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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机的点火燃烧过程

概貌 转子机
‘

燃料经济性不好的

又一原因是点火燃烧不良 就基本原理来

说
,

转子机与一般的往复机 , 无异 但

由于燃烧室结构上的一些特点
,

有它独特

的面貌

间接点火过程 电火花先 点 燃 缩

入型面的点火穴内的可燃气
,

从点火穴孔

口 冲出的火炬再点燃主燃烧室内的可燃气

流

扫流 在压缩上止点附近
,

可燃气

呈现为顺着旋转方向横扫过燃烧室空间的

一股运动气流
,

它直接影响点火穴孔口 的

火炬点火过程和燃烧室内 的 火 焰 传 播 过

程

不利的燃烧室形状 压缩上止 点

附近的燃烧室为扁薄狭长的月牙形体
,

火

焰行程长
,

面容比大
,

可燃气组成分布的不

均匀性大

点 火过程的基础试验研 究 为 了

了解转子机电火花一火炬点燃可燃 气 流这

种间接点火过程的基本特点
,

建立了一个

比较简单
、

易于观察和测试的点火基础试

验装置
,

来观察点火过程的发展和测定工

程实际中感兴趣的一些因素对着火临界条

件的影响

试验装置 图 在试验段
,

一股

宜旅住压电撼 喊大穴

图

稳压筒

点火基础试验装置系统

均匀的可燃气流流过点火穴孔 口 ,

为点火

穴内的电火花引燃的火炬所点燃 点火穴

结构如图 点火采用一般车用高压感

应放电系统
,

电源则由一个直流稳压电源

供给
,

火花塞用标准的车用 型 试验

段是敞开常压的
,

空气由罗茨鼓风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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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为 一
、

目前转子机的性能 二
、

转子机的扫流 三
、

转子机的

气体漏泄
转子机系旋转活塞发动机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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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穴孔径价

可嫩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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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燃气江‘

