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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由于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世界各国

都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措施来限制内燃机的污染物排

放量$为此一种全新的燃烧模式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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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压缩燃烧#$引起了燃烧界的广泛关注$它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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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点火和压缩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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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应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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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有很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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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其对冷焰着火时刻和燃

烧持续期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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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很多$但是大多限于试验研究$数值模拟分析相对

较少$而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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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作用的分析大多采用简化谢

尔多维奇三步机理*文中以最简单的碳氢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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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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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对象简介

数值模拟对象为恒温石英流动反应器和单缸(

四冲程(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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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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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反应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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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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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覆盖电热丝$能够维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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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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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与实验结果对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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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1Z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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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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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与模拟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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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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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影响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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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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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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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模拟结果与

实验结果对比$从该图可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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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明显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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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氧化$但这种促进燃料氧化的能力和它的浓度密

切相关$低浓度时$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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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的能力很强$但随

着浓度的不断升高$促进氧化的能力不断下降*理

论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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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大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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