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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汽车安全，一个大家越来越关心的话题。实际上从汽
车诞生那一刻开始，汽车安全技术就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
而发展,如今汽车安全技术早已经不仅仅是安全气囊安全
带的简单应用，各种电子设备的介入使得汽车安全装置更
加的智能化、人性化。本文主要介绍了汽车安全相关的电
子技术，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构想。

汽车安全性配置按照事故发生的前后基本可以分为
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两大类。汽车的主动安全性是指事故
将要发生时汽车防止事故发生的能力，而被动安全则是在
发生事故时汽车对车内成员的保护或对被撞车辆或行人
的保护，使损失降到最小的能力。

1 汽车电子的主动安全装置

主动预防、避免或减少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事故，
对汽车的内、外部结构进行合理有效的设计，所谓主动安
全技术就是在汽车设计和制造时，为提高汽车的主动安全
性能，而采用的更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目前已广泛采用的
汽车电子主动安全技术 主 要 有 自 适 应 巡 航 控 制 装 置

（ACC）、电子稳定装置（ESP）、驱动防滑系统（ASR）、电子
制动力分配装置（EBD）、电子刹车辅助系统（EBA）、自动
防抱死刹车系统（ABS）等。

1.1 ABS（Anti-lock Braking System）自动防抱死刹车

装置 由于车辆冲刺惯性，瞬间可能发生侧滑、行驶轨迹
偏移与车身方向不受控制等危险状况，在遭遇紧急情况时
驾驶者踩死刹车，刹车抱死车轮。ABS 系统使车辆在车轮
即将达到抱死临界点时，刹车在一秒内可作用 60 至 120
次循环，相当于不停地刹车、放松，即相似于机械自动化的
“点刹”动作。此举可避免紧急刹车时方向失控与车轮侧
滑，同时加大轮胎摩擦力，使刹车效率达到 90％以上。

1.2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EBD（Electronic Brake force
Distribution） EBD 系统可依据车辆的重量和路面条件来
控制制动过程，防止汽车制动时后轮先制动的情况发生，
如发觉前后车轮有差异，而且差异程度必须被调整时，制
动以前轮为基准去比较后轮轮胎的滑动率，使前、后轮的
液压接近理想化制动力的分布，它就会调整汽车制动液压
系统。因此，重踩制动在 ABS 动作启动之前，为改善制动
力的平衡并缩短汽车制动距离，防止出现后轮先抱死的情
况，EBD 已经平衡了每一个轮的有效地面抓地力。一些汽
车技术性能就有了 ABS+EBD 的项目，EBD 实际上是 ABS
的辅助功能，可以提高 ABS 的效用，使满载车辆和弯道制
动性能改善。

1.3 电子刹车辅助装置 EBA（Electronic Brake Assist）
在一些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驾驶员往往缺乏果断性，不能
迅速踩下制动踏板。EBA 就是为此设计的。它的功能与
ABS 相似。该系统利用传感器感知驾驶员对制动踏板踩踏
的速度和力度大小，以此判断驾驶员此次制动的意图。如
果属于非常紧急的制动，EBA 就会指示制动系统产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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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简化机床主轴箱设计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最终实现
了对主轴箱样机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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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制动力，使 ABS 发挥作用，从而使制动力快速产生，
减小制动距离；而对于正常情况的制动，EBA 则会通过判
断不予启动 ABS。通常情况下，EBA 的响应速度都会远远
快于驾驶员。这对缩短制动距离增加行车安全性非常有
利。因此，对脚力较差驾驶员避让紧急危险的制动是非常
有帮助的。

1.4 驱 动 防 滑 转 控 制 系 统 ASR （Automatic Slip
Regulation），也被称为牵引力控制系统 TCS 该系统根据
传感器监测到的车轮滑转状况,综合控制发动机输出功率
和驱动轮制动力, 把车轮的滑转率控制在最佳滑转率附
近。 充分利用路面的附着能力! 提高了汽车的驱动性和
操纵性，使得汽车在附着状况不好的路面上能顺利起步、
加速和转向。

1.5 电子稳定装置（ESP）（Electronic Stablity Program）
ESP 实际上也是一种牵引力控制系统，与其他牵引力控制
系统比较，ESP 不但控制驱动轮，而且可控制从动轮。该系
统具有支援 ABS 及 TCS 的功能。它通过对从各传感器传
来的车辆行驶状态信息进行分析，然后向 ABS、TCS 发出
纠偏指令,帮助车辆维持动态平衡。ESP 可以使车辆在各
种状况下保持最佳的稳定性，在转向过度或转向不足的情
形下效果更加明显。ESP 一般需要安装转向传感器、车轮
传感器、侧滑传感器、横向加速度传感器等。ESP 可以监控
汽车行驶状态，并自动向一个或多个车轮施加制动力，以
保持车子在正常的车道上运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
行每秒 150 次的制动。

