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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气轮胎的承载性能是车辆对轮胎要求的

基本功能之一 ,对轮胎承受负荷的要求也是很

苛刻的。例如 ,9100 - 20 14PR 在标准气压下

单胎的负荷为 2 575 kg ,而一条 9100 - 20 轮胎

本身的质量只有 38 kg 左右 ,轮胎的承载要超

过自身质量的 6717 倍 ,由此可见 ,轮胎要承担

多么沉重的载荷。

在目前市场激烈竞争的形势下 ,车辆的超

载已成为运输部门提高效益的得力措施 ,特别

是个体运输户为了多赚钱 ,使车辆处于严重超

载状态。据调查 ,一般载质量为 5 t 的车经加

固改装后装载货物达 10～12 t ,实际总载质量

为 18 t (包括加固物 1 t) ;载质量为 8 t 的车经

加固改装后装载货物达 20 t ,实际总载质量为

30 t (包括加固物 2 t) [1 ] ,这样严重的超载必然

引起轮胎的提前损坏 ,常见的问题有肩空、肩裂

甚至爆破等 ,不但降低了轮胎的行驶里程 ,缩短

了公路的使用寿命 ,还会酿成交通事故。

众所周知 ,轮胎分不同规格 ,同一规格中又

分若干层级 ,以便满足车辆对负荷的需要 ,故车

辆必须按额定负荷来选择轮胎。据资料报道 ,

当轮胎负荷超过 20 %时 , 其行驶里程降低

35 %以上 ;负荷超过50 %时 ,其行驶里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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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以上 ;负荷超过 100 %时 ,其行驶里程降低

80 %以上[2 ] 。当前难以控制的车辆超载局面

使轮胎厂的退赔率猛增 ,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经

济效益 ,对全国轮胎工业发展也极为不利。为

此 ,华南理工大学与广州珠江轮胎有限公司一

起研究了载重轮胎的承载性能 ,从中可以了解

到如何合理地发挥轮胎的承载能力。

1 　轮胎的静负荷性能

轮胎的静负荷性能是指在规定的轮辋和充

气压力条件下 ,静止轮胎在垂直负荷作用下 ,负

荷与轮胎变形的关系 ,它反映轮胎承受负荷的

能力。一般认为轮胎的负荷由两部分承担 ,一

部分由气压承担 , 另一部分由轮胎本身承

受[3 ] 。

轮胎在承受负荷时不仅发生法向 (径向)变

形 ,同时还产生横向和周向变形。轮胎的静负

荷性能包括轮胎的法向变形 (下沉量或下沉

率) 、负荷下的断面宽、接地面积、接地长轴和接

地短轴以及由此确定的硬度因数和接地因数

等。为了了解充气轮胎的承载能力 ,必须研究

气压与负荷对它们的影响。

111 　下沉量与下沉率

轮胎的下沉量体现轮胎的径向弹性特征 ,

是轮胎使用性能中的重要参数之一。为了使不

同的充气轮胎外缘尺寸有可比性 ,常采用下沉

率来对比。若下沉率过小 ,表示轮胎的弹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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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讨论了轮胎的静负荷性能 ,用试验数据分析了轮胎的气压与负荷对其下沉率、接地面积、硬度因数、

