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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液压控制技术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

王庆丰 魏建华 吴根茂 张彦廷
(浙江大学流体传动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杭州 3 10 0 2 7 )

摘要
:

液压传动及控制技术在现代工程机械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如何有效地发挥液压控制技术在提高工

程机械整机的控制性能
、

可靠性等方面的作用
,

是液压行业和工程机械行业必需面对的课题
。

概述了国内外及浙

江大学流体传动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近年来在工程机械液压控制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
,

展望了该技术领域的发

展方向和研究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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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施工设备的工程机械
,

目前 95 % 以上

都采用了液压传动与控制技术
。

液压传动与控制技

术
,

是促进工程机械主流方向不断发展的基础条件
:

①在安装空间狭窄
、

对重量有严格限制条件下
,

实

现大功率
、

多执行器的集中灵活控制 (机位
、

远控
、

遥控 )
。

②在只能以发动机作为原动力情况下
,

达到

功率的综合利用与限制
。

③在相对更恶劣的外场工

作环境和受油箱容积限制而出现较高油温情况下
,

保证运作的可靠性
、

安全性
、

舒适性
。

④环境友好
。

液压传动及控制技术对工程机械整体性能的影

响越来越大
。

如何有效地发挥液压控制技术在提高

工程机械整机的控制性能
、

可靠性等方面的作用
,

是液压行业和工程机械行业必需面对的课题
。

受能力
:

防止干涉
、

防止倾覆
、

遥控操作
。

④提高

能源利用率
:

从发动机到液压功率的转化效率高
,

泵输出流量的最优控制
,

能量再生
。

对于轮式装载机
、

推土机
、

自卸卡车等驱动系

统的电子控制化
,

除上述目标外
,

其主要 目标还包

括 H s (T 静液压驱动)z[
,3]和 HM (T 混合液压机械传动 )

等的电子控制化 1[]
。

(2 ) 多路阀采用 电液比例先导控制
。

多路阀采用

电液比例先导控制
,

不但提高了执行器的工作性能
,

更为进一步的远控与无线遥控建立了坚实基础 4[]
。

(3 ) 电子泵技术
。

将变量泵的压力
、

流量参数

通过电子控制系统控制
,

电控器随机处理相关传感

器检测到的流量与压力信号
,

进行诸如恒压
、

恒流
、

恒功率以及各种复合控制
,

在提高变量泵性能
、

节

能
、

简化系统和提高可靠性等方面
,

显现出惊人的

效果
。

图 1是配置压力
、

转速和倾角三个传感器的

内置微机控制的电子泵 5[]
。

发展趋势及研究进展

L l 电子控制及 自动化

( l) 电子控制及自动化的目标
。

对于液压挖掘

机
、

起重机等作业机械系统的电子控制化
,

以液压

系统的电子控制为主要特征
,

其目标主要如下 [’】
。

①提高机能
、

性能
:

如挖掘机的自动挖掘 (轨迹控制
、

自动反复挖掘
、

预先设定挖掘形状控制等 )
、

作业范

围限制 (防止干涉
、

防止埋藏物破损等)
。

②提高操

作性
:

作业模式切换 (优先作业等 )
、

防止摇晃
、

防

止冲击
、

振动挖掘等
。

③提高安全性
、

可靠性和承 压力传感器

图 1 微机控制的电子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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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大型
、

特种工程机械的电子化控制
。

对于

大型工程机械
,

电子控制是无可替代的
,

其首要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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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降低能耗
、

