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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用甲醇燃料的发动机尾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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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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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报导了在二冲程
、

四冲程汽油机及柴油机
<

上燃用甲醇
一
汽油混合然 料

、

) =。。

甲醇燃料的发动机尾气排放方面所做的研究
,

并与嫩用汽油
、

柴油的尾气排放进 行了对

照
4

结果表明
,

无论是甲醇
一
汽油混合燃料

,

还是) 协。甲醇燃料尾气 排放
,

都 较汽油
、

柴油尾气排放的常规污染物
,

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4

因此
,

应用甲醇燃料对改善环 境是

有益的
4

关锐词
>
甲醇

,

甲醛
,

尾气排放
4

甲醇的理化性质近似汽油
,

可部分或全部代替汽油或柴油在汽车上应用
,

而且
,

生

产甲醇有广泛的丰富的原料 9煤
、

天然气等; 来源
,

所以
,

被视为一种最有希望的代用

嫌料
,

在许多国家进行研究开发
4

自?≅ 年代起至 !≅ 年代末
,

出现了开发甲醇应用研究的

热潮
‘” 4

日本在 �  ? Α年制定了
“

阳光计划
” ,

� ! ≅年制定了 −
>

化学大型计划
, �  ! ∀ 年还

专门成立了
“

日本燃料甲醇联合公司
” ,

加强甲醇的开发和应用研究
,

对这 些 大型计划

政府给予了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
4

德国
、

瑞典等国政府均对甲醇嫩料的开发应用给予了

财力支持和优惠政策
,

使甲醇燃料在汽车上的应用技术达到了示范车队的水平
4

美国是

研究醇类代用嫩料投资最多
,

行车范围最大的国家
4

美国参议院�  ! !年 曾就  ≅ 年代中期

要求增加使用代用嫩料汽车
、

并对生产此类车采取鼓励政策一事通过了一项议案
4

美国

示范车队计划为: ≅ ≅≅ 辆
, �   �年将达到∀≅ ≅辆

4

美国政府对发展代用燃料采 取这样积极

的态度
,

目前主要是为了解决 日益严重的汽车排放对大气的污染
4

我国总的能源特征是
“

煤多
、

油少
” ,

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丰富的 煤 资源
,

无疑是

保证我国能源供给的关键
4

将固体燃料煤变成液体燃料甲醇
,

不仅是解决交通运输用燃

料的有效途径
,

也可减少污染
,

改善环境
4

人们普遍认为 甲醇是比汽油更为清洁的嫩料
,

尾气排放的 9当前; 规范物质总. −
,

−(和∃ (
二

减少
4

例如
,

瑞典用含�Β Χ 甲醇和Α Χ异丁醇的汽油混合燃料在 汽 车上试验
,

结果与汽油相比
,

总. −含量相似
,

∃ (Δ 减少 �≅ Χ Ε 用含�: Χ的甲醇
一汽油试验

,

−( 减少

Β≅ 一?≅ Χ
,

未燃的总. −减少�: 一 �! Χ
〔“’4

我国自�  !。年以来
,

先后在二冲程发动机和不同型号的四冲程发 动机 9例如
>

Φ =

Α �Γ
,

− + 一 �Α
,

− + 一巧
,

# Γ
一 Β �≅≅ 等汽油机及/ 一�  : 柴油机; 上进了甲醇

一汽油混合燃料和

)
, 。。

甲醇燃料的应用技术和排放性能的研究
4

此外
,

还对前西德提供的 /5Η Ι5 Η 5
汽油机

和 甲醇机的排放进行了对照排放试验测定
‘

�
4

甲醉
一汽油混合溜料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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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混合比例的甲醇
一汽油作为燃料

,

在 Α �Γ发动机上进行排放试验
,

结果 如图

�所示
4

从图3葡二 ;
4

9 ϑ ;
,

9 − ;中可以看出
,

随着甲醇掺入比例的增 大
,

总 . − −(和

∃妩排放量逐渐减少
,

汽油的排放量最大
4

而图 �中 9Κ ;
,

9 7 ; 则显示出随 着 甲醇掺

入比例的增大
,

甲醇
、

甲醛的排放逐渐增大
,

汽油的排放量最小
4

表 � 为几种发动机应

男手醇一汽油混合燃料与汽油机尾气排放的对比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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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试验结果表明
,

对于汽醇混合燃料来说
,

当掺入甲醇的比例Λ �: Χ 时
,

与汽油

相比
,

甲醇
、

甲醛的排放约高�倍 ,汽油排放的甲醇浓度为∀≅ 一 �: 2Μ Μ Ν
、

甲醛 的浓 度为

�Α 一:≅ Μ Μ Ν
4

但是
,

当掺入甲醇的比例增大时
,

就有明显的增加
4

�
4

)
, 。。

甲醉姗料 9含甲醉!: 一 ≅ Χ ; 的试脸结果

图 � 给出了二冲程发动机嫩用) > 。。纯甲醇嫩料与 汽油时
,

∃氏
,

− 2 和甲醛的排放
,

以及净化以后的排放水平
4

图 ∀ ,

图 Α 为 Α �Γ甲醇发动机燃用 ) , 。甲醇嫌料和燃用汽油

时的∃几
,

. −
,

Ο2
,

以及甲醇及甲醛的排放
4

表 � 给出了几种发动机燃用 )
/ ,

或 )
, 。

的

. −
,

−(
,

∃氏排放较汽油机排放的减少率
。

对Α  � Γ
,

/ 5 Η Ι 5 Η 5
等甲醇机和汽油机的台架试验表明

,
/ 5 Η Ι5Η

5 甲醇机在模拟道路试

验中
,

比汽油机. −减少�: Χ
,

−(降低!≅ Χ
,

∃氏降低?≅ Χ Ε 在外特性试验中
,

. −降低

∀∀ Χ
,

−(降低 Β: Χ
,

∃几降低∀∀ Χ
4

从这些常规污染物的排放来看
,

甲醇机的排 放 较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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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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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辱右鑫乳汽鹅誓乞降低为弋一 ?
,

升高 6 十 ?

