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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是作者与其同事、学生25年潜心合作研究的结晶，全书6章42节，每节是一篇已独立发表过的
论文。

此次出版，按内容和时间顺序作了编排。
第一、二两章是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研究成果。
第一章集中在车辆设计理论方面；第二章涉及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农业机械化经济效果评价和农机
配备等问题。
第三、四两章是20世纪90年代作者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全书的精
华，涉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产业结构演化机制和优化调控，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原理；应
用自组织理论和控制论构建了多个实用的模型体系；提出了多个有创意的系统预测和系统评估模型与
方法。
第五章涉及粮食问题、就业问题、节水农业体系、秸秆产业体系、农民收入和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调
整等有关“三农”的问题。
第六章是有关农业工程学科建设的问题。

 本书适用于各级经济管理人员和管理门类各专业研究工作者和高校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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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永达，1935年11月出生，男，浙江省海盐人，中共党员，1957年7月毕业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现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专业，曾任河南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永达1958年1月到河南农业大学任教，1986年晋升为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生导师，曾应聘
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1985年10月至1992年10月任农
业工程系主任，1999年11月退休。
他1984年至1988年当选为郑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2年至1989年应聘为国务院农
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86年至1995年连续应聘为农业部第三、四、五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1983年至今连续当选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第二、三、四、五、六届理事，第六届常务理事兼教育委员会
副主任。
《农业工程学报》第四届编委，河南省农业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委员会
委员，河南省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朱永达先后主持、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14项，其中，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项。
先后获省一等奖1项，省部级二等奖2项，三等奖6项。
主编、参编专著9部，其中主编、主持写作的代表作有3部，2部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观
经济管理—理论、模型、应用》，华中农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资本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
》，2003年3月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教材《农业系统工程》，农业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他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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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系统工程在车辆设计中的应用
1.1 浮式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1.1.1 土壤支承能力与“浮”式工作原理
 1.1.2 支承机构的形态
 1.1.3 驱动行走机构的形态
 1.1.4 支承和驱动行走机构之间相对位置的调节
 1.1.5 完全滑转时的“自救”
 1.1.6 水田土壤值的测定
 1.1.7 浮式工作原理的初步实践
 1.2 组合式拖拉机原理及初步实践——拖拉机形态学理论的一个应用(摘要)
 1.2.1 组合式拖拉机的设想方案
 1.2.2 组合拖拉机性能计算
 1.2.3 简易组合式拖拉机样机初步试验结果
 1.2.4 样机上采用的新概念和新结构简介
 1.2.5 进一步的设想
 l.3 系统工程与车辆形态学(摘要)
 1.3.1 用途和车辆关系模型
 1.3.2 土壤一车辆形态模型
 1.3.3 地形～车辆系统模型
 1.3.4 车辆系统模型
 1.3.5 车辆使用性能模型
 1.3.6 车辆形态的评价
2 农业机械化发展问题
3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化机制与优化调控
4 系统评价与系统预测
5 “三农”问题
6 农业工程学科建设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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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2.5.3 串联双动力铰接履带式列车组合 它由两台履带式组合铰接而成，用于土壤潮
湿黏重地区深耕改土和农田基本建设与林业，它的优点是窄长的外形，单位宽度上的牵引力大，故可
带深耕机具而不致产生偏牵引，也不会产生转向操纵方面的困难，它基本上可解决我国大部分地区的
深耕问题，即使比阻最大的云南筏子田也可用这种组合式拖拉机进行耕作。
 1.2.5.4 牵引车和载重车式组合 用单一的动力驱动桥与几个静液压驱动桥式单轴挂车组合，成为全轮驱
动的牵引车一挂车列车，或用动力驱动桥与两个带自由尾轮的机具架和货厢组成载重车用于运输作业
。
我国许多地区的运输工作量占农业工作量的40％以上，这种组合非常必要，它的优点是驱动轮上的附
着重量比较大，前者全部重量为附着重量，后者除本身重量外，载货的部分重量也作用在驱动轮上，
故有较大的牵引力及良好的爬坡能力和通过性能，适于在山区和松软的田间使用。
 1.2.5.5 自走式联合收割式组合 动力驱动桥与各种收获机械组合成自走式组合收割机，可以解决专用的
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利用率低的问题。
 1.2.5.6 工程建筑机械族式组合 用一台动力驱动桥和带静液压驱动桥的机架或两台动力驱动桥与各种工
程建筑机具组合（如铲运机、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压路机、起重机等），使它们在各
种工作时都具有最佳的特性，并可在需要特别大的牵引力时采用压载的方法，即在两个桥间铰接一个
压载用车箱。
 1.2.5.7 水陆两用拖拉机组合 在水田或沤田组合式拖拉机的基础上，在滑橇和机体问放置一个气囊，它
既可保证机体的密封又可作为升降滑橇的装置（通过充气或放气）。
在水中行驶时依靠浆轮推动，它适于水网地区，不但自身可在水中移动，而且可以拖带船只进行水上
运输。
这种浆轮特别适用于浅水河流或有水草的地方，一般螺旋桨式推进器往往会因水浅或缠草而无法工作
。
 1.2.5.8 复式作业机组式组合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适时耕作和减少对土壤的压实以提高作物产量，可采
用一个或几个动力驱动桥与机具架和各种机具组成复式作业机组，例如耕地、施肥、耙地和播种一次
完成的机组。
 1.2.5.9 拖拉机旋转鳅（旋转深耕犁）机组式组合 利用动力驱动桥与旋转锹（旋转深耕犁）配套，可进
行水田旱耕和旱地及山区的深耕，拖拉机轮子不压已耕地。
对于盐碱地的改良也可能会有良好的效果，当可以增施大量有机肥时，这种效果将是肯定的。
用这种机组可以解决一般轮式拖拉机不能深耕的问题，从而大大降低机组的重量。
同时还可以减少单位耕作体积的能量消耗，故可在同样生产率时使用功率较小的拖拉机，减少燃油消
耗量，降低成本。
它是利用动力输出轴输出功率的，要求动力输出轴能全功率输出，它的叶轮转速很低（30～100转／分
），并需根据土壤状况改变其速度，所以犁的传动系统比较复杂，这两个方面都引起初置费用和使用
成本的增加。
为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是采用液压传动和全功率液压输出，然而这在目前还有一些困难。
但若在拖拉机外形上加以改变，就有可能获得比较经济的机组，例如动力驱动桥上采用全浮式半轴，
当它和旋转深耕犁（旋转鳅）配套时，可拆下半轴与轮壳的连接螺钉，使车轮自由地空转，而在半轴
的外端（或最终传动齿轮轴的内端）装上链轮来驱动叶轮旋转，从而可以利用拖拉机的主传动驱动叶
轮，并可通过变速箱来改变叶轮转速，用液压马达驱动机架上的可操纵轮子来驱动拖拉机和进行转向
。
这样可得到很低的前进速度和所需的牵引力，由于速度低、力量小，故所消耗液压功率甚小，即使采
用功率较低的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和定量齿轮泵，只要价格便宜和可靠，使用上也是合理的。
因为这样可以省去犁上变速箱（三到四个档）、旋转锥齿轮减速器，拖拉机上也可省去双作用离合器
和几个低速档次，而只需要增加一个或两个液压马达和控制阀（油泵和油箱等可以利用拖拉机上已有
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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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钢球柱塞式马达时，尺寸和重量都较小，价格也比较便宜。
如使用变量钢球柱塞油泵，则性能更为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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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运行机制和结构优化的理论、方法及实证分析:朱永达论文选集》适用于各级经济管理人员和管
理门类各专业研究工作者和高校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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