接地因数以及接地压力分布的影响 ,采用回归方程分析了轮胎的气压2负荷2下沉率三者之间的关系。试验结

果表明 ,轮胎承载能力主要受下沉率的制约 ,同时也受硬度因数、接地因数等性能的影响 ,只有做到气压2负荷2

下沉率之间的合理匹配 ,才能保证轮胎的使用性能和寿命。



用发挥不好 ,影响乘坐舒适性 ;若下沉率过大 ,

则

表 1 　3 个方案样胎在标准气压下不同

负荷对应的下沉率 %

轮胎方案
负荷倍数

110 115 210 215

A 11129 15121 19170 24120

B 11119 15140 3 18170 22158

C 10150 14140 18140 22130

　　注 :A ,B 和 C 方案指同一规格轮胎在材料性能、胎体帘布

层数及结构设计等方面不同 ; 3 试验误差所致。

　　从表 1 可以看出 ,B 和 C 方案在各档负荷

下的下沉率均比 A 方案小 , C 方案尤为明显 ,

减小下沉率 1～2 个百分点 ,在高负荷区更为显

著。

112 　接地面积

当轮胎荷载增加时 ,另一个比较敏感且易

发生变化的性能是接地面积。它随负荷的增加

而迅速增大 ,随气压的增加而逐渐减小。表 2

所示为 12100 - 20 18PR C 方案样胎在两种负

荷下气压与接地面积的变化关系。

　　从表 2 可以看出 ,当气压由 810 kPa (标准

气压)增至 1 160 kPa 时 ,接地面积减小率在 1

倍负荷下为 1615 % ; 2 倍负荷下为 1211 % ,但

当负荷从1倍增至2倍时 ,无论哪档气压接地

表 2 　12100 - 20 18PR C方案样胎在两种

负荷下不同气压对应的接地面积 cm2

负　荷
气压/ kPa

810 860 910 960 1 010 1 060 1 160

1 倍 59812 58612 59119 54412 53515 51615 49912

2 倍 87512 86617 83717 82010 79910 78819 76914

轮胎方案
气压/ kPa

810 960 1 060 1 160

A 91213 85613 82510 79415

B 86112 81819 760. 0 73017

C 87512 83217 78819 76919

113 　硬度因数

由于轮胎结构参数和材料的不同 (如行驶

面宽度、弧度以及骨架材料等)往往会引起接地

面积的差异。为了更确切地表达轮胎的承载性

能 ,应建立接地面积、气压与负荷之间的关系。

硬度因数定义为负荷/ (接地面积 ×气压) 。在

规定的轮辋条件下 ,硬度因数可用来评价轮胎

的承载能力 ,并可分以下 3 种情况来讨论。

(1)当硬度因数等于 1 时 ,说明轮胎的气压

刚好承担了全部负荷 ;

(2)当硬度因数小于 1 时 ,表明轮胎的气压

用来承担全部负荷还有剩余 ;

(3)当硬度因数大于 1 时 ,表明轮胎的气压

不能承担全部负荷 ,部分负荷要由轮胎本身的

材料来承担。

12100 - 20 18PR C 方案样胎在两种负荷

(1 和 2 倍)下气压对硬度因数的影响如表 4 所

示。从表 4 可以看出 ,随气压的增大 ,硬度因数

逐步减小。另外 ,在 1 倍负荷 (标准负荷) 下各

档气压的硬度因数均小于 1 ,当负荷增大到 2

倍时 ,标准气压的硬度因数大于 1。说明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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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轮胎在大变形下工作 ,会缩短轮胎的使

用寿命 ,因此 ,对各种类型的轮胎均要选择最佳

的下沉率。

下面列举 12100 - 20 18PR 轮胎 (A 方案)

