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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汽车底盘技术的综合介绍，可以帮助底盘研发人员对工作领域作出全面概览，帮助应用工程师
对现代汽车底盘进行全面了解，大学生获得今后工作中所需要的全面的基础知识。
第1章至第3章包括底盘的原理、结构与设计及相关的动力学知识；第4章、第5章讲解了车轴及行驶舒
适性；第6章详述了底盘的研发过程；第7章、第8章介绍了当今底盘中使用的系统，以及底盘技术未来
的发展。

 本书可作为汽车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学习、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底盘手册>>

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B.海兴 (德国)M.埃尔斯 译者：孙鹏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底盘手册>>

书籍目录

前言
译者的话
第1章导言与基础知识
1.1发展史、定义与意义
1.1.1发展史
1.1.2功能与分类
1.1.3作用与意义
1.2底盘结构
1.2.1车辆级别
1.2.2驱动方案
1.2.3底盘方案
1.2.4底盘方案中的发展趋势
1.3底盘设计
1.3.1底盘的要求
1.3.2底盘运动学设计
1.3.3车轮悬架的运动学
1.3.4车轮悬架的弹性运动学与部件的弹性
1.3.5参数的目标值
1.3.6车轮悬架的组合
参考文献
第2章行驶动力学
2.1行驶阻力和能量需求
2.1.1行驶阻力
2.1.2侧向风力
2.1.3功率和能量需求
2.1.4燃料消耗
2.2轮胎与路面间力的传递
2.2.1轮胎与路面间传力的物理研究
2.2.2轮胎受力细节
2.3纵向动力学
2.3.1制动点头平衡
2.3.2起步后坐平衡
2.3.3直线行驶中的负荷变化
2.4垂直方向上的动力学
2.4.1车身弹簧
2.4.2减振器
2.4.3道路作为振动的激发源
2.4.4轮胎作为弹簧和减振单元
2.4.5弹性模型
2.4.6参数变化
2.4.7车辆与道路的结合
2.4.8人为的振动评价
2.4.9由垂直方向动力学基础知识的启示
2.5横向动力学
2.5.1驾驶行为的要求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底盘手册>>

2.5.2转向运动学
2.5.3车辆模型化
2.6一般的行驶动力学
2.6.1垂直方向、纵向、横向动力学的相互作用
2.6.2在非均匀的道路上制动和起步（侧滑路面）
2.7底盘调节系统
2.7.1概念
2.7.2被动车辆的限制?基础?目标冲突
2.7.3驾驶人?车辆调节循环
2.7.4底盘调节系统在行驶领域内的划分
2.7.5底盘调节系统的要求
2.8行驶特性
2.8.1行驶特性的评价
2.8.2行驶机动动作
2.8.3行驶动作的参数范围
2.8.4调校措施
2.8.5主观的行驶特性评价
2.8.6客观的行驶特性评价
2.9主动与被动安全性
参考文献
第3章底盘的组成
3.1底盘的结构
3.1.1底盘的功能结构
3.1.2底盘的模块结构
3.1.3底盘部件
3.2传动路线
3.2.1传动系统布置
3.2.2驱动桥
3.2.3全轮驱动
3.2.4运行策略
3.2.5半轴
3.3车轮制动器和制动系统
3.3.1作用和基础知识
3.3.2制动装置的种类
3.3.3法律规定
3.3.4制动装置的设计
3.3.5制动力矩与制动动力学
3.3.6制动系统的元件
3.3.7电控制动调节系统
3.4转向系统
3.4.1技术要求与结构类型
3.4.2液压助力的齿轮齿条式转向器
3.4.3转向横拉杆
3.4.4转向传动路线和转向柱
3.4.5电动机械转向系统
3.4.6主动转向系统与叠加转向系统
3.4.7带有转矩与转向角传感器的齿轮齿条伺服转向系统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底盘手册>>

