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交通学院汽车
工程学院院长于明进教
授介绍，现有的汽车制动
能力足以满足日常需要，
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货
车超载和维修保养不及
时。由于长期磨损，刹车
鼓质量变轻、直径变大，
聚集的热量也就变大，降
温达不到要求，制动性能
相应下降，给汽车降温就
成为必要。

一位汽修厂老板介
绍，目前冷水降温是最常
用的方式，包括滴水装
置、过冷水池等。但是，

“冷激”对于滚烫的铁质
刹车鼓来说，损害性很
大。

于明进介绍，除了冷
水降温，现在大型客车和
常年在山区行驶的货车
一般都会在发动机和传
动系之间加装缓速器。汽
车在减速或下长坡时，启
用缓速器，可以平稳减
速，免去使用刹车造成的
磨损和发热。

不过，专家表示，相
比物理降温的滴水装置，
加装缓速器成本较高，少
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
加上非强制推行，并不是
所有货车都加装。

在目前冷水降温还
被普遍使用的情况下，货
车司机的驾驶经验和习
惯就显得尤为重要。“应
该尽量使用发动机制动。
不要在高温时才滴水，应
该在下坡前刹车鼓热度
不大时就开始启用滴水
装置。”于明进说。

本报记者 吴金彪
王兴飞

劣质货滥用，却未列入年检

致命刹车鼓
到底谁在管
本报记者 吴金彪 王兴飞 实习生 闫赟 张培培

“三百多的、四百多的、五
百多的我们都有，原厂生产的
贵点，要600元多点，你想要哪
一种？”27日下午，记者在济南
二环北路探访时，一家汽车维
修店老板向记者介绍，更换货
车刹车鼓，最便宜的只需要
320元。

外貌相似的刹车鼓，价格
为何差一倍？老板称，生产厂
家存在“原厂”和“副厂”的区
别。“原厂提供的是原装正品
货，副厂就是一些小厂子，生
产成本低，价格自然低。”这位
老板称，在他这里更换刹车鼓
的，大都选用300多元价位的，

“价格便宜，吸引力就大，原厂
货基本卖不动。”

记者走访附近的其他几
家维修店、配件城发现，正品
刹车鼓十分罕见，而销售着的

“副厂”刹车鼓，根本看不出产
地、厂家、材质等信息。一家配
件城负责人坦言，他店里出售
的刹车鼓都是“三无产品”。

“想要什么外观、颜色的都有，
但就是没有外包装，事实上我
也不知道产自哪里。”该负责

人说。
采访中，一家大型汽配代

理公司的负责人王先生告诉
记者，他们已经不再销售原厂
刹车鼓配件了。问起原因，对
方说，除了来自“副厂”产品的
低价竞争因素外，也有原厂刹
车鼓销售渠道本身的原因。

“原厂货经营都是分级代
理制，或者是厂家直营。我们
要从他们那儿订货，卖价自然
比他们高，顾客也可以直接从
他们那儿买，根本不需要花更
多钱买我们的货。”王先生说，
因此，不少配件公司都不再经
营原厂刹车鼓了。

此外，王先生称，刹车鼓
根本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

“如果有，那也只是厂商自己
的标准。”就算同一个厂家，生
产的刹车鼓规格也存在不同。

“一个厂家生产的刹车鼓有55
公斤重的，也有51公斤重的，
这和材质有关。材质好、做工
好的刹车鼓，周边磨损光了也
不会爆裂，但做工差、用料差
的，行驶一段里程后开裂很正
常。”

按照规定，大货车行驶两
万公里时，必须对刹车鼓进行
更换或维护。记者发现，大部
分大货车并没有按照规定执
行。

“我跑了18万公里，刹车
鼓也没有更换。”货车司机高
师傅说。他驾驶一辆载重40吨
的大货车，常年跑济南-广州
一线。“购车时厂家承诺30万
公里内对车辆免费保养维修。
刹车鼓不属于易损部件，30万
公里应该是刹车鼓无损行驶
里程。”高师傅这样认为。

另一位司机则给出了不
同的看法。“好的刹车鼓跑8万
公里就不错了，差的连两万公
里都不一定能撑下来。”该司
机介绍，刹车鼓使用寿命，除
了和本身质量有关外，也受驾
驶员技术、路况、天气等影响。

刹车鼓出现破损，驾驶员
能不能及时发现？“没有足够
的驾驶经验，司机很难区分，
高速路上车轮子跑丢一个司

机都不知道的事都有。”货车
司机王师傅说，刹车鼓破损会
导致刹车时有轻微侧翻感，但
一般司机都会当成是路况问
题而忽略掉。“除非刹车时有
明显不对劲儿的感觉。”

王师傅说，由于自己不是
车主，更换刹车鼓并不完全由
自己决定。“少一两个刹车鼓
对行驶没多少影响，如果只是
刹车鼓轻微破损，老板根本不
会更换。”王师傅说，有的同事
还是挂靠到运输公司的，更不
愿自己掏钱更换刹车鼓。

“这两年活不多，挣钱也
少，车险、货险、油费、上路费样
样都花钱，能省就省。”王师傅
说。

“一个轮胎的保轮(加黄
油、检查螺丝轴承等)要50元，
一般半年保一次。如果更换刹
车鼓，一个就要再加300多元
钱。”在省城一家汽修厂门口，
一位长期从事货车运输的司
机跟记者算起了账。

司机吴斌和宋丰升都被刹车
鼓击中，造成一死一伤。尽管几率
不大，但却足够凶险。如此致命的
刹车鼓是否纳入了车辆常规检
验？

据记者了解，相关部门对大
货车的检查、检验在数量上并不
少。大货车除了每年要接受交管
部门年检取得年检标识以外，还
要接受交通部门的两次二级维
护，并且要在营运证上加盖合格
证书。此外，在一定里程之内，货
车生产厂家都会提供免费保养，
更换机油或配件。

大货车年检中，安全技术检
验总项目有100多项，其中包括制
动系统部件、结构改动、轮胎螺

栓、半轴螺栓等检验内容。
“这都是在不拆解的情况下

进行的。”一家机动车检测中心的
工作人员说，在检验过程中，刹车
功能看似正常的车辆，并不代表
刹车鼓没有裂纹等问题。

不过，工作人员也提到实际
操作的困难：大货车动辄十几个
轮胎，如果将轮胎一个个卸下来，
检查完刹车鼓再装回去，工作量
太大，不现实。

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情
况：贴着年检合格标志的大货车
可能已经出现隐患——— 刹车鼓出
现了裂纹或者严重破损、变薄。

如何避免意外事件发生，就
只能靠司机的自觉了。

继去年杭州“最美司机”吴斌遭遇致命刹车鼓之后，潍坊
交运集团驾驶员宋丰升再次被无端飞来的刹车鼓击成重伤。
尽管此类意外仍是小概率事件，但如此严重后果，却不得不让
人追问：致命刹车鼓，到底谁在管？

26日、27日，记者调查发现，不仅劣质刹车鼓充斥市场，日
常的车辆维护、年检中，刹车鼓也落入了空当。刹车鼓高速公
路上“行凶”，意外中也潜藏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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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二环北路上的一家汽修厂内，废弃的刹车鼓堆在一起，有些已有明显裂痕。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一家汽配店内的刹车鼓，店主承认是副厂件。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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