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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我国亟需对城市机动车排放污染加强控制的要求，针对机动车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
特点，系统地阐述了机动车能源消耗、机动车污染物生成机理和排放、机动车排放法规、机动车污染
物排放确定方法、机动车排放控制技术和对策以及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知识。

　　本书可供环境工程、能源工程等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供高等学
校相关专业师生掺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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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煤，俗称煤炭，主要由碳、氢、氧、氮、硫和磷等元素组成，是非常重要的能源
，也是冶金、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
 煤炭是埋在地壳中亿万年以上的树木等古代植物遗体，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经过复杂的物理和化学
作用形成的含碳量很高的固体可燃性矿物，也称作原煤。
按煤炭的挥发物含量不同，可以分为泥煤、褐煤、烟煤和无烟煤等类型。
 植物变成煤的过程大致可分为泥炭化和煤化两个阶段。
泥炭化阶段是被泥沙覆盖的植物在厌氧菌作用下，有机质分解而生成泥炭，植物遗体中氢、氧成分逐
渐减少，碳的成分逐渐增加，泥煤即生成于泥炭化阶段，其质地疏松、褐色无光泽、密度小，可以看
出有机质残体，用火柴可以引燃，烟浓灰多。
泥煤的工业价值不大，不适于远途运输，通常作为地方性燃料在产地附近使用。
煤化阶段包括成岩作用和变质作用，泥炭在沉积物的压力作用下被压紧、脱水而胶结，碳含量进一步
增加，称为煤的成岩作用。
褐煤即生成于此阶段，其质地较泥煤致密，颜色为褐色或接近黑色，光泽暗淡，基本看不见有机物残
体，用火柴可以引燃，有烟。
褐煤黏结性弱，易风化和破碎，不利于远途运输，易氧化和自燃，也不利于长期储存，通常只作为地
方性燃料使用。
当褐煤埋在地下较深的位置时，受到高温高压的作用，使水分和挥发分减少，碳含量相对增加，密度
、光泽和硬度也随之提高，称为煤的变质作用。
褐煤经过变质作用即形成烟煤，烟煤为黑色、有光泽、质地致密，用蜡烛可以引燃，火焰明亮，有烟
。
其最大特点是具有黏结性，可以远途运输和长期存储，容易燃烧，是冶金工业和动力工业主要燃料之
一，也是炼焦等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
烟煤进一步变质即形成无烟煤，无烟煤质地坚硬、黑色有光泽、用蜡烛不能引燃，燃烧无烟。
其含碳量高，密度大，组织致密而坚硬，挥发分极少，吸水性小，适于远途运输和长期存储，但受热
易碎，可燃性较差，不易着火。
 1.1.2 石油 石油是由各种烷烃、环烷烃、芳香烃混合而成的，具有特殊气味、有色的可燃性油质液体
。
石油有三个特性：一是呈油脂状胶体；二是绝大多数比水轻；三是具有可凝聚性。
石油的密度一般在0. 75～1.08g/cm3之间，颜色以棕褐色、黑褐色、黑绿色为主，少数为淡黄色、白色
，通常沥青质和胶质含量越高，颜色也就越深。
 关于石油的形成理论有多种，但主要由两种观点，即有机成油理论和无机成油理论。
有机成油理论认为，海洋中大量的古生物遗体沉积于海底并被泥沙覆盖，在缺氧环境下，经细菌作用
，将碳水化合物中的氧逐渐消耗掉，形成烃类化合物。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地壳的变迁，有机物越埋越深，在地层深处的高温高压环境中，逐渐受热裂解成为
石油和天然气。
无机成油理论认为，在石油的形成过程中，率先上涌的岩浆由于在地壳裂缝中所受的压强极小而大幅
度地发生热膨胀，形成大量的岩浆气，并按照一定的组分组成气体分子，如乙炔、水等。
大量的气体使裂缝中的压力增强、温度升高，进而导致气体分子内聚力增强，当气体浓度和裂缝内压
力升高到一定程度时，会使低碳烃聚合为高碳烃烷，从而发生相态变化，即从气态的烃类变成液态的
烃类——石油。
迄今为止，世界上的大型油气田都是以有机成油理论为指导勘探找到的，然而，随着石油勘探难度的
增加和人类对油田认识的加深，无机成油理论也慢慢得到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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