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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全国应型本科大机械系实用规划教材：汽车发动机原理》是编者根据多年来对车辆工程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等非内燃机专业学生讲授汽车发动机原理的教学经验而编写的，在内容上，坚
持实用性原则，并对汽车发动机前沿技术做了较多的介绍。
　　《21世纪全国应型本科大机械系实用规划教材：汽车发动机原理》主要讲述汽车常用动力一点燃
式和压燃式内燃机的基本技术和理论，兼顾新型车用动力技术，包括燃料电池和混合动力驱动技术等
。
全书共12章，依次分为四篇，第一篇(第1～4章)讲述与热力发动机密切相关的热工基础知识，主要包
括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
第二篇(第5～7章)在热力学基本定律基础上讲述内燃机的能量转换以及循环充量的原理和规律，即动
力机械的动力输出与能量利用问题；第三篇(第8～10章)讲述内燃机的燃烧与排放问题，包括内燃机的
燃烧过程、规律与有害排放物及噪声控制。
第四篇(第ll～12章)讲述内燃机应用于汽车动力时具有重要影响的运行特性与性能调控问题。
　　《21世纪全国应型本科大机械系实用规划教材：汽车发动机原理》可作为汽车类专业本科教材，
也可供从事汽车及发动机科技工作人员及研究生参考使用，还适于初学发动机原理的读者自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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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传递过程概述4.1.1 热传递的概念4.1.2 热传递的三种基本方式4.2 导热过程4.2.1 导热现象分析4.2.2 
导热机理4.2.3 导热问题分析过程4.2.4 一维稳态导热问题4.3 对流换热4.3.1 对流换热的计算4.3.2 对流换
热系数的各种关联式及应用举例4.4 辐射换热4.4.1 辐射换热的基本知识4.4.2 两物体间的辐射换热量的
计算4.4.3 气体辐射4.4.4 火焰辐射4.5 发动机换热分析4.5.1 发动机中导热问题的求解方法4.5.2 燃气与壁
面间的辐射换热4.5.3 燃气与壁面间的瞬时综合换热系数习题第二篇 动力输出与能量利用第5章 发动机
实际循环与评价指标5.1 四冲程发动机的实际循环5.1.1 发动机的实际循环5.1.2 发动机实际循环与理论
循环的比较5.2 发动机的指示指标5.2.1 发动机的示功图5.2.2 发动机的指示性能指标5.3 发动机的有效指
标5.3.1 动力性指标5.3.2 经济性指标5.3.3 强化指标5.4 机械损失与机械效率5.4.1 机械效率5.4.2 机械损失
的测定5.4.3 影响机械效率的主要因素5.4.4 发动机的热平衡思考题第6章 换气过程与循环充量6.1 四冲程
发动机的换气过程6.1.1 换气过程6.1.2 换气损失6.2 四冲程发动机的充量系数6.2.1 充量系数6.2.2 充量系
数与发动机功率、转矩的关系6.2.3 影响充量系数的因素6.2.4 提高发动机充量系数措施6.3 二冲程发动
机的换气过程6.3.1 二冲程发动机的换气过程6.3.2 二冲程发动机换气过程的特点6.3.3 二冲程发动机的扫
气方案6.3.4 换气效果的评价6.3.5 影响扫气效率的因素思考题第7章 发动机废气涡轮增压7.1 发动机增压
的基本方法与原理7.1.1 增压的概念7.1.2 增压发动机的特点7.1.3 增压的衡量指标7.1.4 增压的结构形式及
分类7.2 废气涡轮增压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7.2.1 径流式涡轮的工作原理7.2.2 离心式压气机的工作
原理与特性7.3 废气涡轮增压的类型与废气能量的利用7.3.1 废气涡轮增压的类型7.3.2 废气能量的利
用7.3.3 定压系统与脉冲系统的比较和选择7.4 废气涡轮增压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7.4.1 废气涡轮增压对
发动机动力性和经济性的影响7.4.2 改善废气涡轮增压发动机转矩特性的途径7.4.3 废气涡轮增压对发动
机其他性能的影响7.5 汽油机增压7.5.1 汽油机增压的特点7.5.2 汽油机涡轮增压的主要技术措施7.5.3 汽
油机废气涡轮增压器的布置思考题第三篇 燃烧与排放第8章 汽油机混合气的形成和燃烧8.1 汽油机燃烧
过程8.1.1 正常燃烧过程8.1.2 不规则燃烧8.1.3 不正常燃烧8.1.4 运转因素对燃烧的影响8.2 汽油机混合气
制备原理8.2.1 汽油机理想混合气特性8.2.2 化油器式供油系统混合气的形成原理8.2.3 电控燃油喷射式供
油系统混合气的形成8.3 汽油机的燃烧室8.3.1 汽油机对燃烧室的要求8.3.2 传统汽油机燃烧室8.3.3 汽油
机稀薄燃烧系统思考题第9章 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和燃烧9.1 柴油机燃烧与放热9.1.1 柴油机燃烧过
程9.1.2 柴油机燃烧放热规律9.2 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原理9.2.1 燃油的喷射与雾化9.2.2 燃烧室与混合气
形成9.2.3 柴油机的预混合燃烧9.3 燃烧过程的优化9.3.1 燃烧过程优化的基本原则9.3.2 燃油喷射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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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10.3 影响柴油机有害排放物生成的主要因素及控制10.3.1 柴油机有害排放物生成的特点10.3.2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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