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与展望 张建润ꎬ等湿式多盘制动器设计中基础模型与分析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９ＹＦＢ２００６４０２)
第一作者简介:张建润(１９６２—)ꎬ男ꎬ江苏镇江人ꎬ教授ꎬ博导ꎬ博士ꎬ江苏省数控机床中心副主任ꎬ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ꎬ中国机

械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ꎮ 长期从事机械动力学、振动与噪声控制及产品创新设计方面的研究ꎬ９０年代以来先后承

担或参与了多项国家、省部级和地方的科学基金项目、重点研发项目、国家专项项目、科技成果转化项目ꎮ 积极开展科研

国际合作ꎬ参与欧共体项目及校际合作项目ꎮ 承担并完成了 ５０ 余项企业横向科研项目ꎬ覆盖车辆、船舶、航空航天、机
床、工程机械、家电产品等领域ꎮ 曾获得教育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项ꎬ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４项ꎬ三等奖 ３项ꎮ 拥有

发明专利 ２０余项ꎬ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 ＳＣＩ及 ＥＩ论文 ７０余篇ꎮ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４４ / 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５２７６.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１

湿式多盘制动器设计中基础模型与分析方法

张建润ꎬ林永强ꎬ李昌远ꎬ王紫筠

(东南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湿式多盘制动器是机械、航空、交通、船舶等行业中的核心部件ꎬ它具有良好的制动性

能和可靠性ꎬ正在取代传统的鼓式和盘式制动器ꎮ 湿式多盘制动器结构复杂ꎬ设计过程中涉及

机械学、动力学、传热学及材料学等多个学科ꎬ因此在湿式多盘制动器的设计中ꎬ产生了新的基

础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ꎮ 针对摩擦对偶片表面接触建模、制动过程中振动及接合特性建模分

析以及制动过程中热机耦合寿命预测建模分析等前沿研究进行论述ꎬ为湿式多盘制动器的设

计和研究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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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湿式多盘制动器是盘式制动器的一种ꎬ用于旋转部件

的制动ꎬ在机械、航空、交通及船舶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ꎮ
它由动、静摩擦盘交差排列组成多组摩擦副ꎬ安装在注有

润滑油的封闭壳体内ꎮ 根据结构及工作原理ꎬ湿式多盘制

动器分为普通型湿式多盘制动器和失压型湿式多盘制动

器两种形式[１] ꎮ 普通型制动器通过液压压力推动活塞压

紧摩擦副实现制动效果ꎮ 液压泄压以后ꎬ活塞在复位弹簧

的作用下回到初始位置ꎬ摩擦元件之间脱离接触ꎬ旋转轴

继续转动ꎮ 失压型制动器通过压力弹簧推动活塞压紧摩

擦副实现制动效果ꎬ液压系统加压以后ꎬ液压压力推动活

塞回到初始位置ꎬ摩擦元件之间脱离接触ꎬ旋转轴继续转

动ꎮ 图 １所示为普通湿式多盘制动器ꎬ图 ２所示为失压型

湿式多盘制动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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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普通湿式多盘制动器三维结构

基于实际应用的角度分析ꎬ制动器性能主要取决于制

动力矩、使用寿命、抗污染能力以及维护成本等方面ꎮ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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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失压型湿式多盘制动器三维结构

比于传统的鼓式、钳盘式制动器ꎬ湿式多盘制动器由于摩擦

接触面积较大ꎬ摩擦副数量较多ꎬ故在较小的工作压力作用

下能产生相对较大的制动力矩ꎮ 同时ꎬ由于摩擦表面润滑

油的存在ꎬ制动更平滑ꎬ摩擦副可以有效散热ꎬ从而提升制

动器摩擦元件的使用寿命ꎮ 此外在全封闭条件下工作ꎬ可
避免外部环境的干扰ꎬ运行稳定ꎬ污染较小ꎮ 因此湿式全盘

制动器在制动时的制动性能更可靠ꎬ热稳定性更高ꎬ抗污染

能力更强ꎮ 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对制动系统性能要求较高的

船舶、航空、交通及工程机械等领域[２]ꎮ
目前针对湿式多盘制动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

