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９年 ６月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第 ５０卷 第 ６期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９．０６．０４４

基于简易轮胎试验模态测试的滚阻特性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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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现阶段评价轮胎滚阻特性的总结及对轮胎滚阻产生机理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基于简易轮胎试验模态

测试的滚阻特性评价方法，利用半功率带宽法对轮胎试验模态幅频特性进行计算，得到不同轮胎的阻尼比，以此评

价其滚阻特性。试验结果表明，轮胎试验模态幅频特性的半功率带宽与其滚动阻力有密切关系，且呈正相关，其半

功率带宽越大，一阶共振能量越分散，轮胎滚动阻力系数就越大。该结果进一步表明，不同轮胎的模态阻尼比与其

滚动阻力系数之间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轮胎的阻尼比越大，其滚动阻力系数越大。本方法能够定性评价轮胎滚阻

特性，从而提高轮胎滚动阻力测试效率，降低测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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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０　引言

随着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和能源消耗的日趋重

视，车辆消耗的能源成为国家重要监测对象。而轮

胎滚动阻力占车辆油耗的 ２０％ ～３０％，控制轮胎滚
动阻力对车辆燃油经济性和环境保护尤为重要，因



此低滚阻绿色轮胎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
［１－５］

。影

响轮胎滚动阻力因素较多，如材料配方、轮胎结构、

载荷、胎压、温度、路况等，这成为研究轮胎滚动阻

力的难点之一
［６－１１］

，因此，测量轮胎滚阻特性成为

本领域的研究重点。目前，由于轮胎滚动阻力在

室外道路测试的各种工况参数可控性差，无法形

成规范的操作流程，滚动阻力测试精度低
［１２］
。因

此，轮胎滚动阻力测试主要在室内利用台架试验

完成。测试试验机分为转鼓式和平带式。平带式试

验机在大负荷、高速运动状态下难以满足路面所有

的刚度和平整度要求，测试效果不理想
［１３－１４］

。目

前轮胎滚动阻力测试多是利用转鼓式试验机完

成。测试原理为：利用传感器采集轮胎滚动过程

中不同变量参数，并通过换算关系得到轮胎滚动

阻力
［１５－１６］

。

国内外研究人员开展了大量轮胎滚动阻力的理

论及试验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果
［１７－２５］

。国内外

轮胎滚动阻力研究主要集中在室内测试方法和有限

元模型上，而对轮胎滚阻特性的新评价方法却鲜有

报道。

传统轮胎模态参数试验方法主要依赖昂贵的

信号采集仪及相关软件，同时需要多个加速度传

感器和振动传感器连接多个信号通道一起采集数

据信息，试验过程需多次敲击激励轮胎，过程复

杂。为了解决评价轮胎滚阻特性问题，本文提出

一种基于简易轮胎试验模态测试的滚阻特性评价

方法。

１　轮胎滚动阻力产生机理

轮胎滚动阻力普遍定义为轮胎在路面上滚过单

位距离时转变为热量的机械能
［２６－２７］

。滚动的轮胎

可以简化为周向和径向阻尼和刚度的组合模型
［２６］
，

如图１所示。滚动的轮胎每转动一个周期，接触区
的径向和周向刚度和阻尼就会做功，产生能量转换，

并损耗部分能量，损耗的能量产生了轮胎滚阻动力。

由于轮胎与地面接触时产生弹性变形，引起轮胎橡

胶材料产生粘性迟滞效应，而轮胎的粘性迟滞效应

与轮胎阻尼特性关系密切
［２６］
，弹性体滞回圈如图 ２

所示，σ和 ε为应力和应变，弹性体滞回圈的面积代
表能量损耗。

２　轮胎阻尼特性

２１　计算原理

轮胎阻尼认为是结构阻尼
［２１，２８－３１］

。对于结构

阻尼来说，半功率带宽法是一种计算结构阻尼特性

的有效方法之一
［３２－３４］

。对单自由度系统来说，在激

图 １　轮胎滚动阻力产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ｉｒｅｒｏｌｌ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 ２　弹性体滞回圈

