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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转向系与前悬架耦合动力学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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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考虑簧载质量振动的情况下以轿车转向系与前悬架的耦合非线性振动系统为研究对象，应用集中参数法

建立
!

维耦合系统的 ７自由度非线性动力模型，模型中综合考虑轮胎的非线性侧偏特性，悬架的非线性弹簧 阻尼

力以及转向系连杆的弹性作用。通过数值仿真研究，揭示了车轮存在失衡量时耦合系统的动态特性和转向系参

数、前悬架参数对整车摆振的影响，明确了转向系振动与前悬架振动的相互作用关系，为耦合动力系统的动态设计

与综合动力学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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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现代轿车广泛采用轻量化技术，大量的薄壁杆

件被广泛使用，悬架部位安装有非线性弹簧阻尼元

件，有效抑制了路面垂向位移激励引起的车辆振动，

提高了乘车的舒适性。另一方面，弹性构件和非线

性悬架的使用使轿车整车发生摆振现象
［１］
，导致车

辆发飘、前轮轮胎严重磨损，失去稳定性，造成爆胎

等交通事故。目前该现象尚未得到较好的解决
［２］
。

整车摆振产生的机理还没有被完全揭示，严重影响

车辆的动态设计，致使摆振控制的效果不明显，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转向系与前悬架在动力学层面上是一

高度非线性耦合动力系统。Ｄｅｍｉｃ［３］通过试验手段
证实了车辆在转弯时悬架系统的偏斜使转向轮严重

磨损并对转向系振动产生重要影响。Ｋｉｍｕｒａ等［４］

同样应用试验证明了转向系振动可以引发簧载质量

振动这一现象。ＩｓｍａｉｌＭｕｒａｔＥｒｅｋｅ［５］在忽略簧载质
量振动的条件下研究了非独立悬架汽车的转向系振

动问题，分析了转向轮定位参数对系统振动特性的

影响，但所建模型是线性的，未考虑簧载质量的振

动，与试验结果偏离较大。还有较多学者研究转向

系的振动规律，主要以模型研究为主，强调模型的构

建方法及其合理性，未从本质上揭示转向系振动与

前悬架振动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规律
［６～７］

。国内在转

向系振动领域的研究主要针对非独立悬架汽车，对

独立悬架汽车的研究较少
［８～１０］

。以文献［１１～１２］
为代表，指出了摆振是 Ｈｏｐｆ分岔出现稳定极限环的
振动现象，极限环和平衡点之间可能存在不稳定极

限环，并随着车速的增加可以出现二次摆振，从基本

假设来看，均忽略了簧载质量的振动，在该问题上需

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轿车前轮绕主销的振动会引发整个

转向系和前悬架的振动，相反前悬架的振动又对转

向系的振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研究转向系的振动

要充分考虑前悬架簧载质量的振动，建立耦合动力

学模型，对耦合振动系统进行分析与控制。本文建

立转向系、前悬架耦合振动模型，分析耦合系统参数

影响。

１　多自由度耦合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轿车转向轮摆振会引发整个转向系与前悬架耦

合系统的振动，其主要原因是转向轮的长期使用产

生了不平衡质量，该失衡量是耦合系统振动的主要

激励源。另外一种情况是在转向轮不存在失衡量的

情况下，偶然受到路面瞬时激励的作用，产生一个初

始偏角，然后呈现持续摆动状态，属于自激摆振。针

对前一种摆振现象，考虑转向机构弹性影响和多种

非线性因素，包括轮胎非线性侧向力、悬架非线性弹

簧 阻尼力，应用集中参数法建立转向系与前悬架耦

合７自由度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１１　悬架模型与轮胎侧向力模型

采用非线性悬架来衰减汽车垂向受到的振动与

冲击，悬架非线性弹性力模型为
［１３］

Ｆｔ＝ｋｔΔｙ＋εｋｔΔｙ
３

（１）
式中　Δｙ———悬架弹簧变形量

ｋｔ———悬架弹簧刚度系数
ε———悬架弹簧的非线性系数

悬架非线性弹性力曲线如图 １所示，由图可知
悬架弹簧在拉伸和压缩时其弹性力随非线性系数 ε
的变化而变化。在相同的刚度系数作用下，当 ε较
大时，弹簧的硬特性表现较明显；反之，软特性表现