个方面:１)湿式多盘制动器表面接触本构模型ꎻ２)湿式多

盘制动器接合振动特性、制动转矩、制动压力分布规律等

动力学特性研究ꎻ３)湿式多盘制动器多场耦合建模、热机

耦合特性研究、润滑油对流换热机理以及热失效问题的研

究ꎻ４)基于设计参数多目标优化的湿式多盘制动器三维

建模及结构优化研究ꎮ
随着交通、航空、船舶等行业的快速发展ꎬ对湿式多盘

制动器的性能和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ꎬ湿式多盘制动器正

在逐渐成为制约整机性能升级的关键ꎬ这对湿式多盘制动

器的基础理论研究及设计方法提出更高要求ꎮ 一些新的

理论建模及设计方法也随之深入ꎮ 本文将针对湿式多盘

制动器中摩擦对偶片表面接触基础理论、制动过程中振动

及接合特性建模分析以及制动过程中热机耦合寿命预测

建模分析等前沿研究进行论述ꎮ

１　 摩擦对偶片表面接触本构模型

湿式多盘制动器制动性能的研究ꎬ是基于动、静摩擦盘

之间接触和摩擦特性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应用ꎮ 准确的接

触和摩擦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湿式多盘制动器的制动机理ꎬ
解释相关制动现象ꎮ 因此表面接触和摩擦模型的研究是制

动器相关研究的必要前提ꎮ 图 ３所示为摩擦对偶片的几何

模型ꎬ是由一片摩擦片和一片钢片交错排列组成ꎮ 摩擦片由

芯板和芯板两端面的摩擦衬片组成ꎬ摩擦衬片通常为铜基或

纸基材料ꎮ 摩擦衬片上开设有螺旋槽和径向连通油槽ꎬ工作

过程中ꎬ油槽内充满的油液将起到润滑和散热的作用ꎮ

��' I'

图 ３　 摩擦对偶片几何模型

接触和摩擦密不可分ꎬ研究接触界面之间相互作用关

系及发生机理ꎬ是建立接触摩擦模型的基础ꎮ 基于弹性

体、微小变形假设研究两个球体相互接触和弹性变形ꎬ分
析球体接触变形情况的 Ｈｅｒｔｚ 弹性接触模型[３]是目前关

于研究和分析表面接触问题的基础ꎮ 目前ꎬ在多数湿式多

盘制动器研究中ꎬ都是将摩擦副间的微凸体假定为理想化

的圆柱体、球体且均匀分布在摩擦副接触表面ꎮ 然在摩擦

副实际的接触过程中ꎬ整个粗糙表面微凸体的分布不是规

律整齐的ꎬ图 ４所示为粗糙面接触情况示意图ꎮ 建立符合

实际的接触表面微凸体分布模型是接触模型研究的核心

问题ꎮ 目前ꎬ针对接触模型的研究主要是基于 Ｇ－Ｗ 模

型[４]和 Ｍ－Ｂ分形接触模型[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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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粗造面接触情况示意图