Ｆｉｇ．２　Ｅｌａｓｔｉｃ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ｌｏｏｐ
　
励力 Ｆ（ｔ）＝Ｆ０ｓｉｎ（ωｔ）作用下，其运动方程为

ｍｘ··＋ｃｘ·＋ｋｘ＝Ｆ（ｔ）＝Ｆ０ｓｉｎ（ωｔ） （１）

式中　ｍ———质量，ｋｇ　　ｃ———阻尼系数，Ｎ·ｓ／ｍ
ｋ———刚度，Ｎ／ｍ　　ｘ———位移，ｍ
ｘ·———速度，ｍ／ｓ　　ｔ———时间，ｓ
ｘ··———加速度，ｍ／ｓ２

Ｆ（ｔ）———激励力，Ｎ
Ｆ０———激励力幅值，Ｎ
ω———激励力频率，ｒａｄ／ｓ

小阻尼情况下，对式（１）求解得该系统总响
应为

ｘ＝ｅ－ζωｎｔ（Ｂ１ｃｏｓ（ωｄｔ）＋Ｂ２ｓｉｎ（ωｄｔ））＋Ｂｓｉｎ（ωｔ－φ）

（２）

其中　ωｎ＝槡ｋ／ｍ　ζ＝ｃ／（２ｍωｎ）　ωｄ＝ωｎ １－ζ槡
２

式中　Ｂ１、Ｂ２———自由振动系数，ｍ
Ｂ———强迫振动振幅，ｍ
φ———强迫振动相位角，ｒａｄ
ωｄ———有阻尼固有频率，ｒａｄ／ｓ
ζ———相对阻尼百分比，％
ωｎ———无阻尼固有频率，ｒａｄ／ｓ

式（２）右边第 １项为自由振动部分，第 ２项为
强迫振动，Ｂ１和Ｂ２由初始条件决定，将ｔ＝０时的ｘ０
及 ｘ·０代入式（２）并求其对 ｔ的一阶导数，则

Ｂ１＝ｘ０＋Ｂｓｉｎφ

Ｂ２＝
ｘ·０＋ζωｎ（ｘ０＋Ｂｓｉｎφ）－Ｂωｃｏｓφ

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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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强迫振动振幅和相位角为