在标准气压下不同负荷对下沉率的影响。试验

负荷共分 4 档 ,即 110 ,115 ,210 和 215 倍负荷

(将标准负荷 36155 kN 称为 1 倍负荷) ,则对应

的下沉率分别为 11129 % ,15121 % ,19170 %和

24120 %。可以看出 ,当超载到 215 倍时 ,下沉

率增大到 24120 % ,超出标准负荷的 1 倍多 ,如

果轮胎在这样的状态下行驶 ,确实无法保证质

量和寿命。

为了提高轮胎的承载能力 ,常采用增强胎

体帘布层、改进关键部位的材料性能和结构设

计等措施 ,以达到在同气压、同负荷下减小下沉

率的目的。表 1 为 3 个方案样胎在标准气压下

不同负荷对下沉率的影响。

面积都增大很多 ,增长率范围为 46 %～52 % ,

看来采用增大气压的手段来对付那种成倍超载

行为也是无能为力的。

不同方案样胎在 2 倍负荷下气压与接地面

积的变化关系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 ,B 和 C 方案样胎在 2 倍

负荷下不同气压对应的接地面积均小于 A 方

案。

表 3 　3 个方案样胎在 2 倍负荷下不同

气压对应的接地面积 cm2



压已不能承担全部的负荷 ,继续增大气压 ,硬度

因数降至小于 1 ,这表明轮胎的负荷可以主要

靠气压来承担了。

　　两个方案样胎在 2 倍负荷下不同气压对应

的硬度因数如表 5 所示。从表 5 可见 ,在标准

气压下两样胎都不能靠气压承担全部负荷 ,数

据表明 ,C 方案样胎各档气压下的硬度因数均

负　荷
气压/ kPa

810 860 910 960 1 010 1 060 1 160

1 倍 0. 770 0. 725 0. 702 0. 700 0. 676 0. 668 0. 631

2 倍 1. 031 0. 981 0. 959 0. 915 0. 906 0. 906 0. 819

表 5 　两个方案样胎在 2 倍负荷和不同

气压下的硬度因数

轮胎方案
气压/ kPa

810 960 1 060 1 160

B 1107 0195 0193 0188

C 1103 0192 0187 0182

114 　接地因数

接地因数是轮胎接地面积中长轴与短轴之

比 ,表示轮胎承担负荷时所发生的周向和横向

变形的情况。当轮胎承受高载荷时往往长轴的

变化很大 ,而短轴的变化不大 ,这样会使长、短

轴之比 ———接地因数产生明显的变化。因此 ,

接地因数也可作为分析轮胎承载能力的参数。

表 6 所示为 12100 - 20 18PR C 方案样胎在两

种负荷和不同气压下的接地因数。

从表 6 可以看出 ,在两种负荷下接地因数

均随气压增大而减小。当负荷增大到 2 倍时 ,

各档气压的接地因数均比 1 倍标准负荷增大

26 %～30 %。

表 6 　12100 - 20 18PR C方案样胎在两种负荷

和不同气压下的接地因数

负　荷
气压/ kPa

810 860 910 960 1 010 1 060 1 160

1 倍 11241 11224 11220 11159 11155 11138 11112

2 倍 11585 11567 11539 11508 11485 11469 11448

项　目
气压/ kPa

810 960 1 060 1 160

1 倍负荷

　A — — — —

　B 11317 11242 11200 11191

　C 11241 11159 11138 11112

2 倍负荷

　A 11712 11659 11620 11560

　B 11678 11635 11561 11526

　C 11585 11508 11469 11448

2 　轮胎的负荷特性

分析轮胎的负荷特性就是分析轮胎的气

压、负荷与下沉率 (下沉量)之间的关系 ,这三者

是影响轮胎使用寿命的直接因素。为了在车辆

超载时尽可能合理使用轮胎 ,必须了解和处理

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先分别观察轮胎气压2
负荷、轮胎负荷2下沉率的关系 ,然后分析气压、

负荷和下沉率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211 　相同下沉率下的气压2负荷关系

通过试验测得在不同下沉率下气压2负荷

关系的若干组数据 ,根据试验数据采用一元线

性回归分析法拟合相同下沉率下气压2负荷的

线性方程以及其它有关的数理统计结果。表 8

示出了 12100 - 20 18PR 三个方案样胎在相同

下沉率下气压2负荷关系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一元线性数学模型公式为 :

Y = b0 + b1 X

式中 　Y ———负荷 , kN ;

X ———气压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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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0 - 20 18PR 三个方案样胎在两种负

荷和不同气压下的接地因数对比数据如表 7 所

示。从表 7 可以看出 ,C 方案样胎在各种负荷

和气压下的接地因数均小于 A 和 B 方案样胎 ,

这说明 C 方案提高了轮胎的承载性能 ,随着气

压的增大接地因数逐渐减小 ,但当成倍地增加

负荷时 ,接地因数便会迅速增大 ,远远超过气压

和轮胎结构、材料对它的影响。

表 7 　3 个方案样胎在两种负荷和不同

气压下的接地因数

小于 B 方案样胎 ,说明 C 方案样胎在承受负荷

时比 B 方案样胎更多地发挥气压的作用。

表 4 　12100 - 20 18PR C方案样胎在两种负荷

和不同气压下的硬度因数



表 8 　三个方案样胎在同一下沉率下气压2
负荷关系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下沉率/
%

