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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是中
等职业教育的继续和发展。为了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对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国家正在理顺高
等职业教育、高等专科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三者(简称为高职高专教育)的关系，力求形成合力，将目
标统一到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上来。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指示精神，解决高等职业教育缺乏通用教材的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
材办公室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组织部分高校编写了“21世纪全国高职高专专业教材”。这套教材具
有三大特点：①为高等职业教育、高等专科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三教”的整合与升级服务；②体现
高职高专教育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为宗旨，使学生获得相应职业领域的职业能力；③以专业教
材为主，突出以应用技术、创造性技能和专业理论相结合为特色。目前我们已出版的高职高专专业教
材有机械类、电工类和医学美容、汽车检测与维修、国际贸易、建筑装饰、物业管理等专业的教材，
今后还将陆续开发计算机技术、电子商务、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等10余个专业的教材。力争逐步建
立起涵盖高职高专各主要专业，符合市场要求，满足经济建设需要的高职高专院校专业教材体系。 在
本套教材的编写工作中，我们注意了以下两点：一是目标明确。立足于高等技术应用类型的专业，以
培养生产建设、三产服务、经营管理第一线的高等职业技术应用型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经济建设
的需求。二是突出特色。教材以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全面设计学生的
知识、职业能力和培养方案，以“适用、管用、够用”为原则，从职业分析入手，根据职业岗位群所
需的知识结构来确定教材的具体内容，在基础理论适度的前提下，突出其职业教育的功能，力争达到
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知识与应用的有机统一，以保证高职高专教育目标的顺利实现。 编写这套适
用于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有关专业的教材既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参与编写这套系列
专业教材的各有关院校的专家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谨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由于缺乏经验，
这套教材难免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在此，我们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今后修
订并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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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排放与环境保护》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教学用书。《汽车排放与环境保
护》详细介绍了汽车、发动机的主要有害排放物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和污染控制技术。主要内容包括汽
油机有害排放物的生成机理和控制措施，柴油机有害排放物的生成机理和控制措施，三效催化反应器
的工作原理和应用技术，柴油机微粒捕集器的技术现状，在用车的排放控制措施和排放诊断技术，排
放法规和测量技术，车用燃料的发展和代用燃料技术等。《汽车排放与环境保护》的编写面向汽车检
测与维修专业的工作实际，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必备教材，还可供从事汽车设
计、运用与维修工作的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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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稀熄火区在喷注前缘（下风）最外层，由于混合气太稀不能着火仅能维持燃烧，所以称其
为稀熄火区。在该区，会有某些燃油受热分解并形成部分氧化产物。分解的产物是由较轻的烃分子构
成，不完全氧化产物中可能含有醛类和其他氧化产物。一般认为该区是柴油机排放中未燃烃的主要来
源之一。稀熄火区的厚度取决于燃烧时燃烧室中的温度、压力、空气涡流、燃料性质等因素。一般来
说，较高的温度和压力可使火焰延伸到较稀的混合气区中去，而减小稀火焰区的厚度。在喷注其余部
分燃烧时，温度和压力会增加。这样由于燃烧仍在进行，汽缸内压力和温度时刻变化，因此，稀熄火
区的厚度也在变化。其他影响稀火焰区厚度的因素还有空燃比、涡轮增压、冷却液温度等。3．喷注
心邵在稀火焰区着火和燃烧后，火焰向喷注心部传播。在稀火焰区和喷注心部之间，油滴较大，它们
从已形成的火焰获得辐射热，并以较高的速度蒸发，温度的升高使分子扩散能力增加，因而可以提高
蒸发扩散并与空气混合的速率。这些油滴可以全部或部分蒸发。如果全部蒸发，火焰将烧掉燃烧极限
以内的所有混合气。没有完全蒸发的油滴将被扩散型火焰包围。如图3-5和图3-6所示。这些油滴的燃
烧速度取决于燃油蒸发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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