、烤肇象
奎

那 , 乏叹厂下冤召召多芬派衣夕戈忍 花只诊琳二灭召

点火穴孔 型面

寺由气孔

图 点火穴结构
图 起始火焰形象

稳压筒供给
,

其温度由电加热器加热和控

制
,

流量用孔板流量计测定 燃料是一般

车用 “
一

号汽油
,

由置于高处的汽 油 箱 供

给
,

用浮子流量计测定其流量 汽油和空气

在混合段雾化
、

蒸发和掺混
,

在试验段前的

筒内均压整流
,

通过 的收缩段形成一

股出 口截面为 汉 耐 的均匀气流
,

流

过点火穴口 进行点火试验 试验段用石棉

绳板保温隔热 为了保持点火穴内可燃气

的状态和主气流一致
,

在点火穴壁面上钻

有小孔
,

用真空泵在每次点火前抽吸换气

调试和观察 调试中很快发现
,

气

流速度比较高时
,

可燃气的点燃范围相当

狭
。

在边界上
,

点燃与熄火很不规律
,

在

可燃气流速一混合比 用过量空气系数 表

示 坐标内的临界点燃曲线不是一条界限

鲜明的线
,

而是一条过渡带 装置经过改

装
,

加强了掺混
,

带宽有所缩小
,

但仍有约

△ 、 的变动范围 然而改装前后脉

动带的中心线却无变动
,

以后即以此中线

作为临界着火边界

点火穴内触发的电火花先将电极附近

的可燃气点燃
,

由于火焰传播和体积膨胀
,

从点火穴孔 口 喷出的
、

由火焰及其高温已

燃气组成的射流一火炬便将可燃气流点燃

穴内电火花点火的着火范围是较宽的 参

考图
,

孔 口 的火炬点火过程是控制过

程 图 是在孔 口侧面用高速摄影所观

察到的起始火焰的瞬时景象 它象贴附壁

面的半角锥面
,

顶端指向来流
,

在临界着

火的稀限边界上
,

起萝火焰在点火穴孔口

或者呈一束淡蓝色涵勺
、

尺度较孔径略大的

松散火苗发展
,

或者在孔 口 边缘仅见有火

焰一闪
,

随即熄灭 而在浓限边界上
,

有时

可看到沿着射流迹线有一条呈黄红色的火

焰丝条吐 出
,

在离开点火孔一段距离后
,

或

者熄灭
,

或者突然将可燃气流点燃
,

这种

在着火边界上临界点燃现象的差异
,

是稀
、

浓限点燃过程化学反应机构不同的反映
二夕 着火临界条件 对影响着火临界

条件的诸因素
,

如可燃气的流速
、

组成和

温度
,

点火穴结构
,

电火花能量等进行了

试验
二

可燃气的初始温度除说 明 外 均 为

℃
,

压力为环境大气压

厂
点火穴中一青

占

︵之压︸赵细华丫篆甘

飞”

点

‘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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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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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过量系数。

图 斗 着火临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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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气流速与着火临 界 条 件 图

是对一定的点火穴结构测得的 临 界 点

燃曲线 流速的影响正如一般 的 点 火 原

理洲所提出的
,

速度愈高
,

能点燃的混合比

范围愈窄
,

在流速为 的低速区
,

点

火范围 、 一 弓,

而当流速超过

时
,

可燃气就无法点燃 对于稀限
,

流速与

混合比 近似于线性 关 系
, 。 在 ,一

之间
,

点燃性能最佳 把相同流速下稀限

和浓限处的可燃气绝热火焰温度 吞 作对

比
,

发现在稀限处的要高得多 例如在流

速为 时
,

在稀限处 、
,

、

, ℃
,

而在浓限处 、
, 办。 ℃

,

相差竟达 ℃ 这种点燃稀浓限点火火

炬温度的差异
,

联系到稀限和浓限处所观

察到的不同临界点燃现象
,

可以设想
,

在稀

限
,

点燃机理是火炬的高温激发相接触的

可燃气内汽油和氧气之间的化学反应而形

成火焰传播 而在浓限
,

由于点火火炬中含

有相当大比例的
,

如在 时含

量可达近 并
,

这时主导的机构是气流中

的氧气和火炬中的氢气发生反应
,

再导致

可燃气流被点燃 由于氢气反 应性 能 活

泼
,

所需点火温度就低
,

并可能在射流迹线

上突然引发

图 , 是在不同的可燃气初始温度下

的临界点燃曲线 点燃性能随着温度提高

而改善

图 是将火花塞横放人可 燃 气 流
、

电火花直接点火时的临界点燃曲线 可燃

气流速的影响是极强烈的 与间接点火的

图 比较
,

在流速低时
,

电火花直接点火

的点燃范围宽
,

而在高速区
,

间接点火过程

有着更好的性能

︵受‘与赵闯退丫攀钧
一︸

点火穴币一 曰

占二

空气过量系敛

图 电火花直接点火着火临界条件

可燃气 压力
,

温度 ℃

空气过量系数“

图 可燃气初温对着火临界条件的影响

惰性气体的添加对着火临 界 条 件

的影响 为弄清废气掺混对转子机间接点

火过程的影响
,

在试验装置上
,

在可燃气中

添加不同数量的氮气
,

测定其临界着火条

件 图 表示分别添加 。外
,

多
,

外

容积含量的氮气时的临界点燃曲线 添加

惰性气体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对于一般

的电火花直接点燃静止可燃气的试验 ,
’

代

在添加量不是很多时
,

在临界点燃曲线的

稀限部分
,

添加的惰性气体和多余的空气

起着同样的作用
,

混合气中燃料的容积含

量百分数几乎不变 按照这个关系
,

相应

了‘

︵趁三︶侧瑙说丫形愉

’