Ｂ＝
Ｆ０

（ｋ－ｍω２）２＋ｃ２ω槡
２
＝

Ｆ０
ｋ

（１－ｖ２）２＋（２ζｖ）槡
２

（３）

φ＝ａｒｃｔａｎ ｃω
ｋ－ｍω２

＝ａｒｃｔａｎ２ζｖ
１－ｖ２

（４）

其中 ｖ＝ω
ωｎ
＝ｆ
ｆｎ
　　ζ＝ ｃ

２ωｎｍ
＝ｃ
ｃｃ

式中　ｖ———频率比
ｃｃ———临界阻尼系数

当发生稳态强迫振动时，自由振动消失后，强迫

振动为系统响应的主要成分，即式（２）变为
ｘ＝Ｂｓｉｎ（ωｔ－φ） （５）

在幅频特性分析中动力放大系数为

β＝ＢＢ０
其中 Ｂ０＝Ｆ０／ｋ
式中　Ｂ０———激振力幅产生的静位移，ｍ

β———动力放大系数
则将式（３）转换为

β＝ １
（１－ｖ２）２＋（２ζｖ）槡

２
（６）

对于小阻尼系统，系统发生共振时 ｖ＝１，则

βｍａｘ＝Ｑ＝
１
２ζ

（７）

式中　Ｑ———品质因数，反映阻尼和共振峰陡峭程度
在幅频特性中，共振峰频率两侧的幅频特性曲

线可近似认为是对称的，如图 ３所示，在峰值 Ｑ的

１／槡２倍处水平线交幅频曲线于 ｑ１和 ｑ２两点，该两
点为半功率点。两点所对应的频率之差为半功率带

宽，则

Δω＝ω２－ω１
式中　ω１———左频率，ｒａｄ／ｓ

ω２———右频率，ｒａｄ／ｓ
由式（６）、（７）可得半功率点

Ｑ

槡２
＝ １
２ζ槡２

＝ １
（１－ｖ２）２＋（２ζｖ）槡

２
（８）

式（８）的解为 ｖ１ ＝１－ζ，ｖ２ ＝１＋ζ，将其代入
式（７），可得

Ｑ＝１
２ζ
＝
ωｎ

ω２－ω１
（９）

因此得到系统的幅频特性曲线，利用半功率带

宽原理，可估算出该系统的阻尼比
［３３］
。

２２　试验

为了得到轮胎模态参数的阻尼特性，设计了一

种简易基于压电薄膜的轮胎模态阻尼测试方法，试

验装置由多条带轮辋轮胎、轮胎支架、压电薄膜

ＰＶＤＦ、电荷放大器、ＮＩＰＣＩｅ６３２３型采集卡、计算机、
力锤及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采集软件等部分组成，如
图４所示。

图 ３　半功率带宽法原理

Ｆｉｇ．３　Ｈａｌｆｐｏｗｅｒ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图 ４　轮胎模态阻尼试验装置

Ｆｉｇ．４　Ｔｉｒｅｍｏｄａｌｄａｍｐｉｎｇ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
１．轮胎支架　２．轮胎　３．力锤　４．压电薄膜　５．电荷放大器　

６．计算机　７．ＮＩＰＣＩｅ６３２３型采集卡
　

基于压电薄膜的轮胎模态阻尼试验过程如下：

首先采用轮胎悬置中心固定方式，压电薄膜 ＰＶＤＦ
沿着轮胎纵向方向贴置，将轮胎轮辋安装于轮胎支

架上。其次，压电薄膜连接电荷放大器的输入端，电

荷放大器输出端连接到 ＮＩＰＣＩｅ６３２３型采集卡采集
信号端口，并根据压电薄膜参数设定电荷放大器上

的精度系数和标定系数。然后，将 ＮＩＰＣＩｅ６３２３型
采集卡置于计算机内部，实现与计算机实时通讯，使

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采集模块与 ＮＩＰＣＩｅ６３２３型采集
卡通讯进行数据采集。最后，设定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采集模
块相关参数实现与 ＮＩＰＣＩｅ６３２３型采集卡实时通讯
采集，力锤沿着轮胎胎面径向方向敲击激励一次即

可完成轮胎模态试验数据采集。力锤敲击激励每条

轮胎是单点激励且仅需一个压电薄膜传感器，区别

于传统轮胎试验模态测试方法。由于 ＰＶＤＦ压电薄
膜粘贴在轮胎的位置和力锤敲击轮胎位置对轮胎模

态试验结果有一定影响。经过反复试验验证，将压

电薄膜纵向粘贴在轮胎胎宽中心位置，力锤锤击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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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的部位与压电薄膜纵向距离为 ３０ｍｍ时得到的
轮胎试验模态参数的试验数据比较理想。

ＰＶＤＦ压电薄膜作为一种柔性压电材料具有柔
韧性好，压电性能稳定，有较高电压灵敏度，其属于

动态敏感材料，对于机械应力或应变变化有很高的

响应度，特别适合测量因冲击负荷而发生的变形工

况，有着较宽频率响应范围，覆盖 ０１Ｈｚ～１ＧＨｚ。
考虑到 ＰＶＤＦ压电薄膜以上诸多优点，特别是高频
响应好，质量轻且灵敏度高，对轮胎变形影响很小的

优点
［３５－３６］

，本文采用基于 ＰＶＤＦ压电薄膜传感器的
轮胎模态试验，其结构如图５所示。

图 ５　ＰＶＤＦ压电薄膜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ＶＤＦ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ｌｍ
１、５．保护层　２、４．电极层　３．ＰＶＤＦ压电薄膜

