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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焊型与铸造型液力变矩器性能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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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入 了解铸造型与 冲焊型液力变矩器 的性能差异及 其产生原 因，结合 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技术的发展 ，基于相同循环圆、相同叶栅角度设计出 2种制造工艺的液力变矩器．采用 CFD软件对液力 

变矩器内部流场进行数值模拟 ，得到其内部流动特性和外部特性．对计算结果进行深入对比与分析 ，得到 2种制造 

工艺对液力变矩器性能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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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Stamping／W elding 

and Foundry Hydrodynamic Torque Conve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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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performances between the stamping／welding and foundry 

hydrodynamic torque converters and their contributing causes，two types of hydraulic torque converters are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the same cascade angle and round loop．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s can be figured out by using CFD method to simulate the internal flow 

field of the hydrodynamic torque conve~er．Th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elding and foundry 

hydrodynamic torque converters is also done by the calculation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imul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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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力变矩器工作轮是液力元件中传递和变换能 

量的主要部件，其制造方法主要有铸造和冲压焊接 

2种．伴随着计算流体动力学理论的发展，关于液 

力变矩器内部流动的研究发展速度较快．欧美及日 

韩等国一些企业和高校科研人员已经实现了有关液 

力变矩器瞬态流场 的计算 ，并将研究 成果应用 于液 

力变矩器设计环节 ．国内正逐步展开有关计算 

液力变矩器瞬态流场的研究，并将内流场仿真应用 

于液力变矩器的设计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 ． 

过去在研究液力变矩器不同制造方法的性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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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主要依靠大量外特性试验，因成本较高而不易 

实现且不能对 比内流场流动状态的差异．而利用 

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技术则可 突破这 

一 局限，可更加深入地研究制造技 术对 内部流动的 

影响． 

为深入了解铸造型与冲焊型液力变矩器的性能 

差异及其产生原因，本文基于相同循环圆、相同叶栅 

角度设计了 2种制造工艺的液力变矩器，采用 CFD 

软件对其内部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得到其内部流动 

特性和外部特性，对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 

到制造工艺对液力变矩器性能的影响规律． 

1 铸造型与冲焊型液力变矩器的设计 

铸造型液力变矩器和冲焊型液力变矩器的主要 

区别在于泵轮和涡轮的叶片厚度不同．基于相同循 

环圆、相同叶栅角度设计 2种液力变矩器，除泵轮、 

涡轮叶片厚度不同外，叶栅系统其他参数相同．叶 

轮的叶片数 目分别为：泵轮 31、涡轮 29、导轮 11，叶 

轮进出 口角度如表 1所示． 

表 1 液 力变矩器 叶轮进 出口角 

Table 1 Angle of blades (。) 

为便于对 比分析 ，2种液力变矩器使用相 同循 

环圆进行设计，图 1为液力变矩器模型的循环圆，其 

最大有效直径为 340 mm． 

图 1 液力变矩器循环 圆 

Fig．1 Torus of the torque converter 

铸造型液力变矩器泵轮、涡轮和导轮均为流线 

型叶片，叶片的厚度在不同位置上各有差异，其叶片 

厚度如表 2所示． 

钣金冲焊型液力变矩器泵轮 、涡轮中的叶片为 

等厚度叶片，叶片厚度为 1．0 mn1． 

图 2～4分别为泵轮 、涡轮和导轮的 2种液力变 

矩器的二维叶形图．建立 2种液力变矩器叶片的三 

维模型，如图 5所示． 

表 2 铸造型液力变矩器叶片厚度 

Table 2 Thickness of blades nlm 

(a)冲焊型 (b)铸造型 

图 2 2种液力变矩器泵轮叶片二维叶形图 

Fig．2 Pump blades of torque converters 

(a)冲焊型 (b)铸造型 

图 3 2种液力变矩器涡轮叶片二维叶形I墨I 

Fig．3 Turbine blades of torque eonverters 

2 2种液力变矩器内部流场分析 

2．1 数值模拟方法 

液力变矩器的内部流动是非稳态的 ，而且泵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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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种液力变矩器的变矩系数对 比 

Fig．14 Comparison of torque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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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种液力变矩器的效率对比 

Fig．1 5 Comparison of efficiencies 

1)通过性能 比较可知 ，冲焊型液力变矩器在 中 

低转速比工况下性能好于铸造型，而随着转速比的 

提高，流线型叶片的铸造型液力变矩器在高效工况 

范围内性能更佳，效率更高．冲焊型液力变矩器在 

整个牵引工况下泵轮的转矩系数明显高于铸造型， 

说明冲焊型液力变矩 器的能容性更好 ，能够更好地 

利用发动机的动力，更好地与其匹配． 

2)2种液力变矩 器的特性及制动 工艺特点决 

定了二者的应用领域不同．铸造型液力变矩器效率 

较高，主要应用于工程机械上，如装载机、推土机等 

车辆上．冲焊型液力变矩器结构紧凑、重量轻，适合 

大批量生产，因此在轿车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虽然 

最高效率低于铸造型，但通过安装闭锁离合器可提 

高传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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