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机动车检测站实践报告(优秀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
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机动车检测站实践报告篇一

机动车检测站是一个重要的部门，负责检测并确保机动车辆
的安全性能。我有幸在一家机动车检测站实习，通过这段时
间的实践和学习，我深刻体会到了机动车检测的重要性，并
且对这个行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第二段：实习经历

我在实习期间参与了各种车辆的检测工作，并亲身体验了不
同类型的车辆故障和问题。我学会了如何正确操作检测设备，
如何检查车辆的底盘、悬挂系统、刹车系统等关键部件。而
且我还学到了识别车辆外观缺陷和破损的技能，比如踏板磨
损、车身划痕等。通过这些实践，我对机动车检测的流程和
标准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第三段：职业素养的培养

在实习过程中，我还意识到职业素养的重要性。作为一名机
动车检测员，不仅需要准确地检测车辆的问题，还需要具备
良好的沟通和表达能力，以便与车主进行有效的沟通。我发
现自己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我主动请教老师
和师兄师姐，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巧。我还在实习过程中实
践了如何客观公正地进行车辆评估，并学习了如何给车主提
出合理的维修建议。通过这样的实践和学习，我感受到了职
业素养在机动车检测行业中的重要性，并且逐渐提高了自己



的专业水平。

第四段：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机动车检测是一项需要多人协作的工作。在实习中，我和其
他实习生以及老师、师兄师姐们一起合作完成了许多检测任
务。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只
有和其他团队成员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作，才能顺利完成检
测任务。我也学会了彼此信任和倾听他人的建议，在困难的
时候相互支持和鼓励。通过这段实习经历，我明白了团队合
作的重要性，并且意识到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提高检测效率
和质量。

第五段：心得与展望

通过这段时间的实习，我不仅获得了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还收获了对机动车检测行业的热爱和热情。我希望将来能够
在这个行业中不断学习和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动车检测
员。我将继续加强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在实践中不
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并为机动车检测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
贡献。

总结：

通过机动车检测站的实习，我对这个行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并且体会到了检测的重要性。我通过参与检测工作，学习了
检测的流程和标准，并培养了良好的职业素养。我还体验到
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且明白了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提高检
测效率和质量。通过这次实习，我明白了自己的志向和目标，
希望将来能在机动车检测行业中不断学习和发展，并为行业
的进步做出贡献。



机动车检测站实践报告篇二

第一段：引言（150字）

机动车检测站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一环，作为一名学
生，我有幸能在这里进行实习。实习期间，我深入了解了机
动车的检测流程，学习了如何正确操作检测仪器，并与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了接触和交流。通过这次实习，我不仅学到了
许多专业知识，还培养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第二段：工作内容（250字）

在机动车检测站实习期间，主要任务是参与机动车的日常检
测工作。我们首先学习了如何对各种类型的车辆进行外观检
查，包括车身、车窗、照明等部分的检查，并熟悉了车辆的
安全性能要求。之后，我们学习了如何操作检测设备，如底
盘动力性能检测机、尾气分析仪等，学习了如何使用这些设
备检测车辆的底盘、发动机、排放等性能。通过实践操作，
我掌握了各种检测仪器的使用方法，同时也学习到了一些故
障排除的技巧。

第三段：实习所得（300字）

通过机动车检测站实习，我获得了许多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
首先，在实习期间，我深入了解了机动车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对传动系统、润滑系统、制动系统等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
此外，在与专业技术人员接触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他
们的经验和技巧，对自己以后的学习和发展非常有帮助。同
时，我还培养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学会了如何操作各种检测
仪器并独立进行检测工作。最重要的是，通过参与团队合作，
我深刻体会到了互相合作、相互支持的重要性，这对我的个
人成长非常有益。

第四段：实习心得（300字）



机动车检测站实习为我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
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专业知识。通过实践操作，我不仅学到了
更多的专业技能，也提高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在实际工作中，
我发现只有掌握了理论知识，并能将其应用到实践中，才能
真正解决问题。在团队合作中，我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
学会了与人沟通和交流。机动车检测站实习让我更加明确了
自己的职业规划与发展方向，我决心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汽
车工程师。

第五段：总结（200字）

通过机动车检测站实习，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也培养了
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入了解了机
动车的检测流程，学习了如何正确操作检测仪器，并与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了交流。通过参与团队合作，我培养了自己的
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此次实习不仅加深了我对机动车
技术的了解，还对我个人的职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我相
信这次实习经历将对我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机动车检测站实践报告篇三

