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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背景

多元化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一大特点。同时，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汽车工业

的发展。2012年至今，中国汽车市场进入繁荣阶段，汽车年产量增长 20%。这

种增长速度属于井喷型。如今，我国汽车产量已居世界第一，而此后的增速也在

意料之中，并逐步进入平稳增长期。目前，面对国内外汽车行业的复杂环境，依

靠中美汽车市场的支持，一些知名汽车品牌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这种情况

不能一直保持下去。

目前，国产轿车的总体设计制造水平比欧洲轿车和日本轿车落后很多，这是

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突出表现车身、底盘和发动机。缺乏优秀产品，过度抄袭

他国品牌。国内大品牌都是与国外合资，利用别人的技术。国产车低价高配来吸

引消费者。国内汽车新星，如奇瑞、华晨、一汽红旗等。质量不断提高。

1.2 主要的内容

原始数据：

重型货车，整车尺寸 9300mm，轴数 2，轴距 5650mm，额定载质量 12370kg，

整备质量 12500kg，最高时速 103km/h，最大爬坡 30%。

设计内容和要求：

（1） 确定总体布置设计的结构形式；

（2） 确定总体布置设计的主要参数；

（3） 设计、计算总体设计的相关尺寸和参数；

（4） 绘制总体设计总布置图；

（5） 完成设计说明书的撰写；

（6） 完成课程设计的文档整理。

1.3 设计成果要求

（1）课程设计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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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设计图纸一套（机绘），总量不少于 1.5张零号图纸的总体设计

布置图；

（3）设计计算说明书一份（手写），不少于 8000字（专用稿纸 10页左右）；

（4）课程设计（总布置图）图纸资料的电子稿（二维图纸 1张 A0，）



6

2 形式的选择

主要内容为轴数、驱动形式和布局方案。

2.1 轴数的选择

通过多方面了解到

小于 19t的汽车，运输车和轴荷不受道路、桥梁限制的不在公路上行驶的车

辆，如矿用车等，采用两轴方案。

总行所述本次设计选用 2轴形式。

2.2 驱动形式的选择

本次设计采用 6*4后轮双胎，前置后驱形式。

2.3 布局形式的选择：

本车采用发动机位于前轴之上、驾驶室之正下方。如图所示。这时驾驶室布

置在发动机之正上方．其前端形成较平坦的车头．故具有这种布置方案的汽车属

于“平头车”型。这种布置的优缺点正好与长头车相反．可获得最短的轴距和车

长尺寸；自重轻；机动性及视野性好；面积利用率高。但鸳驶室易受发动机的振

动、噪声、热等影响，夏季闷热；发动机罩突出于驾驶室内两侧座之间，不易设

置中间座位；经在驾驶室内设置的可打开的舱口维修发动机，其接近性仍差，维

修不方便，采用可翻倾式驾驶室虽可解决这一间题，但也带来操纵的传动机构的

复杂化；这种布置方案使驾驶室地板最高，上下车不方便。对于上述缺点，目前

已有不少改善措施，如对驾驶室采取隔热、通风、密封、采暖、隔振等措施以及

加装空调设备等，再加之其原有的优点，使平头式（包括下述布置）方案在现代

轻、中型载货汽车上得到了广泛采用，甚至某些重型载货汽车也采用了平头式方

案，但在重型牵引车上则多采用长头式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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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尺寸的确定

3.1 外形尺寸

主要尺寸参数主要包括外形尺寸、轴间距、轮间距、前悬架、后悬架等。

3.2 轴间距

轴间距：前轴中心到后轴中心长度。

轴距是同侧两车轮中点点的长度。轴距越长则车厢内空间越大，开起来越平

稳。但轴距大让整车机构布置困难，车身权造型难看，因此轴距与全长的比例不

大于 62%。

具体参考数据如下表

表 2-2 货车的轴距和轮距

总质量（T） 轴距（mm） 轮距（mm）

＜1.8 1700-2900 1150-1350

1.8-6 2300-3600 1300-1650

6-14 3600-5500 1700-2000

＞14 4500-5600 1840-2000

本次设计轴距取 5650mm。

3.3 轮间距

汽车轮距 B 应该考虑到车身横向稳定性，主要取决于车架前部的宽度、前

悬架宽度、前轮的最大转角和轮胎宽度，同时还要考虑转向拉杆、转向轮和车架

之间的运动间隙等因素。主要取决于车架后部宽度、后悬架宽度和轮胎宽度，同

时还要考虑车轮和车架之间的间隙。各类载货汽车的轮距选用范围如表2-1所示。

选取 B1=2056mm，B2=1878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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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前后悬架

