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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职业教育汽车运用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等专业的教材，也是汽车运
用与维修专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教材。本书共分为四个单元，单元一为机械识图常识，单元二
为常用工程材料及汽车典型零件，单元三为汽车常用机构，单元四为液压与液力传动。本书简洁明了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各种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体
现了高职高专的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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