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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底盘尺寸匹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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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目标

卡车：感知质量需求低于轿车，但是严苛的使用工况提出了更高的性能要求。

使用工况

载荷：载荷可达30T以上

里程：年行驶里程可超30万km

路况：覆盖寒区、山区、高原等

Ø 国内轿车行业在20年前开始应用尺寸工程技术，主要目的为提升尺寸相关的整车感知质量，卡车应用尺寸工程技术与轿车有明显差

异，在感知质量需求相对轿车低一些，但在车辆性能方面有更高的需求。

p 卡车对尺寸工程业务的需求

轿车：高感知质量需求

外观尺寸要求水平

外饰通常为±0.7~±1.0mm

内外护面通常为±0.5~±0.7mm

仪表板区域通常±0.3~±0.5mm

外观尺寸要求水平

外饰通常为±1.0~±1.5mm

内外护面通常为±0.7~±1.0mm

仪表板区域通常±0.5~±0.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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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目标

p 性能尺寸达成难点及目标

底盘尺寸影响车辆跑偏，更换零件效果不佳

Ø 在处理售后和现生产问题时，发现更换合格的车桥总成，反作用杆总成，

平衡悬架，V杆支座等零件后，中后桥垂直度仍不理想。

单件偏差与整车偏差对应不上

       通过分析，影响整车跑偏的主要因素除了中后桥和I/V杆的尺寸精度问题之外，还有零部件的装配偏差累积影响、装配

定位结构、装配工艺等。对于具体原因分析最主要的困难在于：缺乏底盘零部件的尺寸公差分析手段，无法通过优化尺寸链

公差来解决以上问题。

Ø研究目标

       以J7量产车型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性运用尺寸设计、公差分析、3D尺寸检测、实物验证、整车路试等技术，

达成整车特性设计要求的一套尺寸精度育成方法，并开发设计一种能够实现底盘实物检测和匹配的综合工装，实现J7

底盘零件之间的匹配关系的分析、验证及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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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方案

Ø 通过行驶性能及整车特性要求进行尺寸仿真和尺寸链分解，利用底盘工装进行实物验证，实现零部件装配累积偏差的测

量和分析，确定零件精度偏差对底盘精度的影响，进一步完善卡车底盘的尺寸育成手段。

行驶性能要求
理论分析 实物验证 行驶性能确认

整车尺寸特性

跑偏性能要求

整车尺寸特性

跑偏性能试验

实物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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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点

一种新方法
通过系统性运用尺寸设计、公差分
析、3D尺寸检测、实物验证、整
车路试等技术，达成整车特性设计
要求的一套尺寸精度育成方法，填
补了卡车底盘尺寸工程技术领域的
空白。

01

02

03 完善底盘的育成手段，积累偏差数据库，实现量产后零部件装配问题快速
分析，进一步提升卡车底盘的尺寸精度。

实现整车坐标系下的产品几何公差及车轮定位参数检测和零部件装配累
积偏差测量和分析。

获奖 专利

Ø 《J7-6×4车型底盘尺寸开发及精度提升项目》
获2022年一汽集团科技创新二等奖

Ø 申请发明专利2项

《检具和装配精度的检测方法》《悬架检具和装配偏差检测方法》

能够实现零件与零件、零件与模块之间的互换，验证3D尺寸仿真结果，修正理
论计算方法，提升底盘虚拟匹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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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果及横展

尺寸仿真

一

二

三

四

6MIS指标与完成情况

理论分析 实物验证

Ø使用效果
• 对整车跑偏有显著支撑效果，根据公司售后TDS索赔系统数据统计，市场车辆跑偏索赔值从2017年末的50.1下降到0.9，

整车跑偏索赔低于整车售后索赔平均水平。

• 可以减少环境件的调用，降低成本，每个车型预计节约车架及零件费用5万元；

• 提高3D尺寸仿真精度，优化底盘整体尺寸链公差达成整车关键尺寸控制要求，符合了行驶跑偏标准的要求；

• 填补商用车底盘零部件缺少实物匹配与测量分析手段的空白，为底盘零件公差模块化设计奠定基础。

        年度
指标

2018 201
9 2020

基础值 50.1 6.1 3.1

目标值 ≤35 ≤4.2 ≤2.8

达成值 6.1 3.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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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果及横展
n 横展应用

l 性能分析建模技术
l 性能与尺寸关联性分

析技术

性能分析技术

l 基准稳健性分析技术
l 三维公差仿真技术
l 运动件尺寸仿真技术
l 实物逆向模拟仿真技

术

公差分析技术

l 基准结构开发技术
l 尺寸文件设计技术
l 工艺吻合性分析技术
l 尺寸验证方案设计技

术

尺寸系统设计技术

l 试验方案设计技术
l 尺寸调整技术
l 实物模型试验技术
l 数据相关性分析技术

车辆试验技术

技术货架

J167项目 鹰途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