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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变速器的优化设计》

摘要：围绕北汽福田汽车厂汽车变速器的优化设计展开。由于汽车变

速器在动力传递和车速改变方面的关键作用，为提高其性能和可靠性，降

低噪音与振动，结合机械原理课程中轮系传动的相关知识，对变速器的齿

轮齿数、模数、轮系结构、传动比等进行精心设计与优化。通过详尽的拆

解测量。成功实现了变速器换挡的平顺性提升、传动效率提高以及噪音振

动的显著降低，有效改善了汽车的驾驶舒适性和燃油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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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传统汽车变速器存在换挡冲击大、传动效率低、挡位匹配不合理等问

题。汽车制造商面临用户高期望、法规约束及成本压力，需缩短产品开发

周期，提高汽车竞争力。机械原理课程的轮系设计知识为变速器优化提供

理论基础，合理设计轮系齿轮参数及组合运用不同类型轮系，可优化变速

器挡位与传动比。

二、项目案例

（一）项目案例内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

用户对汽车性能和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汽车制造商不仅面临着用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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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性能与质量的更高期望，还需应对严格的技术法规约束以及降低产品

成本等压力，这使得缩短产品开发周期以保证资金回收率成为必然要求

（二）关键要点

1.知识点

轮系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如定轴轮系、周转轮系等。

齿轮的基本参数，包括齿数、模数、压力角、齿顶高系数、顶隙系数

等。

齿轮的啮合原理，如正确啮合条件、连续传动条件等。

轮系传动比的计算方法，包括定轴轮系和周转轮系传动比的计算公

式。

2.技能点

具备根据性能要求进行齿轮参数设计和传动比计算的能力。

3.态度点

养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树立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三）教学使用

1.教学组织

将学生分成小组，每组人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确保充分的讨论和合

作。为每个小组安排组长，对组长进行更详细的培训，使其能更好地组织

小组讨论和协调工作。

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给学生，如相关的行业标准、技术手册等，方便

学生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查阅。

2.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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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导入：通过播放汽车变速器实际工作视频、展示实际拆解的变速

器部件等方式，更直观地介绍汽车变速器优化设计的案例背景、问题和目

标，引发学生更强烈的兴趣和深入思考。

知识讲解：结合实际的变速器部件和设计图纸，更详细地讲解机械原

理中与轮系传动相关的知识点，如齿轮参数对传动性能的影响、不同轮系

结构的特点等。

小组讨论：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案例中的问题，鼓励学生从操作流程和

制作工艺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方案，例如讨论齿轮加工工艺对传

动精度的影响、装配工艺如何保证变速器性能等。

方案设计：各小组根据讨论结果，制定更详细的优化设计方案，包括

操作流程和制作工艺的具体设计，如选择何种齿轮加工工艺、如何改进变

速器箱体制造工艺等。

中期汇报：每个小组向全班汇报其方案，接受其他小组和教师更深入

的提问和建议，特别是关于操作流程和制作工艺可行性、创新性方面的问

题。

方案完善：小组根据汇报反馈，进一步完善设计方案，重点优化操作

流程和制作工艺部分，确保方案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和先进性。

成果展示：各小组展示最终的设计成果，包括详细的计算结果、优化

后的操作流程和制作工艺说明、设计图纸及模拟测试报告等。

3.考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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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报告：严格地评估小组提交的设计方案报告，重点考察在操作流

程和制作工艺方面的设计合理性、创新性和可行性，以及与理论知识的结

合程度。

理论考核：增加与操作流程和制作工艺相关的理论知识考查内容，如

不同加工工艺的特点、装配精度的影响因素等，通过测验或考试，考查学

生对机械原理及相关工艺知识的掌握程度。

实践操作考核：设置实践操作考核环节，让学生模拟部分变速器优化

设计中的操作流程，如齿轮参数测量、简单的装配操作等，考核学生的实

际动手能力和对工艺的理解应用能力。

4.教学效果

学生对汽车变速器的操作流程和制作工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能够将

机械原理知识与实际生产过程紧密结合，提升了对复杂机械系统的综合认

知能力。学生在团队协作过程中，通过共同探讨操作流程和制作工艺的优

化，进一步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思维，学会从多方面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增强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使其更适应未来汽车制造

及相关行业的工作需求，为培养高素质的机械工程专业人才奠定了更坚实

的基础。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丰富的案例内容使课程更具吸

引力，促进了课程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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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器优化设计过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