提高工作能力和安全可靠性6] [
。

三菱公司生产的超大挖掘机 ( 42 0t
,

sM E )C
,

其

液压系统拥有 10 套主泵
,

其中 2 套用于回转马达
,

形成 H S T 系统
。

采用 了分布式 电子控制系统
,

并采

用双向双传输系统以保证可靠性 7I]
。

图 2 是浙江大学与徐工集团共同研制的高空作

业 / 消防车平台水平电液控制系统
,

是一个集水平

度检测
、

信号处理及放大
、

电液比例 / 伺服转换等

为一体的工程机械载人平台水平电液控制系统 8[]
。

该项技术还推广应用于桥梁检测车水平控制系统
、

环保铰吸式挖泥船铰刀头的水平控制
。

液压缸或摆动液压缸 防水控制盒

的控制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

例如
,

通过采用高级控

制策略
,

可以解决挖掘机运动的稳定性问题
,

减少

启动和停止时的振动
。

图 3 是浙江大学和 日本日立

建机公司研究人员提出的一种针对工程机械大惯性

系统加减速运动控制的方法
:

基于压差传感的进
、

出口节流独立调节原理
〔’ ” 〕。

采用两个独立调节的电

液比例节流阀 3
、

4
,

阀 3 采用压差传感方式控制执

行器进油侧流量
;
执行器出油侧的压力由阀 4 进行

控制
,

而不再受执行器进油侧流量的影响
。

这种控

制模式可以缩短大惯性负载加速过程时间
,

避免减

速及制动过程中执行器出油侧的压力冲击
,

提高系

统的阻尼 比
,

这是改善大惯性负载加速特性
、

减速

及制动过程平稳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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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空作业 /消防车平台水平电液控制系统原理图

塔带机是一种将皮带运输机及塔式起重机有机

结合在一起的大型特种工程机械
,

用于将混凝土远

程直接输送到施工现场
,

对半径为近百米区域直接

进行混凝土浇筑
。

其主起升泵马达电液控制系统
,

既要满足塔机状态下 的高速重载起升要求
,

又要

满足带机状态下的精确定点浇筑要求
。

塔带机电

子控制包括采用封闭钢 丝绳牵引的变幅小车液压

系统 电子控制
,

具有特大回转惯量的塔机回转电

液控制
,

以及 自重质量数百吨
、

且存在严重偏载

的塔带机同步 自顶升电液控制
。

浙江大学会同相

关工程设计公司
,

研制了塔带机电液控制系统
,

并已成功应用于大型水电站的围堰及大坝的混凝

土浇筑施工
。

另一典型 的特大型工程机械是盾构隧道掘进

机
,

是先进的隧道施工机械
。

其液压系统的电子控

制是盾构掘进机中的关键技术之一
,

包括刀盘液压

驱动系统
、

盾构推进液压系统和螺旋输送液压控制

系统等
「9〕

。

目前浙江大学和中铁隧道集团协作
,

正

在开展盾构机液压系统的电子控制化研制工作
。

L Z 智能化

尽管目前工程机械的液压 一机械系统的智能化

还处于初级阶段
,

却 己对工程机械的性能与质量产

生了重要影响
。

采用相关的智能化控制
,

工程机械

卜卜腼皮全阀单州州州州州
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同同同

指令信号

图 3 基于压差传感的进
、

出 口节流独立调节控制原理
l
、

6
.

压差传感器 2
、

5 压力传感器 3
、

进 口电液比例节流阀

4
.

出口电液比例节流阀 7
.

阀芯位移传感器 8
.

控制器

智能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工程机械无线遥控技

术 (无人挖掘机等 )
。

它集成了更先进的液压控制
、

通信和 图像处理技术
。

极大改善了操作人员的工作

环境
,

降低 了由于视觉受限制所带来的误操作事故
,

提高了自动化程度
。

如图 4 所示
,

是由无线信号操

控的无人操作挖掘机
「̀ 2 1

。

可 以说
,

进一步的智能化
,

将需要诸如视觉技术
、

图像处理
、

材料和土壤检测

等新技术的组合 〔6,1 3,1 4」。

自动图像处 理 远程操作

输 出
、

低油耗

热涡轮复合发

角度和负荷
传感器

各种传感器的
机液压系统

图 4 无人操作液压挖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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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节能

面对经济性和环境问题
,

节能成为越来越重要

的课题
。

工程机械的节能主要包括液压系统 的节

能和从发动机到液压系统 的全局功率适应两个方

面
。

1
.