较明显。

图 １　悬架非线性弹性力特性曲线

Ｆｉｇ．１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ｌａｓｔｉｃｆｏｒｃｅ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考虑磁流变阻尼器半主动悬架，其阻尼力模型

如图２所示。力学方程为
ｆｄ＝ｃ（ｘ

· －ｘ·０）＋αｚ

ｚ· ＝－γ｜ｘ· －ｘ·０｜ｚ
３－β（ｘ· －ｘ·０）｜ｚ｜

３＋Ａ（ｘ· －ｘ·０{ ）

（２）
其中 α＝αａ＋αｂｕ　　ｃ＝ｃａ＋ｃｂｕ
式中　ｃ、α———与阻尼器外加电压有关的系数

γ、β、Ａ———与滞后环形状有关的参数
ｚ———滞变位移　　ｆｄ———阻尼力
αｂ、ｃｂ———比例系数　　αａ、ｃａ———常数项
ｕ———控制电压

图 ２　磁流变阻尼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ｏ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ｍｐｅｒ
　
轮胎与地面接触的非线性侧向力是影响摆振的

主要因素，为了使理论研究更接近于实际，考虑印迹

扭曲的轮胎模型，其侧向力为
［１４］

Ｆ＝ａＡ１（θ－ｃθ
·

）＋ａ２Ａ２（θ－ｃθ
·

）
２＋ａ３Ａ３（θ－ｃθ

·

）
３

（３）

其中 ａ＝
（ρｖａ／ｋ）

２＋（ρＤｘ／ｋ）ω
２

ω２＋（ρｖａ／ｋ）
２

ｃ＝
ρｖａ／ｋ－ρ

２Ｄｘｖａ／ｋ
２

（ρｖａ／ｋ）
２＋（ρＤｘ／ｋ）ω

２

Ａ１＝ｋ

Ａ２＝－００６６８ｋ
２／（μｓ·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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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３＝－０１０３２ｋ
３／（μｓ·Ｎ）

２

式中　ｖａ———车辆直线行驶速度
ｋ———轮胎侧偏刚度
ρ———轮胎侧向刚度　　ω———车轮角速度
μｓ———轮胎与地面的附着系数
Ｄｘ———轮胎拖距　　θ———车轮摆角
Ｎ———地面对车轮的垂向作用力

１２　转向系与前悬架耦合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建立转向系与前悬架耦合动力学模型时作如下

假设：①路面平坦，无垂向位移激励。②前轮在摆振
过程中，车辆仍保持匀速直线行驶。③转向器和方
向盘无振动。④忽略主销内倾角、车轮外倾角与前
束的影响。建立的耦合振动模型如图３所示。

图 ３　转向系与前悬架耦合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３　Ｃｏｕｐｌ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ｆｒｏｎｔ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１．铰联接　２．中间摇臂　３．转向器　４．主销

　

