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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译码应答器的数码防起动装置 

 

 
 

手册内容概要 
 
 

PSA 带译码应答器的数码防起动装置 
 

 
 
该系统主要由一个装在点火开关钥匙顶部的应答器芯片，一个控制整个防起动功能的电子控制

盒，以及一个天线(对于 ADC1 还包括模拟组件)构成，包含 ADC1 及 ADC2 内容。 

本手册涉及以下主题： 

-  系统的介绍 

-  系统的使用 

-  应答器运转原理 

-  电子控制盒 

-  诊断 

-  电路 

-  售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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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体介绍 
 

1－作用 
带应答器的数码防起动系统的作用是控制带防起动功能的发动机电控单元的上锁和开锁；防起

动功能是发动机电控单元功能之一。 

该系统由下述装置组成： 

 一个安装在汽车点火开关钥匙顶部的应答器组件，亦称为“应答标签”； 

 一个安装在转向器防盗锁顶部的线圈及其模拟组件； 

 一个电子控制盒即 BSI，其任务是与发动机电控单元(ECM)对话，控制发动机开锁和上锁。 

 

 

 
注：与键盘式数码防起动器相比，这是一种完全自动化的装置，无需使用者的任何操作。 

对于 ADC2 无模拟组件，其功能由 CV00 完成。 
 

2－装置构件的功能 
 应答标签(E/R)： 

- 应答标签带有一个身份识别码（ID），在“探测遗忘在转向器防盗锁里的钥匙”时，可

以使自己被 BSI 识别 

- 应答标签包含的各种参数使它可以： 

       ·检查电子控制盒（BSI）传送的数据 

       ·形成应答码，传送给电子控制盒（BSI） 

 线圈及其模拟组件： 

其功能为：  

- 为应答标签的对话功能提供所需的电能 

- 承担模拟组件/应答标签对话信号的调制和调解 

- 形成模拟组件/电子控制盒对话信号 

 电子控制盒（BSI）： 

其功能为： 

- 向模拟组件（或 CV00）传送各种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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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应答标签上写入数据钥匙 K 

- 读取应答标签上的身份识别码（ID） 

- 为写入和读取的数据编码、解码，并与存储的有效数据进行比较 

- 记忆应答标签的身份识别码（ID），ECM 防起动码，以及数码钥匙 K。 

- 与发动机电控单元对话 

- 记住用户密码，制作发动机 ECM 起动码，并与售后诊断仪对话 

- 防撬自动保护  

以下对话线路的反扫描功能： 

 诊断线路 K 

 读取应答标签的身份识别码（ID） 

管理运转显示系统： 

 发动机电控单元开锁指示灯 

 开锁的 LED 显示  

 蜂鸣器 

- 探测忘记在转向防盗锁里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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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使用方法 
 
车辆交付使用时附带 2 把或 3 配有不同应答标签的钥匙。每把钥匙都有自己的身份识别码（ID）。

此外，还可以增添 2 把或 3 把配有应答标签的备用钥匙。 
因此，该系统最多可以同时识别 5 把钥匙，同时根据钥匙数量最多配 4 个遥控器。 
 

1－开锁 
 使用者将钥匙插入防盗锁，置于 M（发动机）位置(+APC)： 

- 红色的 Led 指示灯熄灭 

- 仪表盘指示灯亮起, 表示系统进入识别应答标签阶段 

- 电子控制盒（BSI）和识别标签之间进行数码信息交换 

 如果应答标签被系统识别为有效，系统将在下述情况下请求发动机电控单元开锁。 
- 接收到发动机电控单元状态信息以后 

→ 系统通过通信端子 CS 向发动机电控单元发出含有 ECM 防起动码的程序信息 
- 当接收发动机电控单元的开锁信息后 

→ 仪表盘信号灯熄灭 ⇒ 发动机可以起动 

- 收到“错误”或者“上锁”信息 

→ 仪表盘指示灯闪烁 (频率 = 2,5 赫兹) 
→ 蜂鸣器连续鸣叫，直到+APC 消失 ⇒ 车辆此时无法起动, 因为发动机电控单元仍然

处于上锁状态 
注：从+ APC 接通到仪表盘指示灯熄灭最多 1 秒钟。 

 

 如果插入的钥匙不带有应答标签，或者没有完好的应答标签:  
→ 指示灯闪烁   (频率 = 2,5 赫兹) ⎫ 
                                ⎬ 直到+APC 断开 
→ 蜂鸣器起动，并连续鸣叫         ⎭ 
⇒ 起动无法进行 