1.6 自 适 应 巡 航 控 制 装 置 ACC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该装置是 CCS（Cruise Control System）功能的自
然延伸。它依据雷达探测到的主车与目标车辆间的相对位
置关系及相对运动关系，通过控制发动机节气门开度、行
驶档位及制动器制动力矩实现对车辆行驶速度的调节，从
而达到与目标车辆间保持安全行驶距离的目的。

2 汽车电子的被动安全系统

为使直接损失降到最小的技术，保护车辆内部乘员及
外部人员，汽车被动安全技术是指一旦事故发生时，所采
取的安全保护系统。

2.1 安全气囊防护装置 （SRS） 安全气囊系统主要由
传感器、微处理器、气体发生器和气囊等主要部件组成。传
感器和微处理器用以判断撞车程度，传递及发送信号；气
体发生器根据信号指示产生点火动作，点燃固态燃料并产
生气体向气囊充气，使气囊迅速膨胀。随着技术的发展，安
全气囊的保护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从现在的前排乘员前方
保护扩展到前排乘员的侧面、膝部和后排乘员的前方与侧
面以及车外行人。侧面安全气囊、发动机罩宽幅气囊、车外
气囊等产品不断推出。同时，安全气囊已出现智能化，能识
别乘员席有无乘员、有无逆向儿童座椅以及乘员身材大
小、重量，坐姿、是否系戴安全带等，并根据上述信息调整
动作，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失误和保护乘员。

2.2 驾驶纪录系统 依据地理信息管理系统 （GIS）及
计算机数据库系统，汽车黑匣子是利用 GPS 先进技术，形
成一套现代化的监控体系。它能帮助有关部门迅速准确地
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不但具有像飞机黑匣子一样记录事
故发生前后的详细数据，而且还能帮助车辆管理人员和驾

驶员，它实质上是机动车综合记录仪，最大限度地减少事
故的发生，适时监控和分析车辆的运行情况，从而加强对
车辆的管理。实践证明，汽车黑匣子的使用，产生了显著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使交通事故率降低了 37％~52％。

2.3 事故自动报警系统 它与智能汽车交通系统和全
球卫星自动定位系统相配合，是在汽车后视镜内安装了一
个微型摄像机，它主要是与移动电话和撞车传感器相连，
事故自动报警系统将是今后汽车必备的安全系统，一旦汽
车发生事故，将自动向有关部门和医疗急救部门报警，并
保持联络，使事故车中的人员得到及时救护，它能全面地
提供系安全带人数和人员受伤的大致程度、事故严重程
度、车载人员数、汽车所在位置等信息。

3 汽车电子安全技术的发展趋势

未来的汽车安全技术将向着集成化、系统化和智能化
方向发展，安全技术中的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是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的。

3.1 智能化 随着电子信息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安全
技术正逐步走向智能化，智能技术在汽车安全系统上得
到了广泛应用。随着传感器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越
来越多的新型智能化安全装置将出现在现代汽车上。全
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技术、智能安全气囊、智能轮胎、
智能悬架、智能避撞系统、智能驾驶系统等将在汽车上发
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智能装置将具有一定的识别、判
断能力，在各种情况下都能自动协助或自行控制。未来的
智能约束系统尽可能多地收集和利用有关乘员形体位置
及撞车类型和撞车速度的数据，建立数据库，对某一碰撞
中获得的乘员和车的有关信息进行判断识别，使人体获
得最佳的保护。

3.2 系统化 为达到系统整体的最佳效益，实现驾驶
员特征、车辆机械特性及道路交通法规之间的协调，达到
各自性能的最佳匹配，将人、车、路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研
究，让三者相互协调。

3.3 集成化 德尔福公司推出的集成安全系统（ISS）
涵盖了汽车上所有的主要电子系统，为得到更好的安全保
护效果，将汽车主动安全技术与被动安全技术进行融合，
由 50 种不同的技术组成，能更好地预防交通事故发生，协
同发挥作用，这些技术集成于一体。

4 结语

我国汽车被动安全性和汽车安全技术研究起步晚，但
发展迅速，正在接近和赶上国际先进水平。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汽车将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人性化，
越来越可靠，越来越安全。未来的汽车电子安全技术将向
着微处理机、光导纤维传导技术、纳米技术、声纳传感技
术、软件技术、多通道传输技术、集成化技术、车载网络系
统等更先进的技术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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