轮胎
方案

b0 b1
剩余标准
离差δ

相关因数
R ( N - 2)

11 A 121681 01027 01770 01985 4

B 15

　　注 : N 为试验样本数 ,δ可作为衡量预报精度的标志。

　　　b0 ———常数项 ,反映了所设定的自变量

之外的其它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

b1 ———回归因数 ,表示 X 对 Y 的影响。

　　拟合试验数据得到回归方程的目的是为了

能定量地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 ,并可对其进行

预测和控制。在下沉率为 14 %和 16 %时各气

压下的负荷预测值如表 9 所示。

　　从表 9 中的负荷预测值可知 ,3 个方案样

胎维持 14 %下沉率 ,即使气压高达 1 160 kPa

也不能承担 2 倍负荷 ( 7311 kN) ; 下沉率为

16 %、气压为 1 060 kPa 时 ,只有 C 方案能承担

2 倍负荷 ,B 方案可勉强承担 ,而 A 方案仍然不

能承担 2 倍负荷。由此可见 ,单纯依靠提高气

压来成倍超载使用轮胎是不合理的。

212 　等气压下的负荷2下沉率关系

试验测得等气压下负荷2下沉率关系的若

干组数据 ,同样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拟合建

立等气压下负荷2下沉率的线性方程以及其它

表 9 　在两种下沉率和典型气压

下的负荷预测值

下沉率/
%

X/ kPa
轮胎
方案

Ŷ / kN
Ŷ 的范
围/ kN

　　注 : Ŷ 为负荷预测值。

有关的数理统计结果。12100 - 20 18PR 三个

方案样胎的 8 组等气压下负荷2下沉率关系的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如表 10 所示。

一元线性数学模型为 :

Y0 = b0 + b1 X0

式中 　Y0 ———下沉率 , % ;

X0 ———负荷 ,kN。

　　应用表 10 的回归方程预测等气压下一些

典型负荷对应的下沉率 ,结果见表 11。从表 11

可知 ,下沉率预测值在标准气压和负荷下 ,A 方

案样胎最大 ,为 11140 % , C 方案样胎最小 ,为

10129 %。而在标准气压和 2 倍或 215 倍负荷

下 ,B 方案样胎的下沉率最小 ,分别为 18125 %

和 19137 %。当气压增大到 960 和1 060 kPa

时 ,无论在 2 倍还是 215 倍负荷下 C 方案样胎

的下沉率为最小。这正好说明 C 方案样胎的

承载能力是发挥了气压的作用。

213 　气压2负荷2下沉率三者的相关性

试验数据可反映出各方案样胎的气压2负
荷2下沉率三者间有相关性。设气压和负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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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 01028 01582 01992 5