前悬尺寸对汽车通过性、碰撞安全性、驾驶员视野、前钢板弹簧长度、上车

和下车的方便性以及对汽车造型均有影响。增加前悬尺寸，减小汽车接近角，使

通过性降低，并使驾驶员视野变坏。

后悬尺寸对汽车通过性、汽车追尾时的安全性、货箱长度或行李箱长度、汽

车造型等有影响，并取决于轴距和轴荷分配的要求。后悬长、汽车离去角小，使

通过性降低；而后悬短的乘用车行李箱尺寸不够大。

货车前悬一般在 1100-1300mm范围内，中型货车后悬一般在 1200-2200 之

间。

本次设选取 LF=1199mm,LR=245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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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车头长度

货车车头长度是前保险杠到驾驶室后围得距离。车身形式既长头型还是平头

型对车头长度有绝对影响。此外，车头长度尺寸对汽车外观效果/驾驶室居住性

和发动机得接近性又影响。

平头货车一般在 1400-1500mm之间。

3.6 汽车的外廓尺寸

我国法规对载货汽车外廓尺寸的规定是：总高不大于 4米，总宽不大于 2.5

米，外开窗、后视镜等突出部分宽度不大于 250mm ,总长不大于 12米。一般载

货汽车的外廓尺寸随载荷的增大而增大。在保证汽车主要使用性能的条件下应尽

量减小外廓尺寸。

参考同类车型取外形尺寸长*宽*高=9300*2550*3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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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汽车质量参数的确定

4.1 汽车装载质量的确定

汽车的装载质量是指汽车在良好路面上所允许的额定装载质量，用me表示。

题目中给定的是 12370kg。

4.2 汽车总质量的确定

汽车总质量是指汽车整车整备质量、汽车装载质量和驾驶室乘员（含驾驶室）

质量三者之和，用ma表示。题目给定 25000kg。

4.3 汽车的轴荷分配

汽车的轴荷分配影响汽车的使用性能和轮胎的使用寿命，为了使轮胎的寿命

一致。为各类载货汽车轴荷分配的数据。

载货汽车轴荷分配

货车型式

满载（%） 空载（%）

前轴 后轴 前轴 后轴

6*4，后轮双胎 19-25 75-81 31-37 63-69

4x2，后轮双胎平

头

30-35 65-70 48-54 46-52

4x2 后轮双胎长

短头

25-27 73-75 44-49 51-56

4x2后轮单胎 32-40 60-68 50-59 41-50

本次设计，空载前轴 35.2%，空载后轴 64.8%.满载前轴 23.2%，满载后轴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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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汽车性能参数确定

5.1 动力性能

(1) 最高车速的确定

载货汽车的最高车速主要是根据汽车的用途以及使用条件和发动机功率大

小来确定,103km/h。

(2) 加速时间的确定

汽车起步连续换档加速时间是汽车加速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

(3) 最大爬坡度的确定

本次设计取 30%

(4) 比功率和比转矩

比功率 15kw.r，比转矩 38N.M.r.

总质量(t) 比功率 比转矩

＜1.8 16-28 100-180

1.8-6 15-25 30-44

6-14 10-20 38-44

＞14 6-20 33-47

5.2 燃油经济性

本次设计参考下表：

百公里燃油消耗量

总质量(t) 汽油机 柴油机

6-12 2.68-2.82 1.55-1.86

＞12 2.5-2.6 1.43-1.53

4-6 2.8-3.2 1.9-2.1

＜4 3-4 2-2.8

根据上表提供的数据和参考车型给出的百公里油耗，本次设计车型油耗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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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7.5L/100km，油箱容积设定为 100L。