又



, , 二
。

自

’ 汾
一 ·

小一

丁
一‘“

价一

厂尸万理卜
,

厂
卜理‘卜卜
卜,匕创知

夕‘︶侧州撰丫装怡

﹄刀,匕﹄卜厂印刃

一子口﹄︶剑渭花口、幕一
一︸

点火穴 子二 爪

瑞护一旎一不六一喃时育厂一
空气过量系数“

‘

图 斗 惰性气体 添加对着火临界条件的影响

点火穴 中 斗 , 占 。

空气过盈系数“

川

图 斗 点火穴孔径对着火临界条件的影响

的过量空气系数 岛 一。 一 从
,

如对

于容积含量份数 多 的氮 气 添 加
,

点燃范围的缩小亦约为 , 而图

上所反映的影响则远为强烈 其原因是
,

在直接点火中
,

作为点火源的电火花的能

量和状态是一定的
,

添加气仅影响到可燃

气的反应性能
,

而在电火花一火炬间接点火

过程中
,

惰性气体添加的影响是双重的
,

不

仅使可燃气流本身的反应性能变差
,

也使

点火火炬的温度降低
,

从而使点火性能显

著恶化 在转子机内
,

废气掺混的影响是

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点火穴结构与着火临界条件 点火

穴孔径 币和电火花离型面距离
,

是影响点

火的两个主要参数 孔径的影响见图 斗

对于 价二 , 的小孔径
,

着火范围很窄

增大至 价
,

情况有明显改善
,

再增

至 价
,

有改进
,

但已不那么显著

了 对小孔
,

观察到的点火火炬射流细而

急
,

穿透距离深
,

点燃的起始火焰尺度小

图
,

是调整电火花离型面距离时对

着火临界条件的影响
,

距离远些
,

点火性能

改善 表征点火火炬点燃作用的因素是火

︵澳任︸恻侧举矿攀甘

,

空气过量系数“

图 斗 火花塞离型面距离对着火临界条件豹影响

炬约尺变
、

温度和持续作用时间 点火孔

径愈大
,

点火源尺度就大
,

点火性能愈好
,

火花离型面太近时
,

对于小的点火孔
,

由于

受冷壁淬熄的影响
,

火炬的发展受局限
,

其

温度也低 对于大的点火孔
,

则又受到可燃

气流在孔口 诱导的气体扰动的影响
,

这些

都使点火性能恶化 因而和一般实际工作

中使火花塞尽量前靠的想法相反
,

电火花

太靠近型面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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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咫三︶侧淆涓了续片

