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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1992年出版的《内燃机构造与原理》（长沙铁道学院李飞鹏主编）教材的基础上修订的。
在此期间，内燃机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新技术的采用使内燃机性能有了较大的提高。
为了保持本书的特色，既要反映内燃机领域新的成果和技术发展方向，又要适应专业拓宽的需要，根
据原铁路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对原教材进行必要的修订。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对原教材的内容进行了精选，删除了部分较陈旧的内容，充实了一些新的内
容，力图反映内燃机的技术发展趋势。
在突出工程机械和汽车用高速内燃机时，仍将构造与原理有机地融合起来，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本书主要作为高等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如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方向）本科生教材，也
可作为其他非动力类专业（如筑路机械、矿山机械、港口工程机械、军用机械等）的教学用书。
本书由中南大学铁道学院（原长沙铁道学院）李飞鹏教授主编，西南交通大学沈权教授主审。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中南大学铁道学院李飞鹏教授（第一章第一、四节，第二、八、九、十二章
及第三章第一至三节，第六章第一至十节）；石家庄铁道学院蒋林章副教授（第一章第二、三节，第
五章第一至七节及第十章第一节）；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王定祥副教授（第三章第四至六节，第四
章）；中南大学铁道学院钟建国高级工程师（第五章第八节，第六章第十一节，第七章）；石家庄铁
道学院郑明军讲师（第十章第二、三节）；西南交通大学沈权教授（第十一、十三章）。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或引用了国内有关工厂、科研单位的技术资料和部分学者的文献资料、
教材，在此对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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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燃机构造与原理（第2版）》以工程机械和汽车用高速内燃机为主，较详细地介绍了现代内
燃机的结构与基本工作原理。
全书共分十三章，内容包括：内燃机工作过程的基本原理、性能指标、内燃机各机构和系统的结构与
工作原理、内燃机特性、增压技术及内燃机试验等，特别是针对现代内燃机上日益广泛采用的电控燃
油喷射、电子点火系统、内燃机排放及其控制等内容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　　《内燃机构造与原理（第2版）》为高等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如起重运输与工程机
械方向)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其他非动力类专业(如筑路机械、矿山机械、港口工程机械、军用机械
等)的教学用书，亦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及使用维修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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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内燃机的总体构造与基本工作原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内燃机的总体构造 第三节 内燃机的基
本工作原理 第四节 内燃机的产品名称与型号 第二章 内燃机的性能指标 第一节 指示指标 第二节 有效
指标 第三节 标志内燃机整机性能的其他技术指标 第四节 提高内燃机动力性能和经济性能的途径 第三
章 曲柄连杆机构 第一节 固定件 第二节 活塞连杆组 第三节 曲轴飞轮组 第四节 曲柄连杆机构的运动与
受力分析 第五节 内燃机的平衡 第六节 曲轴扭转振动的概念与扭振减振器 第四章 配气机构 第一节 配
气机构的组成与型式 第二节 配气机构的主要零件 第三节 配气定时与气门间隙 第五章 汽油机的供给系
第一节 汽油机供给系的组成及燃料 第二节 化油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第三节 可燃混合气浓度与汽油机性
