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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汽车在诞生后的100多年中，虽然在制造工艺等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作为其动力装置的发动机技
术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目前，以汽油机、柴油机为代表的内燃机仍是各种道路机动车发动机的主流技术。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在城市，特别是在拥挤的街道上，汽车尾气污染日益严重，成为人类健康
和自然环境的最大威胁之一，给城市和区域空气质量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有关内燃机排放污染物的标准，日益严格的排放法规促使汽车发动机排放污染
控制技术迅速发展。
　　本书贯穿“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主题，形成了由“生成机理、机内净化、机外控制、测试技
术、排放法规”五个基础平台组成的内燃机排放与控制基本内容体系。
本书内容注重教学的启发性和适用性，体现教学方法的科学性，注意知识的循序渐进及理论联系实际
。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污染与内燃机排放污染物、内燃机排放污染物的生成机理与影响因素、汽
油机机内净化技术及后处理净化技术、柴油机机内净化技术及后处理净化技术、排放污染物的测试技
术、汽车排放法规及测试规范、车用低排放燃料及新型动力系统。
　　本书内容将基础性、系统性、实用性和先进性进行了有机结合，不仅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及应用技
术成果，而且包含了内燃机排放与控制的最新技术和法规，与内燃机排放与控制的发展相适应，立足
于学科发展的前沿。
　　本书由太原理工大学牵头编写，由张翠平、王铁任主编。
太原理工大学王铁编写第1章，太原理工大学张翠平编写第2章和第8章，北京交通大学胡准庆编写第3
章，重庆科技学院徐妙侠编写第4章，河南科技大学杜慧勇编写第5章，西华大学孟忠伟编写第6章，太
原理工大学许和变编写第7章，太原理工大学朱建军编写第9章，全书由张翠平统稿，太原理工大学杨
庆佛教授担任主审。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在此，对原作者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某些不足或误漏，殷切期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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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9章，主要内容包括：环境污染与内燃机排放污染物、内燃机排放污染物的生成机理与
影响因素、汽油机机内净化技术及后处理净化技术、柴油机机内净化技术及后处理净化技术、排放污
染物的测试技术、汽车排放法规及测试规范、车用低排放燃料及新型动力系统。
本书反映了内燃机排放污染物控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为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内燃机排放知识提供
帮助。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车辆工程、内燃机及相近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有关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还可供从事内燃机排放科技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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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稀薄燃烧技术　　（1）进气道喷射稀燃系统普通汽油机工作时保证可靠点火所对应的空燃比
为10～20，与此相比，稀燃汽油机的空燃比要大得多。
为了保证可靠点火，点燃式稀燃汽油机在点火瞬间，其火花塞周围必须形成易于点燃的空燃比为12.0
～13.5的混合气，这就要求混合气在气缸内非均质分布。
而要实现混合气的非均质分布，必须使混合气在气缸内分层。
　　混合气分层主要依靠气流的运动结合适时的喷油来实现。
进气道喷射稀燃系统根据进气流在气缸内流动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涡流分层和滚流分层两种。
　　1）涡流分层稀燃系统。
这种燃烧方式一般通过对进气系统进行合理配置，使缸内产生强烈的涡流运动，该涡流的轴线与气缸
的对称中心线大体一致，从而形成沿气缸轴线的涡流运动。
在进气冲程初期，随着活塞向下运动，缸内形成较强的涡流；控制喷油时刻使喷油器在进气后期喷油
，进入气缸的燃油大部分将保持在气缸的上部，气缸内的强涡流起到维持混合气分层的作用，气缸内
将形成上浓下稀的分层效果，火花塞周围会有较浓的混合气。
这样形成的涡流在压缩后期虽然会随着活塞的上行而逐渐衰减，但涡流的分层效果仍可大体保持到压
缩上止点，有利于点火燃烧。
不难看出，在这种燃烧系统中，影响稀燃效果的主要因素是缸内涡流的强度和喷油正时。
一般说来，涡流越强，缸内混合气上下混合的趋势越弱，分层效果保持得越好。
喷油正时和喷油速率决定了缸内混合气在流场中的空间分布及浓度梯度。
稀燃极限与喷油正时的关系很大，只有在进气行程的某一区间内结束喷油，才能得到理想的混合气分
层。
　　当前的稀燃汽油机普遍采用多进气门结构，在空气运动方面，即使以涡流为主的稀燃发动机也不
采用单纯的涡流运动，而是在中高负荷时采用涡流，在低负荷时采用涡流控制阀（SCV）等可变进气
技术在缸内形成斜轴涡流。
这种稀燃发动机的代表是丰田汽车公司的进气道喷射第三代稀燃系统、本田公司的VTCE-E及马自达
公司的稀燃系统。
丰田第三代稀燃系统和马自达稀燃系统的共同特点是都采用SCV来调节涡流的强度，采用一个直气道
和一个螺旋气道组织空气运动。
在高负荷时，SCV关闭以获得强的涡流；在低负荷时，SCV打开以获得斜轴涡流，促进燃油与空气的
混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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