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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传动在汽车机械上的应用与计算 

李宗权 

（东莞理工学校  广东  东莞  523470） 

摘要：汽车技术发展到今天，其各项性能已经日趋多样化和信息化，但究其根本，汽车的动力性能才是一直以来各大汽车生产
商不懈追求的研究方向。汽车的机械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动力性，而其中，齿轮传动在汽车的动力输出以及扭矩传递上扮
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阐述汽车上的齿轮传动情况，分析齿轮传动的应用和其计算体系，探讨齿轮传动在汽车动力性能改
革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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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性能一直是汽车发展的重要议题，在当今科技手段日新月

异的时代，如何将汽车的动力输出和扭矩传递保持在一个高效率的
水平，并尽可能地提高传动性能，也已成为许多探索者的研究课题。
其中，齿轮传动对汽车动力性能的影响不言而喻。汽车当中的变速
器、主减速器以及正时齿轮等都运用到了齿轮传动。对齿轮传动的
准确把握，了解齿轮传动的应用和计算，对于提高汽车的传动效率
有着重要意义。 

一、齿轮传动的应用 

齿轮在其汽车动力应用上极为广泛，是汽车传递动力和扭矩、
改变转速和方向的主要应用部件，对汽车的稳定性、动力性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 

（一）齿轮传动的分类 
按照齿轮类型，可以将汽车上的齿轮传动分为四类： 
1.直齿圆柱齿轮传动 
直齿传动是汽车上最为常见的齿轮传动，如变速器当中的直齿

传动、正 
时齿轮传动等都运用到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 
2．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斜齿圆柱齿轮传动主要应用在汽车变速器内的斜齿传动，目的

在于减少 
噪音和变速冲击，增加传动的平稳性。 
3．锥齿轮传动 
锥齿轮传动在汽车差速器的传动中应用。 
4．蜗轮蜗杆传动 
蜗轮蜗杆传动应用在汽车座椅电机调节以及减速器传动当中。 
（二）齿轮传动的应用特点 
齿轮传动的速度快、功率大，与其它传动方式相比，齿轮传动

有以下特点： 
1.传递效率高 
2.传递平稳 
3.传动比恒定 
4.不宜作远距离传动 
二、齿轮传动的计算 

齿轮的安装尺寸与所能传递的动力大小是有着严格的关系的，
所以，正确把握两者间的计算，才能更好的掌握齿轮传动的机械效
果。现以“直齿圆柱齿轮传动”为例，说明其计算关系。 

（一）直齿圆柱齿轮传动正常传动的条件 
直齿圆柱齿轮传动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直齿圆柱齿轮相互

配合而产生的传动，但要使其能正常传动，需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1.齿轮正确啮合 
轮齿能正确进入啮合，不发生干涉或卡滞，便需要使得轮齿间

的相邻齿廓的法线要距离相等，即需要满足： 
m1=m2；  
α1=α2 
其中，m 是模数，α是压力角。 
2．齿轮连续传动 
齿轮要实现连续传动，而不发生卡滞或脱离，需要满足轮齿间

重合度大于 1 的条件，表示为： 
Σ≥1 

其中Σ为重合度。重合度越大，传动越平稳，越能产生连续不
卡滞的传动效果。 

3.正确的传动比 

i= 
12= 21  

其中，i 为传动比；n1、n2 分别为主、从动轮的转速；z1、z2
分别为主、从动轮的齿数。 

（二）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计算 
直齿圆柱齿轮传动在汽车传动中通常以轮系传动的形式进行，

即多个齿轮相互一一啮合，进行动力和扭矩的传送。 
以定轴轮系为例，在轮系传动中，以首、末两轮的转速之比作

为传动比，计算公式表示为： 

Iaz= =

  其中，a 表示输入轴，z 表示输出轴。 
三、齿轮传动的失效 

汽车内部的齿轮传动传递的都是大扭矩、大功率的运动，对于
齿轮本身的磨损产生极大影响。 

除了正常磨损之外，齿轮还有可能在正常寿命之内，产生失效
传动。其失效形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轮齿折断 
指齿轮由于应力过载，产生的断裂、破损和裂纹。产生折断的

齿轮一般是由 
于根部弯曲力集中过载导致。 
2.齿面胶合 
由于压力和摩擦，使得啮合面发生粘连，并在传动中剥落的一

种失效模式。 
3.疲劳点蚀 
轮齿在传动中，因为杂质附着，或交变力的作用，使得轮齿部

分脱落，形成 
凹点，这种凹点极易师轮齿内部应力不均，而产生轮齿断裂或

变形。 
齿轮失效通常是因为装配和选择材料与使用工况不符导致的，

因此，对齿轮失效原因的研究，能更好地解决汽车机械传动当中关
于齿轮传动的平稳性和持续性的问题，可以有效避免许多因为不恰
当的传动带来的安全隐患。 

结语 

汽车的发展最本质的还是动力的发展，尤其是在如今倡导节能
的社会环境下，如何能够产生更有效的动力传输效率，将是汽车领
域今后的重要议题。对齿轮传动的研究也是基于此。相信会有一天，
当人类的科技达到某个高度的时候，许多目前关于齿轮传动的暂时
未能攻破的技术领域，将来某一天都将可以一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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