油机有明显改善
−

负荷特性的排放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

对国 产发动机经 改 装后燃用随
Ε
·

或 巩 甲醇燃料时
,

规范污染物的排放也有明显改进
−

但是
、

甲醉
、

甲醛的排放量泛起

低比例的甲醇
一

汽油棍合燃料有显著增加
−

对此
,

我们用 自己研 制的催化剂
,

对、犯珍醇

机和扛譬良 。。毕醉机进行 了尾气催化净化研究 6 图 ∃ ?
−

净交后
,

甲醇
、

甲醛的 排校 水乎

可接近汽雇机的排放水 平
−

表 ∃ 列出了催化净 化的效果
−

另外
,

应用前西德提换的贵金

属净祀器
,

对 翼二、恤。。 甲醇机的尾 气进行了净 化试 验
二

经处理后的尾气中年馨含 量为

了
−

。
一

。二

葬砂 ⎯ =
,

甲醛 为。
,

Ε 0
−

Ξ 7 ⎯ ⎯ =
、

远 低于 ∃ 2 Η
二

、

汽油机尾气中的含童
、

甲霎在柴油机 毛的 嗬 用
,

不如在汽油机 红做的那样广泛和深人
−

这主要是手疥的埋

化胜质 与柴续的差异较 人
−

在实际使甩过程 中的困难和问题更多些
−

国内主要在 卜位漪

柴匙机 , 诬 萝应用研究 伙 从狐
。。

甲醉 柴油混合燃料及≅
。。

甲醇撇料与柴油对照 试验窿

果看
,

叮敷和
‘丫“的排放均有一 定程度的增加

Ε
但是 瑟6几和烟度均有改善

−

阳 3 给裹 了

一 ;鹉柴提矶燃用又
。

和柴油时
,

随 ?
,

的对照排放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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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盯
4

表 ∀ 催化净化器对甲醇机尾气的净化性能

− 5 Ι5 3Ω ΙΞ7 Ψ Ζ 6 汀Ξ7 5 ΙΞ2 Η 2 [ 7 Δ 8 5 Ζ ∴ Ι ] 5 ∴7 ∴ [ 6 2 Ν Ν 7 Ι8 5 8 2 3 7 Η ] ΞΗ 7

发动机型号 净化器型号
净化率 9Χ ;

工况
− .

∴
( . −.

�
≅ . 9二 −(

Α  �Γ

9) 。。;

)一 3型 外特性  ≅  � : ? ∀ !

⊥ _ 息 速 _

# ΓΒ � ≅ ≅

9) 。。;
) 一 �型

负荷特性

怠 速

 Α

! !

∀ ? ≅ Α :

∀ Β ? ! !

!:  � ! Α

∀
。

汽车尾气的光化学反应

汽车排气对大城市灾难性的危害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排出的. −和 ∃伍 等在阳 光的

照射下形成光化学烟雾
4

甲醇燃料与汽油对照在发动机压缩比为 !
4

: >� 条件下
,

按 当 量

比配成的排气在 � ≅≅ ΟΖ
·

[Ι 的烟雾室的试验结果
,

得到 甲醇的光化学反应性低于汽油
4

这

可能因为甲醇燃料尾气排放的光化学活泼的烃类比汽油少
,

而且∃氏的排放也比汽油少

的缘故
〔‘, 4

Α
。

小结

综上所述
,

应用纯甲醇 9)
> 。。

; 和 甲醇
一汽油混合燃料排放的. −

,

−(和 ∃氏 与汽油

相比有所降低
Ε
有机铅和苯的排放也降低或可完全避免 , 光化学反应性也有所降低

,

不

过
,

甲醇燃料排放的甲醇和 甲醛是增加的
,

掺入甲醇 Λ �: Χ时增加不明显
4

对 )
Ε 。。

甲醇

燃料的尾气采用催化净化处理
,

可以达到有效地控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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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Φ 7 7 8 Ι2 32 Κ ∋

, Μ Ζ 33Ν 5 Η = Φ
, �  : ≅

4

⎯ 6 Ξ1 ΞΗ ] −Ω 7 37 # Ο2 Η 2 Ν Ω
,

# Ν Ξ∴ ∴ Ξ2 Η ∴ 5 Η Κ Ψ 8 2 Ι2 Ο 8 7 Ν ΞΟ 5 3 ∋ 7 5 Ο

ΙΞ1 ΞΙΩ α ∴ ΞΗ ] + 3Ο2 8 2 3 β Ζ 7 3∴ 5 Η Κ χ 5 ∴ 2 3ΞΗ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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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 + α /∗ #) &// &( ∃ β ∋ () # ∃ χ &∃ #

Φ α ∋ ∃ &∃ χ ) # ∗ . + ∃ ( , β α # ,/

ε 户“口 ∋ “叮5 妈 Ψ姗] ) 厉妨胡 ] ,厉 Ψ 2 ]加

9∋ 7 ∴ 7 5 7 8 −7 Η Ι7 6 [2 6 # Ο Ο 卜
4

# Η 1 Ξ6Ο Η
姗

Η Ι 5 3 /Ο Ξ7 Η Ο7 , ,

− 8 ΞΗ 7 ∴ 7 + Ο 5 Κ 7 Ν Ω 2 [ /Ο Ξ7 Η Ο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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