Ｇ－Ｗ 模型是由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提出的基于

所有微凸体有相同的曲率半径、粗糙表面上所有微凸体高

度服从高斯分布假设的描述表面轮廓特性的模型ꎮ
ＣＨＡＮＧ Ｗ Ｒ等[６]根据微凸体变形体积守恒的原则ꎬ进行

了微凸体接触变形的进一步研究ꎬ引入微凸体塑性变形的

接触情况ꎬ建立了微凸体弹塑性变形的混合接触模型ꎮ 此

后ꎬ有学者基于 Ｇ－Ｗ 模型建立了多种接触模型ꎬ并进一

步深入研究接触面特性ꎮ 同时ꎬ基于 Ｇ－Ｗ建立的相关接

触模型也多应用于湿式多盘制动器相关研究中ꎮ ＹＯＵ Ｊ
Ｍ等[７]人对机械结合面的法向和切向静态接触刚度进行

了研究ꎬ仿真分析了微凸体的高度分布、塑性指数以及载

荷对结合面静态刚度的影响ꎮ 金士良等在考虑惯性的影

响下ꎬ采用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Ｔｒｉｐｐ两粗糙表面接触模型ꎬ对表面

附有摩擦材料的湿式离合器啮合过程进行分析ꎬ并基于平

均流量模型建立摩擦副润滑控制方程ꎬ通过实验验证理论

计算转矩的准确性[８] ꎮ 祝红青[９]采用 Ｇ－Ｗ 表面接触模

型ꎬ得到摩擦副接触压力与膜厚比的数学关系ꎬ以建立摩

擦副滑摩功数学模型ꎬ并利用数值仿真讨论各因素对滑摩

功率和滑摩功的影响ꎬ进行相关实验研究湿式离合器滑摩

特性ꎮ
由于基于统计学接触模型的参数获取与测量尺度直

接相关ꎬ因此接触模型的精确度会受到测量仪器分辨率的

影响ꎮ 而 Ｍ－Ｂ分形接触模型通过分形几何建立接触面表

面轮廓模型ꎬ与测量尺度及测量仪器的分辨率无关ꎬ使表

面轮廓的模型表示有了确定性ꎮ 随着分形接触理论模型

的研究发展ꎬ基于分形接触模型的相关工程应用也逐渐深

入ꎬ在湿式制动器方面的研究也开始显现ꎮ ＭＯＲＡＧ Ｙ
等[１０]在分形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表面单个微凸体的变形机

理ꎬ分析微凸体变形量随接触载荷的变化趋势ꎮ 张学良等

基于分形接触理论ꎬ建立考虑微凸体接触面积分布的结合

面切向接触刚度和法向接触刚度模型ꎬ并仿真研究结合面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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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因素[１１－１２] ꎮ 赵启东等[１３]基于

分形接触理论提出一种湿式多盘制动器摩擦模型ꎮ 针对

制动器在制动过程中的摩擦特性ꎬ分析摩擦副间微凸体接

触面积、分形维数、轮廓幅值尺度等因数对黏着摩擦系数

和摩擦力的影响规律ꎮ 图 ５ 为表面轮廓分形特性示意图

以及湿式多盘制动器钢片和摩擦片分形模型表面轮廓曲

线ꎮ 图中ꎬ横坐标 ｘ 是零件表面测量长度ꎬ纵坐标 ｚ 是测

量所得的表面轮廓高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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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表面轮廓的分形特性、钢片和

摩擦片分形模型表面轮廓

综上所述ꎬ制动器摩擦副接触特性研究是基于接触理

论模型上的进一步扩展应用ꎮ 基于分形理论建立的接触

模型可以准确有效地描述相关粗糙表面的接触特性ꎮ 对

于摩擦模型而言ꎬ一个正确的静态摩擦模型对实际摩擦情

况的模拟具有很高的准确度[１４] ꎬ常常作为研究湿式多盘

制动器的理论基础ꎮ 准确的接触和摩擦模型能够有效地

描述制动器摩擦副之间的接触状态和摩擦特性ꎬ是制动器

制动特性研究的基础和保障ꎮ

２　 湿式多盘制动器制动振动与接合
特性研究

　 　 在对湿式多盘制动器大量的动力学理论及试验研究

中发现ꎬ湿式多盘制动器在实际的制动过程中会产生摩擦

副的振动、颤振等现象ꎬ从而影响制动器的制动性能、可靠

性以及摩擦副的使用寿命ꎮ
摩擦副的振动必然影响制动器的制动性能以及系统的

动力学特性ꎮ 然而摩擦副的振动以及接合过程机理较为复

杂ꎬ涉及学科广泛ꎬ影响因素众多ꎮ 目前对湿式摩擦片振动

以及接合特性的研究主要依靠数学建模以及相应的台架实

验ꎮ 因此建立准确可靠的动力学模型ꎬ深入研究制动器振动

机理和接合特性成为制动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ꎮ
一些学者从车辆的传动系统出发ꎬ考虑整车传动系统

对摩擦副振动的影响ꎬ研究传动系统中摩擦副接合特性ꎮ
ＬＩ Ｌ Ｐ 等[１５]通过建立四自由度车辆传动系统理论模型ꎬ
数值模拟计算湿式离合器接合过程中不同摩擦系数梯度