点火穴功一

石
一

泞

空气过量系数

图 火花塞离型面距离对着火临界条件的影响

电火花能量的影响 调整 供 给 点

火线圈的初级线圈的电压
,

试验了点火能

量对着火临界条件的影响 正常用工作电

压是
,

在分别用 和 , 点火时
,

着火极限很少有影响 但在电压低于
,

即能量约降至 以下时
,

点火性能恶化

点火过程是间接的
,

由于控制过程是点火

穴孔 口 的火炬点火过程
,

因而这种情况也

是自然的

转子机的点 火燃烧过程 点火

基础试验装置上所作的一些试验观察
,

以

及所得到的一些着火临界条件的规律
,

为

了解转子机内的点火燃烧 过 程 提 供 了 依

据 实际转子机内的点火过程是复杂的
,

但

差异主要是量上的
,

和基础试验条件相比
,

其不同主要是可燃气的状态和点火穴内有

废气残留 有关可燃气的压力和温度的影

响
,

有人在往复机上做过试验
,

对于通常

最关心的着火稀限
,

发现临界混合比约较

常温常压 下 基 础 试 验 中测 得 的 宽 一

多
,

或者相近 所以试验结果是直

接可供参考的

由于点火穴内废气掺混对 点 火 过

程有很大影响
,

下面对转子机压缩过程中

点火穴内气体的组成和状 态 变 化 作 一 讨

论

在压缩过程中
,

气缸内的可燃气不断

充人点火穴内
,

设经时间 六 有 质量

的混合气充入 由于孔口 流速很小
,

压力

可认为是均匀的 由于点火穴容积 很

小
,

忽略其对总过程的干扰 不考虑散热

损失
,

由能量守 恒 关 系
, 了 一

, 及状 态 方 程
, ,

可得
、 , ‘ , , 、

不 一二一一 二乙

丫

这里用上标 “ ”表示点火穴内的状态
,

不

带“ ”的表示气缸内的状态 从密封片越

过点火穴孔而使穴与压缩腔相通作为起始

状态 以下用下标 表示 对上式积分
,

代

入状态方程并整理
,

可得穴内气体温度为

卫
‘ 。

不 于
·

下一一下花万寸戈下下丁一一不一 ‘ 口 ,

丁了 丫
,

日
、 ”‘

嘴 立竺 日 二 一 卜
。

在压缩过程中
,

气缸内混合气中所含

的新鲜可燃气的质量份数套 杏
。

常数 而

在点火穴内
,

由于起始的废气残留
,

给 。

由质量守恒关系 护 乙
。

及式
,

积分可得

。 一

才

「 户、
,

卜
, , , , 、

、一 一 、,
·

, 少

由 一 。“
·

丝
·

打
,

可得点火穴

孔 口 的充气流速
“ 一 土丝 且卫户

叮 了 六

作为一个计算例子
,

图 画 出了前

后火花塞点火穴内气体状态的变化 在点

火时
,

点火穴内的废气含量为 一 汁
,

对

后火花塞
,

这要较燃烧室内的高出约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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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室内 一台试验机上测得的可燃气工作范围的状

况 和一般的往复机相比
,

稳定工作的范

围窄
,

主要表现为稀混合气的使用受到局

限
,

以及在小节流阀开度 或者低充气量

下工作很不稳定 图 是一台周边进气

八前火花塞点火穴

︵次︶硬和︸禅铸了策险孩蒸

一 一 ‘ 一

一
土一

一一 〔心 一 日 一 图 循环间压力变化 , 一 转 分空转

试验机在 转 分空转时的循环间压力

变动
,

可以看到有周期性魄循环熄火
,

对于

着火的循环
,

压力的发展也很不均衡 转

子机工作过程的这种不稳定性
,

是与其点

火过程的特点相关的 图 斗 斗是根据前面

八曰门日自曰曰日八,厂
福。

产义︶剑呜

后火花塞弃火穴
劝

,

田转 分

前火花塞处

﹄几咚

一一 一一一一 二
一 《盯 一

明即︵三﹀剑讨璐丫策甘
一 一

生轴转角《度 压缩上止点

︵仍已︶侧崔

图 晤 压缩过程中点火穴内气体状态的变化
后火花塞处

对前火花塞
,

倘使不考虑流动交换
,

会高出

更多
,

由于这种废气更多的掺混
,

将影响穴

内的电火花点火
,

更主要的
,

它使点火火炬

温度降低
,

使点火性能恶化

在机械结构方面
,

转子机振动小
,

运转平稳
,

但在燃烧室内部点火燃烧过程

方面
,

稳定性能则是不好的 图 是在

二 廷助转 分

上止点

一岁了一龙了一或丁六
’

角 加

主轴转角 度

图 斗 一斗知 机型面点火穴孔处的扫流速度分布

扫流速度计算的图 画出的 玲
机在 转 分时前后火花塞点火穴孔处

点火时的气流速度分布 参照基础点火装

置上得到的临界点燃曲线图
,

考虑到可

燃气流速度较高和特别是低负荷下废气对

于燃烧室内和点火穴内的掺混
,

稳定工作

区只能是很受局限的 在点火基 础 试 验

中
,

虽然各种因素得到较好的控制
,

但在着

火边界上
,

区分着火和熄灭的脉动带已是

相当宽的 。 、 在实际的转子机内
,

由于这种扫流所固有的不规则性
,

点火穴

孔 口 的速度脉动会是相当大的 由于不利

的燃烧室形状
,

前侧倾向于废气含量高
,

混

尸一﹄叩即

产尸卜

田泊
︵乃忿汐汉哎犷渭

认各

图

〔名

空气过量系数“

卜﹂﹃曰月勺‘

可燃气工作范围 , 。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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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比稀
,