5.3 通过性几何参数

通过性几何参数包括最小离地间隙 hmin、接近角γ1、离去角γ2、纵向通

过半径ρ1等。不同形式货车的各项参数参考范围见下表 2-8。

汽车通过性的几何参数

总质量 最小转弯半径 D

＜1.8 8-12

1.8-6 10-19

6-14 12-20

＞14 13-21

Hmin λ1 λ2 ρ

4*2货车 180-300 40-60 25-45 2.3--6

4*4，6*6货车 260-350 45-60 35-45 1.9-3.6

4*2，6*4客车 220-370 10-40 6-20 4-9

本次总体设计，设计为最小离地间隙 hmin初定为 325mm，接近角γ1取值

为 31°，离去角γ2取值为 15.8°，通过半径为 7.5m。

5.4 操纵稳定性参数

总体设计中，转向特性、侧倾角、制动俯仰角等方面都与操纵稳定性参数有

关：

（1）转向特性参数 为了使汽车拥有良好的操纵稳定性，应保证汽车具有

一定程度的不足转向，转向特性参数应保持在 1°~3°为宜，故在本次设计中取

值为 2.4°。

（2）车身侧倾角 在汽车以一定速度转弯时，为了保证车身在转弯时有良

好的支撑性，应将车身侧倾角控制在 3°以内，最大不超过 7°，则车身侧倾角

取值为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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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动前俯角 通常情况下，在汽车制动时，由于惯性，车头都会出现

“点头”现象，为了提高或者不影响乘坐舒适性，车身制动前俯角在设计时不应

大于 1.5°，故此次设计该数值取为 1.05°。

5.5 舒适性

汽车在提供动力性、空间实用性的同时，还要兼顾舒适性，给乘客带来良好

的乘坐感受，这也是汽车市场后期销售重要的影响因素。本设计舒适性参数参照

下表。

静挠度 动挠度 偏频

60-130 70-130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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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动机的选择

6.1 发动机形式

目前汽车发动机主要采用往复式内燃机，分为汽油机和柴油机两大类。当前

在我国的汽车上主要是汽油机，由于柴油机燃油经济性好、工作可靠、排气污染

少，在汽车上应用日益增多。

本车选取柴油发动机。

6.2 发动机主要性能

汽车的动力性主要决于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值，发动机的功率越大，动力性就

好. 最 大功率值根据所要求的最高车速vamax计算，如下

Pemax =
1

𝜂𝑇
(
𝑚𝑎𝑔𝑓𝑣𝑎𝑚𝑎𝑥

3600
+

𝐶𝐷𝐴

76140
𝑉𝑎𝑚𝑎𝑥
3 ）

式中：Pemax……最大功率，kw

ηT………传动系效率，0.849

g…………重力加速度，m/s2

f…………滚动阻力系数，取 0.0156

CD…….空气阻力系数，取 0.94

A…………汽车的正面迎风面积，本车 A取 8.67m2

ma………汽车总质量，kg

vamax……汽车最高车速，km/h

带入相关数据，可得：

Pemax=266.565 kw

型号 NV30-C6C

单缸气门数 4

排 量/L 3.093

额定功率/ 转速（kw/r/min） 38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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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资料，选取 NV30-C6C，主要技术参数下表。

发动机外特性曲线如下图

转矩 转速 功率

986 1091 112.69

1094 1227 140.56

1238 1364 176.77

1373 1500 215.59

1471 1636 252.05

1523 1773 282.67

1530 1909 305.87

1503 2045 321.97

1457 2182 332.94

1408 2318 341.80

1368 2455 351.64

1343 2591 364.41

1328 2727 379.26

1303 2864 390.64

1229 3000 386.00

最大扭矩/转速（kw/r/min） 1530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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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ax = 9549 ×
αPemax

np

式中，Temax—最大扭矩(N·m)

α—转矩适应性系数，取α=1.1

Pemax—发动机最大功率(kw)

np—最大功率转速(r/min)

Temax=9549*1.1*386/3000≈1351.50 N·m

因计算要求nP nT在 1.2~1.4之间选取

故nP nT=1.4, nP=3000r/min; nP nT=1.4, nT=2143r/min

综上所述，计算数据与所选发动机数据相符。

6.3 悬置

发动机悬置应符合下述条件：

（1）悬置应有一定的刚度

（2）隔震性能要好

（3）能起到减震降噪作用

（4）橡胶材料的机械疲劳性能、良好的热稳定性和耐腐蚀性

橡胶悬置：结构简单，成本低，具有一定的动刚度，一般用于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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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悬置的动刚度随频率变化。动态刚度在 10Hz最小值，20Hz左右最大值，

然后开始减少，当频率大于 30Hz时趋于稳定。阻尼损失角在 5-25hz之间，利于

大振动在空转频段（20-25hz）的衰减。

考虑到驾驶舒适及客户满意度的原因，本次设计橡胶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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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传动系选型

