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燃烧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工程燃烧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8372747

10位ISBN编号：7508372743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汪军、马其良、 张振东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8-07出版)

作者：汪军，马其良，张振东 著

页数：4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燃烧学>>

前言

本书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类“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所制定的教学基本要求
编写，力求适应1999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调整之后能源动力类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对“工程燃
烧学”课程教学的要求。
新的“工程燃烧学”在教材内容安排上，既考虑到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等院校1 999年前相类似的、按照二级学科划分的能源
动力类专业结构体系特点（专业分工细而全），又充分认识到新的本科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逐步淡化
原有的二级学科色彩、强调拓宽专业口径的特色。
该教材紧密结合国家和地方发展燃气轮机技术、城市垃圾焚烧技术和“西气东送”的政策和大趋势，
既着重于系统地阐述与燃料燃烧过程有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又重点介绍固、液和气体燃料燃烧
技术和控制燃烧过程中污染物的生成及排放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使学生在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的
同时，能够获得相关理论知识的工程应用背景知识，并通过相应的配套实验教学获得感性认识和实践
机会，强调“工程燃烧学”课程的工程应用性，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素养。
本书充分反映能源与动力行业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理论联系实际，有效地解决了现有教材专
业适应面单一，难以适应目前能源动力类“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主干课程内容要求的问题，满足
新世纪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本书由上海理工大学动力工程学院汪军、马其良、张振东编写，其中，第1、2、4．5、7、8.2、9章节
由汪军编写，第3、5、6、10章由马其良编写，第4．1-4．4、8．1章节由张振东编写。
上海电力学院李永光教授、上海理工大学袁益超教授担任本书主审。
主审老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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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工程燃烧学》主要阐述了燃烧的概念、基础理论、
燃烧装置及燃烧技术。
既着重于系统地阐述与燃料燃烧过程有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又重点介绍固、液和气体燃料燃烧
技术和控制燃烧过程中污染物的生成及排放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工程燃烧学》紧密结合国家和地方发展燃气轮机技
术、城市垃圾焚烧技术和“西气东送”的政策和大趋势，将充分反映能源与动力行业技术发展的新趋
势和动向，力求使读者获得适应21世纪能源动力学科和产业发展需求的知识和能力。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工程燃烧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能源动力类专业
学生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相关专业教材，还可供相关行业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燃烧学>>

书籍目录

前言1  绪论1.1  能源的概念与分类1.2  工程燃烧与燃烧设备1.3  工程燃烧设备的基本性能要求1.4  工程燃
烧的研究及发展2  燃料概论2.1  燃料的概念与分类2.2  燃料的组成和特性2.3  固体燃料2.4  液体燃料2.5  
气体燃料2.6  燃料分析方法3  工程燃烧计算3.1  燃烧过程的化学反应3.2  燃烧空气量的计算3.3  燃烧烟气
量的计算3.4  燃烧温度计算3.5  燃烧检测及燃烧效率4  燃烧理论基础4.1  燃烧反应的热力学基础4.2  燃烧
反应的化学动力学基础——活化分子碰撞理论4.3  活化络合物的过渡态理论4.4  连锁反应理论4.5  燃烧
过程中的射流特性及其混合过程5  气体燃料的燃烧及工程应用5.1  气体燃料燃烧原理及特点5.2  预混可
燃气体的着火和燃烧5.3  气体燃料的扩散燃烧5.4  气体燃料燃烧装置5.5  气体燃料的置换5.6  燃气燃烧器
的设计及工程应用6  液体燃料的燃烧6.1  液体燃料燃烧原理6.2  液体燃料的雾化过程及装置6.3  配风原
理及装置6.4  液体燃料雾化燃烧的组织及布置6.5  油燃烧器设计及应用7  固体燃料的燃烧7.1  固体燃料
的燃烧过程及特点7.2  煤的层状燃烧技术及装置7.3  煤的悬浮燃烧技术及装置7.4  煤的旋风燃烧技术及
装置7.5  煤的沸腾燃烧技术及装置7.6  煤燃烧新技术及发展趋势8  热机燃烧技术及装置8.1  内燃机燃烧
技术及装置8.2  燃气轮机燃烧室9  垃圾焚烧技术及装置9.1  垃圾焚烧技术原理9.2  垃圾焚烧系统和设
备10  燃烧污染控制和燃烧安全技术10.1  燃烧污染物排放及控制标准10.2  烟尘污染与控制技术10.3  SOx
污染与控制技术10.4  NOx污染与控制技术10.5  燃烧噪声与控制技术10.6  燃气泄漏及事故预防10.7  回火
及脱火的预防10.8  燃烧设备的安全保护10.9  燃烧设备的安全管理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燃烧学>>

章节摘录

1．2．2 工程燃烧设备火焰和燃烧在能源、电力、航空、航天、化工、冶金、建材等诸多工业领域中
得到广泛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和氧化剂（空气或氧气）通过一定的途径输送至燃烧
空间（炉膛、燃烧室等燃烧设备）中，并使它们按照预定方式混合，进而发生燃烧反应并释放出大量
热量，以满足预定工业过程的需要。
因此，工程燃烧是通过有效的人为控制并在确定的燃烧设备中进行的燃烧过程。
燃料类型及其性质对于工程燃烧的组织以及燃烧设备的选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人类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燃料按照其状态可分为固体燃料、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三大类。
固体燃料主要是烟煤、无烟煤、褐煤等天然矿物质燃料，此外还包括木柴、焦炭、木炭、植物秸秆等
；液态燃料主要是石油及其炼制加工产品，包括汽油、煤油、柴油、重油和渣油，此外还有甲醇、乙
醇、植物油等；气体燃料主要包括天然气（气田气、油田气）、液化石油气、人造煤气（焦炉煤气、
发生炉煤气、高炉煤气）、沼气等人工燃料。
根据不同的燃料类型和性质，需要采用不同的燃烧组织方法并选用不同类型的燃料和氧化剂输送方法
和燃烧方式。
气体燃料流动性好，而且与工程燃烧过程常用的氧化剂空气同为气相，两者均可通过管道送人燃烧空
间中。
气体燃料的燃烧设备主要包括燃烧器和炉膛（或燃烧室）两部分，其中燃烧器是组织燃烧反应物混合
并喷人炉膛或燃烧室的装置，炉膛（或燃烧室）是发生燃烧反应的空间。
液体燃料的流动性也较好，但由于液体燃料的沸点低于其燃点，因而液态燃料必须先发生蒸发，生成
燃料蒸气，然后与氧化剂空气混合，进而发生燃烧。
因此，为了保证液体燃料与空气之间有效地混合，提高燃烧效率，工程燃烧通常采用燃烧器（油烧嘴
）将液体燃料破碎成大量粒径为几微米至几百微米的小液滴，使其悬浮于空气中边蒸发边发生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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