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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11章，介绍了内燃机修理的工艺、技术、手段和方法。
其中，第1章介绍了内燃机故障的概念与原因、维修类型和维修资源等；第2章介绍了内燃机的拆卸、
清洗、修复、装配等关键技术、技能、方法及其适用性；第3章～第10章分别介绍了气缸体和曲柄连杆
机构、缸盖与配气机构、柴油机燃料系、电控喷射系统、增压器、冷却系、润滑系等系统和总成的修
理以及柴油机燃料系试验台调试；第11章和附录介绍了内燃机的总装、验收与故障排除、数据资料与
索引等。
　　本书可供大专院校机械专业或与内燃机使用维修相关的工程专业的本科生、专科生作为教材使用
，也可供从事内燃机研究、使用、维修等工作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具体操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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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内燃机的数量越来越多，应用更加广泛，使用要
求也不断提高。
由于内燃机在使用中，受到结构工艺因素（结构形式、所用材料和加工方式等）、运行因素（载荷重
量、行驶速度、道路和土壤条件、气候温度、燃料、润滑材料的质量、操作方法和技术保养等）及人
为因素的影响，其零部件必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磨损、老化、松动和损坏等，使内燃机的技术性能下
降或丧失工作能力，从而影响内燃机的使用。
这些都必须进行及时的维修，才能恢复其使用功能。
　　1.1　故障的概念与分类　　1.1.1　故障的概念　　1.故障的定义　　工程机械中，故障是指整机
、总成或零部件丧失规定的功能。
　　确定故障时，首先要明确“规定功能”的含义。
有时规定功能是很明确的，不会引起不同的认识，如发动机缸体损坏、高压油泵柱塞卡死等。
有时规定的功能却难以确定，特别是故障的形式是由于功能逐渐降低的这种情况。
例如，发动机气缸磨损超过一定的限度，将会加剧磨损，引起功率降低，燃油消耗增加，出现这种情
况就可以算作故障。
然而磨损的限度，使用中难以确定。
如果减小负荷，增加润滑，有一定磨损的发动机仍然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也可以不算作故障。
这就需要对功能作具体规定，确定故障标准，例如，对发动机功率和耗油量作具体规定，当达到某一
值时即可认为发动机出现了故障。
　　其次确定是否是故障，还要分析故障的后果，主要看故障是否影响机械的使用，造成设备及人身
安全事故。
除了以技术参数中的任一项不符合规定的允许极限作为故障判断的准则外，还要考虑若在这种状态下
继续工作，是否会发生不允许的故障后果来判别。
　　如：液压设备渗漏，在短时间内不影响使用，但时问长了，导致液压油减少而影响使用。
　　因此，在判断机械故障时，不仅取决于其“规定功能”，而且还要考虑故障的后果。
一般情况下，机械故障判别的标准是：　　（1）在规定的条件下，不能完成其规定的功能；　　（2
）机械在规定的条件下，一个或几个性能参数不能保持在规定的上、下限值；　　（3）机械在规定
的应力范围内工作时，导致机械零件或元件出现各种裂纹、渗漏、磨损、锈蚀、损坏等状态。
　　不同的机械有不同的故障判别标准，并且研究工作的出发点不同，所定义的故障也不同，难以做
到统一。
但是在同一使用部门之内，则应该有统一的标准。
一般情况下，故障判别标准应根据可接受的性能指标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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