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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燃机计算燃烧学（第2版）》系统地介绍了内燃机计算燃烧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结构体系及其
基本理论、模型和方法。
《内燃机计算燃烧学（第2版）》分为7章，除基础知识外，分别论述了内燃机燃烧过程的4个基本子模
型，即缸内湍流流动模型、燃油喷雾模型、燃烧与排放模型以及缸内传热模型；最后两章专门介绍
了HCCI发动机的数学模拟以及相关的数值计算方法。
《内燃机计算燃烧学（第2版）》对原书进行了大幅的增补和修订，充分反映了当前国内外内燃机燃
烧模拟研究的成就和全貌，有助于读者迅速进入该学科的前沿。
　　《内燃机计算燃烧学（第2版）》可作为内燃机、工程热物理、热能、化工、环境、冶金等专业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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