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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是針對混成動力機車之動力混成傳動機構進行研究，以五桿與六桿二自由度之行星齒輪系作為研究之對象，進行傳

動效率之分析，求得一種最適合作為混成動力機車之動力混成傳動機構後，再搭配引擎、馬達及發電機，進行各種可能配

置。最後以選定的動力混成傳動機構搭配引擎、馬達、發電機之功能及CVT理論模型，進行電腦模擬，以得到整車之動態

特性。 在進行各種可能配置的部分，利用扭矩平衡關係式及能量關係式，對引擎、馬達、發電機及驅動軸做不同的位置配

置進行分析探討，而得到一種最適合用作為動力混成傳動機構之配置。在整車動態模擬部分，利用所推導出動力混成傳動

機構之數學模式，搭配引擎、馬達及發電機之實測扭矩與轉速關係，撰寫電腦程式進行模擬，以得其動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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