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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强化柴油机的研发通常要同时满足很高的动力性、紧凑性以及轻量化的要求。
因此，与其他内燃机相比，高强化柴油机的结构强度及可靠性问题尤为突出。
然而，由于结构及工作条件的复杂性，高强化柴油机的结构强度及可靠性问题通常难以实现实用的解
析求解。
长期以来，相关产品研发只能通过试验进行实际考核，导致研制周期长、费用高，大大限制了高强化
柴油机设计水平的迅速提高。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高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分析软件的实用化，数值仿
真逐渐成为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有效途径，高强化柴油机的结构强度及可靠性问题的数值仿真
与分析技术也因此成为内燃机工程领域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北京理工大学动力机械仿真研究中心紧密结合我国多个型号高强化柴油机的研制任务，重点
针对如何提高仿真分析的精度和效率开展研究，完成了大量的高强化柴油机结构数值仿真与分析工作
。
内容主要涉及：①气缸盖、机体、曲轴、连杆、活塞以及螺栓等复杂结构的静力学、动力学有限元计
算；②柴油机轴系扭振软件开发以及非线性扭振分析；③气缸盖、活塞等受热件温度场有限元计算；
④曲柄连杆机构和配气机构的多体运动学动力学分析；⑤整机主体结构振动及辐射噪声预测等。
这些工作所取得的研究结果，有的为解释和解决高强化柴油机研制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强度及可靠性问
题提供了参考，有的则为设计初期开展结构多方案选型提供了依据。
同时，这些研究工作也为推动我国高强化柴油机由经验设计逐步走向预测设计做出了贡献。
全书由左正兴教授负责统稿，第1章、第2章和第3章主要由廖日东副教授负责撰写，第6章以及第8章主
要由冯慧华副教授负责撰写，第4章、第5章和第7章主要由向建华讲师负责撰写。
需要指出的是，多位毕业于我中心的研究生也参与了书中的部分研究工作，其中主要包括谈卓君博士
、张保成博士、李涛博士、孙宇娟博士、王媛硕士、朱冬硕士等。
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研究工作一直得到了行业内有关领导及专家的大力支持。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70研究所张树勇研究员、王增全研究员、岳文忠研究员、郑长
虹研究员、张稀林研究员、张儒华研究员、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曲振玲高级工程师等。
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本书的许多工作是难以开展的。
该书涉及面广。
虽然我中心在诸多方面都已开展了一定的研究，但书中所包含的仅是作者们所取得成果中相对成熟的
部分。
限于作者的学识与水平，书中错误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真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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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高强化柴油机结构仿真和分析中的部分关键问题，介绍了作者在高强化柴油机的复杂结构的
功能分解与特征建模、结构有限元计算离散误差分析与应用、零部件模态计算建模与分析、微动作用
的有限元计算与分析、曲轴动力学有限元计算与分析、机构运动学动力学分析和整机结构声辐射数值
建模与分析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
书中除了对结构数值仿真和分析方法进行了阐述，还利用一定篇幅对其在典型高强化柴油机结构上的
具体应用进行了介绍。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内燃机专业研究生的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高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科
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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