　

３　轮胎滚动阻力测试

３１　测试原理
根据轮胎滚动阻力测试相关文献 ＩＳＯ２８５８０：

２００９［１６－１７］以及欧标 Ｒ１１７：２０１４，轮胎滚动阻力测试
方法包括减速度法、力法、功率法和扭矩法。由于力

法测试精度较高，计算方便，故采用以力法为依据的

测定轮胎滚动阻力系数测试。轮胎滚动阻力测试原

理如图６所示。

图 ６　轮胎滚动阻力测试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Ｔｉｒｅｒｏｌｌ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轮胎　２．转鼓

　
轮胎滚动阻力系数可表示为

Ｃｒｒ＝
Ｆｒ
Ｆｚ

（１０）

式中　Ｃｒｒ———轮胎滚动阻力系数，Ｎ／ｋＮ
Ｆｒ———轮胎滚动阻力，Ｎ
Ｆｚ———轮胎垂向负荷，ｋＮ

轮胎在稳定负荷状态下，由力传感器测得轮胎

轴力 Ｆｔ和轮胎滚动阻力 Ｆｒ对转鼓中心 ｏ２取矩，根

据平衡原理，得

ＦｒＲ＝Ｆｔ（ｒｌ＋Ｒ） （１１）
即 Ｆｒ＝Ｆｔ（１＋ｒｌ／Ｒ） （１２）
式中　ｒｌ———稳定负荷状态下轮辋中心与转鼓外表

面距离，ｍ
Ｒ———转鼓半径，ｍ

考虑摩擦、空气等附加损失力，将式（１２）转换
为

Ｆｒ＝Ｆｔ（１＋ｒｌ／Ｒ）－Ｆｐｌ （１３）
式中　Ｆｐｌ———附加损失力，Ｎ

在稳定分离负荷状态下，轮胎分离负荷在１００～
２００Ｎ为宜，附加损失力 Ｆｐｌ可表示为

Ｆｐｌ＝Ｆ′ｔ（１＋ｒ′ｌ／Ｒ） （１４）
式中　Ｆ′ｔ———稳定分离载荷状态下轮胎轴力，Ｎ

ｒ′ｌ———稳定分离载荷状态下轮辋中心与转鼓
外表面距离，ｍ

轮胎滚动阻力 Ｆｒ是在试验温度 ２５℃下测定，
若室内温度不是２５℃，轮胎滚动阻力需进行温度修
正，可表示为

Ｆｒ２５＝Ｆｒ［１＋Ｋｔ（Ｔ－２５）］ （１５）
式中　Ｆｒ２５———轮胎处于２５℃的滚动阻力，Ｎ

Ｋｔ———修正系数
Ｔ———测试时温度，℃

图 ７　轮胎滚动阻力系数测试系统

Ｆｉｇ．７　Ｔｉｒｅｒｏｌｌ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力传感器　２．温度传感器　３．转鼓　４．乘用车轮胎工位　

５．商用车轮胎工位

３２　滚阻试验
依托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轮胎滚动阻力系数测试系统进行轮胎滚阻系数试

验，如图７所示。该轮胎滚动阻力系数测试系统具
有乘用车和商用车轮胎两个工位，ＫｉｓｔｌｅｒＳ２２０型三
轴力传感器置于轮轴上与轮胎轮辋连接固定测试轮

胎 ｘ和 ｚ方向力信息，此外温度传感器悬置于轮胎
附近实时监测采集轮胎温度以便进行轮胎滚动阻力

校正。利用乘用车轮胎工位试验轮胎滚阻系数，样

本为５条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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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滚动阻力系数测试过程如下：将轮胎轮辋