能的关系 第四节 化油器的供油装置 第五节 化油器的构造及实例 第六节 汽油供给装置 第七节 空气滤
清器及进、排气装置 第八节 电控汽油喷射系统 第六章 柴油机的供给系 第一节 柴油机供给系的组成及
燃料 第二节 喷油器 第三节 喷油泵 第四节 调速器 第五节 喷油提前角调节装置 第六节 柴油机供给系的
进、排气装置及辅助装置 第七节 分配式喷油泵 第八节 泵-喷嘴 第九节 蓄压式燃油供给系 第十节 PT燃
油系统 第十一节 电控柴油喷射系统 第七章 电气设备 第一节 电源系统 第二节 蓄电池点火系 第三节 电
子点火系 第八章 内燃机的燃烧过程 第一节 汽油机的燃烧过程与燃烧室 第二节 柴油机可燃混合气的形
成 第三节 燃油的喷射雾化 第四节 柴油机的燃烧过程 第五节 柴油机的燃烧室 第九章 内燃机的特性 第
一节 内燃机的工况与特性 第二节 负荷特性 第三节 速度特性 第四节 调速特性 第五节 万有特性 第六节 
内燃机功率的标定及大气修正 第十章 内燃机的辅助系统 第一节 润滑系 第二节 冷却系 第三节 起动装
置 第十一章 内燃机的增压 第一节 内燃机增压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废气涡轮增压器 第三节 废气涡轮增
压柴油机 第四节 废气涡轮增压器与柴油机的匹配及调整 第十二章 内燃机的环境污染及其控制 第一节 
内燃机的排放污染物及其危害 第二节 内燃机排放污染物的生成机理 第三节 汽油机的排放控制 第四节 
柴油机的排放控制 第五节 低排放燃料 第六节 内燃机排放标准 第七节 内燃机的噪声及其控制 第八节 
电磁波公害 第十三章 内燃机的试验 第一节 内燃机试验的分类及测量参数 第二节 内燃机功率、转速、
燃料消耗率的测量 第三节 内燃机排放污染物试验规范 第四节 内燃机噪声的测量 第五节 内燃机试验系
统自动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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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内燃机技术的发展动向1.电子技术的应用。
以微型计算机为中心的电子技术，在内燃机产品设计研究、测试、制造方面均已普遍应用，计算机辅
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GAT）、计算机辅助工艺设计
（CAPP）技术发展迅速。
为满足内燃机日益苛刻的排放法规和经济性及动力性要求，电控汽油机已得到迅速发展。
汽油机采用电控燃油喷射避免了化油器喉口处的流动损失，保证了燃油量的精确控制，使输出功率提
高。
电控点火定时和爆燃控制可使汽油机在不产生爆燃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动机的扭矩和功率，保
证发动机在各种转速和负荷下实现最佳控制，现代汽油机已广泛采用这一技术。
柴油机采用电控技术可优化控制喷油规律及喷油量，控制预混合燃烧和扩散燃烧部分的燃油量，提高
柴油机的功率，降低柴油机的噪声。
在主喷射前进行预喷射可有效降低NO，和噪声。
废气再循环（EGR）是汽油机和柴油机降低NO排放的有效措施，但过量的EGR会导致燃烧恶化。
电控EGR可保证在各种工况下实现最佳的EGR率。
由于电子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使内燃机从传统的机械产品进^到机电-体化技术密集型产品。
2.采用增压技术。
增压技术尤其是增压中冷技术，一直被视作提高发动机动力性能、经济性能和降低排放的有效措施。
过去增压技术较多地用在中、大缸径的柴油机上，近年来在小缸径直喷柴油机上也采用了增压。
汽油机增压主要受到爆燃的限制，随着汽油机抗爆燃技术的提高，汽油机增压技术将得到较大发展。
过去汽油机增压主要作为高原恢复功率的手段，目前已出现了一批高性能的涡轮增压汽油机。
3.汽油机稀燃－速燃技术。
稀燃可提高汽油机经济性和降低排放，提高压缩比，但汽油机燃用稀混合气会降低火焰传播速度和燃
烧速率，因此，组织快速燃烧是组织好稀燃的关键因素。
稀燃－速燃可通过采用紧凑型燃烧室，组织燃烧室内较强的涡流、挤流、滚流和湍流来实现。
另外，使用高能点火系统可保证可燃混合气正常点燃，确保稀燃系统稳定燃烧，降低燃烧循环变动。
4.汽油机缸内喷射分层燃烧技术。
汽油机缸内喷射分层燃烧系统中，由于燃油是在压缩终了时喷人缸内，终燃混合气又是稀混合气，从
而可以采用高压缩比（11.5～12），加之功率调节采用变质调节，从而可得到接近于柴油机的热效率
。
其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都有所提高，燃油消耗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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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燃机构造与原理(第2版)》是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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