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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志福编著的《电动汽车电驱动理论与设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的构成及控制方
法等内容。
全书分为十章，讲述了电动汽车的发展及其对驱动系统的要求，并着重介绍了电驱动系统的理论基础
分析，参数设计与评估，在电动汽车中的应用方式、类型、特点及一般控制方法，电磁兼容性的一般
性分析与设计，测试技术与实现及安全性分析，还讲述了与电驱动系统密切相关的辅助系统等内容。
书中内容融入了编著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实际工作的总结，对于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相关设计与研究具
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电动汽车电驱动理论与设计》可供电动汽车设计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阅读，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师生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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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美国 在美国，负责起草和制订电动汽车及其电驱动系统相关标准的单位组织包括美国汽车工程
协会（SAE）、美国国家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委员会（NHTSA）和美国电动车运输应用协会（ETA）。
在电驱动系统方面，美国已经颁布了包括SAEJ2293.1—1997《电动汽车能量转换系统第l部分：功能安
全和系统构造》和SAEJ2293.2—1997《电动汽车能量转换系统第2部分：通信信号和功能要求》在内的
相关标准。
三、电驱动系统评估方法 由于电动汽车驱动系统在不同种类汽车上的配置和作用不尽相同，其评估方
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在混合动力汽车中，驱动电机与发动机共同作用，对其驱动系统的评估所涉及
的因素较之在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上驱动系统所考虑的因素更多。
因此，在以下评估方法的分析中，将以混合动力汽车驱动系统为分析对象，而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
汽车的驱动系统作为混合动力驱动系统的特例（即不考虑发动机影响因素）。
（一）电机驱动系统综合性能评价指标 电机驱动系统作为电动汽车动力总成的关键部件，其选择是一
个多条件约束的整体化求解过程，涵盖了诸多因素，如汽车的动力性能、汽车的种类、汽车的运行工
况、汽车的能量管理控制策略等。
其特性大致可归纳为大转矩密度、宽调速范围、宽转矩变化范围、精确的控制性、稳定的静态特性、
良好的动态性能、高能量效率。
评价体系的建立既要求能够反映电机驱动系统是否满足车辆使用要求，又要求能够描述电机驱动系统
的实际运行效能。
下面将从常规试验性能指标和基于工况的运行效能指标两方面描述混合动力汽车电机驱动系统的综合
性能评价体系。
混合动力汽车通过能量管理策略使动力装置有机协调配合，实现最佳能量分配，达到低能耗、低污染
的效果。
为了在常用循环工况获得较好的使用性能和较高的能量效率，目前有三种途径：1）通过提高各个动
力系统部件（发动机、动力电池、电机驱动系统）各自的效率来实现，但是各个部件的效率受技术水
平和成本限制的程度不同，因此对系统能量效率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可能出现提高动力系统部件的效率而整体效率提高不大、但成本却大大增加的现象。
2）结合换档策略和控制策略强制使发动机、电机在高效区工作，这只是一种“被动”行为，可能会
产生效率提高、油耗增加的异常现象。
3）基于电杌／发动机的效率特性，使其高效率区位置和分布与经常使用的循环工况相匹配，可使发
动机子电机“主动”工作在高效率区，在高效率区工作输出的功率基本全用于驱动车辆，不会产生多
余的功率损失。
因此，基于行驶工况从“主动”的角度考察电机驱动系统高效区利用率以及系统能量效率，不仅有助
于提高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而且还为动力系统部件根据要求进行优化设计提供了
方向。
图3—13所示为基于工况的运行效能评价指标。
1.高效区利用率 由于行驶工况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复杂多变，因此电机驱动系统的工作点及效率分布情
况也在很大范围内变化。
为了解电机驱动系统在某一行驶工况下工作点分布范围与其高效区的“主动”吻合程度，将电机驱动
系统的效率特性与使用环境综合，并定义电机效率区间利用率为电机驱动系统效率位于某区间的工作
点数量与全部工作点数量的比值，记为η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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