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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柴油 / 天然气双燃料发动机

着火过程解耦分析
袁宁辛，舒阳，陈彪

（长江航道测量中心，湖北 武汉 430010）

摘　要：天然气因其储量丰富、热值高、经济性好、C/H 比低等优点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替代燃料，压燃式天然气发动

机的着火过程对发动机后续着火过程有显著影响。本文通过同位素标记法解耦分析了船用柴油 / 天然气发动机中柴油着

火产生的热作用和化学作用对天然气着火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热作用是促进天然气着火的主要因素，化学作用对甲

烷着火过程的影响较小；在低温条件下，化学作用影响较大，随着温度升高，化学作用的影响降低；随初始压力升高，

化学作用在中温条件下对天然气着火过程的影响增强；随当量比升高，化学作用在中低温条件下对天然气着火过程的影

响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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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船舶柴油机因其热效率高、可靠性好、功率范围

宽等优点而成为船舶的主要动力装置。然而，自 20 世

纪 70 年代能源危机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日益上涨，且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和温室效应日益加重，降低污染物和

碳排放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传统的降低排放的后处理措

施成本较高，且不能降低碳排放。燃用替代燃料是一种

理想的降低污染物和碳排放以及节省石油燃料的技术方

案。天然气因其储量丰富、热值高、经济性好、C/H 比

低等优点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替代燃料。天然气的主要成

分是甲烷，通常碳氢比在 0.3 左右，而汽油和柴油的碳

氢比都在 0.5 左右，因此天然气发动机的碳排放低于汽

油机和柴油机。天然气是一种气体燃料，几乎不含硫，

燃烧温度低于汽油和柴油，NOx 和 SOx 排放较低。天然

气辛烷值高、抗爆性好，因此天然气发动机可以在较高

的压缩比下运行，热效率也相应较高。但天然气十六烷

值低，难以被压燃，在用作发动机燃料时需要额外的能

量引燃。

船用天然气发动机按照其点火方式可以分为火花引

燃天然气发动机和双燃料发动机，火花引燃天然气发动

机是通过缸内布置的火花塞引燃预混或直喷的天然气，

通常这样类型的发动机受到爆震和稀燃极限的限制，压

缩比不宜过高，热效率也通常较低，火花引燃天然气发

动机受限于天然气较慢的火焰传播速度，通常不适用于

大缸径的船舶发动机；双燃料发动机是通过直喷的高活

性柴油引燃预混或直喷天然气，这种类型的发动机着火

和燃烧都较为稳定，可以在更高的压缩比下运行，因此

通常热效率较高，适用于大缸径的船舶发动机。

滞燃期是对于发动机燃烧过程至关重要，它会影响

发动机的输出功、燃烧效率和排放性能。因此，研究柴

油和天然气的着火过程对于提高双燃料发动机的性能和

降低排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实际的柴油由上百

种组分构成，包括烷烃、环烷烃、烯烃、环烯烃和芳香

烃等，且产地不同也会导致柴油组分出现差异，难以直

接用研究实际柴油的着火特性，通常是以十六烷值与柴

油接近的正庚烷表示柴油的着火特性。天然气主要成分

是甲烷，还包含少量乙烷、丙烷、丁烷、氢气和氮气等

组分，天然气的来源不同会导致其成分出现差异，因此，

国际上通常是以其主要成分甲烷表示其着火特性。本文

以甲烷 / 正庚烷双燃料表示柴油和天然气的着火特性。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内外学者们对甲烷 / 正庚烷混

合燃料的着火特性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Liang 等在

激波管中测量了不同甲烷摩尔分数的甲烷 / 正庚烷混合

燃料的滞燃期。研究表明，即使少量的正庚烷也能显著

缩短甲烷的滞燃期，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的滞燃期与

甲烷含量变化是非线性关系。Schlatter 等在快速压缩机

中研究了正庚烷喷雾在甲烷 / 空气混合气中的着火特性。

研究发现，随甲烷含量增加，正庚烷滞燃期增长，预混

燃烧阶段的放热率升高。Polk 等在一台四冲程单缸机中

研究了当量比、柴油质量、气体燃料能量替代比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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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压力对滞燃期的影响，但他们的数据受到测量方法

