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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车辆内燃机原理》以车用活塞式内燃机为主，对内燃机的工作原理及其主要工
作过程作了较系统的介绍。
全书共分九章，分别介绍了工程热力学基础知识、内燃机的循环与性能指标、内燃机的换气过程、燃
料与燃烧化学、汽油机的混合气形成和燃烧、柴油机的混合气形成和燃烧、内燃机特性、内燃机增压
和内燃机有害排放物的控制等。
　　《高等学校教材：车辆内燃机原理》可作为高等学校车辆工程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相近专业的
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同时还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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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热力学发展简史 人类的生产实践和探索未知事物的欲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
力。
热现象是人类最早广泛接触到的自然现象之一，但是直到18世纪初，在欧洲，由于煤矿开采、航海、
纺织等产业部门的发展，产生了对热机的巨大需求，才促使热学的发展得到积极的推动。
1763—1784年间，英国人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对当时用来带动煤矿水泵的原始蒸汽机作了
重大改进，且研制成功了应用高于大气压的蒸汽和配有独立凝汽器的单缸蒸汽机，提高了蒸汽机的热
效率。
此后，蒸汽机为纺织、冶金、交通等部门广泛采用，使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刺激、推动了热学方面的理论研究，促成了热力学的建立与发展。
1824年，法国人卡诺（Sadi Carnot，1796—1832）提出了卡诺定理和卡诺循环，指出热机必须工作于不
同温度的热源之间，并提出了热机最高效率的概念，这在本质上阐明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本内容。
但是，卡诺用当时流行的热质说作为其理论的依据，因而虽然他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证明过程却是错
误的。
在卡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1850—1851年间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1822—1888）和汤姆逊（william
Thomson，即开尔文Lord Kelvin，1824—1907）先后独立地从热量传递和热转变成功的角度提出了热力
学第二定律，指明了热过程的方向性。
 在热质说流行的年代，一些研究者用实验事实驳斥了其错误，但由于没有找到热功转换的数量关系，
他们的工作没有受到重视。
1842年，迈耶（Julius Robert Mayer，1814—1878）提出了能量守恒原理，认为热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可
以与机械能相互转换。
1850年，焦耳（James PrescotlJoule，1818—1889）在他的关于热功当量实验的总结论文中，以各种精确
的实验结果使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即热力学第一定律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是19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发现。
1851年，汤姆逊把能量这一概念引入热力学。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建立宣告第一类永动机（即不消耗能量的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
热力学第二定律则使制造第二类永动机（只从一个热源吸热的永动机）的梦想破灭。
这两个定律奠定了热力学的理论基础。
 热力学理论促进了热动力机的不断改进与发展，而人类生产实践又不断为热力学的前进提供新的驱动
力。
1906年，能斯特（Walter Nernst，1869—1941）根据低温下化学反应的大量实验事实归纳出了新的规律
，并于1912年将之表述为绝对零度不能达到原理，即热力学第三定律。
热力学第三定律的建立使经典热力学理论更趋完善。
1942年，凯南（Joseph Henry Keenan，1900—1977）在热力学基础上提出有效能的概念，使人们对能源
利用和节能的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
近代能量转换新技术（如等离子发电、燃料电池等及1974年人们确定了作为常用制冷剂的氯氟烃物
质CFC和含氢氯氟烃物质HCFC与南极臭氧层空洞的联系等）向热力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热力学理论将在不断研究解决新课题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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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车辆内燃机原理》以车用活塞式内燃机为主，对内燃机的工作原理及其主要工作过程
作了较系统的介绍。
可作为高等学校车辆工程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相近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同时还可供相关工程
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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