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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世界汽车保有量的增加，汽车排放污染曰趋严重，掌握汽车排放控制技术无疑是治理排放污染、
改善大气环境的前提条件。
本书针对汽车排放污染物的生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改善汽车排放特性的措施与技术、汽车排放污染物
检测的方法和设备、在用车的排放控制、排放标准的发展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汽车排放污染的来源和生成机理，掌握排放控制的技术方法，熟悉汽车排
放检测的原理和方法，了解汽车排放标准的发展方向。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汽车排放污染物的危害、汽车排放污染物的生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汽车排放控制
技术的策略和措施、低排放燃料和汽车新能源、低污染汽车的机内净化技术、汽车排放后处理技术、
在用车的排放控制方法、汽车排放测试方法和国内外排放标准的发展状况。
本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追求的目标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力求使内容具有新颖性、趣味性和实用性
，使语言表达通俗易懂，避免使用太多的专业词汇。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注重体系，尽量全面和客观。
对与汽车排放物相关的基本原理、检测方法、排放标准、技术手段等方面进行逐一描述，层层深入、
逻辑性强。
（2）取材较新，努力反映当代最新汽车技术的研究成果，以适应排放控制技术的需要。
（3）内容精简，突出重点，通俗易懂，尽可能多地进行文字解释、图形说明和举例分析，而不仅仅
是原理分析。
（4）遵照认识规律，力求深入浅出、层次分明。
本书由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周庆辉担任主编并统稿，哈尔滨理工大学王延福、河南农业大学李建伟担任
副主编。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纪威教授及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王跃进教授、孙健民、刘永峰、田
洪森和朱爱华等的帮助和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紧迫、内容繁多，加之篇幅受限，本书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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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世界汽车保有量的增加，汽车排放污染曰趋严重，掌握汽车排放控制技术无疑是治理排放污染、
改善大气环境的前提条件。
本书针对汽车排放污染物的生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改善汽车排放特性的措施与技术、汽车排放污染物
检测的方法和设备、在用车的排放控制、排放标准的发展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汽车排放污染的来源和生成机理，掌握排放控制的技术方法，熟悉汽车排
放检测的原理和方法，了解汽车排放标准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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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燃烧室中沉积物的影响发动机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在燃烧室壁面、活塞顶、进排气门上形成沉积
物，例如用含铅或其他金属添加剂的汽油时形成的金属氧化物或用过浓混合气时形成的含碳沉积物。
众所周知，它们会增加未燃HC的排放量。
清除沉积物，可立即使HC排放出现短暂的下降。
沉积物的作用机理相当复杂。
它们像润滑油膜那样对可燃混合气中的HC起吸附和解吸作用，但沉积物的多孔结构和固液多相性质
可能使作用机理进一步复杂化。
缝隙中如有沉积物应能减少可燃混合气的挤入量，从而降低HC排放；但它们同时减小缝隙的尺寸促
进淬熄，从而又可能增加HC的排放量。
研究表明，因这种机理产生的占HC总排放量的10％左右。
5）体积淬熄在发动机的某些运转工况下，在火焰前锋面到达燃烧室壁面前，燃烧室中的火焰就可能
熄灭，这是产生未燃HC排放的一个来源。
如果燃烧室中压力和温度下降太快，火焰就可能熄灭。
在发动机冷起动和暖机工况下，因发动机温度较低，燃油雾化较差，蒸发缓慢，油气混合变差，导致
燃烧变慢或不稳定，火焰易熄灭。
发动机怠速或小负荷运转时，转速低，残余废气量大，或者排气再循环率（EGR率）过大或混合气太
稀，都会使滞燃期延长，燃烧品质劣化。
即使在稳态工况下发动机调整正确，在加、减速等瞬态工况下也可能发生火焰的大体积淬熄。
发动机缺火表现为因某些循环根本未点燃，而直接把进气时吸入汽缸的可燃混合气原封不动地送到排
气管，造成未燃HC排放脉冲性急剧增加。
所以点火系统的可靠性对减少HC排放是至关重要的。
在燃烧室中安装两个火花塞，不仅可以加速燃烧过程，改善发动机动力性和经济性，而且有可能在燃
烧困难（例如用大比例的EGR以降低NO；排放）的情况下避免不规则地出现无燃烧的缺火循环。
6）HC的后期氧化错过发动机燃烧过程的HC，并不完全原封不动地排放到大气中。
当HC被“冻结”在淬熄层、缝隙区、润滑油膜和沉积物中之后，会重新扩散到高温的已燃气主流中
并很快被氧化，至少是部分氧化。
如果有氧可用（例如在的稀混合气下运转时），HC的氧化很容易进行。
根据碳氢化合物气相氧化总量反应动力学，为了在气相完成碳氢化合物的氧化反应，需要在600~C（
这是排气门处常见的温度）下至少停留50ms。
所以，排放的HC是未燃的燃油及其部分氧化产物的混合物，而前者大约要占总量的40％。
碳氢化合物也在排气管路中被氧化，占离开汽缸HC的百分之几到40％。
发动机产生最高排气温度的混合气，高转速、迟点火、大负荷等）和最长停留时间（低转速）的运转
工况，此时HC排放降低得最多。
推迟点火提高排气时已燃气的温度，从而有利于HC的后期氧化。
促进这种后期氧化的另一途径是降低排气系统的热损失，如增大排气管横断面积，对壁面进行绝热处
理（例如用陶瓷涂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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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汽车排放控制技术》注重以学生为本：站在学生的角度、根据学生的知识面和理解能力来编写
，考虑学生的学习认知过程，通过不同的工程案例或者示例深入浅出进行讲解，紧紧抓住学生专业学
习的动力点，锻炼和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
注重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的结合：以人文知识讲解的手法来阐述科技知识．在讲解知识点的同时．设
置阅读材料板块介绍相关的人文知识，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同时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注重实践教学和情景教学：书中配备大量实景图和实物圈，并辅以示意图进行介绍，通过模型化的教
学案例介绍具体工程实践中的相关知识技能，强化实际操作训练，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设计有丰
富的题型，在巩固知识技能的同时启发创新思维。
注重知识技能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以学生就业所需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为一眼点，紧跟最新的技术发
展和技术应用，在理论知识够用的有提下，着重讲解应用型人才培养所需的技能，突出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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