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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合器 – 離合器輔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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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動軸

汽車的傳動系統 (drive line)
是一個或多個傳動軸 (drive shafts), 萬向接頭 (universal 
joints), 及滑動接頭 (slip joints) 所組成的 ; 
可以將扭力 , 透過不同的角度及距離 , 由一軸, 傳到另一軸.
後輪驅動 (RWD) 的車子 , 由變速箱到後車軸 , 有一長的推動
軸 (propeller shaft) 或傳動軸 ;
前輪驅動 (FWD) 車子的引擎變速驅動器組件 , 經常為橫列安
置 , 由變速驅動器到前輪之間 , 有短的傳動軸 , 或半軸 (half 
shafts)



傳動軸

關於傳動系統 , 有兩件重要的事項 :
1. 引擎與變速箱透過座墊連到車身或車架 , 使引擎或變速箱幾

乎不能移動。

2. 後車軸外殼 ( 帶後輪 ) 可以上下移動。

這些動作代表傳動系統的長度 (length) 及驅動角度
(angle), 在車子正常運作下 , 必須能夠改變 :

車輪往上 , 驅動角變小 , 驅動系統具有最大長度 ;
當車輪移到其最低位置 , 此發生於車輪陷入路上的凹洞時 ;
則驅動角會增加 , 而驅動系統長度會減少 ; 長度之所以會減
少 , 是因為後輪及車軸外殼下移時 , 也會往前移動。車軸外
殼是藉著葉片彈簧或控制臂 (control arm) 與車身或車架相
連 , 使外殼繞著一個比驅動系統短的圓弧移動。



傳動軸 – 傳動軸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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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動軸 – 傳動軸的構造

傳動系統內有兩種接頭 :
滑動接頭 (slip joint) : 用以補償驅動系統長度的變化 ;
萬向接頭 (universal joints) :容許驅動角產生變化 .

萬向接頭 (cardan universal joint) :
為兩個 Y 型軛 (yokes) 及一十字頭 (spider) 所構成的雙樞紐
接頭 ; 十字頭的四根臂或十字軸 (turnnions), 被組裝於兩軛之
針軸承內 .
此非等速萬向接頭 (constant - velocity universal joint); 若是此
兩軸相交成一角度 , 則每轉一圈 , 被驅動軸會有兩次的輕微加
速及減速 ; 角度越大 , 速度的改變就越大 , 因此可能造成脈動
負荷 , 使驅動軸之軸承及齒輪磨損 .



傳動軸 – 萬向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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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速器 – 差速器的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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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速器 – 最終齒輪的種類



差速器 – 差速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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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速器 – 差速器的操作

差速器的操作 : 
車子直線行走 - 兩輪胎的牽引力 (traction) 一樣時 , 差速器沒
有動作 ,( 牽引力是輪胎在路面上的貼合或拉牽摩擦力 ) 。此
時 , 齒圈 , 差速器框 , 差速器小齒輪 , 及差速器側齒輪均一齊
轉動 ; 小齒輪在其軸上並沒有轉動 (僅公轉不自轉), 而是驅動
側齒輪及車軸軸心 , 以同速轉動 .
車子轉彎時 -內側輪胎的轉動阻力增加 , 所行距離較短 , 而外
側輪胎則走較長的距離 ; 差速器小齒輪會對每一側齒輪施以
同樣的扭力 ; 不過 , 因為由輪胎來的負荷不等 , 使小齒輪開始
在其軸上旋轉 (既公轉又自轉) ; 小齒輪會繞著轉動較慢的內側
車輪之側齒輪而移動 , 外側車輪之側齒輪 , 因此也會增加轉速 , 
所增加的量與內側車輪所減少的量一樣 . 如 ,差速器框的速度
為百分之 100; 旋轉之小齒輪使轉動較慢的內側車輪轉速為百
分之 90, 而轉動較快的外側車輪之轉速 , 則為百分之 1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