可燃气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
,

特

别在小负荷下
,

由于汽油的雾化
、

蒸发和掺

混不良
,

无论是点火穴内还是燃烧室内点

火穴孔 口 处
,

循环间可燃气组成的变动会

是很大的 所有这些因素
,

使得在点火时

处于形成阶段的起始火焰发展不稳定
,

表

现为迟燃期长短不一
,

甚至点燃与熄火交

替 出现
,

循环间的变动大

关于火焰传播 转子机的燃烧室

是很不紧凑的 图 画出了具有相同燃

烧室容积的往复机和转子机的燃烧室状况

以及火焰发展的大意 转子机的火焰行程

要长得多
,

发展中的火焰烽面的表面积小
,

由于扫流
,

起始火焰呈贴附型面顶端指向

来流的半角锥面形
,

火焰在顺旋转方向湍

流度高而传播快
,

逆方向传播困难 由于

可燃气的湍流度高和燃烧温度较低
,

火焰

面将是一个尺度比较厚的掺混反应区 燃

烧室形状也使可燃气组成很难组 织 均 匀
,

所有这些因素
,

使得燃烧过程发展迟缓和

不易完全 转子机的“ 尾气 ”
是在燃烧室的

后侧端部
,

由于那里强的冷却和淬熄效应
,

抗爆震性能好
,

因此可以使用较高的压缩

比
,

这是不利中的好的一面

使得热效率降低
· ,

这是转子机 燃 料经

济性不好的又一成因

五
、

一个改善转子机点火燃烧过程的

措施 —设置引火槽

引火槽 为了改善转子机 的 点 火

燃烧过程
,

我们设想和试验了一个改进措

施 在转子机缸体型面上
,

在前方等压区

部位的火花塞处
,

开设一个有一定深度 约
、

一定宽度 约 和轴向长度约

等于活塞上燃烧室凹坑宽度的引火槽
,

与

前置或中置的活塞凹坑形状相配合
,

形成

一种比较有利的燃烧室结构 图 由

于密封片越过时实际的漏气截面为活塞角

面与型面之间所留间隙所控制
,

且前后腔

的压差又不大
,

气体的漏泄量及其影响是

并不重要的

往复机
转子机

君。选兰纷翩
之

赞

感回

图 火焰发展过程概貌

转子机点火过程的稳定性差
,

使得

稀混合气的使用受到局限
,

燃烧过程也发

展退缓和不易完全
,

在小负荷下
,

由于废气

掺混和油气蒸发掺混不良
,

影响更甚
,

从而

图 引火槽的设置

在点 火基础试验装兰上的 试 验

在点火基础试验装置 匕 观察和试验了引



刀 字 字 于悦 年

已
·

学丫之

拍肠加

,于白冬诵︸豪军坦月
伽黝朋期

火槽的工作情况 点火时
,

可燃气流会沿

着整个引火槽口 被引燃
,

起始火焰的发展

呈现为一片 而在设置引火槽前
,

点燃的起

始火焰仅限于在点火穴孔口 处发展
,

呈一

束 在可燃气流速度比较低
、

混合比比较

浓的一定范围内
,

火焰会在引火槽 口 驻定

燃烧
,

测定了开设引火槽后的临界点燃曲

线
,

由于条件各异
,

很难和不开槽的作比

较
,

但从一般趋势看
,

对于浓限
,

边界有所

扩展 对于稀限
,

边界变化不大
,

但是更稳

定些 另外
,

在稀限处
,

引火槽内观察到有

火焰传播的临界混合比
,

要较将可燃气流

点燃的混合比范围为宽
,

例如在可燃气流

速度为 时
,

测得的稀限点燃边界为

、
,

而槽内火焰传播的临界 混 合 比

为
〔 、 这种情况会使具有不均匀流

动状态和组成状况的可燃气流的点火性能

改善

反 在转 子机上 的试验 设置 引 火 槽

这一设想
,

得到了很多兄弟单位的热情帮

助
,

共同协作
,

在多种研制的机型上
,

进行了

多方面的实验 从开始的定性试验到台架

上的前后性能对比试验和装车道路行驶试

验
,

考核了它的功效和在实际中是否可行

通过台架上的包括混合气的调整
、

进排气

系改变
、

点火情况的变动等试验
,

对它的作

用作 了考查 通过改变引火槽的尺寸
、

开

设位置
、

火花塞安装和活塞凹坑形状等的

试验
,

以确定比较合理的结构 虽然 由于

试验条件
、

样机状况等原因
,

试验的结果和

反映不完全一样
,

但是一般的趋势还是明

朗的

图 是一台排 量 较 大 周 边 进 气 的

试验机在设置引火槽前后的 外 特

性曲线
,

发动机都只用单前火花 塞 点 火

虽然试验中由于进气温度不同对充量略有

影响
,

但功率有所提高
、

比油耗率有所降低

的情况还是明显的 对于一般采用前后双

‘兮二

答 寻
况 弓

佗注常斧份

二之二布泛几二二立 二斌

联 洲刃

转速 转份
图 外特性曲线

火花塞点火
、

双端面进气的中等排量的转

子机
,

在使用浓混合气工作的外特性工况
,

由于点火燃烧过程组织较好
,

设置引火槽

的影响就不大
,

但是对于部份负荷工况
,

会

使比油耗率有程度不同的降低
,

图 是

在 ”试验机上测得的一组负荷调整

特性的对比
,

负荷愈小
,

引火槽的作用愈好

些 气缸内工作压力的测试表明
,

设置引

一一 开设引火槽后
。

一开设引火格前

、、、、、

与︸讥

、

交

、、·

义

︸卜卜曰
,

扮一弘厂
三」

珊溯珊姗翔

几‘
·
二二丫赘扁

图

即

入

负荷调整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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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火槽后压力的发展更均衡