下的摩擦副角速度曲线ꎮ 图 ６ 是其建立用于分析接合特

性的传动系统模型和所得结果ꎮ 从结果分析ꎬ无论正、负
摩擦系数梯度都会引起接合时摩擦副的振动ꎬ使系统动力

学性能发生变化ꎮ 马彪等[１６]针对车辆的传动装置ꎬ建立

了换挡离合器在接合过程中的动态数学模型ꎬ并通过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进行动态特性仿真ꎬ分析相关影响因素以及动

力学特性ꎮ ＣＥＮＴＥＡ Ｄ等[１７]对车辆离合器接合过程中发

生的传动系统抖动现象进行了研究ꎬ通过建立离合器机构

的非线性多体动力学数值模型来研究各种不同摩擦相关

的参数对制动性能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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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动力学模型及摩擦副角速度曲线

针对传动系统的摩擦副接合特性研究ꎬ更多的是从系

统动力学的角度分析摩擦副振动和传动系统响应之间的

联系ꎮ 为了更准确地研究摩擦副自身的振动机理和接合

特性ꎬ一些学者在基于流体雷诺方程和力平衡方程的基础

上研究摩擦副的动力学过程ꎮ ＩＱＢＡＬ Ｓ 等[１８]考虑了接合

循环期间流体润滑的不同阶段与黏性效应和制动压力信

３



综述与展望 张建润ꎬ等湿式多盘制动器设计中基础模型与分析方法

号中的延迟ꎬ建立了基于扩展的复位积分摩擦过程的数学

模型ꎬ通过在台架实验对模型时域和频域上的分析结果进

行了验证ꎬ并分析接触压力波动的幅度对振动幅度的影

响ꎮ 张志刚[１９]从湿式离合器接合过程不同阶段出发ꎬ分
别引入平均油膜压力模型、微凸体接触模型以及承载模

型ꎬ并对数值模型进行耦合求解ꎮ 彭增雄等[２０]对湿式离

合器高速工况下的碰撞振动进行了研究ꎬ建立了三自由度

流固耦合动力学模型ꎬ考虑角向摆振对系统的动力学影

响ꎮ ＣＲＯＷＴＨＥＲ Ａ等[２１]对离合器啮合颤振和黏滑现象

进行了分析和数值研究ꎬ并针对具有滑动离合器的四自由

度扭转系统和具有自动变速器系统的动力总成开发了

模型ꎮ
随着数值模型的研究和发展ꎬ台架实验和有限元仿真

研究也成为研究摩擦副动力学特性的一种手段ꎮ ＨＯＵ Ｓ Ｙ
等[２２]通过实验研究摩擦盘抖动振动的特性ꎬ分析了在高

圆周速度下平均游隙、润滑剂流量、换挡条件和摩擦界面

数量对离合器转矩的影响ꎮ ＭＡＮＳＯＵＲＩ Ｍ等[２３]人建立有

限元方法模拟了湿式离合器的接合过程ꎬ提出以总摩擦系

数解释离合器接合过程经历的不同摩擦、润滑阶段ꎬ并设

计台架实验测试离合器的动态和热特性ꎬ验证仿真结果ꎮ
罗天洪等[２４]基于湿式制动器摩擦副的阻尼和刚度、制动

部件的接触摩擦关系ꎬ建立湿式制动器制动噪声分析模

型ꎮ 并通过复模态有限元仿真分析验证该模型对制动噪

声趋势预测的准确性ꎮ 图 ７ 是其建立的摩擦副理论模型

和有限元模型ꎮ 图中 ＸＹＺ 表示摩擦片的坐标系ꎬｘｙｚ 表示

对偶钢片的坐标系ꎮ 转动角度为 Ωꎬ接触刚度为 Ｋꎬ接触

阻尼为 Ｃꎬ摩擦力为 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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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摩擦副接触理论模型和有限元模型

综上研究表明ꎬ湿式制动器在接合过程中产生的振动、
颤振等现象与摩擦因数在不同的摩擦接合阶段的变化有关ꎬ
压力与负载力矩的波动会造成摩擦元件的振动ꎮ 除此以外ꎬ
摩擦元件表面摩擦衬层的材料特性以及摩擦副之间的刚度

