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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将汽车的行驶特性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在1 972年出版了《汽车动力学》第1版。
在随后的1982年到1 997年之间又先后出版了新编第2版和部分新编的第3版，并且将它们分为三卷，即
卷A“驱动和制动”、卷B“车辆振动”和卷C“行驶的操纵稳定性”。
　　根据出版社的希望，在第4版中又将所有内容编成一卷，但是重新进行了编排。
更重要的是在第4版中增加了新的研究成果和新技术。
尽管在车辆基础理论方面没有改变，但是由于在车辆上像“传感技术、电子技术、机械电子技术”等
的发展，使得车辆的行驶特性得到很大改善。
特别是车辆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得到改善，并且降低了驾驶员的负荷。
以前，人们只是具备足够的想象力，在写字台上描述的对车辆性能改善的方法，今天已经部分实现了
。
从“防抱死系统（ABS）”装备到车辆上开始，有许多新的系统都应用到了车辆上，并且这一发展还
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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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概述；A篇：驱动和制动；B篇：车辆振动；C篇：行驶的操纵稳定性。
第4版增加了由于传感技术、电子技术、机械电子技术等的发展，使车辆的安全性和舒适性等得到改
善的相关内容。
《汽车动力学(第4版)》可供汽车工程技术人员，高等院校汽车工程专业师生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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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面我们将不再讨论车辆的驱动，转而研究车辆的制动问题。
前面的表达式和方程继续有效，通常只需加一负号即可：制动力矩是负的驱动力矩，减速度是负的加
速度，下坡就是负的坡度。
　　车辆的制动装置用于上列目的：　　a）惯性制动：　　阻止下坡行驶时产生不希望的加速。
　　b）减速制动：　　降低车速，必要时直到停车。
　　c）驻车制动：　　防止静止车辆发生不希望有的移动。
　　匀速下坡（实现上面a）点的要求），即惯性制动已在第31节中讨论过了，但只研究了内燃机产生
的制动力矩（由变速器增大了这一力矩）。
如果这一力矩不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机（像在挂车上）和其他持续制动装置（见第53节），那就必
须使用图43．1（a）所示的摩擦式制动器。
动能转换成热的问题，我们将在第40节中讨论。
　　仅仅使用发动机制动是不可能获得较高的减速度，并使车辆停止的（实现上面b）点的要求），
为此驾驶员必须使用制动装置，几乎都是用摩擦制动器来制动车轮。
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和例外，车辆总是所有车轮均能被制动，这是和全轮驱动类似的。
我们必须研究减速度、制动力矩的关系。
它们的轴间分配，以及切向力与附着率的关系。
这些是本部分的主要内容，它由第41节到第52节构成。
并且在这一版中相对于以前的版本加强了“制动防抱死”内容和降低驾驶员操纵制动系统负荷的措施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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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新版本对汽车动力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书中将主动系统作为车辆标准配置引入到驱动与制动、振动以及操纵稳定性的基础理论中．并讨论了
车辆在受到干扰时的整车行驶理论问题，还考虑到了车辆与驾驶员之间的相互作用。
《汽车动力学(第4版)》通过以图表形式给出的大量车辆数据和计算实例说明了上述理论的适用性，并
在对结果的讨论中为车辆性能的改进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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