20___年在上级质监部门监督指导下，我们严格依照《机动车
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圆满完成
了全年的检测工作。通过对今年我公司管理工作的回顾和总
结，梳理了目前存在的典型问题，为后续改进提供了素材，
现在此基础上提出20___年度管理工作的计划安排如下：

一、抓紧推进管理体系的换版工作

新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即质检总局(163)号
令已于20___年8月1日已经发布实施，根据省质监局关于实施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必须在7月1日前完成管
理体系换版要求，我公司计划明年6月1日前完成管理体系的
换版过程。由于新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中



与原《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内容上发生一定的改变，
计划在换版管理体系文件的同时还要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管理办法》中所有要素，已完善管理体系，确保管理
体系的有效运行。

二、检测设备的更新计划

动测量装置等设备要求。计划20___年10月对我公司安检车间
安装加载反力试验台及外廓尺寸自动测量装置。保证我公司
在用检测设备的持续先进性。

三、继续重视培训和沟通交流

为了更好的实施21861-20____《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
方法》标准，今年我公司积极参与了省市质监部门的新标准
宣贯培训，通过外部和内部的培训，明显提高了我公司员工
对新标准的认识。在内部培训方面，，无论是培训力度、培
训策划还是实施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也存在培训参与
度不高，培训效果有待提高的问题。根据现有的经验反馈，
明年将更重视培训的质，而非量。加大内部培训的力度，将
实践所得充分与大家分享，并为进一步完善制度做好铺
垫。(详见20___年度培训计划)

除了培训以外，20___年将更注重在管理工作中加大与各部门
的沟通交流，提高交流效率，推动管理理念融合。

四、加强检测线内部管理

严格按照机动车检测站的建设和管理标准要求，进行逐步分
解对照，认具准备，对没有达到要求和不足的地方尽快落实
解决;严格机动车安性能检测站的要求保证上线车辆的安全、
检测数据的真实性，绝对禁止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不符合
要求的车辆上线检测。保证每辆上线车辆的安全性能检测数
据的真实准确，避免因疏忽大意造成错误差结果，我们对机



动车行驶安全负责、对每位来我公司检测的车主负责。

20___年是继往开来的崭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夯实基
础增强业务能力，用过硬的检测水平迎接新的工作，争做全
市一流的机动车安全性能检测企业。

机动车检测站实践报告篇四

电控系统由电控单元(电脑)、各类传感器和执行器等组成。
各类传感器将空气进气流量或压力、进气温度、冷却水温度、
节气门位置、发动机转速、排气中氧的含量等的状况转换成
相应的电信号输给电脑;电脑经过处理和计算后，向有关执行
器发出指令，以控制最佳喷油量和点火时刻，使发动机在各
种工况下都处于最佳状态下工作，发挥最好的性能和最低的
排放。

在冷车起动时，电脑根据有关信号，通过冷起动喷油器和怠
速控制阀等执行元件，使发动机顺利起动并控制怠速的转速。
当发动机出现故障时，电脑可自动诊断故障和保存故障代码，
并通过故障指示灯发出警告，所保存的代码在一定的触发条
件下还可以输出。一旦传感器或执行器失效时，电脑自动启
动其备用系统投入工作，以保证车辆的安全，维持车辆续行
驶的能力。

电控汽车上输入ecu的信号主要分为三类：

1)描述工作参数的信号，如空气流量信号、冷却液温度信号
等。这类信号的特点是信号的值在一定的工作区间，通过工
作区间的判定即可确定是否发生故障。

2)车辆状况信号。一般为开关信号，表示附加装置是否在工
作，如点火开关、空调开关等。这类信号可凭人的直觉进行
判断，自诊断系统可以不对此类信号进行检测。



3)来自相关的电控系统的信号和反馈信号，如点火控制系统、
排气净化和爆震控制系统的反馈信号等。当这类系统出现故
障，自诊断系统会立即报警，有的汽车电控系统会因此而停
止工作。例如：发动机电子点火系统，在正常情况下，ecu对
点火进行控制，并在每次点火后对点火是否发生进行确认。
如果点火器或其它元件出现故障，连续3~5次不产生高压火花，
则安全监控电路便会输出一个信号到ecu，使系统中止汽油喷
射，避免未燃混合气进入排气净化装置。