阻尼等物理特性也是离合器振动结合特性研究的重点问题ꎮ

湿式离合器的振动结合特性影响因素众多ꎬ研究方法主要聚

焦于理论模型的建立、仿真模型的应用以及相应的台架实

验ꎬ研究涉及摩擦模型、接触状态、振动分析以及流固耦合等

多个领域ꎬ是湿式多盘制动器研究的热点问题ꎮ

３　 湿式多盘制动器多场耦合建模与
分析

　 　 在湿式多盘制动器的研究中ꎬ振动和接合特性主要聚

焦于制动器的动力学性能ꎮ 然而ꎬ在湿式多盘制动器工作

中ꎬ由于摩擦元件与制动盘间的温度、应力和接触压力的

存在和不断变化以及相互之间复杂的耦合关系ꎬ不可避免

地出现了制动器的热机耦合现象ꎮ 同时ꎬ这种热机耦合现

象导致的热弹性失稳问题已成为摩擦制动器发生各种热

失效问题的根源ꎮ 目前ꎬ热机耦合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湿式制动器流热特性、热失效、油槽优化以及寿命预测等

问题ꎮ 针对此类问题ꎬ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有限元仿真模

拟建立流－固－热多场耦合模型进行研究ꎮ 因此ꎬ建立符

合实际应用的多场耦合模型就成了研究的热点ꎮ
湿式多盘制动器制动过程多场耦合关系如图 ８所示ꎮ

在制动压力下ꎬ摩擦副之间相对滑磨产生摩擦热流ꎬ接触

面的温升引起结构热应变ꎬ结构热应变影响摩擦副间接触

压力分布ꎬ加剧摩擦热流的不均匀分布特性ꎮ 同时ꎬ制动

片与润滑油液之间发生热交换ꎬ润滑油与摩擦副之间存在

作用力ꎬ使其产生形变ꎬ影响其接触压力分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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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湿式多盘制动器多场耦合关系

针对不同的实际工程问题ꎬ采用的多场耦合模型以及

有限元数值求解方式有所差异ꎮ 在湿式制动器大载荷制

动工况下ꎬ摩擦热流产生的速度远远高于内部传导和油液

对流换热的速度ꎬ此时摩擦热效应是发生热弹性失稳的主

要原因ꎮ 常将热流密度函数作为输入来模拟摩擦生热过

程ꎬ顺序求解温度场和应力场分布ꎮ ＺＡＧＲＯＤＺＫＩ Ｐ 等[２５]

在假定摩擦衬片压力均布的基础上ꎬ建立以摩擦衬片和静

摩擦片横截面中轴线为对称线的温度场有限元分析模型ꎬ
针对二维瞬态摩擦生热引起的热弹性接触问题ꎬ利用有限

差分法计算了多片制动器的瞬态温度场ꎮ ＧＨＡＤＩＭＩ Ｂ
等[２６]通过假定接触压力均匀、摩擦热的分配系数恒定的

情况下对通风式制动盘进行了热－结构的间接耦合计算ꎬ
分析通风式制动盘中的温度场和应力场变化ꎮ 然而在实

际工程问题中ꎬ均匀接触压力的假设忽略了温度场对结构

的影响ꎬ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热流系数的变化在多场耦合

模型中的应用ꎮ ＹＡＮＧ Ｚ Ｙ等[２７]在多场耦合建模中ꎬ考虑

了制动和冷却过程中热流系数的变化ꎬ通过改变接触区单

元上的热流值建立有限元热－结构耦合瞬态计算模型ꎬ得
到湿式制动盘的温度分布ꎮ 进一步通过线弹性力学分析

制动盘周向应力分布ꎬ讨论制动盘疲劳裂纹产生和扩展的

机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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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中多场耦合模型的间接耦合求解方式多适