7.1 汽车轮胎

轮胎和车轮支撑着整个汽车车身，承受汽车重力，影响着汽车起步加速、汽

车制动以及汽车的运动方向。因此，轮胎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工作。

轮胎和车轮支撑着整个汽车车身，承受汽车重力，影响着汽车起步加速、汽

车制动以及汽车的运动方向。因此，轮胎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工作。

根据胎体结构的不同分为：子午线轮胎、斜交轮胎等。

子午线轮胎优点：滚动阻力小，温升低，缓冲性能和附着力性能优于斜交轮

胎。油耗低，寿命长，性能好。因此在汽车设计中应该作为首选。

缺点：制造困难，成本比斜交轮胎低，不易修复。

用途：适用于高速车辆常用的高强度、高导热钢帘线轮胎。钢丝帘只能用作

子午线轮胎。对于经常低速行驶的汽车，尼龙、聚酯、人造丝可以用作轮胎帘子

线。斜交轮胎主要用于制造上述材料。

重型货车轮胎主要是根据轴荷分配、轮胎的额定复合、使用条件以及车速来

选择，所选的轮胎在使用中静载荷应等于或接近于轮胎的额定负荷值。轮胎所承

受的最大静负荷与轮胎负荷值之比称为轮胎负荷稀疏，为了避免超载，此值应在

0.85-1.0之间。

轮胎选用 12.00-20，断面宽度 305 英寸，轮辋直径 20 英寸，滚动半径

0.54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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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离合器的选择

由于重型汽车的装载质量大，使用条件复杂，同时，重型货车满载与空载的

质量变化极大，欲保证重型汽车具有良好的动力性、经济性和加速性，需要采用

多档变速器。因为，档位越多，发动机发挥最大功率附近高功率的机会就越大,

可以提高汽车的加速与爬坡能力;同时也能增加发动机在地燃油消耗率的转速范

围工作的机会，可以提高汽车的燃油经济性。目前，组合式机械变速器已经成为

重型汽车的主要形式，即以一到两种 4~6 挡变速器为主体，通过更换系列齿轮

副和配置不同的副变速器,得到一组不同的挡数、不同传动比范围的变速器系列。

根据发动机最大转矩和变速器的工挡传动比，初步选择单片拉式膜片弹簧离合

器，东风康明斯用得 L07BH，扭矩 100000Nm。

7.3 万向传动轴的选择

选用两轴式传动轴,并用十字轴连接，江苏荣航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SWC180，

公称扭矩 22400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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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主减速器的选择

主减速器形式的选择与汽车的类型及使用条件有关，主要取决与动力性、经

济性等整车性能所要求的主减速比 i。的大小以及驱动桥的离地间隙、驱动桥的

数目及诚速形式等。

双级主减速器有两集齿轮减速组成，结构复杂、质量大，制造成本也显著增

加，仅用于主减速比较大 7.6≤i≤12) 且采用单级减速器不能满足既定的主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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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和离地间隙要求的重型汽车上。

单级主减速器用于多桥驱动汽车的贯通桥上，其优点是结构简单，主减速器

的质量较小，尺寸紧凑，并可使中、后桥的大部分零件，尤其是使桥壳.半轴等

主要零件具有互换性。

综上所述，选用单级圆锥齿轮减速器。

7.5 驱动桥的选择

驱动桥处于传动系的末端，其基本公用是增大由传动轴传来的转矩，将转知

分配给左、右驱动车轮，并使左、右驱动轮具有差速功能;同时，驱动桥还要承

受作用于路面和车价之间的垂向力、纵向力和横向力。驱动桥的结构形式与驱动

车轮的悬架形式有关。绝大多数小型客车的驱动车轮采用非独立悬架，相应的采

用非断开式车桥。现代多桥驱动汽车都采用贯通式驱动桥的布置。在贯通式驱动

桥的布置中，各桥的传动布置在同一个纵向垂直平面内，且相邻的两桥的传动轴

是串联的布置。其优点是不仅减少了传动轴的数量，而且提高了各种驱动桥零件

的互通性，并且简化了结构，减少了体积和质量，成本较低。

本设计选用淮柴 HDZ800单级减速驱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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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总体布局