3.4.8后桥转向与全轮转向
3.4.9线控转向系统和各轮独立转向
3.5弹簧与稳定杆
3.5.1弹性系统的作用
3.5.2钢制弹簧的结构和计算
3.5.3钢制弹簧的材料
3.5.4钢制弹簧的制造
3.5.5用于侧倾调节的稳定杆
3.5.6用于水平调节的弹簧
3.5.7气液弹簧
3.5.8空气弹簧
3.6减振器
3.6.1减振器的作用
3.6.2伸缩式减振器的结构类型
3.6.3弹簧托架与弹性支柱
3.6.4减振器的计算
3.6.5减振器的附加功能
3.6.6减振器支承
3.6.7半主动减振器与弹簧
3.6.8其他减振器的原理
3.7车轮导向
3.7.1作用、结构与系统
3.7.2杆类零件的作用、结构与系统
3.7.3球铰
3.7.4橡胶支承
3.7.5转动接头
3.7.6转动推力接头
3.7.7车桥支架
3.8车轮支架与车轮轴承
3.8.1车轮支架的结构类型
3.8.2车轮支架的材料
3.8.3车轮轴承的结构类型
3.8.4车轮轴承的制造
3.8.5技术要求、设计与检验
3.8.6展望
3.9轮胎与车轮
3.9.1轮胎的技术要求
3.9.2结构类型、构造与材料
3.9.3轮胎与道路之间力的传递
3.9.4模拟用轮胎模型
3.9.5现代轮胎技术
3.9.6驾驶试验中的检测和测量方法
3.9.7实验室中的检测和测量方法
3.9.8未来的轮胎技术
参考文献
第4章底盘中的车桥
4.1整体式车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底盘手册>>

4.1.1德迪昂桥：整体式驱动桥
4.1.2带有纵向钢板弹簧的整体式车桥
4.1.3带有纵杆与横杆的整体式车桥
4.1.4带有中央铰接和横向杆导向的整体式车桥（牵引桥）
4.2半整体式车桥
4.2.1连接杆式车桥
4.2.2动力式连接桥
4.3独立悬架
4.3.1独立悬架运动学
4.3.2独立悬架的优点
4.3.3单杆式独立悬架
4.3.4双杆式独立悬架
4.3.5三杆式独立悬架
4.3.6四杆式独立悬架
4.3.7五杆式独立悬架
4.3.8弹性支柱式独立悬架
4.4前桥的独立悬架
4.4.1前桥悬架的技术要求
4.4.2前桥的元件
4.4.3前桥的结构类型
4.5后桥的独立悬架
4.5.1对后桥的技术要求
4.5.2后桥的元件
4.5.3后桥的结构类型
4.5.4后桥的超轻钢悬架标准
4.6作为车桥类型选择助手的结构目录
4.7底盘总体
4.8未来的悬架
4.8.1最近20年的车桥类型
4.8.2现在常用的车桥类型的比例
4.8.3未来的车桥类型（趋势）
参考文献
第5章行驶舒适性
5.1基础知识、人、噪声与振动
5.1.1定义和概念
5.1.2振动和噪声源
5.1.3人的觉察极限
5.1.4人的舒适性感觉
5.1.5针对振动和噪声的措施
5.2橡胶连接件
5.2.1橡胶连接件的功能
5.2.2弹性体的特殊概念
5.3成套支承件
5.4套筒支承（橡胶支承）
5.5滑动轴承
5.6液压减振衬套
5.7车桥支撑的支承（副车架支承）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底盘手册>>

5.8弹性支柱支承与减振器支承
5.9连接杆支承
5.10未来的结构形式
5.10.1传感器
5.10.2可控底盘支承
5.11计算方法
5.12橡胶连接件的声学评价
参考文献
第6章底盘研发
6.1研发过程
6.2项目管理（PM）
6.3计划或定义阶段
6.4设计阶段
6.5虚拟模拟
6.5.1多体模拟（MKS）软件
6.5.2有限元方法（FEM）软件
6.5.3整车模拟
6.5.4用于3D模型构建的CAD软件
6.5.5集成模拟环境
6.6批量研发和保证
6.6.1布局
6.6.2可靠性研究
6.6.3整车的可靠性研究
6.6.4优化和适应性
6.7量产中的研发措施
6.8展望与总结
参考文献
第7章底盘中的系统
7.1底盘电子装置
7.2底盘电子调节系统
7.2.1领域划分
7.2.2纵向动力学——防滑控制
7.2.3横向动力学调节系统
7.2.4垂直方向动力学调节系统
7.2.5安全性要求
7.2.6总线系统
7.3系统交联
7.3.1行驶动力学控制
7.3.2转矩矢量
7.3.3垂直方向动力学管理
7.4功能一体化
7.4.1结构
7.4.2标准接口
7.4.3智能调节器
7.5模拟底盘调节系统
7.5.1模拟模型
7.5.2回路模拟中的硬件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底盘手册>>