 

2－上锁 
对于 ADC1 在下述条件之一情况下，发动机电控单元会自动发出上锁命令: 

 +APC 断开后最迟 5 分钟。 
 驾驶员车门打开后 10 秒，如果车门在点火开关断开 5 分钟后打开。 
 如果+APC 断开时出现“驾驶员车门打开”信息，上锁命令会在+APC 断开后 10 秒钟发出。 

对于 ADC2 在+APC 消失后，进入 6 秒延时状态。延时结束，发动机计算机锁闭。发动机不能

启动。发动机计算机被切断供电即锁闭。  

 
3－探测钥匙 

驾驶员车门一打开，防盗锁里的防起动系统便开始探测钥匙的存在。蜂鸣器随后起动，并最多

连续鸣叫 10 秒。 
在此期间，系统会在下述情况下停止运行： 

 车门关闭 (车门打开信息消失)； 
 +APC 信息出现； 
 钥匙从转向防盗装置中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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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装置组成 

TCC003D

+ 常设 + APC

1

2

3

4

5

6

78

或

或

发动机电

子控制装置
CPO

9 10 11  

  1 - 应答器，即“应答标签” 

  2 - 带有集成天线的模拟组件（对于 ADC2 无此模拟组件，其功能由 CV00 完成） 

  3 - 电子控制盒 (BSI) 

  4 - 集中的诊断插头 

  5 - 发动机控制双密封继电器，或柴油发动机防起动继电器（对于 ADC2 无） 

  6 - 位于柴油喷射泵上的防起动组件（对于汽油机无） 

  7 - 发动机控制计算器 

  8 - 驾驶员车门打开信号开关 

  9 - 上锁信号显示  

10 - 开锁指示灯 

11 - 蜂鸣器 

该装置使用四种不同的编码： 

 一个用户密码，用于售后维修人员删除/写入电子控制盒、发动机电控单元或柴油泵组件的

内存储器。 

 钥匙身份识别数码（ID）。用于在执行“探测遗忘的钥匙”功能时，电子控制盒（BSI）识

别点火开关钥匙。 

 一个 ECM 防起动码，用于发动机控制单元或柴油泵组件的上锁, 

 一个数码钥匙 K,用于在执行“数码防起动”功能时,点火开关接通后，电子控制盒识别钥匙。 

点火开关钥匙上的应答标签包含一个身份识别码以及数码钥匙 K。 

发动机控制单元包含一个 ECM 防起动码。 

电子控制盒包括： 

 用于售后维修安全的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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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或多个身份识别码（ID），因为每把钥匙都有自己的身份码，用户一共可有 5 把钥匙； 

 一个用于控制发动机上锁的 ECM 防起动码； 

 点火时，识别应答标签过程中使用的数码钥匙 K。 
 

钥匙识别功能(数码防起动) 运行程序如下： 

对于 ADC1： 

 +APC 出现后, 电子控制盒 BSI 请求模拟组件及其天线生成一个载频，为应答标签供电： 

→ 天线载频开关打开，天线发出磁场，为应答标签提供能量， 

→ 应答标签借助其天线，向模拟组件回传一系列连续的同步窗“LIW”。模拟组件接收

LIW，使之成形，然后发送给电子控制盒，含 ID 信息。 

 电子控制盒 BSI 与 LIW 同步，将 ID 信息与自已所存储的 ID 信息相比较，相同则借助模拟

组件和天线向应答标签发送以下信息： 
-ID“有效”指令； 

- 随机数字 RN； 

- 数字 (RN)的第一个运算结果值 f。 

 应答标签通过计算来检验破译值 f (RN)。如果结果正确，便通过模拟组件回传给电子控制

盒 BSI 以下信息 ： 
- 第二个破译值 g (RN) 
- 连续的同步数据(LIW) 

