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上海工程机械动力传动展�液压展�PTC ASIA
动力传动与控制行业展会

产品名称 2024上海工程机械动力传动展�液压展�PTC
ASIA 动力传动与控制行业展会

公司名称 博隆会展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中国展会服务平台

联系电话 18918926905 13641790595

产品详情

展会概览

自从1991 年首次举办以来，PTC ASIA 深耕于动力传动与控制行业中已有30 余载，为行业内的品牌展示
、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等提供了绝佳的平台，深深地推动着行业向智能制造的发展。展会展品范围涵盖
了液压、气动、密封、齿轮、电机、传动联结件、链传动、带传动、弹簧、轴承和工业分承包等11
大类，为未来智能工厂的落地提供了核心零部件一站式的采购平台。

展会名称：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日期：2024年11月5-8日

展览日期 开放时间
2024年11月5-7日 09:00 - 17:00
2024年11月8日 09:00 - 14:00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展示内容:



机械和电气传动、流体传动与控制、机械零部件、弹簧、轴承的国际盛会

 主办单位:

 

解读液压传动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就由液压展小编为你解读液压传动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液压传动有许多突出的优点,因此它的应用非常广泛.如一般工业用的塑料加工机械、压力机械、机床等;
行走机械中的工程机械、建筑机械、农业机械、汽车等;钢铁工业用的冶金机械、tisheng装置、轧辊调整
装置等;船舶用的甲板起重机械(绞车)、船头门、舱壁阀、船尾推进器等;特殊技术用的巨型天线控制装置
、测量浮标、升降旋转舞台等;军事工业用的火炮操纵装置、船舶减摇装置、飞行器仿真、飞机起落架的
收放装置和方向舵控制装置等

一、液压传动的发展概况

液压传动是一门新的学科，虽然从17世纪中叶帕斯卡提出静压传动原理，18世纪末英国制成世界上台水
压机算起，液压传动技术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才较普遍地用于起重机、机床及
工程机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需要，出现了由响应迅速、精度高的液压控制机构所装备
的各种军事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液压技术迅速转向民用工业，液压技术不断应用于各种自动
机及自动生产线。20世纪60年代以后，液压技术随着原子能、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
。因此，液压传动真正的发展也只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液压传动技术广泛应用了如自动控制技术、计算
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及新工艺和新材料等高技术成果，使传统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也使液压系统和元
件的质量、水平有一定的tigao。尽管如此，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液压技术不可能有惊人的技术突破，应当
主要靠现有技术的改进和扩展，不断扩大其应用领域以满足未来的要求

二、液压传动的工业应用

液压传动有许多突出的优点，因此它的应用非常广泛，如一般工。业用的塑料加工机械、压力机械、机
床等；行走机械中的工程机械、建筑机械、农业机械、汽车等；钢铁工业用的冶金机械、tisheng装置、
轧辊调整装置等；土木水利工程用的防洪闸门及堤坝装置、河床升降装置、桥梁操纵机构等；发电厂涡
轮机调速装置、核发电厂等国；船舶用的甲板起重机械（绞车）、船头门、舱壁阀、船尾推进器等；特
殊技术用的巨型天线控制装置、测量浮标、升降旋转舞台等；军事工业用的火炮操纵装置、船舶减摇装
置、飞行器仿真、飞机起落架的收放装置和方向舵控制装置等。 

目前 , 它们分别在实现高压、高速、大功率、高效率、低噪声、长寿命、高度集成化、小型化与轻量
化、一体化和执行件柔性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 , 由于与微电子技术密切配合 , 能在尽
可能小的空间内传递尽可能大的功率并加以准确的控制 , 从而更使得它们在各行各业中发挥出了巨大
作用。 

应该特别提及的是 , 近年来 , 世界科学技术不断迅速发展 , 各部门对液压传动提出 了更高的要
求。液压传动与电子技术配合在一起 , 广泛应用于智能机器人、海洋开发、宇宙航行、地震予测及各
种电液伺服系统 , 使液压传动的应用tigao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三、液压传动的发展方向

1．减少能耗,充分利用能量

液压技术在将机械能转换成压力能及反转换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一直存在能量损耗，主要反映在



系统的容积损失和机械损失上。如果全部压力能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则将使能量转换过程的效率得到显
著tigao。为减少压力能的损失，必须解决下面几个问题： ①减少元件和系统的内部压力损失，以减少功
率损失。主要表现在改进元件内部流道的压力损失,采用集成化回路和铸造流道,可减少管道损失,同时还
可减少漏油损失。 ②减少或消除系统的节流损失，尽量减少非安全需要的溢liuliang，避免采用节流系统
来调节liuliang和压力。 ③采用静压技术，新型密封材料，减少磨擦损失。
④发展小型化、轻量化、复合化、广泛发展3通径、4通径电磁阀以及低功率电磁阀。
⑤改善液压系统性能，采用负荷传感系统，二次调节系统和采用蓄能器回路。 ⑥为及时维护液压系统，
防止污染对系统寿命和可靠性造成影响，必须发展新的污染检测方法，对污染进行在线测量，要及时调
整，不允许滞后，以免由于处理不及时而造成损失。