在初定汽车的形式主要参数和发动机形式后，接着就是进入汽车总体布局的

工作，校核各个零部件的结构尺寸是否符合整车尺寸的参数。

8.1 发动机的位置

发动机的布置：上下位置、前后位置、左右位置。

(1)上下位置对高度、离地间隙和驾驶员视野有影响。特别是这款设计车型

是前置后驱车型。在大多数情况下，前轴载荷比较大，这就要求在车辆满载时，

发动机底壳跟路面间距要合理。在确定发动机的高度位置后，匹配的散热器和风

扇也应符合车体设计的预留位置，以保证其他部件的散热效果更好。

(2) 布置发动机前后位置时，应考虑前壁与发动机的距离，以保证零件的

安装，防止热量进入客厢。同时，发动机固定后，可以同时拆下离合器壳和变速

器。

(3)左右位置，发动机曲轴中心与车辆中心线一致，有利于发动机安装支架

的放置，能更有效地优化底盘轴承系统的承载能力。

8.2 转向系统的位置

转向系统的布置包括方向盘的位置和转向机的位置。

方向盘的位置布置应与司机座椅位置完全匹配，以保证司机在驾驶汽车时感

到舒适，减轻身体疲劳。根据人体工程学的要求，应考虑仪表板和中控台的操作

和信息摄取，确保驾驶员不受方向盘的影响，安全驾驶。同时，注意在方向盘周

围留出足够的空间，以及方向盘与其他部件的相对位置，以方便驾驶员的正常操

作。

8.3 悬架的位置

本次设计的车型悬架为前置麦弗逊式，后横臂式。前独立悬架可以增加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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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方便部分部件的放置，适合于前驱车；还能有效缓解头部振动，有利于保

护发动机总成等部件。应注意轮距和转向控制系统对车身姿态的影响。

8.4 制动系统的位置

制动踏板应设置在离驾驶员较近的位置，以便驾驶员安全方便地操作。除此

之外，还应使用脚制动踏板和手制动进行轻量化操作。布置制动管时应注意安全、

可靠和整体美观。考虑到制动管的使用寿命和频繁损坏，优化了改进后的线路布

置。

8.5 踏板的位置

踏板有离合器踏板、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本次设计采用更为舒适的自动挡，

因此不用离合器踏板。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并排布置在右侧，但两者之间的距离

应大于整个鞋底的宽度，以便更有效地降低驾驶员误操作的风险，尽可能保证车

内人员的安全。

8.6 油箱、备胎和蓄电池的位置

本次设计油箱容积为 100L。油箱放置，遵守一条规则：应远离消声器和排

气管，不要靠近发动机，以免油箱受热后发生重大事故。另外，为了保护油箱不

受冲击损坏，油箱设置在后排座椅后部。

备胎设置在行李箱内，行李箱下部设有独立的凹槽，用于存放备胎和工具箱。

此外，还采用盖板封闭车箱槽和车箱底部，使车箱平整美观。

起动器需要电源设备，蓄电池位于同一侧，靠近起动器以缩短电路。同时，

两者之间的距离不能影响零件的拆卸和更换。

8.7 车内乘客的布置

汽车是载客的工具，考虑到少量的商品，这就强调了汽车内部空间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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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安全性。按 GB/t11562《载人车辆驾驶员操作位置尺寸》标准考虑人

体工程学和视野的要求。司机操作位置尺寸如下图所示：

8.8 安全带的位置

安全带的分类：

两点式：可防止车辆碰撞时乘客下半身的相对位移，防止乘客被抛出车外，

但不能限制乘客上半身的运动。它只在卡车的后座和中间座位上使用。

三点式：由腰带和肩带组成。它不仅可以防止乘客下半身过度位移，还可以

防止上半身向前运动。用于汽车和卡车前面的驾驶座。

四点式：又称夹式安全带，是由两条以上肩带搭在两点式安全带上制成。乘

员保护性能最好。由于一些实际问题，一般只用于特殊用途车辆或赛车。

图 5-5 安全带的固定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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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设计采用三点式安全带。

8.9 运动校核

运动验证的总体布局设计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整车的角度来检查

运动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是充分检查具有相对运动的零部件的运动干涉。

汽车由许多零部件组装而成。针对各部分的结构特点，从整体上考虑整体设

计，检查运动的正确性。例如，在保证车轮的转动方向与方向盘的转动方向一致

的情况下，需要检查传递转向力的零件的运动正确性，如螺钉的转动方向、摇臂

的位置、转向传动机构的组成等。

原则上有相对运动的地方进行干涉检查，如：转向传动机构和悬架运动、前

轮转向运动、车轮在地面上跳动等可能引起相对运动的，还会引起运动干扰和设

计误差。所以运动检测对整个汽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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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汽车总体布置设计的基准线

