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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工程手册(德国版)》适用于：在实践和培训中的汽车工程师、系统工程师；立法、行政机关、
协会、监控、保险方面的专业人员；以汽车工程为重点的高等学校和高等工业学校教授、讲师；专业
记者；对汽车制造感兴趣的专业人员的技术传播者；汽车后市场相关专业中的技术人员、教师和技工
学校学生。
汽车工程师在实践和培训中需要快速和可靠地掌握汽车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和细节以及与此相关的
主要工业过程。系统地、有分析地将这些不同来源的信息集合在一起是本手册的目标。它考虑了当前
汽车技术的发展，如压电式汽油直接喷射系统、可变气门驱动机构、微粒过滤器、双离合器变速器
、EPSplus。在本手册中还吸收了防雪链、车轮、电气系统管理、汽车前部方案、现代语音和声音系统
等一些题目。作者来自德国汽车工业和供货企业的专业人员。他们将汽车的理论和实际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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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全书信息量很大，可以全面了解汽车各个部件的知识，可以迅速对汽车技术
进行全面的了解。可以放在手边，随时查询。
2、实惠、 配送还快
3、迄今看到的最好的书了,但是不是很深,可能德国人和亚洲人的想法不一样吧.这本书偏向设计方向而
不是中国人的无穷无尽的计算公式。也就是说他只介绍最前沿的设计理念而不是实际手把手教你。
4、德国的书
5、书的内容丰富，可以全面了解德系轿车的设计理念和风格。对设计有一定的帮助
6、理论较多，覆盖面广。
7、很湿用，很详细的手册
8、书是硬皮的，包装也不错，内容很广泛，包含了汽车设计制造的各个方面。但不适合专业人士设
计使用。拿来对整个汽车工程做整体了解是不错的选择
9、相当有用的手册
10、汽车工程手册（德国版）
11、看过了就知道德国汽车工业的厉害，是比日本的强！日本21世纪之前也是个创新的国度不过进
入21世纪，落寞了！尤其是汽车工业，作为国人因学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汽车也罢、政治也罢
、钓鱼岛也罢！
12、该书偏向于宏观描述汽车工程技术及其系统工程的科学著作，对汽车开发，生产，使用及其对社
会的影响，做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属于纵向的描述汽车整个生命周期的科学著作。
13、这本书是2008年德国汽车工程手册的第五版的翻译稿。我们希望以后能及时的看到国外的最新的
设计手册。
14、汽车知识
15、从交通，汽车行业的视角，层级深入，使读者拥有一个整体的视角。喜欢德国人的逻辑。
16、内容很广，但是深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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