安装在轮轴上，开启计算机进入操作软件和驱动电

机，相关参数及轮胎胎压如表 １所示。轮胎垂向负
荷为轮胎负荷的８０％，驱动电机驱动转鼓正转驱动
轮胎进行 ３０ｍｉｎ升温转动，待轮胎胎面温度稳定
后，转鼓转速稳定在 ８０ｋｍ／ｈ时，采集 １０ｓ轮轴力
Ｆｔｆ，为了消除由于摩擦引起的损失力，将轮胎垂向

负荷降至分离负荷１５０Ｎ时，转鼓转速保持不变，采集
１０ｓ轮轴力 Ｆ′ｔｆ，待轮胎正转的试验数据采集结束后，
将驱动电机反转，各项参数工况与正转工况相同，分

别采集稳态负荷下 １０ｓ轮轴力 Ｆｔｒ和分离负荷下
１０ｓ轮轴力 Ｆ′ｔｒ。无论是轮胎正转与反转，温度传感
器实时监测及采集轮胎周围温度以便进行轮胎滚动

阻力校正。

表 １　轮胎滚阻系数测试相关参数

Ｔａｂ．１　Ｔｉｒｅｒｏｌｌ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轮胎型号 轮辋型号 升温时间／ｍｉｎ 胎压／ｋＰａ 负荷能力／％ 转鼓速度／（ｋｍ·ｈ－１） 热平衡时间／ｈ

数值／型号 ２０５／５５／Ｒ１６ ７ｊｘ１６ ３０ ２１０ ８０ ８０ ３

４　试验结果

４１　轮胎试验模态数据
轮胎模态试验的试样为５个不同滚动阻力系数

的轮胎，分别为 Ｃ１、Ｃ２、Ｃ３、Ｃ４、Ｃ５，利用设计的简易
基于轮胎试验模态阻尼测试装置，得到不同轮胎模

态试验的时域信号如图８所示。

图 ８　不同轮胎的模态试验时域信号

Ｆｉｇ．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ｒｅｓ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ｓ
　

对５个轮胎模态试验的时域数据进行幅频特性
分析，得到对应轮胎模态的幅频特性曲线，纵坐标为

线性坐标，同时对幅频特性曲线的第一阶共振峰进

行基于半功率带宽方法的分析，如图９所示。
由图 ９可知，锤击法对轮胎进行单点激励模态

试验能够把轮胎第一阶固有频率激发出来，可以研

究轮胎阻尼特性和轮胎滚动阻力。因此对轮胎试验

模态数据的幅频特性曲线进行基于半功率带宽法来

计算不同轮胎模态阻尼，是对每条轮胎的幅频特性

曲线第一阶峰值进行半功率带宽提取，图 ９中实线

是轮胎幅频特性曲线，根据半功率带宽原理，虚线部

分为频率峰值的 槡１／２处频率，计算结果如表 ２所
示，其中 ｆ１为左频率，ｆ２为右频率，ｆ０为峰值频率，
ｆ２－ｆ１为半功率带宽。
４２　轮胎滚动阻力系数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轮胎滚动阻力系数的力法试验方法得

到５个轮胎滚动阻力系数结果如表 ３所示，由于轮
胎结构存在不对称性，轮胎滚动阻力系数力法测试

时需要轮胎正转与反转两个工况完成，由于垂向负

荷是实时采集，轮胎正转与反转工况的垂向负荷有

微小浮动但基本不影响测试结果，对应轮胎滚动阻

力的试验结果正值与负值，滚动阻力系数正值与负

值，滚动阻力系数正值与负值两者绝对值的平均值

作为最终轮胎滚动阻力系数。

　　根据表２的半功率带宽和表３轮胎滚阻系数结
果得到 Ｃ３轮胎半功率带宽最大，其滚阻系数也是
最大的，而 Ｃ１轮胎的半功率带宽最小，滚阻系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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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不同轮胎模态幅频特性曲线