C 121535 01032 11390 01971 2

12 A 131514 01031 01934 01983 6

B 161744 01032 01550 01994 6

C 151773 01034 11130 01980 3

13 A 141310 01035 01888 01988 2

B 221123 01032 11090 01979 7

C 161215 01039 11220 01982 3

14 A 151925 01040 01930 01990 0

B 231857 01036 11045 01984 7

C 171497 01043 11240 01984 9

15 A 161000 01044 11050 01989 8

B 251405 01039 01991 01988 5

C 181850 01047 11320 01985 8

16 A 171298 01048 11080 01990 7

B 261683 01043 01890 01992 2

C 201120 01051 11400 01986 4

17 A 171736 01052 11214 01990 2

B 271178 01048 01819 01994 6

C 211122 01055 11370 01988 8

18 A 291137 01046 11790 01973 6

B 261867 01053 01826 01993 0

C 221136 01059 11420 01989 5

14 810 A 48133 46147 ≤Ŷ ≤50119

B 52193 50184 ≤Ŷ ≤55102

C 52125 49177 ≤Ŷ ≤54173

14 1 110 A 60133 58147 ≤Ŷ ≤62119

B 63170 61160 ≤Ŷ ≤65179

C 65112 62164 ≤Ŷ ≤67160

14 1 160 A 62133 60147 ≤Ŷ ≤64119

B 65148 63140 ≤Ŷ ≤67158

C 67126 64178 ≤Ŷ ≤69174

16 810 A 56110 53194 ≤Ŷ ≤58126

B 61168 59190 ≤Ŷ ≤63145

C 61143 58163 ≤Ŷ ≤64123

16 960 A 63128 61112 ≤Ŷ ≤65144

B 68116 66138 ≤Ŷ ≤69193

C 69108 66128 ≤Ŷ ≤71188

16 1 060 A 68107 65191 ≤Ŷ ≤70123

B 72148 70170 ≤Ŷ ≤74125

C 74118 71138 ≤Ŷ ≤76198

16 1 160 A 72170 70170 ≤Ŷ ≤75102

B 76180 75102 ≤Ŷ ≤78157

C 79128 76148 ≤Ŷ ≤82108



表 10 　3 个方案样胎在等气压下负荷2下沉率

关系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气压/

kPa
轮胎方案 b0 b1

剩余标准
离差δ

相关因数
R ( N - 2)

710 A 31653 01239 01259 01995 2

B 21105

　　注 :同表 8。

自变量 X1 和 X2 ,下沉率为因变量 Y 2 ,用二元

线性回归分析法拟合气压2负荷2下沉率三者的

试验数据 ,用数理统计方法确证气压2负荷2下
沉率三者的相互关系[3 ] ,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12。

二元线性数学模型为 :

Y 2 = b0 + b1 X1 + b2 X2

式中 　Y2 ———下沉率 , % ;

X1 ———气压 ,kPa ;

X2 ———负荷 ,kN。

　　应用表 12 的回归方程预测一些典型气压

和负荷下的下沉率见表 13。

从表 13 可以看出 ,在标准气压和负荷下 A

方案样胎下沉率最大 ,为 11184 % ,而 B 和 C 方

案样胎下沉率约 11 %。在气压为 1 060～1 160

kPa 和 2 倍负荷下 , C 方案样胎的下沉率

最小 ,分别为15188 %和14197 %。这说明C方

表 11 　在 3 档气压和一些典型负荷

下的下沉率预测值

气压/
kPa

X 0/ kN 轮胎
方案 Ŷ 0/ % Ŷ 0 的范

围/ %

　　注 : Ŷ 0 为下沉率预测值。

表 12 　3 个方案样胎下沉率与气压、负荷关系的

二元线性回归方程及显著性检验

轮胎
方案

b0 b1 b2 δ f 1 , f 2

A 11161 - 01008 01196 0 0132 2 ,61

B 101121 - 01008 01199 5 0130 2 ,66

C 111449 - 01009 01192 6 0137 2 ,67
轮胎

方案
F ( f 1 , f 2) t 1 t 2 方程显著性 因数显著性

A 1 63419 251417 571182 显著 两因数显著
B 2 4411466 291407 691636 显著 两因数显著
C 1 5671327 251714 551960 显著 两因数显著

轮胎

方案
临界值α= 0101

A Fα(2 ,61) = 4198 , tα(61) = 21660

B Fα(2 ,66) = 4195 , tα(66) = 21660

C Fα(2 ,67) = 4195 , tα(67) = 21660

　　注 : f 1 和 f 2 分别是回归和剩余自由度 ; F ( f 1 , f 2) 是一个

与自由度有关的数理统计值 ,作用像相关因数 R ,在回归分析

中用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 ; t 1 和 t 2 是检验回归因数是否

显著的数理统计值 ,与自由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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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48 01046 01999 9

