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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理论】 

【The theory of automobile】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80117】 

课程学分：【3】 

面向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开课院系：机电学院汽车工程系 

使用教材：主教材【汽车理论  陈家瑞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3 月第一版】 

       参考教材【汽车运用工程 许洪国 吉林大学 2004 年 （第二版】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与原理（1）、（2）】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研究对象：研究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汽车的技术状况进行有效管理，进而科学合

理地运用车辆，以便实现汽车运用的最佳效果的工程技术学科。 

本课程的作用：通过学习，在技术可行和使用可靠地前提下，保证汽车运输能够正常和安全的进行，

而且使运行的材料消耗和劳动消耗最少，并减少汽车运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本课程的地位：

本课程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必修课，是学习后续各门专业课的基础。要求结合实践教学，理

论联系实际，完成对该课程的学习。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适合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二年级下学期学生，此时，学生已经学习了《汽车构造与原理》等相

关课程，为本课程的学习打好了基础。 

四、课程与培养学生能力的关联性（必填项） 

五、课程学习目标 

     掌握汽车运用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要求运用影响汽车使用效果的因素。 

     掌握汽车动力性评价指标、掌握汽车的驱动条件、看懂汽车动力特性图、掌握汽车的功率平衡  

     掌握燃油经济性的评价指标、掌握燃油经济性的计算、掌握影响燃油经济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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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制动性的评价指标、理解地面制动力、制动器制动力和附着力之间的关系、  掌握汽车制动效

能的影响因素、掌握 ABS 的工作原理。 

掌握操纵稳定性的内容、掌握轮胎的侧偏特性、理解操纵稳定性与悬架的关系  、理解操纵稳定性与

转向系的关系、理解操纵稳定性与传动系的关系、掌握车辆稳定系统的工作原理。 

掌握人体对振动的反应和平顺性的评价、理解单质量系统对路面随机输入的响应、理解车身与车轮

双质量系统的振动、理解“人体一座椅”系统的传递特性。 

六、课程内容 

第一章汽车动力性评价 

 动力性的评级指标 

 汽车的驱动力图 

 动力特性图 

 汽车的附着力与地面法向反作用力 

 汽车的功率平衡图 

第二章汽车燃油经济性评价 

 经济性的评价指标 

 汽车结构对经济性的影响 

 使用情况的影响 

 电动汽车的经济性 

 燃油经济性试验 

第三章汽车制动性评价 

 地面制动力的产生 

 制动器制动力 

 制动距离的分析 

 制动效能的稳定性 

 制动时的方向稳定性 

 制动力分配 

第四章汽车操纵稳定性评价 

 车辆坐标系与转向盘角阶跃输入下的时域响应 

 轮胎的侧偏现象和侧偏力-侧偏角曲线 

 轮胎的结构、工作条件对侧偏特性的影响 

 侧倾时垂直载荷在左、右侧车轮上的重新分配及其对稳态响应的影响 

 转向系与汽车横摆角速度稳态响应的关系 

 地面切向反作用力与“不足-过多转向特性”的关系 

第五章 平顺性评价 

 人体对振动的反应和平顺性的评价 

 路面不平度的统计特性汽车振动系统的简化，单质量系统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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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身与车轮双质量系统的振动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 

列出课程实验的名称、学时数、实验类型（演示型、验证型、设计型、综合型）及每个实验的内容

简述。 

序

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类型 备注 

1 汽车动力性实验 
搜集汽车动力性的测验方法，并总

结影响动力性的因素 
2 综合型  

2 
燃油消耗率的实

验 

搜集汽车经济性的测验方法，并总

结影响经济性的因素 
2 综合型  

3 汽车制动性实验 探索影响制动性的因素 2 综合型  

4 轮胎动平衡 轮胎动平衡的试验方法 2 综合型  

 

 

   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撰写：任焕梅                                          系主任审核： 

总评构成（1+X） （1） （X1） （X2） （X3) 

评价方式 期末考试开卷 作业加课堂表现 动力性分

析测验 

实验成

绩 

1 与 X 两项所占比例% 40% 20% 20%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