Ｆｉｇ．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ｒｅｓｍｏｄａｌ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ｕｒｖｅｓ
　

表 ２　不同轮胎阻尼比结果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ｒｅｓｄａｍｐ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ｒｅｓｕｌｔｓ

轮胎 ｆ１／Ｈｚ ｆ２／Ｈｚ ｆ０／Ｈｚ ｆ２－ｆ１／Ｈｚ １／Ｑ ζ／％

Ｃ１ ９６４８８３ １０２６７５６ ９９５８１９５ ６１８７ ００６２１３２７４６ ３１１

Ｃ２ ９８１６０５ １０５１８３９ １０１６７２２ ７０２３ ００６９０７８８６３ ３４５

Ｃ３ １０４８０７７ １１３２９４３ １０９０５１０ ８４８７ ００７７８２２３０３ ３８９

Ｃ４ １０２０１９２ １０９１７２２ １０５５９５７ ７１５３ ００６７７３９５０１ ３３９

Ｃ５ １０９９９１６ １１８１４３８ １１４０６７７ ８１５２ ００７１４６８０８４ ３５７

表 ３　不同轮胎滚动阻力系数测试结果

Ｔａｂ．３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ｒｅｓｒｏｌｌ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轮胎 温度／℃
垂向负荷／ｋＮ 滚动阻力／Ｎ 滚阻系数／（Ｎ·ｋＮ－１）

正转 反转 正转 反转 正转 反转

最终滚阻系数／

（Ｎ·ｋＮ－１）

Ｃ１ １９ ５６４０３ ５６２８８ ３９５９４０ －５２７３３９ ７０１９９ －９３６８５ ８１９

Ｃ２ １８ ５６２２９ ５５６２４ ４１１７４５ －５３９０１９ ７３２６２ －９７８１２ ８５５

Ｃ３ ２０ ５０６１８ ５０５２７ ４９０２９６ －６１５１７３ ９６８６２ －１２１７５２ １０９３

Ｃ４ １９ ５０２１４ ５０１６９ ３６３２６７ －４６４６４６ ７２３４４ －９２６１８ ８２５

Ｃ５ １９ ５０３４８ ５０２７５ ４８７００１ －５９４０３９ ９６７２６ －１１８１５８ １０７４

是最小，从整体来看，轮胎模态幅频特性曲线的半功

率带宽与轮胎滚动阻力有密切关系且为正相关

关系。

根据表２的轮胎阻尼比和表３轮胎滚阻系数结
果得到 Ｃ３轮胎的阻尼比最大，其滚阻系数也是最
大的，而 Ｃ１轮胎的阻尼比最小，其滚阻系数也是最
小的，整体来看，５个轮胎的阻尼比与其滚阻系数呈
正相关关系。

５　结论

（１）利用轮胎试验模态的阻尼特性评价轮胎滚
动阻力。提出一种简易的基于压电薄膜传感器测试

轮胎模态阻尼的试验方法。通过此测试方法，利用

半功率带宽原理对不同轮胎模态阻尼特性进行试

验，用不同轮胎模态阻尼评价轮胎滚动阻力系数。

不同轮胎的阻尼比与滚动阻力系数具有很好的一致

性，两者之间保持正相关关系。通过计算轮胎阻尼

比能够定性评价轮胎滚动阻力。

（２）对不同轮胎进行模态试验时得到半功率带
宽，发现不同轮胎幅频特性的半功率带宽与轮胎滚

阻系数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轮胎模态幅频特性的半

功率带宽越大，一阶峰值坡度越小，一阶共振处的能

量越分散，滚阻系数越大；反之，轮胎模态幅频特性

的半功率带宽越小，一阶模态峰值坡度越大，一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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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处的能量越集中，轮胎滚阻系数越小。表现为轮

胎的半功率带宽越大，轮胎滚阻系数越大。因此，也

可以利用轮胎模态试验的幅频特性半功率带宽评价

其滚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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