模型中考虑了前轮绕主销摆动的２个摆角自由
度 θ１、θ２，中间摇臂的摆动自由度 θ３，车轮质心垂向

跳动自由度 ｙ１、ｙ２，簧载质量的垂向振动自由度 ｙ４
和绕 ｘ４轴的转动自由度 θ４，共７个自由度。计入摇
臂与车轮间连杆机构的弹性作用后将其简化成弹簧

阻尼单元。由于车轮具有弹性，发生摆振时，质心

的垂向位移会发生变化，进而引发簧载质量的振动，

因此要通过车轮质心垂向位移的变化量将车轮摆振

与簧载质量的振动耦合在一起，以右前轮为例，摆振

前后车轮质心垂向位移的变化如图４所示，Ｆｎ是车

轮失衡量 ｍ０所产生的惯性力，ｍ１为车轮质量，ｍ０
到质心的质量矩为 ｍ０ｒ，α０是 ｒ与水平方向的初始

夹角，主销后倾角为 τ，车轮角速度是 ω１。考虑轮胎
弹性作用，摆振后车轮质心相对上升的高度也就是

轮胎垂向变形量，即

Δ１＝Ｌｓｉｎθ１ｓｉｎτ （４）
式中　Ｌ———转向节有效长度

惯性力对质心的垂向作用力和绕主销的转动力

图 ４　右前轮摆振前、后对比模型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ｆｒｏｎｔｗｈｅｅｌｓｈｉｍｍｙ
（ａ）摆振前　（ｂ）摆振后

　
矩分别为

Ｆｎ⊥ ＝ｍ０ｒω
２
１［ｓｉｎ（α０＋ωｔ＋τ）ｃｏｓτ－

ｃｏｓ（α０＋ωｔ＋τ）ｓｉｎτｃｏｓθ１］ （５）

ＭＦｎ＝－ｍ０ｒω
２
１Ｌｃｏｓ（α０＋ωｔ＋τ） （６）

假设车轮与地面无相对滑动，摩擦力及其对主

销的力矩为

Ｆμ１＝μＮ１
ＭＦμ１＝Ｆμ１Ｌｃｏｓτ

式中　μ———摩擦因数
Ｎ１———地面对右前轮的支反力

由方程 Δｙ３０１＋
１ (ε Δｙ０１－

ｍ４ｇ
２ｋ )

ｔ
＝０解得悬架弹

簧静变形量为

Δｙ０１＝
{１６
５４ｍ４ｇ
ｋｔ [＋１２ １２

ε３
＋８１(４

ｍ４ｇ
ｋ )
ｔ

]２ }
１
２

２
３
－２

{
ε

５４ｍ４ｇ
ｋｔ [＋１２ １２

ε３
＋８１(４

ｍ４ｇ
ｋ )
ｔ

]２ }
１
２

１
３

轮胎的静变形量为

δ０１＝
ｍ４ｇ＋２ｍ１
２ｋ⊥

式中　ｋ⊥———轮胎垂向刚度
在摆角较小的情况下，轮胎侧向力对主销的转

矩为

ＭＦ１＝Ｆ１（Ｄｘｃｏｓτ＋ｙ１ｓｉｎτ） （７）
式中　ｙ１———右前轮瞬时滚动半径

车轮质心处垂向合力对主销的转动力矩为

Ｍ⊥１＝（Ｆｔ１＋ｆｄ１－ｍ１ｇ－Ｎ１）Ｌｓｉｎτｃｏｓθ１ （８）
其中 Ｎ１＝ｋ⊥（ｙ１－ｈ１－δ０１＋Δ１）
式中　ｈ１———车辆静止时车轮质心到地面的距离

忽略转向连杆机构的质量，将其简化成弹簧 阻

尼单元，则阻碍车轮摆动的力矩为

Ｍ１＝ｃ′１θ
·

１＋ｃ１（θ
·

１－ｋｒθ
·

３）＋ｋ１（θ１－ｋｒθ３） （９）

其中 ｋｒ＝
ｄ３ｃｏｓ（α１＋α３）
ｄ１ｃｏｓτ

式中　ｄ１———右摆臂长度　　ｄ３———中间摇臂长度
α１———右摆臂与车辆纵轴线的初始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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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３———中间摇臂与车辆纵轴线的初始夹角
ｃ′１———右前轮绕主销的旋转阻尼
ｃ１———右前轮与中间摇臂的连接角阻尼
ｋ１———右前轮与中间摇臂的连接角刚度

上述分析是以右前轮为例，左前轮的分析与右

前轮相似，这里不再赘述。整体耦合模型中考虑右

前轮不平衡质量 ｍ０的影响，认为整车簧载质量的
１／２作用在前悬架上且质心距两前轮的距离相等，
均为 Ｌ′。在假设弹性元件受拉的条件下，选择地面
为基坐标所在平面，建立耦合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

