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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内燃机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分为基础理论、计算机仿真及电
子控制管理系统、人工智能及智能控制技术的应用等三部分，共8章。
内容包括热力学及化学反应动力学、计算流体动力学、计算机数值模拟技术在内燃机性能研究中的应
用、有限元方法在内燃机结构分析中的应用、电子管理系统、人工智能技术、软计算方法、控制理论
等现代新技术在内燃机工程中的应用。
　　《高等内燃机学》是在内燃机基本结构和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科学技术及相关学科发展，对
内燃机性能及结构的改进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高等内燃机学》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科研人员、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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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热力学及化学反应动力学1.1　概论热力学是研究力的现象和热的现象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
热力学是热现象的宏观理论，采用的方法是把系统中大量的微观质点作为一个整体，以研究其表现出
来的各种性质。
因此，热力学并不以说明物体状态变更的内部机理为其任务，热力学的一些定律是用从经过实验所确
定的一些宏观量之间的关系直接推导出一些宏观量之间的其他关系。
热力学与分子运动学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出发点不同和所运用的方法亦不相同。
分子运动论的观点认为物质是由大量的微小质点（分子、原子）所组成，把从实验直接观察到的物体
性质（压强、温度等）理解为物体内诸质点作用的结果，分子运动理论运用统计的方法，它不关心个
别质点的运动而只关心那些表征大量质点集体运动的平均数量。
热力学的研究则不考虑到分子和原子，不依赖于统计力学，不需要作出各种简化的假设，因而一般是
精确和可靠的。
热力学的缺点在于它没有深入到现象的运动机理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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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内燃机学》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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