C 21428 01249 01010 11000 0

810 A 31582 01214 01252 01995 4

B 21748 01212 01329 01993 7

C 21376 01218 01070 01999 7

910 A 31260 01209 01086 01999 5

B 21308 01209 01072 01999 7

C 21472 01205 01080 01999 5

960 A 31148 01205 0. 117 01999 0

B 21158 01203 01057 01999 8

C 21164 01195 01030 01999 9

1 010 A 31181 01194 01098 01999 3

B 21448 01193 01016 11000 0

C 21469 01187 01020 11000 0

1 060 A 21264 01189 01098 01999 3

B 21264 01191 01031 01999 9

C 21914 01177 01010 11000 0

1 110 A 31321 01183 01071 01999 6

B 21448 01180 01024 11000 0

C 21938 01171 01010 11000 0

1 160 A 31290 01171 01079 01999 6

B 21597 01176 01019 11000 0

C 21557 01172 01050 01999 8

810 36155 A 11140 10190 ≤Ŷ 0 ≤11191

B 10150 9184 ≤Ŷ 0 ≤11115

C 10129 10120 ≤Ŷ 0 ≤10148

810 73111 A 19123 18172 ≤Ŷ 0 ≤19173

B 18125 17159 ≤Ŷ 0 ≤18191

C 18131 18117 ≤Ŷ 0 ≤18145

810 91138 A 23114 21115 ≤Ŷ 0 ≤25113

B 19137 18171 ≤Ŷ 0 ≤20103

C 22129 22115 ≤Ŷ 0 ≤22143

960 36155 A 10164 10141 ≤Ŷ 0 ≤10187

B 9158 9146 ≤Ŷ 0 ≤9169

C 9129 9123 ≤Ŷ 0 ≤9135

960 73111 A 18114 17190 ≤Ŷ 0 ≤18137

B 17100 16189 ≤Ŷ 0 ≤17111

C 16141 16135 ≤Ŷ 0 ≤16147

960 91138 A 21188 21165 ≤Ŷ 0 ≤22111

B 20171 20159 ≤Ŷ 0 ≤20182

C 19197 19191 ≤Ŷ 0 ≤20103

1 060 36155 A 10129 10110 ≤Ŷ 0 ≤10149

B 9125 9118 ≤Ŷ 0 ≤9131

C 9141 9137 ≤Ŷ 0 ≤9145

1 060 73111 A 17119 17100 ≤Ŷ 0 ≤17139

B 16122 16117 ≤Ŷ 0 ≤16129

C 15191 15187 ≤Ŷ 0 ≤15195

1 060 91138 A 20164 20144 ≤Ŷ 0 ≤20184

B 19172 19166 ≤Ŷ 0 ≤19178

C 19115 19111 ≤Ŷ 0 ≤19119



表 13 　一些典型气压和负荷下的下沉率预测值

X 1/ kPa X 2/ kN
轮胎
方案

Ŷ 2/ %
Ŷ 2 的范
围/ %

810 36155 A 11184 11112 ≤

　　注 : Ŷ 2 为下沉率的预测值。

案样胎的气压对降低下沉率的影响较大。

3 　轮胎的接地压力

当轮胎负荷增大时 ,不仅接地面积会发生

变化 ,而且在接地面中的压力分布也会发生变

化。

311 　标准气压下负荷对接地压力分布的影响

12100 - 20 18PR C 方案样胎在标准气压

和负荷下的压力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由图 1

(a)可见 ,沿长轴方向压力分布在接地中心处压

力最大 ,约 0196 MPa ,逐渐向接地边沿下降至

014 MPa ;由图 1 (b)可见 ,沿短轴方向的压力分

布从接地中心到胎肩变化不大 ,约 019～110

MPa 之间 ,只有到胎肩边缘处压力有所下降 ,

约为 017 MPa。

　　当负荷增大到 2 倍 (73110 kN) 时 ,接地面

中的压力分布状况发生变化 ,见图 2。沿长轴

方向的压力分布趋势与标准负荷时接近 ,仍是

从接地中心向边缘减小 ,但各部位的接地压力

值增大 ,中心压力值增至 1102 MPa ,同时长轴

的长度也增加 ,见图 2 (a) ;沿短轴方向的压力

分布变化较大 ,特别在接地边缘处 ,接地压力明

显增大 (114 MPa) ,大大超过接地中心处压力 ,

如图 2 (b) 所示。这说明轮胎超载时肩部受力

明显增大 ,这也是导致行驶过程中肩空、肩裂甚

至爆破的主要原因。

图 1 　标准气压和负荷下的接地压力分布

图 2 　标准气压和 2 倍负荷下的接地压力分布

312 　2 个方案样胎的接地压力对比

