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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燃机》是以高速大功率柴油机为主体，将内燃机原理、结构、测试、强度分析和设计基础有
机结合为一体的综合性教材。

本书旨在打牢基础、拓宽专长、介绍本专业的高新技术，在内容上着重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
操纵使用进行阐述和分析，力求做到有深度、有广度，使学生学习之后，对内燃机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

　　本书涵盖的信息量大，各章间既相互联系，又基本独立。
在编写过程中，紧紧抓住原理这条主线，紧密结合实际装备，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全书由欧阳光耀教授、常汉宝教授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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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5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2.5.1概述 随着日益严峻的能源与环境问题的增多，人们对柴
油机燃油经济性及排放越来越关注，为了提高柴油机的性能，降低排放，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大力开
发和研究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柴油机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位置式、时间式和压力—时间式。
 1.位置式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位置式电控燃油喷射系统保留了传统喷射系统的基本结构，只是将原有的
机械控制机构用电控元件取代，在原机械控制循环喷油量和喷油正时的基础上，改进更新机构功能，
用线位移或角位移的执行机构控制提前器运动装置的位移，实现喷油正时电控，使控制精度和响应速
度较机械式控制得以提高。
其产品有直列柱塞泵电控系统、转子分配泵电控系统等。
 2.时间式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时间式电控燃油喷射系统改变了传统喷射系统的一些机械结构，将原有的
机械式喷油器改用高速强力电磁阀喷油器，以脉动信号来控制电磁阀的吸合与放开，以此来控制喷油
器的开启与关闭。
泵油机构和控制机构完全分开，燃油的计量是由喷油器的开启时间长短和喷油压力的大小来确定的。
喷油正时由电磁阀的开启时刻来控制，从而实现喷油量、喷油正时的柔性控制和一体控制，它改变了
第一代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执行响应慢、控制频率低和控制精度不稳定的缺点。
这种电控系统可分为电控泵喷嘴系统、电控分配泵系统、电控单体泵或直列泵系统。
这种电控喷射系统性能虽较第一代位置式电控喷射系统有较大的提高，但仍存在以下问题：由于喷油
压力直接由高压油泵产生，其喷油压力和喷油规律仍受凸轮形状的控制而不能自由调节。
 3.压力一时间式（共轨式）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整个系统由柴油机的大脑——ECU统一进行管理，包括
轨压控制、喷油控制（通过查预先装入的MAP图实现）及各种物理量的检测和处理。
喷射高压的产生和喷油控制是分别独立进行的，高压供油泵将燃油加压后送人共轨内，到目前为止，
共轨内的燃油可以维持在130MPa～160MPa以上，电磁阀的开闭控制燃油喷射过程的开始和结束。
据此，可以根据发动机的负荷以及转速等各种运行工况，在20MPa～160MPa的宽广范围内改变喷油压
力，实现预喷射、主喷射和多段喷射等；根据需要改变喷油率的形状。
为了改善柴油机的排放，可以自由地改变喷油参数和喷油形态，可以高自由度地控制燃油喷射，在一
次工作循环中可以实现多段喷油，将柴油机的燃烧效率、排放性能大大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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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燃机》内容紧密联系实际装备，紧密结合内燃机高新技术，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述深
入浅出，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既可作为本科学生的专业教材，又可作为行业专业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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