

“热车 1分钟”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
见的。第一天，先清零油耗记录，再冷启
动车辆，发动机转速一下子攀升到 1400
转，怠速运转 45秒后，发动机会回落到
800转。假如你一直盯着转速表，会发现
指针会有明显回落。出发前，用测温计
测量发动机缸体温度，已经攀升到
43.5℃。行驶 5公里后测得的百公里油
耗数值是 6.7升/百公里，而在行驶 10公
里处，油耗滑落至6.5升/百公里。

第二天，热车两分钟后，发动机缸体

温度增加到 73.2℃，5公里测得的百公里
油耗数值为 6.9升/百公里，略高。行驶
10公里测得油耗为6.7升/百公里。

恐怕你没想到，油耗成绩最低会是
“不热车”。第三天，由于没有热车，出发
前，发动机缸体温度是 12.5℃，比环境温
度还要低一点。然而，5公里测得的油耗
数值是 6.5升/百公里，行驶 10公里则是
6.4 升/百公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因为发动机各个零部件本身就有一
层润滑膜，“不热车”也可以直接进入工
作状态。而“热车”时，车辆处于怠速工
况，怠速工况下的油耗是发动机所有工
况中最高的。

辟谣！
“不热车”导致机油液面升高

今年，由于“机油液面”升高，东风本
田、长安汽车先后召回车辆。那么，给足

“热车”的时间，机油液面是不是就不会
增高？此次测试，还专门留意了“热车 2

分钟”和“不热车”的机油液面高度，两者
没有任何不同。

热车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水温，提高
机油温度，让发动机进入工作状态。热
车能够让机油达到最佳的润滑效果。从
这个角度上看，尽管“热车”不能降低油
耗，反而会有所增加，但对于提升发动机
寿命，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在冬天，在长
时间闲置之后，再次启动，“热车”还是有
必要的，但时间不用太长：“1分钟”已经
是极限，再长就是浪费燃油了。

【测试总结】
很多年前，经常看到跑运输的驾驶员

一大早起来“热车”。启动发动机之后，就
放在那里不管。有时候，“热车”甚至超过
5分钟。随着技术升级迭代，尤其是发动
机可靠性的提升，“热车”完全可以省去。
不管是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气温下，可
以启动之后立刻驶离，无需等待。

（据《广州日报》）

“热车”没大用 还会增加油耗

近日，市汽车协会收到多起关于汽
车消费方面的投诉，其中包括几起消费
者在“车串串”手中购车后，车辆出现故
障的案例。在此提醒消费者一定要提
高警惕。

案例一
客户杨某在某串车网点购买展车

SUV一辆，杨某将购车款全部转入串车
人员账户。由于该串车人员将车款挪
用还贷，未给供货方全款付清，客户杨
某无法取得合格证及相关手续，导致车
辆无法上牌。经多次协调无果，该串车
网点人员已关门躲避。

案例二
某张姓客户在某串车网点购买轿

车一辆，行驶 2000km 左右即出现故
障。张某到 4S店维修，经检测，发现该
车底盘部件进行过维修更换。客户张
某向该网点理论，该网点人员予以否
认，逃避承担责任。

提示：车辆属于大件商品，更要重视
售后服务，为保证您的合法权益，减少风
险损失，切勿为了眼前的小利，上当受
骗。根据新《三包法》第三十五条相关规
定：“谁销售谁负责”。倡议广大消费者，
一定要到有厂家授权有标准服务管理体
系的正规店选购车辆。 （记者 卢博）

看车买车谨防“车串串”
广元多人中招！

当您感到车耗油比平常多时，那就
意味着车有问题了，你可以在以下八个
方面寻求原因。

检查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
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现象，增
加耗油量。

要是您在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
离明显减少，这时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
气压是否符合气压标准。如果轮胎充
气不足，耗油量也会增加。

