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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综合了Bosch公司有关汽油机管理技术方面的所有“技术指导”出版物的内容，具有极高的参
考价值。
本书必将满足广大读者对知识的渴求。
　　在过去的几年里，发动机在电子控制和系统集成方面的高速发展导致了汽油机零部件及其控制的
深远而又重大的变化。
　　现代发动机构成所遵循的要求不仅范围广，而且不尽相同。
但其构成都是为了满足以下要求：　　——降低燃油消耗；　　——使有害排放物最少；　　——提
高驾驶平顺性；　　——提高运转精确性；　　——使所有发动机零配件的无故障使用寿命达到最优
。
　　本书包含了以前在《汽车电气／电子》一书中叙述过的一些课题。
从燃油喷射和点火系统及它们组成元件的几代产品的设计和功能，到目前使用的M-和ME-Motronic系
统的汽油机管理系统所包含的广泛的综合信息，都将在本书中予以讨论。
同时本书也简要地介绍了用于汽油直接喷射的MED-Motronic系统。
　　对于对汽车工程技术感兴趣的读者，我们在汽油机最重要的控制系统和结构性能方面提供了大量
详尽、通俗易懂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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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汽油喷射技术、电子点火技术、蒸发排放控制技术、废气催化转化技术的理论基础
和发展历程，系统地分析了控制策略和工作原理，详尽介绍了BOSCH公司各种汽油喷射系统和汽油机
管理系统的系统构成和关键技术，提供了结构图样和实验技术数据，并介绍了维护检测方法。
     本书适用于轿车及汽油机科研技术人员，售后服务工程技术人员，车辆工程、热能动力工程及相关
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有关的工业技术部门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干部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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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临界点火条件下，如怠速情况，增加火花塞电极间隙可使工作平稳并同时能有效降低HC排放
。
提高点火能量也可获得同样的效果。
延长电弧持续期的点火系统能向混合气提供相当高的能量转换率，它对点燃稀混合气有益。
　　空燃比和相匹配的点火正时是影响排放的最重要因素（图1-7）。
　　1.HC排放　　点火时间提前，未燃碳氢化合物增加，这是因为燃烧气体温度较低，抑制了在燃烧
阶段和排气阶段的二次反应。
但在特别稀的混合气中，这种态势有所改变。
在稀混合气中燃烧反应慢，以至于在排气门开启时燃烧仍在进行。
结果，如果把点火提前角限制在最小值附近，则当发动机在低过量空气系数状态时，它将提前达到稀
燃极限。
　　2.NOx排放　　在整个空燃比的范围内，NOx的排放都随着点火提前角增加而加大。
这是由于点火提前角增加，提高了燃烧室的温度，这附加的热量不仅促使燃烧过程的化学平衡朝加
大NOx形成的方向变化，而且也明显地提高了NOx生成物的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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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工程图出版专家委员会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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