7.6机电式底盘系统
7.6.1纵向动力学系统
7.6.2横向动力学系统
7.6.3垂直方向动力学系统
7.7线控系统
7.7.1线控转向系统
7.7.2线控制动系统
7.7.3线控水平控制系统
7.8驾驶辅助系统
7.8.1制动辅助系统
7.8.2距离保持辅助系统
7.8.3转向辅助系统
7.8.4驻车辅助系统
参考文献
第8章底盘的未来发展
8.1底盘设计——聚焦于顾客期望
8.1.1行驶性能的设计
8.1.2汽车设计的多样化——底盘设计的稳定化
8.1.3未来的底盘各组成部分
8.2电控底盘系统
8.2.1电控辅助系统和交联
8.2.2底盘调节系统的交联
8.3未来的线控系统
8.4未来预期的智能底盘
8.4.1车辆传感器
8.4.2执行器
8.4.3预期的驾驶
8.5混合动力汽车
8.6自动行驶底盘，滚动/行驶底盘
8.7未来的自动驾驶
8.8汽车和底盘的未来场景
8.8.1过去的趋势
8.8.2当前的趋势
8.8.3未来的趋势
8.9总结
参考文献
附录缩略语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底盘手册>>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为了优化工作噪声，蜗轮也可由一个弹性套筒支撑。
为了在转向齿轮区域支撑齿条，使用了液压阻尼压块，它还可以消除转向齿轮齿条啮合时由于快速的
负载变化（如凸凹不平的路面）产生的“嘎、嘎”的机械噪声。
总之，电动转向系统需要不断提高的技术，以达到液压伺服转向装置的水平。
但仔细观察电动转向的优点，就会发现这都是值得的。
完全地取消了液压系统，意味着转向器中不再有转向阀、工作缸和输入管道。
此外，转向泵、储液罐、过滤器、管路、软管和转向油液也不再需要。
系统结构可以实现模块化，可以大大简化，这也与车辆上越来越少的封装数量的要求相符合。
由此产生的一个优点是能量的节约，相对带有开放中心的液压转向系统，可以节约85%的能量。
正如图3-85所展示的，一辆采用电动转向系统的中型车辆的平均转向能量非常有限。
在电动液压转向系统中，尽管通过采用确定的备用油流，已经产生了好的节能效果，但在电动转向系
统中，在无转向要求时，通过采用备用电流，其能量损失明显更少。
因此人们称其为按需求的备用转向能量，或称其为“按需转向”。
此外，由于电能更环保，也容易交联，因此未来会更多采用。
电动转向系统的转向支持作用与发动机无关，因此在故障车辆牵引时，仍然有转向伺服作用，这也是
安全方面的优点。
借助智能控制装置，电动伺服转向可以很好地与每一种车型适配。
如果控制装置运算能力足够强大，存储空间足够，可以将大量的车型参数和数据写入程序，由此就可
以覆盖非常宽的车型范围。
通过电动转向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标准交联，如通过CAN总线，可以与网络上可以找到的系统（
如ABS制动系统、ESP行驶稳定性系统、ASR驱动防滑系统，以及其他的驾驶辅助系统）进行数据交换
。
由此不仅可以通过传感器识别的动力学参数（如车辆速度、转向角、转向力矩等）来确定合适的伺服
力矩，对电动机进行控制，还可以根据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按照当时的最佳的转向力矩对驾驶人提供
支持。
这样的例子如大众高尔夫V的电动转向系统，在恒定的侧风作用下，可以自动进行转向力矩校正；在
非常凸凹不平的路上，也不需要驾驶人进行直线行驶的转向盘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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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汽车底盘手册:基础知识、行驶动力学、部件、系统、机电一体化及展望》作者B.海兴，目前在德国
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慕尼黑理工大学车辆技术专业担任首席教授。
有接近15年的时间在奥迪公司领导底盘研发工作，受聘于数量众多的底盘方面的研究项目、会议和委
员会。
《汽车底盘手册:基础知识、行驶动力学、部件、系统、机电一体化及展望》作者M.埃尔斯，在布伦瑞
克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有超过30年的时间在不同企业担任领导职位，最近20年在ZFLemfoeder负责
预研发工作，此外还担任奥斯纳布吕克高等专业学校底盘技术的名誉教授。
两位作者的工作经历决定了《汽车底盘手册:基础知识、行驶动力学、部件、系统、机电一体化及展望
》的特点：理论叙述精当，贴近实际。
尤其是《汽车底盘手册:基础知识、行驶动力学、部件、系统、机电一体化及展望》第6章，作者以国
际著名汽车生产企业为例，详细介绍了底盘研发的过程、研发工具、模拟、测试内容及方法等。
由于作者长期在企业一线从事研发工作，而且理论功底深厚，因此本章对研发一线的工程师和工作人
员有较强的参考意义，特采用全彩印刷。
希望广大读者能够从中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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