要是您在行驶中或启动时发现车
轮有异常响声，应该及时检查轴承及刹
车系统是否有故障。如果车轮转动不
正常，就会影响车速，使油耗加大。

离合器打滑会使发动机的转数丢
失。当您在加速时发现发动机转速表
增加很快而车速增加却很慢，这时可以
判定是离合器打滑了，需要更换离合器

片、离合器压盘和飞轮。
当您的车已经行驶二三十万公里

时，通常会出现汽缸压力不足的现象，
这时油耗也会明显增加。出现这种故
障，发动机就需要大修了。

当排气管出现冒黑烟、油耗增大的现象
时，需要检查化油器。如果化油器太脏，可
以用清洗剂直接向化油器进气口喷一喷，要
是还冒黑烟，那只能把化油器拆开清洗了。

如果火花塞使用的时间太长也会出
现耗油增大的现象。因为火花塞损坏会
使点火的能量下降，车提速减慢，导致汽
油消耗明显增加，这就需要换火花塞。

当车的温控开关和节温器损坏时，
会出现油耗增加的现象。因为温控开
关和节温器损坏会使化油器不能正常
工作，导致汽油雾化不良，油耗量明显
增加。 （据人民网）

油耗过多八项原因
关注轮胎磨损程度最重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无论是中国的汽
车工业还是百姓们的用车生活，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的东风让中国
的汽车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变
大”的巨变，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支柱产业；更让汽车从人们眼中可望而
不可及的奢侈品变成了今天平常百姓家
的出行代步工具。截至 2018年 9月份，
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 2.35亿辆、连续九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买
车，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再是
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产业加速
引进合资让轿车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把时间的轴线拉回到40年前——对
外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中国经济进入
世界经济大循环。望着国门外陌生的世
界，我国的汽车人们一方面震惊于自身
和世界汽车工业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踌
躇满志，摩拳擦掌着筹备属于自己的民
族汽车工业。

“一开始，我国本打算自主开发轿车
产业。但是世界汽车工业早在 19世纪
末期就已经诞生，几十年的技术差距很

难在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在走了不少弯
路后，中国汽车工业开始寻求合资之
路，以求弥补技术和资金的差距”。原
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副董事长、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汽车工业改
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胡信民这样
回忆。“改革开放的到来，让中国的汽车
产业开始能够对外引进技术和资金，让
中国汽车看到了快速赶上世界汽车工
业的可能。”

现年 91岁的大众集团前董事长，卡
尔·哈恩博士是当年促成中国汽车工业
和大众汽车合资的关键人物。上世纪80
年代，哈恩力主大众进入中国市场。造
访中国后，卡尔·哈恩确信中国政府正在
筹备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型。在经过了一
番考察后，大众作出了集团发展史中最
重要的决定之一——成为中国这个世界
领先的国家的一位企业公民。

“以大众汽车为代表的外国车企在
与中国企业实现合资以后，还把许多国
际知名的零部件供应商引入国内，逐渐
帮助我国建立了完整的供应商体系，为
中国汽车产业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基
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

扬这样评价合资为中国汽车产业带来
的影响。

夯实基础
零部件国产化体系的建立奠定产业基石

在合资的最初，我国汽车工业还普
遍使用手工的方式生产轿车，零部件生
产商更是几乎没有。据原中国汽车零部
件工业公司副总经理陈光祖回忆，一次
为了寻找国内制造消声器的厂家，他一
连在北京跑了几天，最后终于在建国门
附近一家专门为外国使馆修汽车的工厂
里看到有老师傅用手工敲打轿车的消
声器。

接着，他提到了桑塔纳的国产化案
例，“上海大众是我国最早的汽车合资企
业，它的首款产品桑塔纳的国产化，在当
时牵动着整个中国的汽车工业。为了完
成桑塔纳的国产化，1987年，国家经委组
织一个大型工作组到上海，任命当时上
海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陆吉安为主任，
以上海为主吸取全国零部件企业对上海
国产化的支持，才终于在近 10年后完成
了桑塔纳的国产化进程。”

“后来，上海国产化的经验，向全国

有关企业进行推广，到上世纪末全国基
本建成了零部件的国产化体系，有效推
动了当时汽车产业的发展。”陈光祖说。

自主创新
中国品牌在开放市场中激流勇进

如果说加入世贸组织以前，中国的
汽车工业还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那
么自从 2001年加入世贸以后，我国的汽
车产业开始真正拥抱市场经济，直面竞
争，中国的本土汽车品牌开始逐渐崭露
头角。

中国品牌不断加大研发的投入和力
度，想尽办法提升自身的核心技术。吉
利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消化吸收了沃
尔沃的技术，并推出了向上突破的领克
品牌；长城深耕SUV市场，近年来也推出
了WEY品牌；上汽乘用车旗下的荣威和
名爵两大子品牌，更是在海外出口方面
有所斩获……

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中国从 2000
年年产200万汽车的“小国”，成长为如今
年产量近3000万辆的世界最大汽车生产
国，是改革开放，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这40年，波澜壮阔。 （据人民网）

改革四十载 中国人圆了“汽车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