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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服务 D4办最有价值的都市报

误区1：

长时间停车时仍挂D挡

装备自动变速器的车辆在

堵车时，一些车主常常只踩下

制动踏板，换挡杆却保持在D挡

(行车挡)，并不换挡。若时间很

短，这样做是允许的。但若停

车时间长最好换入 N 挡 (空挡)，

并拉紧驻车制动。因为换挡杆

在D挡时，自动变速器汽车一般

有微弱的前移，若长时间踩住

制动踏板，等于强行制止这种

前移，使得变速器油温升高，油

液容易变质，尤其在空调系统

工作时，发动机怠速较高的情

况下更为不利。

误区2：

高速行驶或下坡时挂N挡滑行

有些驾驶员为了节油，在

高速行驶或下坡时，将换挡杆

拨到N挡(空挡)滑行，这很可能

烧坏变速器。因为此时变速器

输出轴转速很高，而发动机怠

速运转，变速器油泵供油不足，

润滑状况恶化，而且对变速器

内部的多片离合器来说，虽然

动力已经切断，但其被动片在

车轮带动下高速运转，容易引

起共振和打滑现象，产生不良

后果。当下长坡确需滑行时，

可将换挡杆保持在D挡滑行，但

不可使发动机熄火。

误区3：

在P或N以外挡位起动发动机

有些驾驶员在 P 挡或 N 挡

以外挡位起动发动机，虽然发

动机不能运转 (因为连锁机构

保护，只能在 P 和 N 挡才能起

动)，但 有 可 能 烧 坏 变 速 器 的

空挡起动开关。因为自动变

速器上装有空挡启动开关，使

得变速器只能在 P 或 N 挡才能

起动发动机，避免在其他挡位

误起动时使汽车立刻起步往

前窜。因此，起动发动机前一

定要确认换挡杆是否在 P 或 N

挡。

误区4：推车起动发动机

装备自动变速器和三元催化

转换器的汽车因蓄电池缺电不

能起动，而采用人推或其他车辆

拖动的方法起动是非常错误

的。因为，采用上述方法是不能

把动力传递到发动机上，反而会

损坏三元催化转换器。

误区5：

加大油门就可换到高速挡

有些驾驶员认为只要D挡起

步，一直加大油门就可以换到高

速挡，殊不知这种做法是错误

的。因为换挡操作应是“收油门

提前升挡，踩油门提前降挡”。也

就是在D挡起步后，保持节气门

开度5%，加速到40km/h，快松油

门，能提高到一个挡位，再加速到

75km/h，松油门又能提高一个挡

位。降低时按行车车速，稍踩油

门，即回到低挡。但必须注意，油

门不能踩到底。否则，会强行挂

入低速挡，可能造成变速器损坏。

自动挡汽车驾驶常见五大误区
在拿到机动车驾驶执照之后，不少车主，尤其是女性偏多，选

择购买自动挡车型。但是对于自动挡的汽车，人们往往不太会

用。在自动挡汽车使用中，有相当一批车主对自动变速器的认识

不足，沿用手动挡的操作方法驾驶自动挡车，造成车辆受损、车辆

性能下降、寿命缩短。下面是驾驶自动挡型车辆的常见错误，希

望有助于广大车主走出使用误区。 董方
如果说发动机是爱车的心

脏，车灯是爱车的眼睛，那轮胎

必然相当于爱车的手足。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夏季到了，日常开

车对于爱车的轮胎有一定的损

耗，该如何保护爱车的轮胎，星

报为你支招。

夏季应经常检查轮胎

首先，行车之前必先检查轮

胎。在烈日炎炎的夏季，轮胎与

滚烫的地面接触，若胎压较高，

很可能导致爆胎。因此在高温下

行车不要让胎压过高。

选择合适的轮胎 注意胎压

一定要选择质量合格的轮胎

并定期更换轮胎。造成爆胎的原

因很多，轮胎性能恶化就是罪魁

祸首。一组轮胎就算再耐用，也

不可能用一辈子。当轮胎逐渐磨

损、钢丝层渐渐疲劳、胎面老化

时，它的性能必然减弱。

若发现胎温、胎压过高时，不

可采取放气和泼冷水的方式，应

选择阴凉处停车。

行车时不要经常进行急加

速、急制动和急转向等不正常行

驶，这样会引起轮胎急剧变形，

容易磨损过快，造成轮胎爆裂。

同时车友朋友还要养成避免轮胎

超载的意识。

不要忽视轮胎调位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四条轮

胎的磨损程度是不同的。导致这

些情况产生的主要因素有很多，

比如在不平路面上高速行驶、四

轮定位角度出现偏差，经常在原

地打死方向、轮胎气压超出标准

范围等等。这些因素会直接造成

轮胎的非正常磨损。

为了获得最佳的轮胎磨耗状

况，轮胎调位是必要的。你可以

参考汽车制造商提供的使用手册

中有关轮胎换位的指导。如果你

没有车辆使用手册的话，建议你

每8000到10000公里为轮胎调一

次位。

储备轮胎时，应该防止阳光、

油、酸、碳氢化合物对轮胎的侵

蚀。轮胎应该存放在冷却干燥和

黑暗的地方，避免有水份聚集在

轮胎内产生危险。否则，液体通

过轮胎内部气密层进入胎体层，

结果导致轮胎突然的损坏。董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夏季如何保护爱车轮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