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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束线设计是以汽车塑件结构布局为基础，从而进

行整车布线。具体分为导线的选择、颜色的选择、端子的选

择、护套的选择等，合理的选择最终决定了合理的线束，经

过汽车线束系统的设计最终实现节省材料、拆装维修方便、

布局美观大方的目的。以下就汽车线束设计流程及其可靠

性进行探讨。

1汽车线束设计原则的分析

汽车线束设计对于实现汽车功能以及汽车行驶安全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汽车线束设计过程中的设计人员

必须遵循相关原则，例如在导线的选择过程中，应该选择颜

色符合的导线，选择颜色符合的导线能够在一定程度避免

识别出现错误。横截面积的选择一定要适宜，进行导线连接

时必须选择最短的距离进行连接，最终将导线安装在接插

件两边。

2汽车线束设计流程的分析

汽车线束的整体流程是:首先确定汽车整体电气性能，

相关的设计人员在掌握汽车的电气性能后，绘制出电气原

理图，以此为基础，在原理图中进行汽车线束的主要设计。

在汽车束线设计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导线的选取、端子的

选取、连接件选取等方面，汽车束线设计基本完成后，对汽

车的可靠性进行全方位的试验和检查。若检查能够达到相

关的标准，便开始完善汽车线束设计方案，若检查结果达不

到相关标准，必须重新开始设计汽车线束，再一次开始进行

可靠性的试验和检查。

3汽车线束设计可靠性的分析

3.1严格确定线束长度

汽车一般根据用电器在车身上的实际布置位置来确定

电线束的各部分长度，并且所有由线束经过的地方都有固

定的扎带或孔位来将线束固定。所以线束可靠性受线束总

成上各分支的尺寸的影响也较大。线束如果过长，不仅浪费

了空间和材料，也容易导致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因与其它部

件的接触而产生摩擦，加速了线束的磨损，进而引起短路等

问题；如果线束过短，会增加其支配的难度，甚至无法装配，

有时线束在只短一点点的情况下，操作人员以为用力将线

绷紧就行了，但这实际上给线束的安全留下了非常大的隐

患，容易造成单配点、端子处的松脱，端子从护套中松脱，连

接不可靠等现象。因此，线束的设计长度一定要比实际长度

稍有富余，一般适宜的冗余量为 3—5%。

3.2回路设计可靠性分析

就汽车电气系统而言，线束是汽车电路的网络主体，而

线束中的各个回路则是保证其稳定性的基础，因此在对汽

车的电气回路设计过程当中，必须要对汽车的电气回路的

可靠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通过提高汽车回路设计的可

靠性，可以达到有效提升汽车线束设计的可靠性的目的。将

整体回路系统看做为一个由多项并联而构成的串联系统，

以保证每条并联口处的回路串接正确，从而使汽车电气系

统运转正常。在汽车电气系统中，为配合指令完成相关的操

作内容，一般情况下需要由多个总成、回路的共同参与和配

合，一旦其中某一个总成出现故障，是必究将会阻碍其工作

的正常运转，最终致使汽车操作指令出现无反应问题，所以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回路的可靠性高低直接影响着一

条线束上整个总成的可靠性高低，线束的可靠性高低则直

接制约着汽车电气系统的正常运行的可靠性，三者之间是

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这可以用来很好的解释在电气系统

较少的老式汽车中，电气系统故障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所在。

因此，为提高汽车电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可以采取在线束上

减少不必要的总成与回路的数量，对汽车线路和元件进行

合理改造与调配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的选择需要在根据

汽车使用功能性设计的基础上，以保证汽车行驶的安全性、

舒适性、低油耗性等为前提的。通过减少总成和回路的数

量，来降低连接点和搭铁的数量，避免因连接点接触不良等

而造成的线束运行可靠性降低的问题，但是这种设计方式

同样需要根据汽车的实际情况而进行区别性对待，不能盲

目的对其一概而论。通过减少线束上的总成和回路，不仅有

效的降低了汽车的养护成本，更降低了汽车的自重，为汽车

维护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由于汽车的整体正常运行是由不

同系统和功能共同调配实现的，因此在汽车的整体结构中，

不同的系统对应着不同的控制点，为保证汽车的制动系统、

电喷系统以及 ABS、ESP等关键部位的正常安全运行，就必

须在进行线束设计上提高对该部分的重视力度，而对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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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附属系统部位可以相对性的降低其设计可靠性的标准要