的限制。Zhang 等在一台射流搅拌反应器中研究了正庚

烷的添加对甲烷低温和高温氧化过程的影响。研究表明，

随正庚烷含量增大，甲烷的起始氧化温度降低，即使少

量的正庚烷也能使甲烷的高温氧化温度显著向低温区偏

移。

模拟研究对认识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着火过程也

十分重要，国内外学者对甲烷 / 正庚烷双燃料的着火特

性也开展了一些模拟研究。Aggarwal 等用一个简化机理

模拟研究了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的滞燃期。研究发现，

甲烷的添加对正庚烷着火几乎没有影响，而即使少量正

庚烷的添加也能显著缩短甲烷滞燃期。Wei 等通过模拟

研究了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的着火特性。他们发现，

温度和当量比在所有研究条件下对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

料滞燃期都有显著影响，而压力和甲烷质量分数仅在部

分条件下对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滞燃期有显著影响。

Li 等通过模拟研究了正庚烷着火过程中产生的高活性中

间产物对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滞燃期的影响。研究表

明，即使少量中间产物对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滞燃期

也有显著影响，随着中间产物浓度增大，影响增大；中

间产物主要影响甲烷和正庚烷低温阶段的反应来加速着

火。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滞

燃期开展了大量研究，研究集中在正庚烷对甲烷着火影

响的宏观效应，Li 等人探究了正庚烷着火过程中产生的

中间产物对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的影响，关于正庚烷

着火对甲烷着火影响的内在机制未见报道。正庚烷着火

过程中会使反应系统温度升高，温度升高会加速甲烷着

火，这即是正庚烷着火对甲烷着火影响的热效应；此外，

正庚烷着火过程中还会产生高活性中间产物和活性基，

也会加速甲烷着火，这即是正庚烷着火对甲烷着火影响

的化学效应。因此，本文旨在探究正庚烷着火的热效应

和化学效应对甲烷着火的影响，并探究热作用和热作用

+ 化学作用条件下甲烷反应动力学差异。

2 模型和研究方法

本文是利用开源软件 Cantera 中的零维定容绝热模

型开展的模拟研究。该模型假设燃料在一个封闭的空间

内反应，和外界无物质和热量交换。采用的机理是 NUI

的正庚烷详细机理，该机理采用了分层结构，底层是

C1-C0 的详细机理，包含甲烷的详细氧化机理，该机理

已经得到了广泛验证，在此无需进一步验证。

正庚烷着火对甲烷着火的影响分为热效应和化学

效应，为了解耦热作用和化学作用，本文利用同位素标

记法，将正庚烷的 H 标记为 D，正庚烷即为 NC7D16，

NC7D16 不会与 CH4 发生任何反应，但产生的热量会使

反应系统温度升高，即可解耦出正庚烷着火的热作用对

甲烷着火的影响。NC7H16/CH4 混合燃料着火过程既有

正庚烷着火过程的热作用也有化学作用对甲烷着火的影

响，通过热作用得到的甲烷滞燃期减去热作用和化学作

用共同作用的甲烷滞燃期即是化学作用影响的甲烷滞燃

期。

在零维滞燃期模拟中，通常以 OH 浓度最大值所在

时刻或温度升高 400K 作为着火时刻。在本文研究中，

当只考虑正庚烷的热作用时，正庚烷着火也会使反应系

统温度升高，如图 1 所示，当以温度升高 400K 作为着

火标志时，正庚烷着火导致的温度升高会对甲烷着火判

定造成干扰，因此，本文以 OH 浓度最大时刻作为着火

标志。

图 1  初始温度为 800 K、初始压力为 5 MPa、当量比为 1、甲烷摩尔分数为

90% 条件下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着火过程中温度和 oh 浓度随时间变化历程

3 结果与讨论

为了探究热作用和化学作用对甲烷滞燃期的影

响，并分析造成影响的内在因素，本文通过研究压力为

1~10MPa，温度为 800~1200K、当量比为 0.5~2.0 和正

庚烷质量分数为 10~30% 范围内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

滞燃期变化，并通过敏感性分析和产率分析探究热作用

和化学作用对甲烷滞燃期造成影响的内在原因。

3.1 热作用和化学作用对甲烷滞燃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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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是不同压力条件下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滞燃

期随温度变化关系，图中表明，在三个不同压力条件下

热作用对甲烷滞燃期有显著影响，且在中高温条件下影

响更大；而热作用 + 化学作用影响的甲烷滞燃期与单独

热作用影响的滞燃期差异不大，且随着温度变化，热作

用 + 化学作用影响的甲烷滞燃期与热作用单独影响的滞

燃期也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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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当量比为 1、甲烷摩尔分数为 90% 条件下

热作用和化学作用对甲烷滞燃期的影响

图 3 是温度为 800 K、压力为 5 MPa、当量比为 1

条件下甲烷在不同作用下的羟基随时间变化关系。单独

热作用条件下羟基更快达到峰值，且 OH 和 OD 同时达

到峰值，这表明正庚烷和甲烷是同时着火的。而热作用

+ 化学作用工况下 OH 达到峰值时刻反而晚于单独热作

用条件下，这表明，在工况下化学作用对甲烷着火的影

响是负作用。在初始压力为 1MPa 时，化学作用对甲烷

滞燃期几乎没有影响，但随初始压力升高，中温条件下

化学作用的影响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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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初始温度为 800 K、初始压力为 5 MPa、当量比为 1、甲烷质量分数为

90% 条件下热作用和化学作用对 OH 浓度变化的影响

图 4 是不同当量比条件下甲烷正庚烷 / 混合燃料滞

燃期随温度变化关系。图中表明，在不同当量比条件

下，仍然是热作用对甲烷着火影响更大，化学作用对甲

烷滞燃期几乎没有影响；随着当量比的增大，化学作用

在中低温条件下对甲烷着火的抑制作用增大。图 5 是不

同甲烷质量分数条件下甲烷 / 正庚烷混合燃料滞燃期随

温度变化关系。在不同甲烷质量分数条件，仍然是热作

用对甲烷滞燃期的影响占主导作用。随着甲烷质量分数

增大，化学作用在中低温条件下对甲烷着火的抑制作用

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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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CWT 中国水运  2022·03  119

（1）正庚烷着火过程中产生的热作用是促进甲烷

着火的主要因素，化学作用对甲烷着火的影响较小。在

不同压力、温度、当量比和甲烷质量分数条件下，热作

用均是促进甲烷着火的主要因素。

（2）在中低温条件下，化学作用对甲烷着火的抑

制作用更大，且随当量比的增大和甲烷质量分数升高，

抑制作用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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