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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系原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内燃机学》（1999年5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普通
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内燃机学》（第2版）（2005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
第3版）。
近年来，我国内燃机工业发展迅速，内燃机保有量犬幅增加，国家对内燃机产品的节能和减排要求越
来越严，并相应颁布和分阶段实施有关排放标准。
通过技术引进、合作生产和自主研发，我国内燃机新产品和新技术大量涌现，本书在修订时力求反映
近年来国内外内燃机生产和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水平，并尽可能做到少而精。
本书共分十一章，内容包括内燃机发展简史、中国内燃机工业百年发展史、内燃机分类、典型结构、
工作指标、工作循环及其数值计算、充量更换、混合气的形成和燃烧、替代燃料、燃料供给与调节、
污染物的形成与控制、使用特性与匹配、内燃机动力学、内燃机的概念设计等。
本书可供热力发动机专业本科生作为必修课教材，也可供从事内燃机设计、制造和研究、开发的工程
技术人员和热力发动机专业研究生参考。
本书由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周龙保教授任主编，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刘忠长教授、江
苏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高宗英教授任副主编。
参加编写工作的有周龙保教授（第一、二章）、刘忠长教授（第八、九、十、十一章）、高宗英教授
和杜家益副教授（第七章）、刘圣华教授（第三、四章）、黄佐华教授（第五章）、汪映副教授（第
六章）。
初稿完成后，由本书主审刘巽俊教授和蒋德明教授分别对全书进行了仔细的审核与修改，对提高本书
的质量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本书的名词、术语、符号均按原全国高等工业学校动力工程类专业指导委员会热力发动机专业小组根
据国标、部标所作的统一规定执行，个别作了一些修改。
本书引用了国内一些工厂、研究所、大专院校的产品图样、试验研究资料以及行业归口领导机关的报
告和数据等，在此谨致深切的谢意。
本书涉及面广，编者才疏学浅，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谨请使用本书的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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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内燃机工作过程的基本理论及内燃机动力学和概念设计。
全书共分十一章，内容包括内燃机的工作指标、工作循环及其数值计算方法、充量更换、混合气的形
成和燃烧、代用燃料、燃料供给与调节、污染物的生成与控制、使用特性与匹配以及内燃机动力学及
概念设计等。
 　 本书为热力发动机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从事内燃机设计、制造、运行和研究开发的工程技术
人员和科研部门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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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龙保，1934年生，195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内燃机专业。
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乌克兰共和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周龙保教授的业务专长为内燃机燃烧排放控制和替代燃料。
曾编写《内燃机动力装置》、《内燃机原理》等教材，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共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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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车用电控器内存的软件中既有各种用于计算机自身运行的驱动程序，还有为控制汽车及其发
动机运行而编制的专用程序。
这些专用程序就是对每一个受控过程的数字化描述，把各种传感器随时采集、输送过来的各种信息、
数据经过分辨、计算、比较、逻辑分析，再把得到的结果变换成发给各执行器的驱动器的控制指令，
指挥执行器及时动作，完成控制过程。
各种用于信号处理的计算公式、逻辑分析方法、数据表格等均可编成程序存储在存储器中。
此外，作为抗电磁干扰的措施之一，通常对输人数据要采用软件滤波或采用傅里叶变换、小波变换等
成熟的数据处理方法进行处理，这些处理软件也要进入内存。
在软件设计中还必须考虑的是运行故障的判断、记载和读出。
当然，进行故障自诊断不能只靠软件，还需要有硬件电路的帮助，需要有更多的传感器提供足以判断
故障的信息。
电控系统都采用脉谱图来确定控制量的目标值。
例如，对于汽油机电控喷射系统而言，最基本的控制目标就是空燃比与点火提前角，它们应随发动机
转速与负荷工况而变，当然也视具体发动机机型而异，为此，必须事先经过大量的标定试验找出对应
各个转速与负荷下的最佳目标值，以二维数表的形式存入ROM，根据发动机的具体运行工况，对照脉
谱图的要求，即可给出相应的指令，以控制相关执行器（喷油器的电磁阀，节气门和线圈等）的动作
，以达到优化控制的目标。
除了上述空燃比脉谱图与点火提前角脉谱图以外，还有点火闭合角脉谱、暖机加浓因子脉谱、功率加
浓因子脉谱等。
对于某一种脉谱，例如空燃比脉谱图，又可进一步按工况划分成若干种，即不同的工况采用不同的空
燃比脉谱图。
这些工况包括起动工况、暖机工况、怠速工况、部分节气门工况、节气门全开工况、’急加速工况、
急减速工况等。
由此可见，电控程序中可含有大量的脉谱图，每一个脉谱图又含有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虽然占据了
微机中相当部分的ROM内存，但却是实现优化目标的必不可少的依据。
图7.5 2所示为点火提前角随发动机工况变化的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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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燃机学(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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