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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工程应用力学》内容包括轮胎力学特性与轮胎、汽车的动力性、汽车的制动性、汽车的操纵稳
定性和汽车空气动力学。
作者力求使《汽车工程应用力学》内容编排新颖、逻辑连贯、叙述通俗、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并注
重理论联系实际。
书中内容涉及汽车先进技术，如ABS、BAS、4WS、VSC等电控系统以及低风阻车身造型、主动悬架、
半主动悬架、特殊性能轮胎、F1赛车尾部扩散器等空气动力学套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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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摩擦材料的成分摩擦材料大多是同金属盘（鼓）产生摩擦。
一般公认，在干摩擦条件下，进行对偶摩擦的摩擦因数大于0.2的材料，称为摩擦材料，又称摩阻材料
。
不论何种类型的制动摩擦材料，一般都由三种成分组成：即有机粘结剂、增强（加固）材料和填料。
下面分述之。
 1）有机粘结剂。
有机粘结剂多为酚醛类树脂和合成橡胶，以酚醛类树脂为主。
这两种粘结剂具有较好的耐热性能。
粘结剂对摩擦材料的性能具有重要的作用，选用不同的粘结剂会使摩擦片具有不同的摩擦性能和结构
性能。
目前使用的酚醛树脂及其改性树脂有：腰果壳油改性、丁腈粉改性、橡胶改性及其他改性酚醛树脂。
 2）增强材料。
增强材料是摩擦片材料的基材，在摩擦片中起加固作用，它赋予摩擦制品足够的机械强度，使其能承
受摩擦片在生产过程中的磨削和铆接加工的负荷力以及使用过程中由于制动和传动而产生的冲击力、
剪切力、压力。
因此，对于作为增强材料的纤维有如下要求：增强效果好；耐热性好，在摩擦工作温度下，不发生熔
断、炭化和热分解现象；具有基本的摩擦因数；硬度不宜过高，以免产生制动噪声和损伤制动盘（鼓
）；工艺可操作性好。
纤维增强材料主要有石棉、半金属、有机物（NAO）等三种。
 3）填料。
摩擦材料成分中的填料，主要是由摩擦性能调节剂和配合剂组成。
正确使用填料对于摩擦材料性能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摩擦材料中加入高温摩擦性能调节剂填料，是减
少和克服“热衰退”的有效措施。
填料有以下作用：调节和改善成品的摩擦性能、物理性能与机械强度；控制成品热膨胀系数、导热性
、收缩率，增加成品尺寸的稳定性；改善成品的制动噪声；改善成品外观质量及密度。
根据摩擦性能调节剂在摩擦材料中的作用，可将其分为“增摩填料”与“减摩填料”两类。
摩擦材料本身属于摩阻材料，为了能够执行制动和传动功能，要求具有较高的摩擦因数，因此增摩填
料是摩擦性能调节剂中的主要成分。
增摩填料的硬度通常为莫氏3～9，硬度较高的填料，其增摩效果较明显；莫氏硬度5.5以上的填料属硬
质填料（如氧化铝、锆英石等）。
减磨填料一般为莫氏硬度低于2的矿物质（如石墨、二硫化钼、滑石粉、云母等），它既能降低摩擦
因数又能减少制动盘（鼓）的磨损，从而提高摩擦材料的使用寿命。
 （2）各类型摩擦材料的性能制动摩擦片按基础材料（增强纤维）的不同，可分为石棉型、半金属型
、无石棉有机物（NAO）型等三种。
各自性能特点如下： 1）石棉型摩擦片。
石棉摩擦片是以石棉纤维作为摩擦片的增强（加固）材料。
石棉纤维具有较高的耐热性和机械强度的特性，抗张能力强，可以承受316℃的高温，而且价格低廉。
石棉纤维在摩擦片成分中占有40％～60％的比例。
由于石棉是绝热物质，其导热性差，致使摩擦片反复制动后所堆积的热量散发缓慢，从而导致摩擦片
的摩擦因数大大下降而出现制动器效能热衰退现象。
但因石棉粉尘有害人体健康，1999年在我国已被禁用于摩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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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汽车工程应用力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本科及高职高专汽车专业师生的学
习参考书，亦可作为从事汽车设计与试验、汽车运用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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