 电子控制盒自行计算 g (RN)值，并与接收的 g 值比较，如果两个值一致，电子控制盒向发

动机控制单元（或柴油泵组件）发送开锁信息。 

这一信息中含有发动机电控单元（或柴油泵组件）中记忆的 ECM 防起动码。如果 ECM 防起动码

被识别，发动机电控单元（或柴油泵组件）自行开锁 ，并告知电子控制盒 BSI“锁已打开”。 

注解： LIW = 同步窗 
RN  = 随机数字   
f 和 g 都是写在电子控制盒 BSI 和应答标签里的算法。f 和 g 在电子控制盒及应答标签里都

是相同的。 
但是, 每个电子控制盒 BSI 都有自己的参数，与之对应的应答标签（一个或多个）同样需

要记住这些特有的参数。 

  例如：公式 f(x) = ax² + bx + c ⇒ x 是随机数字 RN，a,b,c 都是参数。 

对于 ADC2： 

 +APC 出现后, 电子控制盒 BSI 请求 CV00 及其天线生成一个载频，为应答标签供电。 

应答标签借助其天线，通过 CV00 向电子控制盒 BSI 发送包含 ID 的信息，并请求识别。 

 电子控制盒 BSI 将 ID 信息与自已所存储的 ID 信息相比较，相同则借助 CV00 和天线向应

答标签发送以下信息： 
-ID“有效”指令； 

- 随机数字 RN； 

- 数字 (RN)的运算结果值 f（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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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答标签通过计算破译值 f (RN)。并将结果通过 CV00 回传给电子控制盒 BSI 计算结果

f(RN) ： 

 电子控制盒 BSI 自行计算 f(RN)值，并与接收的 f 值比较，如果两个值一致，电子控制盒

BSI 则等待电子控制盒 BSI 与发动机电脑的对码结果，如果通过验证则向发动机控制单元

发送开锁信息。 

 

钥匙识别功能 (钥匙遗忘在转向器防盗装置里) 

电子控制盒起动天线的载频 ⇒ 应答器回传连续的数据（LIW）。 

电子控制盒与 LIW 同步，并向应答器发送“识别 ID”指令。 

应答器向电子控制盒 BSI 传送身份识别数码 ID 和连续的 LIW 。 

如果电子控制盒确认了 ID (电子控制盒读取数码，并与其存储中的值比较，结果一致)，它结果：

钥匙在转向器防盗锁里 ⇒ 电子控制盒起动嗡鸣器。 

 

 

 

 

 

 

 

 

 

 

 

 

 

 

 



 

 7

第四章  应答标签与天线和模拟组件运转原理 
 

1－应答标签 
 

A - 介绍 

 
 

R： 电阻 

IC： 集成电路芯片 

CK： 载频输入 

 应答器主要由一个电子芯片和一个线圈构成 

 芯片里存储着： 

- 身份识别码 ID。这一识别码可以在转向器防盗锁里探测钥匙的存在。它只是有关应答器

的流水号。这一识别码由供货商刻在应答器的存储器中(EEPROM)，只能读取。 

- 数码钥匙 K 包含算法 f 和 g 的所有参数。 这一数码钥匙是每一个电子控制盒所特有的；

应该在线路终检或售后操作中把这个数码写在应答器的存储器里。数码钥匙在同一车辆

的所有应答器中是相同的。 

 

只有在接电的情况下，芯片才可以运转 

 线圈通过感应回收： 

- 给芯片供电所需的能量，使芯片工作： 

→ 传送数据后； 

→ 接收数据并将数据写入存储后。 

- 工作节奏由时钟决定 (125 千赫兹)。 

 芯片负责： 

- 通过模拟组件向电子控制盒传送数据。以特定的频率，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使 R 与线圈接通，

以便调制吸收的能量。这一现象以调制电压振幅的形式被模拟组件的天线端子探测到。 

- 接收来自电子控制盒的数据，将数据译码/或写入存储器。接收数据具体表现为芯片供电

电流的非常短暂的中断。 

- 计算并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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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线和模拟组件 
 

A - 作用 

天线和模拟组件总成的作用： 

 向应答标签提供能量，以便应答标签可以通过天线/模拟组件总成与电子控制盒对话。 

 调制/调解模拟组件与应答标签之间的对话信号振幅。 

 接收信号，并通过路组将信号传送给电子控制盒。 

 

天线总成 + 模拟组件只是电子控制盒与应答器对话的一个界面。 

 

