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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节能为目的，介绍了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技术的总体结构、控制特性和应用范围。
主要内容有：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系统的
数学模型；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系统分析；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系统控制方法及仿真研
究；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系统控制特性研究；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系统试验研究；二次
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技术的应用等。

　　本书可供从事液压系统设计、研究和使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与液压专
业学生的选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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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由于采用的是完全可逆的液压马达／泵，所以，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系
统可在四个象限内工作。
 4）因为系统中有液压蓄能器，在加速时能在短时间内提供较大的流量，所以，液压马达／泵的最大
速度不完全取决于泵站容量的大小。
由于液压蓄能器平衡了峰值功率，可按工作周期内平均功率设计安装泵站，减少功率损耗，使系统的
效率较高。
液压蓄能器使系统压力比较稳定，并能保护液压元件不受压力冲击的损害，延长液压元件的使用寿命
，同时系统噪声也小。
 5）与供电系统一样，液压马达／泵也是在恒压网络中传递能量的，压力油直接与液压马达／泵相连
，可以无损耗地从系统中取得能量。
在这种液压系统中可以接上多个互不相关的负载（液压马达／泵），在每个负载上分别调节输出位置
（转角）、转速、转矩及功率，实行互不相关的控制规律。
由于在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系统中是通过调节液压马达／泵的排量来实现各种控制规律的，所
以定量液压执行元件（如液压缸），除非有特殊的用途，否则在没有液压变压器的情况下不允许直接
接入恒压网络中。
 6）由于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系统是压力耦联系统，所以，系统在有足够的功率工作时，从泵
站至液压马达／泵间的管路容积对系统的动态性能没有影响。
 2.3 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系统中的液压马达／泵 由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系统的工作原理
可知，凡是能够调节其排量的轴向柱塞液压元件都可以作为液压马达／泵使用。
例如，同济大学的范基等在二次调节节能液压系统的研制时，其液压马达／泵由ZM75液压马达改制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谢卓伟在研究二次转速调节静液驱动系统时，所用的液压马达／泵由贵阳航空液
压件厂生产的XBE／Y—J40FYKU柱塞泵改制；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田联房在研究两轴二次调节主动加载
试验台时，所用的液压马达／泵是由ZBY—40轴向柱塞泵改制的等。
 不需改造可以直接使用的液压马达／泵是由德国力士乐公司生产的轴向柱塞液压元件A4VSO—DS。
图2—4所示是A4VSO型液压马达／泵的组成回路。
 A4V通轴型轴向柱塞液压元件的主要结构特点是： 1）柱塞与传动轴轴线之间成一定夹角，由此减小
了配流盘的直径，有利于降低缸体配流面运动的线速度。
同时，柱塞的离心力也有利于柱塞的回程，提高了作为泵使用时的自吸能力。
为降低噪声、减小死区容积，柱塞末端制成锥体。
 2）缸体与配流盘之间采用球面配流，这样有利于补偿由于轴向偏载所引起的附加力矩对缸体产生倾
覆，消除了配流表面之间的倾斜，使支承油膜均匀，减小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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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次调节压力耦联静液传动技术》可供从事液压系统设计、研究和使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
作为高等学校机械与液压专业学生的选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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