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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发动机设计、发动机测试、
发动机排放、数字式发动机控制、变速器、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悬架、转向系统、轮胎、操纵
性、制动器、车辆控制系统、智能交通系统、车辆建模、结构设计、车辆安全性、材料、空气动力学
、声振精细化、仪表和远程信息处理系统等汽车设计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全书数据翔实图
表、公式丰富，指导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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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车辆安全性T.K.Garrett K.Newton W.Steels
17.1碰撞试验
17.2乘员保护
17.3乘员安全试验
17.4保护行人免受严重伤害
17.5主动安全
17.6结构安全和安全气囊
17.7乘员室的完整性
17.8小型车的问题
17.9侧面碰撞
17.10智能安全气囊
17.11座椅安全带
17.12主动安全的改进措施
17.13轮胎、悬架和转向
17.14一般电子控制系统
17.15电动助力转向
17.16制动器
17.17自动制动和牵引力控制
17.18新近出现的先进系统
17.19悬架控制
17.20人机工程与安全性
17.21座椅
17.22踏板的控制
第18章材料G.Davies
18.1车身结构设计与材料选用
18.1.1引言
18.1.2历史视角和不断演变的材料工艺学
18.1.3有限元分析
18.1.4宝马采用的现代设计方法
18.1.5板件耐冲击性与刚度试验
18.1.6疲劳
18.1.7其他车身结构
18.1.8材料与设计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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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塑料与复合材料部件的工程要求
18.1.10成本分析
18.1.11要点总结（1）
参考文献（1）
18.2车身结构材料的考虑因素与使用
18.2.1引言
18.2.2可选材料与选择依据
18.2.3铝
18.2.4镁
18.2.5聚合物与复合材料
18.2.6要点总结（2）
参考文献（2）
第19章空气动力学J.Happian?Smith
19.1概述
19.2空气动力
19.3气动阻力
19.4降低气动阻力
19.5稳定性和横向风
19.6噪声
19.7发动机室的通风
19.8乘员室的通风
19.9风洞测试
19.10计算流体动力学
参考书目
深入学习材料
第20章声振精细化M.Harrison
20.1引言和定义
20.2本章覆盖的范围
20.3汽车声振精细化的目的
20.4在汽车制造领域中如何实现声振精细化
20.5汽车声振精细化历史：一个典型汽车品牌
20年的历程
20.6声振精细化目标
20.6.1整车外部噪声指标
20.6.2单个零部件外部噪声指标
20.6.3整车内部噪声指标
20.6.4乘坐品质指标（包括振动感受指标）
参考文献
第21章内部噪声M.Harrison
21.1噪声的主观和客观评价方法
21.1.1背景知识
21.1.2空气噪声和结构噪声之间的平衡
21.1.3有关车辆内部噪声的测量
21.1.4内部噪声的主观评价
21.2噪声路径分析
21.2.1背景知识
21.2.2噪声路径分析的相干方法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工程手册>>

21.2.3噪声路径分析的标准方法
21.2.4噪声路径分析的非侵入方法
21.3测量内燃机和其他汽车噪声源的声功率
21.3.1近声场和远声场
21.3.2测量声功率的各种方法
21.3.3在自由声场中采用声压技术
测量声功率
21.3.4扩散声场中声功率的测量
21.3.5半混响远声场中声功率的测量
21.3.6近声场中声功率测量
21.3.7用表面振速测量确定声功率
21.3.8用声强仪确定声功率
21.3.9不同环境下测量声功率的标准方法
21.4发动机噪声
21.4.1发动机噪声介绍
21.4.2燃烧噪声
21.4.3机械噪声
21.4.4发动机转速和负载对噪声的影响
21.4.5测量发动机噪声
21.4.6发动机噪声分级
21.4.7发动机噪声控制
21.5道路噪声
21.5.1道路噪声简介
21.5.2内部道路噪声
21.5.3分析道路结构噪声
21.5.4控制内部道路噪声
21.6气动（风）噪声
21.7制动噪声
21.8“吱吱”、“咯咯”、“嘶嘶”声
21.9通过多孔材料的吸声来控制噪声
21.9.1实用方法
21.9.2多孔材料吸声的物理过程
21.9.3流动阻抗
21.9.4多孔性
21.9.5结构因子
21.9.6改进的一维线性平面波动方程
21.10通过面板的声传递最小化来控制噪声
21.10.1方法介绍
21.10.2隔声罩声学性能测量
21.10.3解读由隔声罩和面板制造商提供的声学
特性数据
21.10.4声学密封条的重要性及侧
向传声的控制
21.10.5穿过面板的声传递
21.10.6大隔声罩内外的声音
21.10.7贴近安装的隔声罩内部和外部噪声
附录21.A有关系统的一些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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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1.B卷积
附录21.C协方差函数、相关和相干
附录21.D频率响应函数
附录21.E带有终端阻抗的管中的平面波
附录21.F线性质量守恒方程的求导本附录内部引自
Ｆａｈｙ和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９８）
附录21.G非线性（和线性）无粘性流体运动欧拉方
程式的求导
参考文献
第22章外部噪声M.Harrison
22.1汽车噪声认证
22.1.1认证背景
22.1.2EC噪声认证
22.1.3车辙和大气的影响
22.1.4EC内噪声认证的未来发展
22.1.5美国和其他非欧盟国家的噪声认证
22.1.6满足认证噪声限制的结果
22.2噪声源分级
22.3进气系统和排气系统：性能和噪声影响
22.3.1介绍
22.3.2进气噪声——目标
22.3.3有关进气系统设计的问题
22.3.4进气系统
22.3.5进气系统设计者
22.3.6进气系统研发周期
22.3.7主要进气系统部件
22.3.8进气口位置
22.3.9进气管和滤清器壳尺寸
22.3.10为改进发动机性能而进行的进气和
排气系统设计
22.3.11进气及排气噪声源
22.3.12流动管路声学
22.3.13进气噪声控制：案例研究
22.3.14排气噪声控制
22.4轮胎噪声
22.4.1轮胎空气噪声源
22.4.2路面对轮胎空气噪声的影响
22.4.3测量轮胎空气噪声
22.4.4通过设计控制轮胎空气噪声
附录22.A气门和气门口几何形状
参考文献
第23章汽车仪表及远程信息处理W.Ribbens
23.1现代汽车仪表
23.2输入输出信号转换
23.3采样
23.4燃油量测量
23.5冷却液温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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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机油压力测量
23.7车速测量
23.8显示设备
23.9LED
23.10LCD
23.11VFD
23.12CRT
23.12.1扫描电路
23.12.2CAN总线
23.13玻璃驾驶舱
23.14行程信息计算机
23.15远程信息处理
23.16汽车诊断
附录常用法定计量单位及其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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