B - 原理 
 

调制解调器 
C 

Vc 

Ve 

R 

Vsd

i  100 mA
f = 125 KHz 

天线 
Ls, Rs 

+ 12 V 电压调解器

生成 125 千赫兹的频率 
电子逻辑 

装置 

模拟组件

地线 

同步 
时钟 

数据 I/O

电子控制盒 

+ 12 V 

TCC053D

 
电子逻辑装置用于接收来自电子控制盒的逻辑指令，以便将天线及其模拟电路定形为读取型或

书写型。 

模拟组件负责传递识别所需时钟，一个 125 千赫兹的正弦交流磁场。带有一个电容器的组合天

线负责保证电流是正弦式的。 

注：这个 125 千赫兹的正弦信号名为“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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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件与应答器的主要对话 
模拟组件与应答器的对话是借助两个磁性耦合线圈进行的。 

 

点火开关接通后，电子控制盒向模拟组件发送一个特定的逻辑指令。 

模拟电路负责管理一个在天线里流通的 125 千赫兹频率的同步信号。该电流为天线供电，天线

发射的磁场将应答器线圈“包围”起来。由于磁场是可变的，因此，应答器线圈就变成了一个感应

电势，即一个感应电流的支撑面。正是这一感应电流为芯片供电。 

读取：根据要传送的数据，芯片以 125 千赫兹的频率将其线圈的电流周期性地转接给一个平行

安装的电阻。 

 

这样就形成了阻抗的改变，引起应答器线圈电压的变化，由于磁力耦合，两个线圈相互远离，

因此电压的变化也可以在模拟组件的天线中感受到。解调器的作用就是记录在天线中流通的信号的

变化。 

书写：芯片以 125 千赫兹的速度扫描可能出现的载频的超短中断。 

 载频的中断是由电子控制盒通过模拟组件/天线，根据要向应答器传输的数据而生成的。由于载

频的这一中断极为短暂，因此芯片还可以继续得到供电，从而继续运转；这使得芯片可以探测到线

圈中感应电流的微小变化。 

注：芯片具有一种在供电中断后的极短时间内继续保持运转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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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子控制盒（BSI） 
 
1－基本功能 

由于应答器的识别过程非常复杂，我们在研究电子控制盒与应答器的对话时，有意将模拟组件+

天线总成“分流”出去。 

 

A - 控制盒与应答标签之间的对话 

在书写模式下，电子控制盒通过模拟组件或 CV00 使载频中断，以便向应答器发出下述指令： 

 身份识别（ID）-模式→在执行探测忘记在转向器防盗锁里的钥匙功能时，命令应答器出示

身份。 

 写入（WR）-模式→命令书写 数码钥匙 K ( f(x) 和 g(x)公式的参数)。这一模式在工厂的

线路终检，或在售后记住应答器钥匙的操作中使用。 

 认证(AUTH)-模式→在执行数码防起动功能时，向应答器发出“认证”指令，从而在点火

开关接通时，起动钥匙认证程序。 

B -  不同数码的存储 

应答器功能所涉及的所有数码都由电子控制盒管理，并被电子控制盒永久存储起来。 

1 应答标签（E/R）的身份识别码（ID） 

身份识别码（ID）可以在

执行“探测忘记在转向器防

盗锁里的钥匙”功能时，使

电子控制盒 BSI 发现钥匙。 
电子控制盒 BSI 可以记忆 5

个不同的身份识别码；因此，用

户可以有 5 把钥匙。购车时，用

户至少可以得到 2 或 3 把钥匙。

这些数码可以被删除、重新编程

或改变。同时，根据钥匙数量可

最多配 4 个遥控器。 

2 用户密码 

这是售后维修站为了更换钥匙或发动机电控单元，深入到电子控制盒 BSI 内部的唯一方法。 

用户密码是与车辆的（VIN）有关，在车钥匙上的“用户密码”卡。用户密码是按照从 0 到 9，

从 A 到 Z 的顺序（I 和 O 除外），根据字母和数字组合分类，由 4 个字母组成的。 

接入码被工厂的操作工输入电子控制盒 BSI；每个字母都被编码到一个八位二进制数的位组上。 

注：如果诊断线路 K 没有编制任何用户密码，那么： 

- 接通点火开关时，系统无法识别钥匙, 

- 系统无法与发动机电子装置对话，发动机电子装置被视为开锁 

- 点火开关接通时，没有蜂鸣器，没有开锁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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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动机电控单元防起动码 

这是发动机电控单元防起动功能的开锁码。它由四个十六进位制的字母组成。发动机电控单元

的初始接入值为“1111”。 通过一个特定程序，电子控制盒 BSI 借助一个保密算法，在用户密码的

基础上确定车辆本身的发动机电控单元防起动码。  

4 数码钥匙 K 及认证码（函数计算结果） 

由 96 位组成的数码钥匙 K 是每个电子控制盒所特有的，应答标签必须记住这个编码。它为 f(x) 

