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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压柴油机文丘里管式 ＥＧＲ性能试验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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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某 Ｖ型增压柴油机为研究对象，选定原机额定工况为设计工况点，设计并搭配了文丘里管式高压废气再

循环（Ｅｘｈａｕｓｔｇａｓｒ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ＧＲ）系统。通过试验研究了不同工况下、不同 ＥＧＲ率对柴油机燃烧与排放性能

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工况下的 ＥＧＲ性能评估及最佳 ＥＧＲ率的确定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灰关联分析优

化的多目标灰色决策评估方法。试验结果表明，利用文丘里管可以达到废气的引射要求，能够有效改善柴油机的

排放性能。当 ＥＧＲ率升至 ８％左右时，所有工况点的 ＮＯｘ均能降低 ２５％左右，但烟度及油耗小幅增长；同转速下，

柴油机在高负荷、高 ＥＧＲ率时烟度排放量更高，ＮＯｘ的排放量基本随着 ＥＧＲ率的升高而直线降低；通过优化评估

方法可以获得各工况的最佳 ＥＧＲ率，柴油机在低转速工况时，小 ＥＧＲ率获得了更高的综合评估值，因此宜采用小

ＥＧＲ率；随着转速提升，较高 ＥＧＲ率获得更高的评估值；当柴油机转速过高时，过高的 ＥＧＲ率取得的评估值反而

下降，因此不宜采取过高 ＥＧ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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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废气再循环（ＥＧＲ）是目前降低柴油机ＮＯｘ排放

量的主要措施
［１］
，其实现过程主要是将排气中的一

部分废气引入到进气管，同新鲜空气混合后进入气

缸重新参与燃烧的过程
［２－３］

。ＥＧＲ技术关键在于
使足够的废气回流到进气管，克服增压柴油机高工

况下增压压力高于排气压力导致的 ＥＧＲ废气回流
困难的问题

［４－５］
，并根据发动机的不同工况给出最

佳的 ＥＧＲ率。
ＥＧＲ的主要实施方式包括安装节气门［６－８］

或

者文丘里管
［９－１１］

，其中，安装节气门易于实现，但会

对涡轮增压器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恶化柴油机扫气

效果，影响柴油机正常运行，而安装文丘里管结构仅

对进气压力产生较小影响，但不便于布置。

目前，关于最佳 ＥＧＲ率的确定问题，尚没有针
对性的研究和统一标准。杨帅等

［１２］
在确定最佳

ＥＧＲ率时，以 １３个工况点颗粒不超过原机为原则；
张振东等

［１３］
在 ＰＭ不超过原机基础上，综合考虑油

耗的增加程度、ＮＯｘ的改善程度等因素，低负荷时选
择高 ＥＧＲ率，高负荷时选择低 ＥＧＲ率；文献［１４－
１６］均采取类似方法。上述方法能够充分利用专家
及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实现最佳 ＥＧＲ率的
确定。但是评估结果仅依赖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和

理解，不同的决策者在性能折衷取舍上的差异都会

导致不同的决策结果。

本文针对一款 Ｖ型增压柴油机的高压 ＥＧＲ系
统进行研究，为柴油机设计并搭配文丘里管式高压

废气再循环（ＶｅｎｔｕｒｉｔｕｂｅＥＧＲ）系统，通过试验分析
ＥＧＲ对不同工况下柴油机性能的影响，并基于试验
数据分析提出一种增压柴油机 ＥＧＲ性能评估及最
佳 ＥＧＲ率决策优化方法。

１　试验设备及方法

以河柴重工生产的增压中冷型 ＴＢＤ２３４Ｖ１２型
柴油机为研究对象，柴油机主要技术参数如表 １所
示，主要测试仪器设备如表２所示。

表 １　ＴＢＤ２３４Ｖ１２型柴油机主要技术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ＢＤ２３４Ｖ１２

