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含水燃料的燃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含水燃料的燃烧>>

13位ISBN编号：9787040276510

10位ISBN编号：7040276518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傅维镳，龚景松，侯凌云　著

页数：294

字数：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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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水燃料的燃烧>>

前言

含水燃料包括含水酒精、乳化油、水煤浆及含水碳氢化合物等，但本书着重研究的是乳化油。
由于对乳化油研究的某些成果也适用于含水酒精、水煤浆等含水燃料，因此本书定名为《含水燃料的
燃烧》。
对含水燃料即乳化燃料的研究和使用在我国已有较长的历史，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油价不断上升，人们
更想利用乳化油，以得到廉价的燃料，但又有许多问题未弄清楚，影响了乳化油研究和使用的进一步
发展。
特别要提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曾出了一个“水变油”的闹剧，许多人上了当。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方面说明大家对节油有很大兴趣；另一方面说明不少入对乳化油的燃烧规律尚不清楚，有人以为加
多少水就会节多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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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作者在含水燃料燃烧规律研究中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工作包括乳化燃料的微爆原理、多组分蒸发理论、催化重整对燃烧特性的影响规律；同时，
也包括含水燃料对柴油机节油和降低污染的实验研究，以及重质含水燃料的燃烧与污染排放特性；重
点揭示了在内燃机中不存在微爆，用水比油蒸发快的原理解释了柴油机中含水燃料能够节油的原因，
同时给出采用含氧燃料热分解技术与含水燃料相结合的方法可大幅度提高柴油机节油率的技术途径。
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
然而，由于油燃烧现象的复杂性，尚有一些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书可供广大从事油燃烧专业的研究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供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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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本章所涉及的表面催化中，催化剂先被研磨成80～100网目的细小颗粒，然后再通过等离子技
术喷涂在物体表面上。
这种颗粒的大小与李绍芬等（1981）进行实验时采用的催化剂颗粒的大小基本一致，在此粒度下内扩
散对反应过程已无影响。
尽管这些颗粒外表面积之和与环状的催化剂成品相比增加了很多，但与内孔面积相比仍然很小。
正因为多相催化反应过程绝大部分是在催化剂的内表面进行的，所以，当反应气能够充分扩散到催化
剂内部时，不论是预催化方式还是表面催化方式，其单位质量或单位体积催化剂上的反应速度都基本
相同。
由图6．9可知，用等离子技术将催化材料喷涂在受热物体表面降低燃料的着火温度与用纯催化材料制
成的受热物体降低的着火温度相差不大。
这说明等离子喷涂不会使催化材料的活性受到严重影响，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对于表面催化而言，反应气是否能够充分扩散，主要取决于催化剂层的厚度。
在所喷涂的催化剂层较薄的条件下，反应气能够充满整个催化剂层，所有的催化剂都能参与反应。
如果催化剂层较厚，那么由于反应气难以进入到催化剂层的内部，实际上只有部分催化剂参与反应。
在后一种情况下，由预催化方式得到的动力学公式和参数就不一定合适，其反应速度应该通过其他途
径确定。
本章采用的催化剂为环状，内径和外径分别为5 mm和12 mm，高度为6 mm。
这种催化剂在工业生产中，可以将轻油类的反应物在水蒸气足量的环境中，以接近100％的转换率转换
成氢气等产物，因此，可以认为该尺寸的催化剂是能够充分吸附气体并进行反应的。
在本章所涉及的表面催化中，催化剂层的厚度都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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