和 g(x)两个数学公式提供参数。认证码（函数计算结果）无法事先在 BSI 内进行编程，而是由 BSI

在记住识别码的过程中计算出来的。 

 

C - 与发动机电控单元的对话 

1 原理 

+ APC 出现后, ECM（发动机电控单元）将其状态作为第一条信息在电子控制盒 CE-ECM 线路

上发送，该信息被连续传送 3 次。电子控制盒接收到第一条信息后，通过其 CS-ECM 线路向发动机

电控单元发出一条指令 (例如，开锁指令)。接收到这一指令后，EMC 将其新的状态作为第二条信息，

通过 CE-ECM 线路传送出去，同样是连续传 3 次。 

图解 

ADC018D

t

t

t

+APC

E-ECM
的输入端C

S-ECM
输出端C

 控制盒的

T'ET'A

TA TB TC TD TE TF

ECM发出第二个信息
(3个信息)

ECM发出第一个信息
(3个信息)

开锁指令

ECM

 
 

从 ECM --> 控制盒的传输： 

特点 名称 历时 

ECM 传输第一条信息前的时限(在 + APC 上升沿和

第一条信息的起始位之间测量 ) TA(毫秒) 200 至 800 

ECM 第一条信息的传输时间 TB(毫秒) 61,5 

ECM 传输第二条信息前的时限(在控制盒指令的最后

一个截止位结束后和第二条信息的第一个起始位开始前测

量) 
TE(毫秒) 100 至 00 

ECM 第二条信息的传输时间 TF(毫秒)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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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盒 --> ECM（发动机电控单元）的传输: 

特点 名称 历时 

放弃等待 ECM 第一条信息前的时限(time-out) T’A(毫秒) 850 

发出指令前的时限（在 EMC 第一条信息的最后一个

停止位和指令信息的第一个起始位之间测量） TC(毫秒) 120 

指令传输时间 
开锁（5 个字母的信息，每个字母之间无间隔） 
上锁（三条信息，每条信息 1 个字母，每条信息间有

17 毫秒的间隔） 

TD(毫秒) 
 

46 
61,5 

放弃等待 ECM 第二条信息前的时限 (time-out) T’E(毫秒) 550 

 

2 开锁程序 

a - 接收 ECM（发动机电控单元）的最初状态信息 

+ APC 出现后最迟 180 毫秒, 电子控制盒在其 CE-ECM 端子上进入读取模式，这一模式将保持

1 秒钟，以便等待来自发动机电控单元的信息： 

+ APC 出现后最快 200 毫秒，发动机电控单元在 CE-ECM 端子上连续 3 次发送其状态信息。 

3 条信息中只要有一条信息读取正确，就可以证实信息有效。 

接下来就要接通开关。 

信息有 3 钟类型： 

 “上锁”状态→发出“开锁”指令 

 “已开锁”状态→熄灭开锁指示灯，然后起动可能的发动机 

 错误，或没有应答→ T’A (+APC 出现后 850 毫秒)时限过后，发出“上锁”指令 

注：当然，即使发动机电控单元的第一条信息要求开锁，如果没有钥匙上的应答标签，或应

答标签识别失败，电子控制盒也不会发出“开锁”指令。 

b - 请求开锁 

这一请求将使发动机电控单元从上锁状态转为开锁状态。 

一收到发动机电控单元状态信息，电子控制盒就通过 CS-ECM 端子向发动机电控单元发出一个

如 D.4 段中所看到的数码开锁程序。 

c - 接收发动机电控单元的第二条状态信息 

收到发动机电控单元在 CE-ECM 端子上发来的状态信息， 电子控制盒便根据下列条件进入运

行状态： 

 上锁状态 → 开锁指示灯以 2,5 赫兹的频率闪烁，直到+APC 消失，或 30 秒后才熄灭 

             → 蜂鸣器保持发声状态直到+APC 消失，或 30 秒后才停止 

 开锁状态 → 开锁指示灯熄灭，然后可以起动发动机 

 错误或没有回应 → 开锁指示灯以 2.5 赫兹的频率闪烁，直到+APC 消失，或 30 秒后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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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蜂鸣器保持发声状态，直到+ APC 消失，或 30 秒后停止 