,

迟燃期缩短 图

令
。

,

骆

声
一

二 洲产

一
。

一
。一

开设引火梢前

开设引火槽后

溯枷绷溯

︵﹄尸一
·

灿︶说

一匀 团
“

田
“

主轴转角

图 气缸工作压力
。 转 分

, 户, , ,

名

图 混合气调整特性
, 二 转 分

, ,

马力

进行了调整可燃气混合比的试验
,

图

是 试验机在 转 分
、

节流

阀全开工况下的混合气调整特性 的 对 比
,

在使用浓的混合气时基本没有变化
,

但使

用稀混合气时
,

功率要大些
,

比油耗率要低

些 图 是在 转 分
、

维持恒定中等

常用负荷时的混合气调整特性
,

图 是

在一个更小的负荷下的类似特性 可以看

。
·

。

卜 、

专、
, 厂

‘

一 一 一开设引火槽后

二

巴 菇尸‘

一。

一
。

一 开设引火槽前

。

义
、

、

入
、

‘

寸一 言

︸﹄一﹄
个于谕︶扁

入

一
,

一一 开设引火梢后

。

一
。一 开设引火摘前

月

空气过量系数

图 混合气调整特性

, 转 分
, 二 马力

、夕

﹄﹄曰甘,,

︵﹄
·

︶
‘甸

卜
, , , , , , ,

二了 名

图 , 混合气调整特性

, 一 转 分
,

节流阀全开

到
,

由于引火槽的设置
,

转子机能燃用更稀

些的混合气
,

比油耗率得到改善 试验了

采用端面和周边不同进气方式的影响
,

设

置引火槽
,

使得废气掺混影响比较大的周

边进气和影响比较小的端面进气的性能靠

近

为了确定引火槽合理的结构
,

进行了

开设不同宽度的槽和配合不同燃烧室凹坑



年

形式的试验
,

反映以 宽较合适
,

宽的亦同样起作用
,

和凹坑的配合以前置

较好
,

中置也可 在缸体型面上的设置位

置
,

以设在常用负荷时的等压区部位或者

略靠近后方些为宜
、

太靠前是不好的 试

验了火花塞电极在槽内前后安装位置的影

响
,

为了避免电极温度太高和引起早燃
,

应

装得略低于引火槽底

设置引火槽的转子机分别装在载重车

和小轿车上进行了道路行驶试验
,

使用情

况良好
,

怠速稳定
,

冷热起动方便
,

工作性能

有所改善 从等速油耗和道路百公里油耗

的试验数据看
,

在低速和在城市多变工况

行驶时的改善幅度较大
,

这和在台架上的

性能试验结果亦是一致的 开设了引火槽

的 型转子机
,

经受了 小时台架

耐久性试验
,

工作情况一直正常
,

解体时槽

内积炭情况一般
,

在实际中可以长期使用

引火 槽的作 用原理和 应 用 转子

机点火过程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稳定性差
,

因而混合比工作范围窄
,

循环间变动大
,

特

别是在小负荷 『
,

由于废气掺混和可燃气

的不均匀性大
,

更为突出 试设想这样的

情况 在点火时
,

倘若点火穴孔口 的气流

扰动太大
,

或者废气含量太多
,

混合比太稀

等原因使该时该处的着火条件不合适
,

起

始火焰就不易形成
,

或者形成的火苗微弱
,

发展缓慢而不稳定 引火槽的设置则在那

里形成一个迥流区
,

由于槽内有火焰传播

的混合气范围要较可燃气流被点燃的范围

宽
,

这时电火花触发的火焰就会在引火槽

内沿着缸体宽度方向传播
,

并在可燃气流

着火条件合适的地方将它点燃 着火点原

来只是中间一点
,

现在则是一线
,

犹如多

个火源点火
,

着火的几率增加了
,

起始火

焰的发展也有了更好的保障 因而
,

引火

槽使点火过程的稳定性增加
,

迟燃期缩短