方程为

ｍ４ｙ
··

４＋Ｆｔ１＋ｆｄ１＋Ｆｔ２＋ｆｄ２＋ｍ４ｇ＝０

Ｊ４θ
··

４－（Ｆｔ１－Ｆｔ２＋ｆｄ１－ｆｄ２）Ｌ′＝０

ｍ１ｙ
··

１－Ｆｔ１－ｆｄ１＋ｍ１ｇ＋Ｎ１－Ｆｎ⊥ ＝０

Ｊ１θ
··

１－ＭＦｎ－Ｍ⊥１＋ＭＦ１－ＭＦμ１＋Ｍ１＝０

ｍ２ｙ
··

２－Ｆｔ２－ｆｄ２＋ｍ２ｇ＋Ｎ２＝０

Ｊ２θ
··

２＋Ｍ⊥２＋ＭＦ２＋ＭＦμ２＋Ｍ２＝０

Ｊ３θ
··

３＋Ｍ′３－ｋｒＭ′１－ｋｒＭ′２＋Ｍ３



















＝０

（１０）

其中 Ｎ２＝ｋ⊥（ｙ２－ｈ２－δ０２－Δ２）
Ｍ⊥２＝（Ｆｔ２＋ｆｄ２－ｍ２ｇ－Ｎ２）Ｌｓｉｎτｃｏｓθ２
ＭＦ２＝Ｆ２（Ｄｘｃｏｓτ＋ｙ２ｓｉｎτ）
ＭＦμ２＝Ｆμ２Ｌｃｏｓτ

Ｍ２＝ｃ′２θ
·

２＋ｃ２（θ
·

２－ｋｒθ
·

３）＋ｋ２（θ２－ｋｒθ３）

Ｍ′１＝ｃ１（θ
·

１－ｋｒθ
·

３）＋ｋ１（θ１－ｋｒθ３）

Ｍ′２＝ｃ２（θ
·

２－ｋｒθ
·

３）＋ｋ２（θ２－ｋｒθ３）

Ｍ′３＝ｃ′３θ
·

３　　Ｍ３＝ｋ３θ３＋ｃ３θ
·

３

式中　ｈ２———车辆静止时簧载质量与车轮质心的垂
向距离

ｃ′２———左前轮绕主销的旋转阻尼
ｃ２———左前轮与中间摇臂的连接角阻尼
ｋ２———左前轮与中间摇臂的连接角刚度
ｃ′３———中间摇臂绕转轴的旋转阻尼
ｃ３———中间摇臂与转向器的当量连接阻尼
ｋ３———中间摇臂与转向器的当量连接刚度

２　耦合系统的动态特性分析

在所建耦合动力模型的基础上，为了对耦合系

统进行综合动态设计或采取振动抑制措施就必需明

确系统参数对系统运动状态的影响规律，所以要对

所建立的模型进行振动规律的研究。仿真参数选取

为：Ｊ１＝Ｊ２＝４０ｋｇ·ｍ
２
，Ｊ３＝６ｋｇ·ｍ

２
，Ｊ４＝１５００ｋｇ·ｍ

２
，

ｍ１＝ｍ２＝２０ｋｇ，ｍ４＝７００ｋｇ，ｃ′１＝ｃ′２＝２０Ｎ·ｍ·ｓ／ｒａｄ，
ｃ１＝ｃ２ ＝５０Ｎ·ｍ·ｓ／ｒａｄ，ｃ′３ ＝１０Ｎ·ｍ·ｓ／ｒａｄ，ｃ３ ＝