                   → 记忆一个发动机电控单元错误诊断代码 

3 上锁程序 

对于 ADC1，电子控制盒根据以下三种情况，起动上锁程序： 

 如果“驾驶员车门打开”信息在+APC 断开 5 分钟内出现, 电子控制盒将在探测到该信息后

10 秒钟起动上锁程序。 

 如果“驾驶员车门打开”信息在+APC 断开时出现，上锁命令将在+APC 断开后 10 秒钟发

出。 

 如果“驾驶员车门打开”信息在+APC 断开 5 分钟以后出现，那么，电子控制盒将在 700

毫秒内，发动机电控单元起动上锁程序。 
对于 ADC2，在+APC 消失后，进入 6 秒延时状态。延时结束，发动机计算机锁闭。发动机不

能启动。发动机计算机被切断供电即锁闭。 

a - 发动机电控单元第一条状态信息的接收 

电子控制盒在其 CE-ECM 上接收到发动机电控单元传来的状态信息后，  便根据以下条件进入

运行状态： 

 上锁状态 →无指令和 Led 指示灯闪烁； 

 开锁状态 →发出“上锁”指令； 

 错误或没有回应 →  T’A (850 毫秒).时限过后，发出“上锁”指令。 

注：如果点火开关在上述三种情况之前重新接通，电子控制盒会取消上锁程序。 

b – 请求上锁 

这一请求将使发动机电控单元从开锁状态转为上锁状态。当且仅当“发动机转动”信息表示：

发动机处于停止状态时，发动机电控单元才会接受这一请求。 

一收到发动机电控单元发出的状态信息，电子控制盒就通过其 Cs-ECM 端子向发动机电控单元

发出一个如 TD 段中看到的数码上锁程序。 

注：车门打开信息来自于安装在控制盒锁栓里的车门打开开关。系统只考虑驾驶员车门是否打

开。 

c - 发动机电控单元第二条信息的接收 

电子控制盒在其 CE-ECM 端子上收到发动机电控单元发来的状态信息，便根据下述条件进入运

行状态： 

 上锁状态 → Led 以 0，2 循环率，1 赫兹的频率闪烁 

→ 系统处于监视模式 

 开锁状态 → 系统处于制止状态：led 以 0,2 循环率，1 赫兹的频率闪烁 

  → 系统处于监视模式 

 错误或无法读取 → 同上述开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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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电子控制盒通过其 CE-ECM 端子收到从发动机电控单元发来的“开锁”，或“错误”码，

或没有回应状态信息时，它会连续尝试每隔 1 分钟发出一次“上锁”指令。如果 5 次尝试后，发动

机电控单元仍然回应“开锁”，或“错误”码，或没有回应时，系统将进入锁定和监视模式。 

 

D - 探测忘记在防盗锁里的点火开关钥匙 

当出现驾驶员车门打开信息时，系统便在转向器防盗锁内探测装有识别标签的钥匙。 

事实上, 驾驶员车门打开的信息一出现，探测系统便被激活，并探测应答标签是否存在。只要

探测到钥匙，或者具备下述两个条件之一： 

 通过 Cp 端子（驾驶员车门）传送的“驾驶员车门打开”信息 

 没有+ APC 信息  

如果确实探测到钥匙的存在，蜂鸣器便发出频率为 2 赫兹，持续 10 秒的声音。 

如果出现下述情况之一，蜂鸣器会在 10 秒钟之前停止运转： 

 "驾驶员车门打开"信息消失 

 + APC 出现 

 带有应答标签的钥匙从转向器防盗锁里拔出 

注：车门打开的信息来自安装在控制盒锁栓里的车门打开开关 (CP0) 

探测钥匙的过程 

 

TCC030D

LIW LIW LIW LIWLIWLIWLIW LIW LIW 

CPC 

+APC 

Set2
on 

Set1 
Read status 

Read 
Cde 

Statut 

蜂鸣器 

应答器 

载频 

CPH 

钥匙位于+ACC或停止位置

Write ID-mode Read set2-off 

ACK ID 

或

NAK 之后 LIW

800毫秒
最多 

t

t

t

10秒 

拔出
     钥匙f

Watch  
dog 

关 
 开 

 