在绘制总布置草图时，首先要选择绘制图的基准线（面）。通常选择车架上

平面线、前轮中心线、汽车中心线、地面线、前轮铅垂线作为基准线，其定义如

下：

9.1 车架上平面线

车架纵梁较长的一段上平面在汽车侧视图和前视图上的投影线定义为车架

上平面线。它是作为标注汽车各垂向尺寸的基准线或零线。而对于具有从承载式

车身的汽车，则以车身中部底版下表面或中部边梁的下翼面在侧视图或前视图上

的投影线作为标注垂向尺寸的基准线或零线。

9.2 前轮中心线

通过左右前轮的中心并垂直于车架上平面线的平面在汽车侧视图和俯视图

上的投影线定义为前轮中心线。它是标注汽车各纵向尺寸的基准线或零线。

9.3 汽车中心线

汽车纵向垂直对称平面在俯视图和前视图上的投影线定义为汽车的中心线。

它是标注汽车各向尺寸的基准线。

9.4 地面线

地平面在汽车侧视图和前视图上的投影线定义为地面线。它是标注汽车高

度、货台高度、离地间隙、接近角和离去角等尺寸的基准线。

9.5 前轮垂直线

通过左右前轮的中心并垂直于地面的平面在侧视图上的投影线定义为前轮

铅垂线。它是标注汽车轴距和前悬的基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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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架上平面线与地面平行时，前轮中心线即与前轮铅垂线相重合，轿车即

是这样。而MPV或 SUV满载静止时的车架上平面线一般设计成与地面线相倾

斜，且前底后高的倾斜 0.5～1.5°的小角度，以便汽车驱动时车厢能趋于水平。

为了绘图简便，在绘制汽车侧视图时，应将车架上平面线这条基准线画成水平的，

否则驾驶室及货箱等都要倾斜一个小角度。

汽车总布置草图多由侧视图开始，而侧视图则由绘制基准线开始。首先画出

地面线，然后在该地面线上找出相距为轴距 L的 A\B两点，如图所示（图 8-2）。

通过 A，B点做垂直于地面线的垂直线，即得前后轮的铅垂线。沿铅垂线以轮胎

的滚动半径 1rr ， 2rr 找出前后轮中心 1O ， 2O ， 再以为 1O ， 2O 圆心，以轮胎的自

由半径 1or ， 2or 为半径画出轮胎外圆。为了画出车架上平面线先要找出车架上平

面线与前后轮铅垂线之交点 'A ， 'B 的离地高度 a，b。他们可分别由满载静止的

汽车在前后轮铅垂线处的各相关零部件的安装尺寸链求得，且 a，b 尺寸间具

有关系式： FLab tan 。

连接 'A ， 'B 两点即绘得车架上平面线。过 1O 点作车架上平面线的垂线，即

为前轮中心线。它与车架上平面线交于 ''A 点。在绘制汽车总布置尺寸控制图时，

前轮中心线和车架上平面线应取为主图板方格线的零线。

确定基准线时应注意的事项：

（1）整车在满载状态下，车头向左来确定整车的坐标线；

（2）在新车设计时，整车的坐标线确定后，车身的坐标线也确定了，两者

是统一的；

（3）如果用现有的车身或车架拼装新车型，则坐标线不一定一致。因为所

选的车型、车架已有自己的坐标线，而布置在新车上时，其坐标线不一定与新车

的坐标线重合，因布置上的需要会造成差值，在设计时应记住，作为设计的原始

数据。原车身，车架的坐标不随新车的坐标而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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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性能的计算

在选择驱动桥主减速器传动比𝑖𝑜时，首先可根据汽车的最高车速、发动机参

数、车轮参数来确定，其值可按下式计算：

𝑖𝑜 = 0.377
𝑟𝜂𝑣

𝑣𝑎𝑚𝑎𝑥𝑖𝑔5

式中:vamax --汽车的最高车速,已知 103km/h;

np--最高车速时发动机的转速，r/min,一般nv=np=3000r/min;