,

可以使用更稀的混合气 此外
,

由于燃烧

室后方端部
,

特别是靠近前后端盖的二侧

部位
,

火焰常难于到达
,

故而那里可燃气的

燃烧最迟后而不完全
,

引火槽的设置
,

起着

将火焰往两边引的作用
,

增加了那里可燃

气及早被燃尽的机会

前面我们讨论了在前方等压区部位火

花塞处的引火槽设置 这样的引火槽
,

一

也

同样可以开设在靠近短轴 的 后 方 火 花 塞

处
,

在相应于活塞已将进气口 关闭位置的

前侧密封片部位的缸体型面上
,

其宽度可

为 一 ,
,

与中置或后置的燃烧室凹坑

相配合
,

采用单后火花塞工作 这时所引

起的漏气也并不是很大的
,

且有可能回收

前腔尾端的部分未燃气
,

并起到加强可燃

气掺混的作用

通过发动机上的台架性能试验和装车

道路行驶试验
,

表明引火槽的设置使转子

机的工作性能得到改善
,

对宽广的多工况
、

变工况的适应性能提高 发动机原来的点

火燃烧过程的组织愈差
,

效果也愈显著些

对于要求结构简单
、

维修方便的小功率转

子机
,

对于发展大排量
、

宽缸体的转子机
,

引火槽的设置
,

都会是很有助益的

六
、

结语

气密性差和点火燃烧不良是当前转

子机燃料经济性差的主要原因
,

前者的影

响主要是在中
、

低转速
,

后者的影响主要是

在小负荷
,

在转子机压缩上止点前后的燃烧室

内
,

可燃气呈现为一股横扫过燃烧室空间

的气流
,

对这种扫流提 出了工程计算方法
,

对典型燃烧室的扫流速度分布作 了 计 算
,

并讨论了它对转子机内部 工 作 过 程 的 影

响

讨论了 目前转子机 的 气体 漏 泄 状

况
,

对有气体漏泄的压缩过程作了分析
,

导

出了漏泄率的表达式以及漏泄与压缩多变

指数的联系
,

据此对转子机的气体漏泄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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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漏气的途径以及对性能的影响作了讨

论

模拟转子机的电火花一火炬 间 接 点

火过程
,

建立了一个点火基础试验装置
,

对

过程的发展作了观察
,

对影响着火临界条

件的诸因素
,

如流速
、

废气掺混
、

点火穴结

构等的影响进行了试验研究
,

据此对转子

机的点火燃烧过程的特点进行了讨论

设想和试验了一个改善转子机点火

燃烧过程的措施 —设置 引火槽 在点火

基础试验装置上作了观测
,

发动机在台架

上进行了性能试验和装车道路行 驶试 验
,

由于引火槽的设置
,

转子机的工作性能得

到改善

主 要 符 号 表

, ,

气体的压力
、

密度
、

温度
, 夕 气体容积

,

转子机单缸排量

时间

马
, , ,

召

马

“ , , 田

‘

丫于石于万

气流速度

活塞运动速度

平均有效漏泄面积 , 通道截

面积

表面积

压缩比

定压比热
、

定容比热
、

绝热指

数

转子机主轴转角
、

主轴转速 ,

主轴角速度

声速

压缩过程多变指数

无量纲漏泄参数

压缩过程中气体的漏泄率

混合气中新鲜可燃气的含量

空气过量系数

下标

起始压缩或环境状态

压缩终了状态

点火穴内气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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