装有氧传感器和爆震传感器的闭环系统，通过反馈信号来调
整输出信号的偏差，以实现系统的最佳控制。一旦反馈系统
出现问题，将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和排气净化。检测反
馈装置的工作发生故障时，ecu能很快确认，发出报警并记录
故障代码。开环控制系统由于没有反馈信号，当执行器出现
故障时，只要输出信号没有错误，电控系统不认为出现故障。
例如有的电控汽车的怠速控制系统，若怠速执行装置或空气
通道出现问题，自诊断系统并不发出报警信号，也没有故障
记录。

在电脑控制汽车维修中，经常遇到因拆过蓄电池桩头或更换
控制电脑后引出一些故障，需要按一定程序或用专用仪器重
新设定。

2、tps设定：是指节气门开关或位置传感器，以怠速时应有的
信号电压的调整设定值。

3、怠速学习：是指电脑因曾拆过电瓶线或记忆故障码，而使
记忆资料消失或不正确，而必须以特定步骤或程序来从新建
立怠速运转状况资料模式的一种设定。

4、换档点：是指电脑自动变速箱，必须依据发动机负荷条件
与自动变速箱电脑间互相确认最佳性能模式下自动变速箱各
档位，升降档时，车速及转数的一种设定。



5、程式设定：是指主电脑从原厂供货时，未将记忆体的资料
输入确认program，必须利用专用仪器输入程式资料的设定。

6、程式再设定：是指主电脑中的记忆体资料可能因有错误或
有新修正资料，而利用专用仪器重新整理电脑记忆资料的设
定。

7、确认码设定coding：是指新的主电脑可提供多种车型使用，
当要使用时，必须利用专用仪器输入一组确认代码的设定，
即可适用在该车型使用。

8、再确认码设定：是指主电脑已使用在车上，但因系统变更
或有修正，要重新改定确认码的设定来改变主电脑的控制模
式。

9、网路学习设定：是指全车系中有数个电脑之间均有连线，
但因电源曾经中断或资料连线曾经中断，而必须使各电脑之
间恢复正确连线的特定步骤程序的设定作业。

10、网络省电设定：是指全车系电脑，当点火开关key-off后，
等待60-180秒，全车电脑会进入省电模式，最大耗电流应
在0.3安培以下,如果超过,则必须依据一定程序来设定恢复网
路省电模式。

(一)自诊断模式的分类

机动车检测站实践报告篇五

近年来，机动车检测站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环保方面的重
要作用逐渐凸显。作为大学生，我有幸在某机动车检测站实
习一段时间，亲身体验了这一工作的方方面面。通过这段实
习，我深深感受到了机动车检测站的重要性，也获得了许多
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



第一段：认识机动车检测站

在实习的开始，我首先对机动车检测站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我了解到机动车检测站主要负责对汽车的安全性、环保性进
行全面检测，确保车辆在路上行驶时没有安全隐患，同时也
对废气排放进行监管。机动车检测站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守门
人，它的存在一方面为车主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为道路
交通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段：接触专业设备

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与各种专业设备进行了亲密接触。我学
习了怎样使用排气分析仪、底盘测功机和车辆轮胎动平衡仪
等设备，了解它们的使用原理和注意事项。这些设备的存在
使得机动车检测站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车辆的安全性和环保
性，为车主保驾护航。

第三段：锻炼细致观察力

在机动车检测站实习期间，我发现自己的细致观察力得到了
很大的锻炼。在进行车辆检测时，每一项细节都至关重要。
例如，底盘测功机检测车辆的车速、功率和制动性能时，我
需要仔细观察仪器的指示和车辆的反应，一丝不苟地完成测
量。这种细致观察的能力不仅在工作中有很大作用，也对我
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观察起到了积极影响。

第四段：提高服务意识

在机动车检测站实习期间，我还意识到服务意识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与车主接触最密切的环节，我明白了一点：细致的
服务和良好的态度对于提升用户体验至关重要。我尽量耐心
地解答车主的问题，为他们提供准确的检测结果，同时也为
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和推荐，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维护车辆的安
全和环保。



第五段：提升工作协调性

机动车检测站的工作需要各个环节的高度协调。在实习中，
我与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学会了怎样与他人合作，
如何克服困难，实现工作目标。这种团队合作的经验让我更
加理解协作的重要性，也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而团队的力量则是无穷的。

通过这次机动车检测站的实习，我收获了很多。这段经历不
仅让我更加了解了机动车检测站的工作内容和重要性，更为
我的人生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我相信这段实
习经历对我的学业和未来职业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我将
用这次实习的所见所闻所学，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服务
水平，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一句名言所
说：“只有不断地实践，才能不断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