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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两轮单轴代步电动车作为能够快速帮助使用者上手

操作的出行工具，不仅本身整体的规模较小，能够更好

地适应社会道路中的不同交通环境，同时自身以电力作

为能源能够更好地节能环保。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两轮

单轴电动车的使用性能，相关技术创新人员应当进一步

提升自身的设计理念，通过结合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工程

设计理念，同时针对国内的道路实际情况进行电动车动能

的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最终实现整体两轮代步电动车的

更多运行功能开发，从而更好地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

一、两轮单轴代步电动车的发展优势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不断深化，我国

新能源电车领域的整体发展不断增速，但是两轮单轴代

步电动车作为结合更多种新型技术的新型电车行驶，与

其他新能源电车相比具有以下的几点优势。第一就是对

于整体车身的构造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优化，传统的新能

源电动车往往由基本的车把来控制基本方向，整体车身

需要较大的空间来容纳踏板和发动机，这使得整体车身

的体积较大，也不可避免的需要较大程度的转动半径来

调转车身，这在实际的短途交通行驶过程中显得较为笨

重，并不完全能够符合居民出行的相关要求。而两轮单

轴代步电动车由于不需要通过车把来调整方向，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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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化了整体车体的行驶原理，这使得整体车身的

体积大大减小，进一步提升了整体的通过率和携带性。

并且由于自身的体积大大减小，整体代步机的旋转半径

几乎为零，这意味着整体车身能够原地旋转掉头，更好

地适应实际交通状况下的驾驶者需求，从而更好地提升

整体电动车的使用性能。除此之外，与其他电动车相比，

代步车的全部能源供给由电能输送，进一步提升了整体

行车过程中的轻质量无污染低能耗的整体目标，为响应

国家节能减排的整体发展趋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两轮单轴代步电动车研究现状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下整体市场的技术融合和开放性不断

提升，同时居民对于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功能需求进一

步提升，这使得两轮单轴代步电动车的发展逐步进入技

术突破和创新的趋势中，在针对实际路况环境下的动力

加速，平衡稳定以及能量存储等功能都进行了多层次的

优化与提升。[1] 这样的发展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整体两轮单轴代步电动车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将在

以下几个核心技术领域继续深入挖掘和性能提升。

1. 动力学模型

在实际的两轮单轴代步电动车的设计过程中，需要

针对电动车的实际形态进行动力学的分析，并结合实际

的运动需求进行相应的模型建立，从而更好地为之后的

其他设计奠定重要的基础作用。设计人员应当针对实际

需求进行相应的运动坐标系建立，方便整体电动车之后

的运行状态描述和表达。然后根据实际运行路况当中出

现的问题，例如迎面车辆躲避，高度落差避震以及后退

和转弯驱动等问题作为设计假设条件，并根据相应的计

算公式不断优化整体电动车的运动学模型，让其整体的

运动模型进一步简化。接下来，相关技术人员可以通过

对于具体的电动车构造进行精细化设计，结合两个车轮

的具体功能进行设计，同时进一步选择连轴的材质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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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形式，然后针对整车进行最后的形态细化，实现整体