参数 数值

标定功率／ｋＷ ４４４（１８００ｒ／ｍｉｎ）

缸径 ×行程／（ｍｍ×ｍｍ） １２８×１４０

压缩比 １５

气缸排列方式 Ｖ型 １２缸 ６０°夹角

燃烧室型式 直喷 ω型

表 ２　主要测试仪器设备

Ｔａｂ．２　Ｍａｉ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测试仪器 测试参数

ＡＶＬＩ６０型废气分析仪
柴油机排气中的 ＮＯｘ、ＣＯ２、

ＣＯ、ＣＨ等废气成分

Ｔｅｓｔｏ３５０型烟气分析仪 柴油机进气 ＣＯ２成分

ＣＰＡＣＩＭＥＴＥＲ４３９型

不透光式烟度计
烟度测量

ＦＣ２２１０型智能油耗仪 柴油机燃油消耗率

ＳＧ８８０型水力测功器 转矩

２　文丘里管 ＥＧＲ系统设计

ＴＢＤ２３４Ｖ１２型柴油机原机试验数据表明，增压
后的进气压力明显高于排气压力，给实现废气再循

环带来困难。因此本文考虑采用加装文丘里管来实

现废气再循环混合。

在考虑柴油机台架空间布局和文丘里管尺寸后，

决定选择串联的文丘里管系统，其示意图见图１。新
鲜空气经２个并联压气机压缩，经 １个三叉管道汇
合后流入文丘里管进口截面，然后空气流经收缩段，

流速增加，压力减小。废气从排气管中引出，经废气

中冷和 ＥＧＲ阀后与新鲜空气在喉口部位进行混合，
随后在扩压段恢复压力，最后到达各缸进行燃烧。

图 １　串联文丘里管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Ｖｅｎｔｕｒｉｔｕｂ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决定文丘里管性能的关键参数有喉部面积和扩

压段锥角。喉部面积决定了文丘里管的引射能力，

扩压段锥角决定了混合后气体压力的恢复状况。将

管内流动简化为定常流，若柴油机在设计工况工作，

调节 ＥＧＲ阀的开度从全闭到全开时，文丘里管均能
起到降压引射的作用，达到试验需要的 ＥＧＲ率，并
且当 ＥＧＲ阀全开时文丘里管喉口部位刚好不发生壅
塞现象，因此，选取柴油机额定工况（１８００ｒ／ｍｉｎ，
４４４ｋＷ）为文丘里管设计工况。

根据气体动力学原理，首先计算确定喉口面积；

在确定喉口面积后，根据经验公式来确定文丘里管

喷嘴长度 Ｌ１、混合段长度 Ｌｔ和扩压器长度 Ｌ２，为了
兼顾试验台架的空间布置，总长度 Ｌ的选取需具备
安装的可行性。经过计算，各主要参数如下：喉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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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ｄｔ＝５４８４ｍｍ；收缩锥角 α＝２４°，满足 １０°＜α＜
４０°；Ｌ１＝１４１５ｍｍ；Ｌ＝４４１５ｍｍ，Ｌｔ＝５０ｍｍ，Ｌ２＝

２４５ｍｍ；扩压角 β＝１４°，满足 １１°＜β＜１８°［１１］，故设
计的扩压段满足要求。

最终的文丘里管实物如图 ２所示，ＥＧＲ系统结
构示意图如图３所示，试验台架实物如图４所示。

图 ２　文丘里管实物图

Ｆｉｇ．２　Ｖｅｎｔｕｒｉ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ａｐ
　

图 ３　ＥＧＲ系统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ＥＧ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中冷器　２．文丘里管　３．ＥＧＲ阀　４．ＥＧＲ冷却管　５．压气机

６．过滤器　７．排气管　８．三通阀　９．涡轮　１０．前置过滤器　

１１．废气分析仪　１２．不透光式烟度计　１３．燃烧分析仪　１４．油耗

仪　１５．发动机测控仪　１６．水力测功机　１７．ＴＢＤ２３４Ｖ１２型柴油

机　１８．压力、转速传感器　１９．试验台架监测台　２０．进气歧管
　

图 ４　试验台架实物图

Ｆｉｇ．４　Ｔｅｓｔｂｅｎｃｈ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ａｐ
　

３　性能试验

３１　ＥＧＲ率对缸内压力的影响
图５为不同工况下 ＥＧＲ率对缸内压力的影响

曲线。由图５可知，同一工况下缸压曲线变化趋势
基本相似，在中低转速下呈单峰，高转速下呈双峰，

燃烧形成的波峰值基本都在刚过上止点后出现，随

着 ＥＧＲ率的增大，缸内压力峰值呈下降趋势。如
图５ａ转速９００ｒ／ｍｉｎ、２５％负荷工况点时，峰值下降
了０６３ＭＰａ。其原因是由于 ＥＧＲ废气的引入导致
进气压力和进气量的降低，同时混合气中氧浓度降

低而惰性气体分子数增多，对燃烧的阻滞作用增强，

从而导致缸内的初始压力和压力峰值的下降。缸内

压力在低转速工况下呈单峰状，燃烧形成的波峰值基

本在刚过上止点后２°～８°出现。图５ｂ为１５００ｒ／ｍｉｎ、
２５％负荷工况点，可以看出缸内压力呈双峰分布，第
１峰在上止点后２°左右，燃烧发生在上止点前，主要
是由于活塞上行引起的压缩峰，随着 ＥＧＲ率的增加
第１峰值逐渐减小。第 ２峰出现在上止点后 ８°左
右，当活塞到达上止点后开始下行，下行引起缸内压

力降低，但燃烧造成的压力升高幅度大于活塞下行

引起的压力下降幅度，所以出现了第 ２峰。随着
ＥＧＲ率的增大，进入气缸的废气成分增多，缸内气
体的比热容升高，导致滞燃期时间延长，最终使燃烧

始点相应延迟。因此 ＥＧＲ的引入使缸内压力曲线
整体向上止点后偏移。

图 ５　不同 ＥＧＲ率对缸压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ＧＲｒａｔｅｓｏｎ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３２　ＥＧＲ率对油耗的影响