原理与“数码防起动”功能里钥匙识别原理相同。一探测到驾驶员车门打开，载频便发射出来，

且仅在蜂鸣器运转时间内发射。只要蜂鸣器的运转时间（10 秒）没有到时，上述探测工作行程便每

隔 500 毫秒更新一次。 

注：“探测遗忘钥匙 ”功能仅在+ APC 切断后，驾驶员车门第一次打开时开始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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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号装置系统的管理 

a - 红色 LED 提示 

在+ APC 消失的情况下，发动机电控单元的上锁程序一完成，电子控制盒便通过 LED 红色指示

灯的闪烁来显示这一状态。闪烁频率为 1 赫兹，循环系数为 1，2。 

除了在锁定模式下模拟发动机电控单元的上锁状态，在其它情况下，LED 指示灯都处于熄灭状

态。 

b - 仪表盘指示灯提示 

当我们打开点火开关, 位于仪表盘上的指示灯  便开始闪烁，直到发动机电控单元开锁： 

在下述情况下： 

 没有应答标签 

 识别应答标签失败 

 请求开锁后，发动机电控单元回应的第二条信息 = “上锁”, 或 “错误”或没有应答。 

⇒ 指示灯将以 2.5 赫兹的频率闪烁，直到+ APC 消失，或闪烁持续 30 秒钟。 

c – 蜂鸣器提示 

无论蜂鸣器是否安装在仪表盘上，都会在下述情况下开始运转: 

 无法起动，因为发动机电控单元无法开锁： 

- 没有应答标签 

- 应答标签识别失败 

- 请求开锁后，发动机电控单元回应的第二条信息=“上锁”，或“错误”，或没有应答 

⇒ 只要+APC 存在，蜂鸣器就会以固定的频率连续运转，或者运转持续 30 秒钟。 

 在转向器防盗锁里探测带有应答标签的钥匙 

→ 蜂鸣器以 2 或 4 千赫兹的固定频率开始运转，在脉冲模式下的频率为 2.5 赫兹  

蜂鸣器的功能如下： 

当驾驶员车门打开，如果防盗锁里有钥匙，蜂鸣器将在下述情况下开始运转，然后停止: 

-  探测到钥匙 10 秒钟后, 

-  驾驶员车门被关闭, 

-  出现 + APC, 

-  钥匙从防盗锁中拔出. 

 记住钥匙： 

在让系统记住带有应答标签的新钥匙的操作中，蜂鸣器以下述方式开始运转: 

-  一把新钥匙被系统识别为有效后，在线路终检或售后检查时的编程阶段，蜂鸣器运转如下： 

钥匙数码（N）被识别 → (1 + N) bips avec 1 ≤ N ≤ 5 

注：C bruit 端子接地线，蜂鸣器开始运转。 

 在“记住钥匙”操作中，电子控制盒与诊断仪器间的通讯问题（见“维护/售后诊断”一段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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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撬锁自动保护 
本系统具有自动保护功能，可以防止模拟系统正常使用的企图。为此，本系统配有一个用户密

码，或第二破译码值 g（随机）防扫描装置。 

 安全售后用户密码 

当电子控制盒探测到连续 3 个无效用户密码，便会起动禁止进入防扫描模式的安全程序，并持

续 15 分钟。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仍然可以用有效钥匙打开发动机电控单元，开锁指示灯以 2.5 赫

兹的频率闪烁。 

 应答器身份识别码（ID） 

当电子控制盒探测到来自应答标签的连续 3 个无效 ID，便会起动禁止读取“ID”程序，因此，

15 分钟内系统将禁止开锁。在这段时间里，即使使用有效钥匙也无法打开发动机电控单元。 

原理： 

每探测到一个错误 ID，电子控制盒就在计数器上加 1，每读取一个有 ID，计数器就回零。当计

数器的值达到 3，数码读取功能就会被抑制 15 分钟。抑制时间结束后，计数器值回零。 

注： 每个功能有一个计数器。 

 在抑制过程中，诊断通信功能继续运转。 

 计数器值一超过 3, 电子控制盒便会将“抑制状态无效”存入存储器。 
 
 
4 - 维护/售后诊断 

借助线路"K"进行诊断: 

 初始化为 ISO5 型诊断功能。该功能适用于所有车辆，无论电子控制盒记忆的发动机电控单

元的状态如何。它无需使用保密用户密码，并可以帮助维修人员探测可能的运行故障。在

这种程序下，维修人员无法进入保存着钥匙身份识别码（ID）、用户密码、ECM 防起动码

和数码钥匙 K 的控制存储器，因此，也就无法改变这些数码。 

 线路联接方法（固化） 

只有在工厂线路终检情况下才使用这一功能。它可以根据系统环境使系统固化。 

 记住数码 

该功能可通过一个接入码在工厂线路终检或售后操作中使用。 

 