选用 B 和 C 方案样胎在标准气压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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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2 ≤12148

B 10191 10132 ≤Ŷ 2 ≤11151

C 11112 10138 ≤Ŷ 2 ≤11186

810 73111 A 19101 18137 ≤Ŷ 2 ≤19165

B 18119 17160 ≤Ŷ 2 ≤18170

C 18116 17142 ≤Ŷ 2 ≤18190

960 73111 A 17181 17117 ≤Ŷ 2 ≤18145

B 16199 16140 ≤Ŷ 2 ≤17158

C 16179 16105 ≤Ŷ 2 ≤17153

1 060 73111 A 17101 16137 ≤Ŷ 2 ≤17165

B 16119 15160 ≤Ŷ 2 ≤16178

C 15188 15114 ≤Ŷ 2 ≤16162

1 160 73111 A 16121 15157 ≤Ŷ 2 ≤16185

B 15139 14180 ≤Ŷ 2 ≤15198

C 14197 14123 ≤Ŷ 2 ≤15171



标准负荷和 2 倍负荷时的接地压力分布。图 3

所示为在标准负荷下两方案样胎沿长轴和短轴

方向的接地压力分布。从图 3 可以看出 ,C 方

案样胎的压力分布比 B 方案更均匀 ,但长轴和

短轴方向的接地压力值比 B 方案样胎要大一

些。在相同负荷作用下 ,接地压力值大反映了

轮胎刚性大 ,通过气压承受负荷的力直接传递

到地面上 ,而本身胎体承受负荷的部分小些 ,故

接地压力值会大些。

图 3 　在标准负荷下两方案样胎沿长轴

和短轴的压力分布对比

▲———B 方案样胎 ; ●———C 方案样胎

　　图 4 对比了两方案样胎在 215 倍负荷下沿

长轴和短轴方向的接地压力分布情况。从图 4

可以看出 ,C 方案样胎的压力值仍稍高于 B 方

案样胎 ,特别沿短轴方向在胎肩处边缘的压力

值差异较大 ,见图 4 (b) 。这与标准负荷下的接

地压力分布状况相比有所不同。

4 　结语

轮胎的承载能力主要受下沉率制约 ,同时

图 4 　在 215 倍负荷下两方案样胎沿长、

短轴的压力分布对比

注同图 3

也反映在硬度因数、接地因数和接地压力分布

等性能上。合理选择气压2负荷2下沉率三者之

间的关系 ,才能正常地发挥轮胎的承载能力和

保证轮胎的使用性能与寿命。

采用增加气压和改进轮胎材料与结构等措

施来提高轮胎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目前运输

部门的严重超载违背了轮胎承载性能的客观规

律 ,呼吁有关部门应依法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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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 O W an2mei2

(11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Guangzhou 　510640 ,China ;21Guangzhou Pearl River Tire Co. , Ltd. ,Huadu 　510828 ,China)

Abstract :The static load capacity of tire was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tire inflation pressure and

load on its deflection ,ground2contact area ,ground2contact factor and ground pressure dist ribution was

analysed from the test data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ire inflation pressure ,load and deflection was

analysed by using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oad capacity of tire was mainly

rest rained by the deflection ,and also affected by the hardness factor and ground2contact factor ;and the

optimum performance and tread life could be obtained only when the inflation pressure ,load and deflec2
tion were reasonably matched.

Keywords :tire ;deflection ;hardness factor ;ground2contact factor ;ground pres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