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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口.L卫】对全液压平地机的同步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采用同步分流阀的解决方案;给出了同步分流阀的原理，分析

了同步分流阀使用前后对平地机同步性能和有效牵引力的影响，并与其他同步方案进行了比较;得出了样机试验数据曲

线与结论，可为同类静液压传动工程车辆的同步问题提供参考。

.至也冠目理】ThesvnchronizationproblemoffullhvdrauIicgraderisstudied.AplanofusingsvnchronousfIowdividing

valveisProPosed.ThePrinciPieofsYnchronousflowdividingvalveisPresented.Thechangeofthesynchronization

Performanceandtractiveeffortbroughtby synchronousfIowdividingvaIveisanalyzed.ThedataforthetestsisreP一

resentedwithcurves，andaconclusionismade.AIIthesecanbetakenasreferencewhilesoIvingsimilarsynchro一

nization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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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引言 目前用于解决全液压平地机偏载作业的方法有如下琳。
                                                                  (1)采用节流式防滑阀，通过切断打滑侧马达的流量来

            平地机是筑路施工、整平场地及除雪作业中重要的工 克服滑转。即在平地机作业过程中，当两侧马达转速差超过

        程机械设备之一。静液压平地机采用闭式液压回路，是一种 某个值时，打开节流阀，切断负载较小的马达流蛋，强行让流

      无变矩器、变速器、传动轴、驱动桥结构的传动系，其传动路 最通过负载大的马达，实现偏载作业。采用这种方法，在节流

        线是:发动机一联轴器一液压泵一液压马达一减速平衡 阀动作时对液压系统冲击较大，使液压系统的故障率增加，

      箱汁车轮，从而完成平地机从发动机至车轮的动力传送。 影响液压元件的使用寿命，且不易实现连续偏载作业[z]o

          对传统液力机械式平地机来说，驱动桥上的差速锁定 (2) 采用电子抗偏载方法。即控制系统判断两侧驱动轮

        机构保证了机器在左、右两侧驱动轮地面附着条件不同或 胎打滑时，减小打滑侧马达排量，同时增加非打滑侧马达排

        偏载作业时，两侧驱动轮能够实现同步驱动，从而充分发 t，实现对偏载作业的抗滑转作用。其特点是:成本低，无需

        挥机器的有效牵引力。单泵双马达轮边独立驱动的全液压 机械或液压装置;冲击小，没有节流等额外损失，但调节时

        平地机在牵引力作用点偏离车辆左、右中心线过大 (如铲 间较长，不能真正实现同步作业，也无法用于连续偏载作

      刀外移、刷坡等工况)时，或左、右两侧附着条件相差较大 业，只能作为发生偏载滑转后的弥补措施。

        时，两侧驱动轮会由于差速而跑偏，或者在克服阻力的过 本文采用同步分流阀作为全液压平地机的同步驱动措

      程中，机器会频繁发生单侧滑转，使有效牵引功率下降、轮 施，实现连续偏载作业。试验证明:采用同步分流阀可达到

        胎磨损加剧[lj。 良好的同步作业效果，增加了平地机的有效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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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分流阀他称分流集流阀)简称同步阀，多用于2礴个

液压缸或液压马达在承受不同负荷时仍需获得相等的流t或

预定比例的流量，从而实现负载运动速度的同步回。本研究

采用带自由轮回路、固定分流比为1:1的双作用分流阀。其结

构原理如图1、图2所示。
                                                      A B

只，凡— 左、右内腔压力

尸-一一阀进口压力。

目 同步分流阀试验分析

Ml‘

困颐二自侣乡艺澹省琶屯圈

    为验证同步阀的同步效果，将同步阀与电子抗滑转及

无抗偏载措施作业时的同步效果进行了对比。试验样机为

某厂生产的卿19OlllA全液压平地机，液压系统为单泵双马

达结构，液压泵与液压马达均为电比例控制方式。采用某公

司生产的带自由轮回路、固定分流比为1:1的双作用同步分

流阀，额定流量为220Ulllin，额定压力为42 MPa，驱动系统

如图3所示。在黄土地面将试验平地机推土铲置于一侧铲土，

让平地机偏载作业。分别采用电子抗滑转和同步阀作为同步

方式连续偏载作业，同时也在不采用任何同步措施的情况下

进行了连续偏载作业，得出试验曲线如图4~图6所示。

    圈1 双作用同步阀工作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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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 平地机同步驭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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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胭2 双作用同步闷剖面

    同步阀工作时，阀芯1右移，P口的流里只能环绕控制阀

芯2流入油口A和B，利用负载压力反馈使两侧固定节流口的

前、后压差保持一致，从而实现等量分流。例如:当凡巩时，

凡一侧的阀左内腔压力大于阀右内腔压力，则阀芯向右移

动，左侧可变节流口面积增大，右侧可变节流口面积减小，从

而使左右内腔压力趋向一致，通过两固定节流口的流t因而

再次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反馈过程实现同步分流阁。其流

t表达式(不考虑泄漏最)为

                  口=Q̂+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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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采取同步抢施的试脸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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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刀— 阀进口流量;

    口A，Q.一 左、右固定节流口流t;

    cd- 左、右固定节流口流里系数;

    峨。渗加— 左、右固定节流口直径;

    p- 油液密度;

10 20 30 40 50

                                  时间/s

                    圈5 报用电子抗滑转方法的试脸曲级

    由图4一图6可以看出:不采取同步措施时，两驱动轮转

速差最大达49lr/min;采用电子抗滑转措施后，最大转速差

为547 rlmin;而采用同步阀后，转速差最大为49r/min.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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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同步阁的试睑 曲线

转速差为16r/nlin，分流精度为7.2%，同步效果明显。

    试验结果表明:作业过程中开启同步分流阀时液压系

统压力由18.9MPa增加至24.6MPa(开启前两侧轮胎转速为

455rlmin)，同步阀对系统冲击较小。

皿困〔动翻目肠砚爪捷盆

    采用BK一1型拉力传感器，用不同的抗偏载措施，在某

工厂调试场用上述试验样机进行了平地机最大牵引力试

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衰1 不周杭偏载措愧下的极限牵引力

3

.4

4

74

81

85

      无

电子抗滑转

同步分流阀

76

吕7 ::

    由表1可看出:采用同步阀后最大、最小极限牵引力及

平均牵引力较其他方法均有所提高。

    综合两试验结果并加以分析可知:在全液压平地机上

采用同步阀后，单侧打滑时平地机发挥的有效牵引力增大;

同步阀能在电子防滑无效的时候发挥作用;采用同步阀能

实现连续偏载作业。

目 结语

    在需要有同步功能的全液压驱动系统中采用同步分流

阀是实现同步功能较好的解决方案之一，与现有的采用节

流阀及电子抗滑转的同步方法相比，具有对液压系统冲击

小、同步效果好、提高有效牵引力以及便于实现连续偏载作

业等优点。

      同步分流阀的节流损失是对其应用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之一。本研究试验中同步阀在未开启时平均压力损失为

o.gMPa;开启后平均压力损失约2.OMPa，若偏载严重时功

率损失还会有一定增加。所以，此类阀不宜长时间开启使

用，只应在必须同步时使之处于分流状态;如用在平地机

上，则只应在偏载、除冰雪或泥沼地作业等工况开启使用，

平时置于关闭状态，以减少节流引起的功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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