电动车的动力学模型建立完成。[2] 接下来通过将实际的

动力学模型带入拉格朗日公式进行整体运动学运动状态

检查，通过控制相关变量实现对于整车运行的可控性分

析，从而直观地体现出两轮单轴代步电动车的整体动力

学设计，同时也为之后的其他设计奠定主要的基础。在实

际的动力学设计过程中，相关技术人员会根据实际的动力

学公式测算出适合电动车动能和运行的相关零件性能，例

如在实际的电动车电机选择时，为了能够更好地提升整体

二轮单轴电动车的平衡灵敏性，同时进一步实现电车前进

和后退的功能衔接，相关技术人员需要通过配备更大动能

的大扭矩轮毂电机实现对于整体电车的控制精细度，同时

采用无刷电机实现对于整体电动车的操纵感提升。

2. 传感器和数据分析

为了能够更好地提升整体二轮单轴电动车的有效控

制，相关技术人员需要针对整体电车的各个部分进行传

感器的添加和功能设计，从而更好地将整体电动车的性

能提升到更加优越的地步。整体电动车运行系统中主要

包括两种传感器，第一种是加速度计，能够进一步将整

体车身与实际操作人员的倾角信息进行收集，并传达到

控制中心。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传感器可以将动态和

静态两种加速度物理量进行综合计算，从而更好地测算

整体倾角，但是这样的传感效果在静态相应条件下效果

较好。[3] 在实际的动态响应条件下，加速度计会产生较

大的噪音，从而因为整体测算限制的问题造成动态追踪

的效果不如人意，这时候相关技术人员就需要通过结合

其他传感器与加速度计进行组合使用，从而更好地提升

整体传感器组的动态响应速度，进一步优化了整体电动

车的性能提升。第二种传感器就是陀螺仪的数据处理硬

件，主要针对二轮单轴代步电动车的旋转功能进行检测

和控制。在实际的电动车运行过程中，陀螺仪能够根据

电车旋转的角速度进行测算，并根据相应的时间积分公

式实现对于电车旋转多的精确角度值，从而更好地将实

时数据输送给数据中心进行处理。但是在实际的环境运

行下，由于陀螺仪自身的灵敏性较高，容易受到外界环

境温度差，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力变化以及内部结构造成

的不稳定力矩等问题出现陀螺仪的误差进一步增大，最

终造成了整体动态捕捉角速度的效果出现下降的情况。

这时候就需要相关技术人员针对这样的特殊情况，通过

结合其他传感器的组合使用进一步优化整体陀螺仪传感

器的运行性能稳定性。不同的传感器将自身的数据输送

给整体的数据中心，并在数据中心实现对于海量数据的

分析和归类，并结合实际的操作信号进行新数据的生成，

进而起到了二轮单轴电动车的整体运行控制功能。为了

能够更好提升整体数据中心的运行效率，相关技术人员

通过引入 PID 数据控制技术，将数据之间的偏差进行分

析和控制，从而更好地进行调节的功能使用。例如在实

际的车辆运行过程中，传感器将车体的数据信息传输给

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根据数据之间的差距进行计算和处

理，并生成新的数据信息传递个控制中心进行控制工作，

从而进一步将信息传递到电机等运动部件上实现对于整

体电动车的实际操作和控制。

3. 核心算法

为了能够进一步优化二轮单轴电动车的运行和控制，

相关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建立神经网络系统的方式提升整

体控制系统的核心算法效率。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通

过优化的控制算法能够具有结合历史数据信息进行自主

学习的功能，从而更好地根据之前的数据处理提升对于

控制系统与电机功能之间的联系优化，从而更好地减少

不确定性数据传输的问题发生。[4] 除此之外，相关技术

人员还可以应用遗传算法这一技术进行进一步的数据控

制，通过结合生物进化的整体思路作为数据控制的主要

理论基础，将电机的参数信息作为最重要的数据调整核

心，通过结合实际周围环境的因素作为参考变量，实现

实时数据的调整和优化，从而进一步适配更符合电机运

行的数据流传输，最终实现电机运行的效率最大化，同

时也能够大大提升整体电机的运行寿命，同时深化操作

人员对于整体二轮单轴代步电动车的控制质量，为整体

形势起到了更加良好的安全保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国家和社会对于未来交通运行持续走

节能减排路线的核心要求指导下，为了能够进一步积极

响应国家相关政策的号召，相关技术人员应当从机械设

计，动力学原理以及计算机编程等领域实现对于整体二

轮单轴电动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居民的日常出

行便利起到了深远的促进作用，同时能够更多的替代汽

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媒介，在根本上解决了短途交通的痛

点问题，最终对于整体交通运输的质量提升奠定基础，

同时为完成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需求做出自己的一份

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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