借助该功能系统可以记住： 

-  每把钥匙的数码钥匙 K 

-  钥匙身份识别码 ID (应答标签识别码) 

-  通过工厂发动机电控单元码<1111>的编程，进行防起动功能的初始化 

-  发动机电控单元的个性化固定编程 

-  控制码防起动功能的电子控制盒的用户密码的编程 

通过一个用户密码实现接入的安全接入程序，可以执行下述特殊的售后维护操作： 

更换钥匙, 钥匙丢失 (删除丢失钥匙的 ID 编码)，或者更换发动机电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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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 功    能 
接入条件 

(电子控制盒,或 BSI) 

供应商方式 

1 - 在受保护的 EEPROM 读取区域以外进行诊断

2 - 线路联接诊断功能 (Led, 指示灯, 蜂鸣器) 
3 - 高级线路联接参数:所有要联接的参数 
4 - 记住初始码:应答标签码,接入码,发动机电子

装置码，认证码 
5 - 得到许可的开锁程序，而非泄露程序 

特定程序 
获得许可的可靠供应商 
出现+ APC 
3 个打开的发动机电控单元 

工厂线路 

终检方式 

1 - 维护诊断功能：如果出现编码错误和读取错误

2 - 记住编码：应答标签的 ID, 用户密码, ECM 防

起动码, 数码钥匙 K 

电子控制盒未经线路联接固化 
数码记忆未完成 (无用户密码, 无
ID, 无 ECM 防起动码, 数码钥匙
K) 

售后方式 

1 - 在受保护的 Eeprom 读取区域以外进行诊断 
2 - 起动输出端 
3 - 起动集成试验: 应供货商要求，并与 PSA 有

关部门达成协议 

出现+ APC 或探测到车门打开信

息 

安全售后 

方式 

1 - 在受保护的 Eeprom 读取区域以外进行诊断 
2 - 记住新的应答标签码，对仍然有效的钥匙进行

重新记住，记住每一把钥匙的 ID 
3 - 发动机电控单元的初始化 + 在接入码的基础

上为发动机电控单元编程 

售后方式+正确的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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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动机电控单元数据存储原理 
 

数码防起动装置由 5 个 EEPROM 型光电管组成： 

 MT=记忆缓冲器，用于改变上锁数码  

 MP=永久记忆，用于保存个性化固定数码，该数码无论采取何种程序都无法被删除或更改 

 ME=状态记忆，包括系统状态→上锁或开锁 

 NA=接入次数记忆。计算无效接入次数 

 T=时间记忆。提供 1 分钟时间，期间，已接收了 3 个错误数码的发动机电控单元处于上锁

状态。 

最后，发动机电控单元还配有一个 RAM 型光电管： 

 CR=接收记忆。含有“应答器”功能电子控制盒发来的接收数码。 

起初, 发动机电控单元的 MP, MT 和 ME 状态如下： 

 MT=ADC0 

 MP=1111 

 ME=“déverrouillé”（开锁） 

数码防起动系统（ADC）停止运转→发动机电控单元无法上锁初始化 

带应答器的数码防起动装置的电子控制盒按照诊断仪器的命令，执行初始化操作。 

 发动机电控单元接电，并按照开锁命令接收数码 1111 

 <MT> = <MP> = 1111 

 借助数码“1111”，完成一个上锁操作和一个开锁操作后，系统被初始化。 

 
个性化固定数码的导入带有应答器的数码防起动装置的电子控制盒按照诊断仪器的命令，执行

导入操作。 

 利用数码“1111”对发动机电控单元进行一次上锁操作和一次开锁操作。 

 发动机电控单元接电，并接收含有数码“1111”的开锁指令。 

 发动机电控单元接收一个数码更改程序，该程序含有将被计算的“W X Y Z”的个性化固

定数码。 

 发动机电控单元开锁；其存储状态如下： 

 <MT> = W X Y Z； <MP> = 1111 

 上锁操作完成后，发动机电控单元接收开锁程序，该程序含有数码 W X Y Z ⇒ <MT> = 

<MP> = W X Y Z. 

⇒ 个性化数码最终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