3
.

1 液压系统的节能

(1 ) 开中心负载适应系统 (图 5 )
:

这种简易型节

能措施
,

在引进的和 国产的工程机械中
,

都多有应

用 [ 15
,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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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双泵一 双阀结构的液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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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程机械执行机构与液压源距离远而引起

的长管道问题
,

使得无法采用现有负载敏感技术
。

即使采用非负载敏感式定量泵加电液比例多路阀的

控制方式
,

位于定量泵与 电液比例多路阀之间的长

管道
,

仍然会导致作业机构动作滞后或者作业精度

差等问题
。

对此
,

浙江大学研究人员提出了相应的

管道优化设计理论 以及电液混合负载敏感系统的解

决方案 (图 8)
。

针对阀控系统
,

提出了用于判断能否

忽略其中管道效应的理论判据即 }
。

远距离执行机构 近距离执行机构

图 5 四通多路阀开中心负载敏感系统

系统限压先导阀 2
.

限压阀 3
.

梭阀网络 4
,

可变节流器

5
.

二通压力补偿器 6
.

定量泵 7
.

三通压力补偿器

(2 ) 闭中心负载适应系统
:

必须配置负载敏感

泵
,

成本高
,

但能基本达到与系统所需压力流量匹

配
,

节能效果更为明显【’ 7一 , 9 ]
。

图 6 即为在挖掘机上

应用的一种负载敏感系统 120 1
。

图 8 电液混合负载敏感系统

t 一乒从声 , 二叻二痴二中了、 泵斜盘倾角
泵转速

图 6 液压挖掘机负载敏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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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是采用双泵一双阀结构的液压系统
,

控制

阀实现串并联油路组合
,

获得较好的操作性
,

使得

两泵能充分利用发动机的能量 2[ ’ ]
。

(3) 抗流量饱和节能高效同步操作系统
:

工程

机械大多为单泵或双泵供油
、

多执行器同时工作
。

当泵流量不足时
,

小压差 (大负载压力 )执行器的流

量就会变小或为零
,

使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

甚至出

现危险或事故工况
。

图 9 所示为这种负载传感补偿

(L sc )非饱和控制的原理之一 l4]
。

当出现流量饱和

时
,

各补偿器的设定值同时相应降低
,

各负载之间

工作速度比例关系仍然保持原设定值不变
。

这种系

统将工程机械的操作性
、

节能
、

安全性提高到一个

新水平
。

(4 ) 负流量控制
:

对于使用六通多路阀的液压

系统的节能新亮点是所谓 的
“

负流量控制
”

41[
,

如图 10 所示
。

它是通过在多路阀中位回油通道上

设置流量检测元件
,

并将此流量信号引至具有负

流量控制功能的变量泵
,

以改变泵的排量
,

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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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控制旁路回油流量为一个较小的恒定值
,

而减少旁路损失的 目的
。

入入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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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刁刁

从 的重视
,

主要包括
:

在工作介质使用可生物分解

的液压油
,

纯水
,

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
降低液

压元件及系统 由于高压
、

大流量产生的振动与噪

声
; 不断提高元器件与系统效率

,

进而节约能源

等
。

其中若干 内容前面 己经涉及
,

限于篇幅这里

从略
。

图 9 抗流量饱和的节能高效同步操作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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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凳凳凳凳 显示示

图 11 液压挖掘机的模式切换控制

a( ) 系统组成 ` b) 具有负流量控制功能的变量泵

图 10 六通多路阀系统的负流量控制

1
.

3
.

