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关将至，车主大多会
为自己的汽车做一些保养、检

测，以便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或自驾出
游。然而很多车主,特别是新车主都有这
样的感受：自己不懂怎么修车，又不知道要
修什么，还要担心修车保养的时候被人坑
了。为此，本报《汽车周刊》为大家收集整
理了一些汽车维修中常见的陷阱，供车
主参考，以避免被不诚信的商家坑

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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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造故障 夸大故障

一些车主在驾驶车辆的时候，有时会感觉汽车
哪里有些小的故障，但也没发现什么大毛病，也没对
行车带来多大的不便，在判断不准的情况下，一般会
去4S店或汽修厂做一番检查。这时候，会有些不诚
信的4S店或汽修厂欺负车主不懂车，夸大汽车的故
障，甚至于没什么故障的，却给车主编造一些本来不
需要的维修项目，趁机提高维修费用，让车主白白花
了冤枉钱。

建议：大家向维修店索要检测维修凭证，遇到维
修顾问建议车主更换零部件时，如果消费者无法确
认服务人员所说情况是否属实，可以要求工作人员
拿出相应的检测凭据。这也可以作为日后申诉、要
求赔付的证据。

� 小心掉包或虚报机油量

给汽车发动机更换机油时，工作人员在加油过
程中，一桶4升的机油，实际加了3.8升，但在向车主
报账时，却是4升。剩下的0.2升机油，维修人员多
操作几次就可以收集成一桶卖给下一个车主。还有
更严重的就是本来车只需要加4升机油，向车主虚
报说需加5升。

建议：在工作人员加机油之前要看一下机油包
装的瓶盖是否被打开过，同时要注意工作人员在给
客户看过机油之后，将其他车辆未用完而汇集起来
的机油进行掉包，另外，要仔细翻阅自己车型的车主
手册，知道车辆发动机的所需的加机油标准量。最
好在做完保养后，启动车辆前，自己动手抽出机油
尺，检查机油是否够量。

� 掉包配件

这种现象一般只存在于个别不正规的维修档口
与维修厂，正规4S店维修厂基本不存在此种情况。
具体操作是，把一台成色较为新的待修车的配件拆
下来换给另一台车。还有就是维修人员手上有大量
已经使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老旧配件（比如较为隐蔽
的传感器），把你新车上的配件都给换走了。这种情
况多针对车上的各类传感器、执行器元件、轮胎等容
易被调包的配件。

建议：车主应该尽量了解自己所驾汽车的基本
知识，对汽车的各个零部件有个大致了解，对于自己
该更换的零部件有细致了解，做到心中有数。另外，
对于个别要帮自己代办服务项目的人员要留个心
眼。

� 事故车越修越伤

爱车不幸出了事故，把车送去修理厂。然而经
常遇到的情况是，车越修越有问题，不修不知道，一
修吓一跳。不仅修出大问题，还越修故障越频繁，修
得没完没了。很多情况是因为一些不守信的修理厂
的修理工会在事故车定损之前，将车上部分较新的
部件拿走卖掉，取而代之的是旧件甚至残次件，事故
车也将越修越伤，越修越频繁。

建议：车主最好与维修站一起将车辆的外观情
况、备胎及工具等进行确认、记录。另外，监督相关
工作人员为自己的爱车第一时间进行定损，并拿到
定损单之后再离开。

� 偷工减料

维修厂给到的维修清单，与实际实施的维修项
目不一致。该换的没换，该换的只修，维修方式不一
致等。

建议：大家在汽车维修好后，认真检查核实一下
实际的维修项目，这不仅关系金钱的问题，事情大了
还影响行车安全。

� 贴膜假货充名牌

这个损招在维修行业里面比较普遍，更具欺骗
性的是，拿给你看时，防伪标志、防伪电话等一应俱
全，但是贴在你车上的就是假膜。

建议：尽量用有保修卡的贴膜，然后打相关的电
话到厂家去核查验证真伪。

� 修旧充新

碰撞或者事故后，本来应该更换掉的保险杠、叶
子板、大灯等被维修人员钣金、喷漆、修复后又偷偷
冒充新的给装了上去，按照全新配件的收费。

建议：修理好后，好好检查修理更换好的配件，
是否是全新的，以旧充新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车友
稍加认真检查就能看出来。

� 以假充真的疯狂

据业内人士介绍，现在汽车维修市场上除了从
4S店、服务站流出来的正品外，多数都是副厂件，而
只要市场上某种车型的保有量足够大，仿造正品、批
量生产副厂件就有利可图。而大灯、保险杠、漆盖等

钣金常用件更是副厂件的重头戏。副厂件一般都不
经过检验就出厂，没有合格证书，至于保修期等则是
买卖双方私下商定的，有的甚至没有任何保修期。
另外，除了副厂件充正厂件外，还有翻新件冒充新
件，拆车件冒充新件等假冒伪劣行为。一般发动机
以外的任何附属件，比如油封、发电机、空调压缩机
（拆车件和副厂件较多）、三格、汽油泵、汽油滤清器、
刹车皮等等易损件都普遍存在这种情况。

建议：在更换前，让对方书面承认是正厂件，并
且承诺保修。再就是看配件的包装是否精美，配件
号等印刷字体是否清晰，配件包装贴纸的纸质是否
优良，因为一般正厂件的贴纸纸质都非常好。

� 配件只换不修

车辆一些配件出现非致命的小故障，只需要简
单维修即可。但是一些不诚信的经销商，为了趁机
赚取利润也节省时间，完成维修任务就把这些费用
直接转嫁到客户身上，原本只需花十几元的故障，他
们硬是直接要求车主更换零件，大大增加了维修收
入，让车主无奈，受气，吃尽哑巴亏。

建议：车主有时间积累些汽车维修知识是非常
有用的，另外你也可以要求对方出示检测凭证。最
好有自己认识的汽车维修的朋友，在这个关键时候
能帮上不少忙。

� 熟客更好宰

“熟人好办事”，不少车主认为店里有人，“混
熟”了就能避免被“潜规则”。然而，在一些不诚
信的汽车修理商面前，大家所谓的友情都会显得苍
白无力。

建议：大家最好对自己爱车的故障问题有一定
的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汽修知识。在车辆维修过
程也认真跟进每个细节，避免维修过程中被坑。

� 如何避免坑蒙宰骗？

大家除了多留点心，积累一些保养维修知识是
非常有用的。爱车出现一些小毛病，自己也能轻松
搞定。遇到大问题时，不至于被维修人员坑蒙宰
骗。或者你也可以主动结交认识一些懂汽车维修保
养的朋友，绝对能帮你省不少钱。

除以上的一些防骗、防宰常识以外，如果车友在
维修、保养车辆时，遇到一些不诚信的4S店或修理
厂有欺骗和宰客现象，可拨打晚报《汽车周刊》投诉
电话：18481886789，我们将努力为你维护合法权
益。

（本报记者 龚克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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