２０Ｎ·ｍ·ｓ／ｒａｄ，ｋ１＝ｋ２ ＝５×１０
４Ｎ·ｍ／ｒａｄ，ｋ３ ＝６×

１０４Ｎ·ｍ／ｒａｄ，ｄ１＝０３ｍ，ｄ３＝０６ｍ，ｍ０ｒ＝０１５ｋｇ·ｍ，
Ｄｘ＝００６ｍ，μｓ＝０１５，μ＝００５，τ＝００９ｒａｄ，α１＝

π／６，α３＝π／１２，α０＝２π／３，ｋ＝９×１０
４Ｎ·ｍ／ｒａｄ，ρ＝

１５×１０５Ｎ／ｍ，ｋ⊥ ＝２０×１０
５Ｎ／ｍ，ｋｔ＝２×１０

４Ｎ／ｍ，
Ｌ′＝０８ｍ，Ｌ＝００８ｍ，ｈ１＝０３３ｍ，ｈ２＝０３５ｍ，车轮
半径 Ｒ＝０３５ｍ，ε＝０６。磁流变阻尼器参数见文
献［１５］。在给定参数下，基于变步长四阶 ＲＫ法对
耦合系统进行仿真分析。

２１　悬架参数对摆振特性的影响
为了明确悬架参数对耦合系统动态特性的影响

规律，在常用车速内进行大范围的参数研究。图 ５
是通过改变悬架磁流变阻尼器的控制电压 ｕ１、ｕ２
（即改变阻尼系数）得到的仿真曲线。由该图可以

看出悬架阻尼对车辆摆振有较大的影响，在常用车

速范围内，右前轮最大摆角峰值随控制电压的增

大（阻尼系数的增大）而降低，最大摆角峰值对应

的车速略有下降，可见通过控制悬架阻尼可以对

摆振起到良好的抑制效果。图 ６是悬架刚度对摆
振的影响，减小悬架刚度对抑制最大摆角峰值有

一定的作用，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在悬架刚度减

小幅度较大的情况下，摆角最大峰值下降的不是

很明显，因此，最佳方式是通过悬架的阻尼控制来

抑制摆振。

图 ５　悬架阻尼器控制电压对摆振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ｔａｇ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ｄａｍｐｅｒｔｏｓｈｉｍｍｙ

图 ６　悬架刚度对摆振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ｔｏｓｈｉｍ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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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转向系参数对摆振特性的影响
在耦合模型的基础上，数值计算了常用车速范

围内前轮与中间摇臂的联接角刚度、主销后倾角对

摆振的影响。图７说明了前轮与中间摇臂的联接角
刚度对摆振的影响规律，随着联接角刚度的增加，最

大摆角峰值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最大摆角峰值对应

的车速有减小的趋势，中速阶段的最大摆角也有一

定的下降，因此在设计时要适当加大前轮与中间摇

臂的联接角刚度，以有效抑制摆振。图 ８为主销后
倾角对摆振的影响规律，可见减小主销后倾角可以

有效降低最大摆角峰值，最大摆角峰值对应的车速

有增加的趋势，但是主销后倾角过小会引起转向沉

重，因此设计时应该综合加以考虑，选取适当的主销

图 ７　前轮与中间摇臂的联接角刚度对摆振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Ａｎｇｌｅ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ｏｎｔｗｈｅｅｌ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ｒｏｃｋｅｒｔｏｓｈｉｍｍｙ
　

后倾角。

图 ８　主销后倾角对摆振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Ｃａｔｅｒａｎｇｌ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ｋｉｎｇｐｉｎｔｏｓｈｉｍｍｙ
　

３　结论

（１）基于前轮摆振时车轮质心的垂向变形量，
建立了转向系和前悬架的耦合动力学模型，模型中

含悬架磁流变阻尼器的阻尼力、悬架非线性弹性力

和轮胎非线性侧向力等非线性因素。

（２）数值分析了悬架参数和转向系参数对摆振
的影响，揭示了悬架和转向系在动力学层面的相互

作用，得出减小摆振的具体措施。

（３）通过耦合系统的动力特性研究得出在合理
设计转向系来减小摆振的同时可以采用控制悬架阻

尼力的方法进一步减小摆振，提高车辆的行驶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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