用于湿式制动器大载荷制动下的稳态问题ꎮ 而在湿式多

盘制动器摩擦热流的生成量较少时ꎬ由于无法忽略润滑油

液对结构的应力作用ꎬ常常需要多物理场同时求解ꎬ即流

场计算结果加载至固体上引起应力场变化ꎬ再反过来影响

流场ꎬ反复迭代直至收敛ꎮ 张家元等[２８]采用直接耦合的

方法ꎬ在考虑摩擦片和钢片摩擦产生的热分配以及摩擦片

与沟槽内润滑油和外界空气的热交换基础上ꎬ对带有周向

槽和径向槽的摩擦片在滑摩过程中的温度场和应力场进

行仿真计算和分析ꎮ 孙东野等[２９]建立了轮边湿式制动器

的多场耦合有限元模型ꎬ分析热－流场耦合下长时间高频

制动中湿式轮边制动器的热可靠性ꎬ并分析热弹性失稳现

象中对偶钢盘应力应变的分布ꎬ通过试验验证了对偶钢盘

的翘曲特性ꎮ ＺＨＡＮＧ Ｃ Ｗ 等[３０]通过理论计算不同工况

下的制动时间ꎬ建立湿式多盘制动器总成结构的二维热机

耦合模型ꎬ在考虑材料特性随温度变化的基础上ꎬ得到其

总成结构的温度场和应力场分布ꎬ并研究滑动速度、制动

压力和初始温度对不同工况下制动器摩擦性能的影响ꎮ
图 ９为湿式多盘制动器网格模型、温度分布云图和应力分

布云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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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湿式多盘制动器网格模型、
温度分布云图和应力分布云图

在湿式制动器多场耦合的数值模拟计算中ꎬ由于需要

大量的计算资源支撑ꎬ受限于计算成本ꎬ很多学者采用了

近似或简化方法:通过输入由初始接触压力计算得到的热

流密度函数来模拟摩擦生热ꎬ采用顺序耦合的方法先计算

温度场再计算应力场ꎬ亦或是通过建立二维模型替代三维

结构计算连续制动工况下的热效应ꎮ 其多种数值模型都

有其局限性和前提假设存在ꎬ不能完全准确地描述制动过

程中的摩擦生热和热机耦合现象ꎮ 因此ꎬ如何基于实际工

程问题ꎬ建立可靠的近似模型以及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应用

是未来制动器热机耦合研究的关键ꎮ

４　 结语

随着交通、航空、船舶以及工程机械等行业的快速发

展ꎬ对湿式多盘制动器的性能和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ꎬ湿
式多盘制动器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延伸ꎮ 随

着研究的深入开展ꎬ针对湿式多盘制动器的设计ꎬ涉及领

域也越发广泛ꎬ如机械学、动力学、传热学和材料学ꎬ同时

新的基础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也在产生ꎮ 本文针对湿式

多盘制动器的设计ꎬ从摩擦对偶片表面接触建模、制动过

程中振动及接合特性建模分析以及制动过程中热机耦合

寿命预测建模分析等三个前沿研究领域进行了详细论述ꎬ
为湿式多盘制动器的设计和研究提供参考ꎮ

同时ꎬ针对湿式多盘制动器的研究还有诸多亟需解

决的问题ꎮ 目前多数针对湿式多盘制动器的研究都没有

引入准确的表面接触模型ꎬ而是使用 Ｈｅｒｔｚ 接触模型近

似或是基于微凸体表面均匀分布假设ꎬ这些理想模型的

建立一般不具有普遍性ꎮ 在湿式制动器动力学特性研究

中ꎬ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受到众多因素影响ꎬ理论模型常

常基于多种工程近似ꎮ 在湿式制动器多场耦合的求解

中ꎬ多数研究将计算参数理论输入或是采用顺序耦合的

方式ꎬ这些都会影响计算的准确性ꎮ 最后ꎬ随着流体力

学、热力学、接触模型以及摩擦机理等众多学科的发展

和交融ꎬ可在有限元分析、流体力学和热力学发展基础

上研究制动器多种复杂工况的散热机理ꎻ也可借助摩擦

接触模型、动力学建模以及振动实验分析研究制动器的

振动噪声产生机理和抑制因素ꎮ 基于多场耦合研究、多
目标参数优化以及优化算法发展研究结构参数对目标

设计变量的影响ꎬ优化结构设计参数等都是今后湿式多

盘制动器设计和研究的发展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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