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拖拉机机组牵引动力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拖拉机机组牵引动力学>>

13位ISBN编号：9787030287076

10位ISBN编号：703028707X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周志立，方在华　著

页数：250

字数：31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拖拉机机组牵引动力学>>

前言

　　本书是作者根据其在拖拉机农具机组系统方面的研究成果写成的。
主要研究拖拉机的典型作业机组（犁耕机组、运输机组）的作业性能的分析预测模型，计算机分析方
法、程序及机组的匹配优化技术，系统讨论机组的主要工作性能。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机组，即拖拉机和农机具组成的系统。
拖拉机总是以机组的形式工作的，因此研究工作也必须以机组系统为对象才是合理的。
我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拖拉机工业和农机工业。
60年代开发了一批拖拉机农具产品，开展了许多产品的实验研究，积累了不少试验资料和设计经验，
但主要是以拖拉机单机试验和设计为主，对机组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性能分析和参数确定上也主要是以定性分析或经验比较为主。
70年代，几个有关院校和科研单位开展了规模较大的机组动载测量和匹配研究，由于测试手段和数据
处理手段落后，对试验结果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总结。
70年代后期，又引进了一批国外先进技术，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机组理论的研究工作尚未达到应有
的高度，或者说尚未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机组理论，对已有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概括也很不够，还没有比
较实用的机组性能分析和性能预测理论。
80年代开始，计算机得到日益普遍的采用，为了更充分地发挥计算机辅助分析和辅助设计的巨大优越
性，对机组理论和机组性能的分析模型、方法以及机组优化技术有了更迫切的要求。
国外，尤其是技术先进的国家，在机组理论和性能的研究方面开展了许多工作，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报
道。
但从已发表的各种文献看，都有内容范围上的局限和适用条件上的局限，只能适用于解决某种条件下
某一个或几个问题，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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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拖拉机和农具机组系统为对象，将发动机、拖拉机和农具理论与设计方法相互渗透、综合，以
特有的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建立了分析机组性能的各种数学模型，提出了一套系统性能分析方法。
    作者力图体现特有的理论体系，将典型机组和诸多性能的分析形成有机的联系，而不是各种问题的
研究成果的汇编；特别注意内容的实用性，注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的内容都是现实需要解决
的问题；介绍的机组性能预测，从整体到某个具体模型都适用于进行计算机辅助分析，完全可以据此
建立配套的计算机软件系统，这一点已被实践证实。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从事拖拉机、农机的理论研究、试验、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大专院校老师
及研究生，对其他车辆的研究人员和计算机软件工程研究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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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发动机系统动态性能与动载荷有密切关系，发动机载荷的选配及在确定的载荷下如何选配发动机
，是发动机系统匹配及影响其性能发挥的重要问题。
在相同均值的静态与动态载荷下对发动机性能进行分析比较时，发动机的平均转速和平均功率将下降
，因此，一般以平均转速不低于调速器起作用转速而又获得尽可能大的平均功率为原则进行发动机的
载荷匹配。
　　依据轮胎滑转率的数学模型，计算轮胎在不同地面工作条件下的平均牵引特性，对轮胎驱动轮功
率、载荷、驱动力、速度和效率之间的匹配关系进行分析，实现了驱动轮主要参数的匹配。
在此基础上，使用拖拉机机组系统性能预测图，可验证拖拉机参数选择的合理性。
　　在对犁耕机组系统性能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犁耕机组的优化模型，包括以人土行程和提升速比的
变化为目标的悬挂机构优化模型、以生产率和燃油经济性为目标的机组优化模型，通过解决优化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实现犁耕机组参数的优化匹配。
　　通过分析拖拉机单轴挂车机组系统挂车载质量和挂车质心位置的选择依据，用封闭图即限制挂车
载质量和挂车质心位置各条曲线的综合图来确定这两个参数。
该封闭图集各种限制条件于一体，能清晰地反映出满足性能要求的参数范围，使用该图选择参数可以
较快地得到较优解，且能寻求机组的更合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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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作者根据其在拖拉机农具机组系统方面的研究成果写成的。
主要研究拖拉机的典型作业机组（犁耕机组、运输机组）的作业性能的分析预测模型，计算机分析方
法、程序及机组的匹配优化技术，系统讨论机组的主要工作性能。
　　本书作者力图在自己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总结，并重点总结我国的试验研究成果。
将发动机、拖拉机和农具理论与设计方法相互渗透、综合，利用现代科技成就，建立和完善分析机组
性能、进行机组匹配的各种数学模型，提出一套完整的系统性能分析方法和系统匹配方法，以期对建
立和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机组理论稍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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