2 发动机与液压系统的功率适应控制

( l) 局部负载时的模式切换控制
。

如图 n 所示
,

通过新型微机系统
,

在环境改变时会主动改变发动

机的转速和功率
,

按照多种模式 (如 P 模式
,

强调工

作量的重要性
; E 模式

,

强调油耗和噪声
; L 模式

,

强调工作精度 )工作
,

微机同时控制发动机和泵
。

这

种系统扩充了传统 电调节器的概念
,

微机根据操纵

手柄的指令和工作模式的要求
,

控制调节器和泵的

排量 [6 ]
。

(2 ) 基于发动机转速传感的全局功率适应控

制
。

全局功率适应是把包括发动机
、

液压泵
、

控制

阀及并行作业的液压执行元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

虑
。

如为了达到某一作业速度
,

可 以通过改变液压

泵排量
、

液压阀开度
、

液压马达排量
,

还可 以改变

发动油门大小
,

进而改变发动机转速来实现
。

通过

工程机械全局功率适应
,

实现从发动机到液压功率

的高效率转化
。

发动机 一泵控制单元如图 12 所示
。

液压泵的输入转矩由速度偏差控制
,

泵可以在发动

机不停转的前提下吸收最大限度的发动机功率
〔“ 」。

L 4 环保

国外工程机械液压技术领域对环保给予充分

燃燃料泵泵
控控制器器

著著撬
恶恶

微微分分

图 12 发动机一泵系统控制框图

2 展望

今后
,

工程机械的液压控制技术将更加侧重于

在电子控制和节能
、

可靠性和安全性以及环境适应

性等方向的研究与相关技术的开发
。

在 电子控制方面
,

由于 电子控制化
、

自动化是

提高工程机械附加值的重要方面
,

更需要设计者关

注用户的需求
,

从用户角度进行设计 l1[
。

在节能方面
,

进一步提高器件单体效率的难度

将越来越大
,

重点将转移到提高发动机一液压系统

整体最佳效率的匹配研究 〔23]
,

以及研发新的实用化

的节能液压元件及系统
,

如自由活塞发动机
〔
24]

、

二

次调节系统及相关的液压变压器
〔 3

,25
〕
等

;
并更多关

注能量的回收技术
,

如 出口节流控制损耗能量
、

回

转制动能量等的回收
。

目前在汽车上已开始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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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系统也将开始应用于工程机械上
,

日本日

立建机公司已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采用发动机和电

池混合动力的轮式装载机
,

取得了良好的节能效果
。

随着工程机械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
,

安全法规

越来越严
,

其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也不断提高
。

提

高耐环境性
,

如耐振性
、

耐水性
、

耐热性以及相关

器件 (特别是 电子控制关联器件 )的可靠性
,

将是今

后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

同时还需关注工程机械的安

全性
、

功能可维修性等
。

另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环境适应性研究
,

包括

振动和噪声控制研究
、

各种可生物分解液压油的研

究和开发等
。

在振动控制方面
,

用于高档轿车的液

压主动悬架技术开始用于工程机械
〔 26 〕 ,

并将实用

化
。

噪声控制方面
,

将更多地从液压元件的降噪着

手
。

目前以流体动力学仿真
、

流体噪声数值模拟和

噪声试验统计分析为基础的新的设计方法开始出

现「2 7一30]
,

有望建立起一套液压元件低噪声的结构与

参数设计准测
,

并使液压元件的噪声评价放在设计

阶段进行
。

这也是液压元件设计的一个发展方向
。

从 1994 年德国机械设备协会V( D M )A 首先制定

出可生物分解 的液压油标准 (v D M A 24 568
、

24

5 69 )以来
,

150 也制定了相应的标准 (15 0 15 3 8 0 )
。

在瑞士
、

德国
、

澳大利亚和北欧等国家和地区
,

工

程机械使用可生物分解的液压油 已逐渐成为一种义

务
。

随着各国环境法规的日益严厉
,

各种可生物分

解的液压油的研究和开发步伐将不断加快口
’

,

32 ]
。

另

外
,

水液压技术
〔’ 3 〕也有望在一些特殊工程机械上

得到逐步应用
。

自动化
、

智能化所需的复合型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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