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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 熟悉自动变速器的功用；
• 掌握液力变矩器的结构组成；
• 掌握液力变矩器的工作原理。

能力目标

• 能叙述液力变矩器的结构组成；
• 能叙述液力变矩器的工作原理。



    一辆装配AL4自动变速器的轿车，车主反
映车辆行驶过程中出现换挡冲击。服务顾问试
车后，确定自动变速器出现问题，要求对自动
变速器的进行检查维修。

知
识
准
备

情境引入

要解决故障必须掌
握自动变速器的结
构原理。



发动机的转矩通过液力变矩器的主动元件，再通过ATF油传
给从动元件，最后传给变速器。 

踩下制动发动机也不会熄火，相当于离合器分离；松开制
动汽车可以起步，相当于离合器结合。

根据工况不同，在一定范围实现转速和转矩无级变化。

ATF油工作时需要油泵提供一定压力，而油泵是由液力变矩
器壳体驱动。



液力变矩器由 三个元件组成，称为三元件液力变
矩器 ,还有一个单向离合器、一个锁止离合器。



 泵轮在变矩器

壳体内，径向安装许多曲面叶

片。在叶片的内缘上安装有导

环，提供一通道使ATF流动畅

通。

泵  轮 

导环

曲面叶片



泵轮后端焊有带
切槽的轴套

变矩器壳与发动
机飞轮连接



发动机飞轮—变矩器壳体—泵轮—叶片—带动ATF油旋转



    涡轮位于壳体

和泵轮的空腔中，保持非常小

的间隙，推力轴承将他们隔开。

涡轮同样也是有许多曲面叶片

的圆盘，其叶片的曲线方向与

泵轮的叶片相反。

涡  轮 
曲面叶片

花键



飞轮—变矩器壳体—泵轮—叶片—带动ATF油旋转—
冲击涡轮叶片--涡轮—输出轴



   有叶片的小圆盘，

位于泵轮和涡轮之间，通过

单向离合器固定于变速器壳

体的导轮轴上。导轮上的单

向离合器可以锁住导轮以防

止反向转动。

导  轮 

单向离合器



将发动机的机械能转变为自

动变速器油的动能。

将自动变速器油的动能转变

为涡轮轴的机械能。

改变自动变速器油流动方向，

达到增矩的作用。



单向离合器 

作用： 只允许导轮顺时针转，使液力变矩器高速时耦合。

形式： 滚柱式（常用于液力变矩器）

       楔块式（常用于行星齿轮变速器）



外座圈
内座圈

滚柱

弹簧

滚柱式单向离合器 



楔块式单向离合器 

外圈

保持架

楔块

内圈



锁止离合器

为提高变矩器在偶合区工作的性能，需加装单向离合器和锁止离合
器，将发动机转矩直接传给涡轮，锁止离合器锁止时，可以实现直
接传动，传动效率100%。



     当车辆低速行驶时，控

制油道与压力油相通，油液

流至压盘的正面，其正面与

背面的压力相同，使锁止离

合器分离，正常变矩状态。

锁止离合器分离状态

压盘背面与泵轮液压油相
通，始终受液压油作用

压盘正面与输出
轴控制油道相通



   高速行驶时，控制油道与

卸油口相通，压盘正面的油

压消失。压盘背面的油压使

压盘紧紧压到变矩器壳体上，

锁止离合器接合。涡轮通过

压盘与变矩器壳体及泵轮连

成一体，发动机动力直接传

给涡轮并向外输出。
锁止离合器锁止状态

压盘背面与泵轮液压油相
通，始终受液压油作用

压盘正面油压
消失





动力的传递 



MW=MB+MD
增矩过程 



偶合点 MW=MB

Vc

Vb

Va



（1）起步时， MＷ最大。

（2）逐渐加速时， MＷ减小。

（3）偶合点时，k=1,  MＷ= Mb。

 把液力变矩器的工作过程概括为：

变矩：当泵轮与涡轮转速相差较大或在低速区时，液力变矩器实现增
矩；
耦合：当涡轮转速达到泵轮转速的85％～90％或在高速区时，液力变

矩器实现偶合传动，即输出（涡轮）转矩等于输入（泵轮）转矩。 



检查液力变矩器外部有无损
坏和裂纹，轴套外径有无磨
损，驱动油泵的轴套缺口有
无损伤。
如有异常应更换液力变矩器。



用专用工具插入变矩器。转
动单向离合器内座圈，在逆
时针方向锁住，顺时针应能
自由转动，则单向离合器为
正常。
如有异常应更换液力变矩器。



用百分表检查发动机驱动盘断面
跳动误差。



将液力变矩器所在位置做个标记，
暂时装到飞轮上，用百分表检查变
矩器轴套的径向跳动误差。



锁止离合器的常见故障有不锁止和常锁止。不锁止的现象是车辆的油
耗高、发动机高速运转而车速不够快。具体检查时要相应检查电路部
分、阀体部分以及锁止离合器本身。锁止离合器的检查需要将液力变
矩器切开后才能进行，但这只能由专业的自动变速器维修站来完成。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