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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汽车理论（第5版）》为1981年出版的《汽车理论》第5版，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
通高等教育&ldquo;九五&rdquo;部级重点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
　　《汽车理论（第5版）》出版二十余年来，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地完善。
在教材结构方面，经过几代汽车专业教师在教学中的摸索和实践，形成了目前这样比较完善的教材体
系；在教材内容方面，力求将系统性、先进性和完整性相结合，每一次修订都跟随汽车工业技术和工
程教学的步伐，弃旧更新。
《汽车理论（第5版）》密切联系汽车设计和试验的实际问题，把编者多年的教学、科研经验和体会
融入其中。
因此，《汽车理论（第5版）》不但适用于汽车类专业的本科教学，也可作为汽车企业及科研院所工
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目前，立体化教学和精品化教材的要求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为此，本次修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将原教材的单色改为双色，即把教材中的重点内容
改为蓝色，以突出重点，使读者更容易学习和掌握。
　　2）配套出版教学光盘，包括电子教案、习题集、视频参考材料等。
　　3）配套出版汽车试验录像光盘，介绍了汽车动力性、经济性、制动性、操纵稳定性和平顺性等
基本性能试验的现代仪器设备和试验方法。
　　4）修改《汽车理论》第4版中遗留的文字和图形错误。
　　本修订版由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编写。
参加编写的有余志生、夏群生、赵六奇、伦景光、刘惟信、孙建纲、李克强、季学武，主编为余志生
，副主编为夏群生。
《汽车理论（第5版）》由合肥工业大学陈朝阳审阅。
　　编写过程中，张红、彭莫、单德福、宋健、林健、陈勇、魏道高、王雷曾对本修订版提出宝贵意
见与帮助；东风汽车公司、北京汽车工程学会、跃进汽车集团等有关同仁曾给予大力支持；教学光盘
的具体工作由张红完成，汽车试验录像光盘由仇斌、吴凯辉、赵英、何乐、田光宇等完成。
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恳切希望使用《汽车理论（第5版）》的高校师生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理论>>

内容概要

本书为全国高等学校机电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汽车与拖拉机专业小组制订的规划教材，并于“九五
”期间被教育部立项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于“十
五”期间被教育部立项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根据作用于汽车上的外力特性，分析了与汽车动力学有关的汽车各主要使用性能：动力性、
燃油经济性、制动性、操纵稳定性、行驶平顺性及通过性。
各章分别介绍了各使用性能的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建立了有关的动力学方程，分析了汽车及其部件
的结构形式与结构参数对各使用性能的影响，阐述了进行性能预测的基本计算方法。
各章还对性能试验方法作了简要介绍。
另外，还介绍了近年来高效节能汽车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本书为学生提供了进行汽车设计、试验及使用所必需的专业基础知识。
 　　本书是高等院校车辆工程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作为工厂、研究院所从事汽车设计、试验及使用的
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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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志生，教授，江西人，生于1925年，1951年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来一直从事汽车
工程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北京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全国高等学校汽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北京汽车
行业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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