求。通过各个系统的安全标准的等级化区分，不仅有助于提

高汽车的可靠性能，更可以有效的降低成为费用。

3.3端子和连接器设计可靠性分析

端子和连接器是构成汽车线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

长时间、高效率的运转使用，加之汽车机械系统中尘土、油

污的长期侵蚀，使得端子和连接器经常会出现老化、位置松

动、锈蚀等问题，从而引起汽车电气系统故障频发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由于端子和连接器老化、位置松动、锈蚀等

而造成的线束问题占到整体电气系统故障的一半以上，因

此，加强端子和连接器设计的可靠性以势在必行。具体而

言，在提高端子和连接器设计可靠性方面，应以对其故障模

式进行详细分析，以在掌握其故障原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

的进行预防措施的制定，接触不良、绝缘不良以及固定脱落

作为其故障常发的三个主要因素，具体判断措施主要表现

为：通过采用检测静态接触电阻、单孔分离力、动态接触电

阻等指标数据来加以判断接触不良问题；通过采用检测绝

缘体绝缘电阻、绝缘体等指标数据来判断绝缘不良问题；通

过检测端子和连接器的装配公差、连接针插入力、连接针保

持力等来判断固定脱落故障。通过在对端子和连接器产生

故障问题的原因进行系统的分析后，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开

展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以提高汽车线束的可靠性。具体体

现在：第一、合理选择接插件。在进行对接插件的选择上，要

以符合汽车设备标准需求为前提，对连接电路的类型和数

量进行合理化配置，尽可能做到将接插件之间对于连接器

的磨损性、影响性降至最低，以提高接插件使用的可靠性。

第二、由于在汽车电气系统中，电气系统的接触件数量与线

束可靠性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因此在符合汽车设计规范

要求和安全行驶的前提下，可以尽量的将连接器数量进行

降低控制。第三、在考虑设备工作总负荷量和热量温度的基

础上，对连接器的工作温度尽可能的向下降低，如果条件允

许可电源的连接位置选择在距离使用距连接器中心较远的

接触件上，以便为连接器在工作时进行散热处理。第四、注

意避免对腐蚀性气体和液体的接触，通常可续采用将防水

插接件进行侧面水平安装。

3.4汽车线束保护设计分析

通常汽车线束工作环境比较恶劣，腐蚀性气、液体的存

在，潮湿、高温、振动以及与其他部件的摩擦和碰撞，容易出

现绝缘体磨损、接头松动、导线腐蚀等现象，进而导致断路、

短路。所以要想让线束能够安全可靠的工作，就应做好线路

的保护设计，也即是要做好线束的包扎和固定。并且整车线

束都应有防腐、防潮的保护措施，尤其是发动机舱的线束和

插接件，应由耐腐蚀、耐高温、密封性好的保护材料进行包

扎；其它部位的线束在采取保护措施后应置于稍微隐蔽的

位置，并用线夹固定在车上，防止车辆振动对其造成不利影

响；线孔处必须做好保护，如翻边设计，以防线束穿过时对

线束摩擦而造成绝缘层破损。为了提高保护设计可靠性，在

装配前对包扎材料应进行环境筛选试验，避免不合格的产

品进入下一环节；还应在设计选型时针对不同部位的环境

应力，对不同包装材料进行加速寿命试验，以选出综合性能

最好的一种。

4结束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汽车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其普及程度越来

越高。人们对于汽车的选择上，往往都会将汽车的安全性、

实用性以及油耗性等作为首要的考虑要素。为了更好符合

人们的需要标准，必须加强汽车电气系统设计，汽车线束作

为电气系统中的重要内容，在传输电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成为影响汽车整体电力系统正常运转的关键环节，因此

对汽车线束设计及其可靠性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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