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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坦克是集强大火力、快速机动与坚固防护于一身的武器装备。
现阶段由于综合电子技术在坦克上的应用，坦克车内的信息化和车际信息化能力有了重大突破，而转
型为典型的机械化、数字化武器装备。
坦克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战场上地面战斗力的基础，在突破敌人预有准备的防御和建立我军稳固机动
防御的战斗中，其综合防护力、快速机动力、强大的攻击力和指挥控制力都具有机动突出作战效能和
战场生存能力，在捍卫国土安全和保卫政权稳固的战斗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其它武器装备不可替代的
。
我国坦克装甲车辆的研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百折不挠的艰苦努力，从仿制、仿改到20世纪末
我国工程科技人员以创新的思路研制出符合国情、军情，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第三代主战坦克，使我
国主战坦克研制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形势需求，为进一步拓展和提高我国坦克装甲车辆技术水
平，我们注意到了全电武器装备机动平台已逐渐被认为是未来军事机动装备的重要研究发展方向。
混合动力电传动是坦克装甲车辆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是全电战斗车辆的基础，它利用内燃机一发
电机组和电池组供电，驱动牵引电机完成车辆行驶时的功率传递，实现车辆战术机动性过程中所涉及
的各项功能和性能。
相比于传统的机械传动系统，电传动系统有诸多优越性：首先采用内燃机一发电机组和电池组混合供
电驱动牵引电机，机动性能大为改善；其次是电力系统全电化提高了武器机动平台与未来高能武器的
集成能力，如为电磁武器、电热化学武器、高能激光武器和新型武器的应用，提供能源创造了条件；
第三是充足的电能可解决电磁装甲、主动防护和光电对抗装置与车辆静音行驶的能源问题，并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对红外、声响的隐身性能；第四是混合动力电传动，内燃机在额定工况运转，车辆具有
再生制动和能量回收功能，从而降低油耗，增加机动武器平台作战半径；第五是有利于总体布置与系
统集成，电传动系统动力由电缆柔性传递，部件组合灵活，优化和节省车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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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装甲车辆混合动力电传动技术》是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在坦克装甲车辆电传动领域中的研究成果
与经验总结，是一本理论性较强，而又紧密结合研究工作实践的专著。
《装甲车辆混合动力电传动技术》主要内容有：装甲车辆电传动系统基本概念与分类方法；电传动履
带装甲车辆纵向动力学和转向动力学及其控制，控制理论；混合动力电传动系统内燃机一发电机匹配
与控制；驱动电机以及控制；综合冷却系统设计；电传动综合控制与能量管理；动力电池成组应用与
管理；电传动履带装甲车辆系统仿真与电传动系统试验技术等。
全文阐述条理清晰，图文并茂，通识易懂。
装甲车辆混合动力电传动技术集车辆、电力拖动、自动控制、新能源、计算机等领域最新技术于一体
，是未来全电战斗车辆的一种重要动力驱动形式。
　　《装甲车辆混合动力电传动技术》可作为从事电动车辆相关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工作人员参
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教学及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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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在电动车辆、混合动力坦克装甲车辆电传动领域从事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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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宁博士，1963年2月生于安徽太湖，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防科技工业优秀博士、硕
士学位获得者，自1994.年以来长期从事电驱动车辆电机驱动系统、能量管理系统、整车综合控制与数
字化网络系统、充电系统方面的研究工作，国家“十一五”和“十五”某国防重点预研项目课题副总
师；国家“十一五”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车用驱动电机系统检测技术和快速评价研究
”课题组长，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2项，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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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联合防务公司研制出一辆重22.7t的混合动力电传动演示车，以“布雷
德利”战车的防空车型为基础，演示车上装有一台275kW发电系统，系统中一台交流发电机直接与一
台257kw柴油机相连，并且有两组共88块铅酸蓄电池。
美国还研制了几台混合电传动车，包括50t的履带式“机动试验平台”（ATR），6×6轮式EVTB（电
动车辆试验平台），都取得了良好的试验结果。
德国马克公司于1998年推出了在“鼬鼠”空降战车上安装电传动系统的LLX型装甲车。
该车采用了AC-DC-AC电传动方式和永磁电动机。
这种传动方式的特点是将电动机安放在驱动轮的轮毂中，因此不需要任何机械式驱动轴，车内空间随
之变大。
因此，即使是在小功率车辆上，电传动方式也有着比机械式传动方式更好的优点。
1999年，德国著名的变速器生产厂家伦克公司研制出了用于装甲战车的600kW电力一机械传动，取名
为EMT600。
这种动力再生式转向系统与电动机组合形成的转向变速装置，被称为EMT，即电力一机械传动。
EMT600电力一机械传动装置是根据英美两国的下一代轻型战斗车辆项目（FSCS／TRACER）的需要而
研制的。
EMT600虽然最终没有得到实际应用，但它至少已经进入试制阶段，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混合电传动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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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总结了十多年来我和项目团队的同事们在混合动力电传动坦克装甲车辆领域科研工作中的心得、
体会和成果。
结束之前有几句深藏于心底的感激和感谢的话不得不说。
1994年，凭着当时年轻气盛，大胆上书国家军方有关部门领导，建言在我国尽快开展混合动力电传动
坦克装甲车辆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转眼已经15个年头。
其间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阶段，我国坦克装甲车辆的主要任务是国家第三代主战坦克，动力传
动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攻关大功率、高功率密度柴油机和液力综合传动系统，无暇顾及未来动力传动技
术的研究，尽管军方和国防科研管理部门组织了专家听取汇报，但由于需求牵引不够明确，只好暂时
搁置。
第二阶段，也就是“九五”末期，随着我国国力日益增强和世界国防科技进步，电传动进入有关科技
管理部门领导的视野。
在军方和国防科技管理部门的支持下，我国开始了电传动坦克装甲车辆技术理论探索和技术论证，首
先取得突破的是电驱动坦克装甲车辆炮塔研究和技术开发。
稍后开展了电传动理论研究和方案论证工作，其中以北京理工大学、装甲兵工程学院和湘潭电机厂等
单位为代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前期工作。
第三阶段，也就是以国家“十五”计划为标志，我国国防科技研究开发工作驶入了自主创新、自主开
发的快车道。
在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和兵器工业总公司的领导与支持下，我国开始了全面的电传动理论研究、技
术攻关和开发，取得了长足进展。
目前，我国混合动力电传动坦克装甲车辆的技术水平基本与国外发达国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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