2．主动维护

  液压系统维护已从过去简单的故障拆修，发展到故障预测，即发现故障苗头时，预先进行维修，清
除故障隐患，避免设备恶性事故的发展。    要实现主动维护技术必须要加强液压系统故障诊断方法的
研究，当前，凭有经验的维修技术人员的感宫和经验，通过看、听、触、测等判断找故障已不适于现代
工业向大型化、连续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必须使液压系统故障诊断现代化，加强专家系统的研究，要
总结专家的知识,建立完整的、具有学习功能的专家知识库，并利用计算机根据输入的现象和知识库中知
识，用推理机中存在的推理方法，推算出引出故障的原因，tigao维修方案和预防措施。要进一步引发液
压系统故障诊断专家系统通用工具软件，对于不同的液压系统只需修改和增减少量的规则。 另外，还应
开发液压系统自补偿系统，包括自调整、自润滑、自校正，在故障发生之前，进市补偿，这是液压行业
努力的方向。  

3．机电一体化

 电子技术和液压传动技术相结合，使传统的液压传动与控制技术增加了活力，扩大了应用领域。实现
机电一体化可以tigao工作可靠性，实现液压系统柔性化、智能化，改变液压系统效率低，漏油、维修性
差等缺点，充分发挥液压传动出力大、贯性小、响应快等优点,其主要发展动向如下： (1)电液伺服比例
技术的应用将不断扩大。液压系统将由过去的电气液压on-oE系统和开环比例控制系统转向闭环比例伺服
系统,为适应上述发展,压力、liuliang、位置、温度、速度、加速度等传感器应实现标准化。计算机接口也
应实现统一和兼容。
(2)发展和计算机直接接口的功耗为5mA以下电磁阀，以及用于脉宽调制系统的高频电磁阀(小于3mS)等
。 (3)液压系统的liuliang、压力、温度、油的污染等数值将实现自动测量和诊断,由于计算机的价格降低,
监控系统,包括集中监控和自动调节系统将得到发展。
(4)计算机仿真标准化，特别对高精度、“”系统更有此要求。 (5)由电子直接控制元件将得到广泛采用
，如电子直接控制液压泵，采用通用化控制机构也是今后需要探讨的问题，液压产品机电一体化现状及
发展。

四、液压传动的优点及缺点

与机械传动、电气传动相比，液压传动具有以下优点：

(1)液压传动的各种元件、可根据需要方便、灵活地来布置；

(2)重量轻、体积小、运动惯性小、反应速度快；

(3)操纵控制方便，可实现大范围的无级调速(调速范围达2000：1)；

(4)可自动实现过载保护；

(5)一般采用矿物油为工作介质，相对运动面可自行润滑，使用寿命长；



(6)很容易实现直线运动；

(7)容易实现机器的自动化，当采用电液联合控制后，不仅可实现更高程度的   
自动控制过程，而且可以实现遥控。

液压传动的缺点：

(1)液压系统中的漏油等因素，影响运动的平稳性和正确性，使得液压传动不能保证严格的传动比。

(2)液压传动对油温的变化比较敏感，温度变化时，液体粘性变化，引起运动特性的变化，使得工作的稳
定性受到影响，所以它不宜在温度变化很大的环境条件下工作。

(3)为了减少泄漏，以及为了满足某些性能上的要求，液压元件的配合件制造精度要求较高，加工工艺较
复杂。

(4)液压传动要求有单独的能源，不像电源那样使用方便。

(5)液压系统发生故障不易检查和排除。

总之，液压传动的优点是主要的，随着设计制造和使用水平的不断tigao，有些缺点正在逐步加以克服。
液压传动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五、结语     

液压传动技术是机械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它的发展需要机械及其他门类学科的发展来推动，它的发展
也能推动工业系统的整体发展。它有其独特的优势与劣势，和其他技术一样，需要不断地设计应用修改
和完善。

以上便是液压展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可以到亚洲国际动力传动
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参观交流。，本届展会涵盖液压、气动、密封、齿轮、电机、链传动、
带传动、弹簧、轴承、传动联结件和工业分承包十一大主题展区，近几年吸引了来自德国、意大利、俄
罗斯、土耳其、美国、加拿大、巴西、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展
商和观众，极大地推动了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市场的国际交流及贸易市场的发展，诚邀您莅临参观，为
您解读更多行业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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