R--车轮静半径，r=0.543m

故io = 0.377
rηv

vamaxig5
=5.96

10.1 驱动桥主减速器传动比的选择

10.2 变速器一档传动比𝑖𝑔1的选择

在确定变速器一档传动比ig1时,需要考虑驱动条件和附着条件。为了满足驱

动条件，其值应符合下式子：

ig1 ≥
𝑚𝑎𝑔(𝑓𝑐𝑜𝑠𝑖𝑚𝑎𝑥 + 𝑠𝑖𝑛𝑖𝑚𝑎𝑥)𝑟

𝑇𝑒𝑚𝑎𝑥𝑖𝑜𝜂𝑇

式中：imax……最大爬坡度，imax=30度

代入相关数据，计算得：

ig1 ≥
mag(fcosimax+sinimax)r

TemaxioηT
=5.19

ig1 ≤
Grφ

TtqioηT
=13.74

本次设计取 ig=9.47 。

综上所述，本设计最小传动比为 5.96 ，最大传动比为 56.44 .选用法士特

ZM015/20，输入扭矩 2000Nm。

1档 2档 3档 4档 5档 6档 7档 8档 R档

9.466 5.40 3.08 1.75 1.00 无 无 无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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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驱动力和阻力的计算

汽车的驱动力按下式进行计算：

𝐹𝑡 =
𝑇𝑒𝑖𝑔𝑖𝑜𝜂𝑇

𝑟

𝑣𝑎 = 0.377
𝑟𝑛𝑒
𝑖𝑔𝑖𝑜

式中：Ft:力，N

Te:发动机转矩，Nm;

ne:发动机转速，r/min;

va:汽车的车速，km/h

io:主减速器的传动比 5.96 。

滚动阻力

Ff = magcosαf

空气阻力

Fw =
1

2
CDA⍴ua

2

爬坡阻力

Fi = magi

代入相关数据，计算所得数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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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驱动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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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加速度的计算

加速度计算公式为

a =
𝐹𝑡−𝐹𝑓−𝐹𝑤

𝛿𝑚𝑎

𝐹𝑓 = 𝑚𝑎𝑔𝑓𝑐𝑜𝑠𝛼

𝐹𝑤 =
1

2
𝐶𝐷𝐴𝜌𝑢𝑎

2

联立上式，代入数据得到

9-2

加速度曲线

10.6 加速时间计算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加速时间

a =
du
dt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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𝑑𝑡 =
1

𝑎
𝑑𝑢

进而得到

t = ∫u1
u2 1

a
du

输入数据用 excel计算出加速时间去曲线如图

9-3

加速时间曲线

10.7 汽车燃油经济性的计算

在总体设计时，通常是计算汽车稳定行驶时的燃油经济性，计算公式如

下：

𝑄𝑠 =
𝑃𝑔𝑒

1.02𝑢𝑎𝜌𝑔

𝑉𝑎 = 0.377
𝑟𝑛𝑒
𝑖𝑜𝑖𝑔

式中:𝑃𝑒：汽车稳定行驶时所需发动机的功率，kw;

Q: 汽车等速百公里燃油消耗量，37.5/100km;

𝑔𝑒:燃油消耗率 ,200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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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燃油重度，N/L

9-4燃油经济性曲线

10.8 爬坡能力计算

爬坡能力按照下式计算：

α = arcsin
Ft − Ff − Fw

G

同时：

tanα = i%

根据前两个公式得到爬坡性能曲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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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爬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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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设计通过学习教材和课程设计指导书，同事上网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对

越野车进行了总体设计。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1，对该车型进行尺

寸参数设计。2，对质量参数进行设计。3，对发动机传动系部件进行设计选型。

4，对动力性能和燃油性能进行计算。并最终绘制总布置图。

本次汽车设计课程设计，主要是对整车进行设计，是对所学的汽车设计知识

的总结，也为做毕业设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汽车设计课程设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性环节，使我们更加了解了汽车设

计的过程，比如:发动机的选取，汽车外轮廓尺寸的确定。还有在选取后对汽车

动力性和燃油经济性的计算。而作图环节更是锻炼了我们的动手实践的能力，学

会使用 CAD 绘图工具，并且了解了一些小的技巧，让我们增长了才能。

总之，我在完成课程设计的同时，培养了我使用技术资料，有关手册，图册

等工具书进行设计，以及计算，数据处理，编写技术文件等方面的工作能力。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自己动手实践，才能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

而这一过程正是增长知识的过程，这才是我们课程设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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