图６为 ９００ｒ／ｍｉｎ和 １５００ｒ／ｍｉｎ转速下，负荷
分别为２５％、５０％、７５％时油耗率随 ＥＧＲ率的变化
曲线。由图６可知，在同等负荷下，随着 ＥＧＲ率增
加，废气引入量的增多使得燃烧室内的燃烧恶化，燃

烧不充分，故油耗基本与 ＥＧＲ率呈线性变化。小负
荷时，由于空燃比大，进入气缸内的新鲜空气富余，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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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增多对燃油消耗率影响不大，因此燃油消耗率变

化缓慢，如１５００ｒ／ｍｉｎ转速、２５％负荷时，当 ＥＧＲ率由
０升至 １０８％时，油耗率由 ２５７５ｇ／（ｋＷ·ｈ）上升至
２６８１ｇ／（ｋＷ·ｈ），增加了 ４１２％。而在高负荷区，
由于 ＥＧＲ引入使空燃比严重降低，导致缸内局部混
合气浓度过高，并发生缺氧状况，因此，随着 ＥＧＲ率
的增加混合气浓度继续升高，最终导致缸内燃烧恶

化。随着后燃加重，在活塞下行阶段仍有部分燃油

燃烧，放热率峰值后移，使对外做功能力减弱，所以

大负荷区扭矩下降幅度大于小负荷扭矩下降幅度，

试验中为了弥补功率的损失，唯有通过加大喷油量来

维持足够的功率输出，故燃油消耗率随着 ＥＧＲ率增
加而升高。如１５００ｒ／ｍｉｎ转速、７５％负荷时，当 ＥＧＲ
率由０上升至１０８％时，油耗率由 ２００４ｇ／（ｋＷ·ｈ）
上升至２１２２ｇ／（ｋＷ·ｈ），增加了 ５８９％；在小负荷
区由于扭矩损失较小，故耗油上升较大负荷区更加

平缓。

图 ６　不同 ＥＧＲ率对油耗率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ＧＲｒａｔｅｓｏｎｆｕｅ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３３　ＥＧＲ率对 ＮＯｘ排放量的影响
图７为 ９００ｒ／ｍｉｎ和 １５００ｒ／ｍｉｎ转速下，负荷

分别为 ２５％、５０％、７５％时 ＮＯｘ排放量随 ＥＧＲ率的
变化曲线。由图７可知，ＥＧＲ废气的引入可以有效
改善 ＮＯｘ的排放，特别在高负荷时效果更加明显。
对比试验结果发现，当 ＥＧＲ率升高至 ８％左右时，
ＮＯｘ排放量均能降低２５％左右。

在９００ｒ／ｍｉｎ转速、２５％负荷时，随着 ＥＧＲ率的
增加，ＮＯｘ排放量开始呈下降趋势，从３７６９９×１０

－４

下降至２５１２×１０－４；当 ＥＧＲ率从 １０４％继续增加

到１１６％时，ＮＯｘ增加了 １０１×１０
－５
。主要原因是

因为在低转速工况点时，随着 ＥＧＲ废气的引入，一
方面降低缸内总体氧浓度，另一方面使得缸内温度

上升，相应高温持续时间也增加，此时氧浓度下降的

效果会被抵消，故在此时 ＥＧＲ对 ＮＯｘ产生负面效
果，ＮＯｘ排放量会略微升高。

图 ７　不同 ＥＧＲ率对 ＮＯｘ排放量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ＧＲｒａｔｅｓｏｎＮＯｘ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当转速增加到１５００ｒ／ｍｉｎ时，废气中的大量惰

性气体开始凸显作用，阻碍燃烧的快速进行，缸内温

度随之降低，由于 ＮＯ的生成速度低于燃烧反应速
度，故仅有少部分的 ＮＯ产生于火焰的外沿区，并且
随着转速的升高，高温持续时间缩短使 ＮＯ达不到
平衡含量，故 ＮＯｘ生成量随着废气量的增多而下降。
如在１５００ｒ／ｍｉｎ，７５％负荷工况，当 ＥＧＲ率从 ０６％
变化到１０１％时，ＮＯｘ从２１０１×１０

－４
降低到１４６５×

１０－４，共下降了３０２７％。
３４　ＥＧＲ率对烟度的影响

图８为 ９００ｒ／ｍｉｎ和 １５００ｒ／ｍｉｎ转速下，负荷

分别为２５％、５０％、７５％时烟度随 ＥＧＲ率的变化曲

线。由图８可知，烟度的变化趋势与 ＮＯｘ排放量的
变化趋势基本相反。小负荷时，烟度几乎不随着

ＥＧＲ率变化或变化很小。随着负荷的增加，烟度增
大，同时随 ＥＧＲ率的增加，烟度的增幅也变大。同
转速下，高烟度区向大负荷、高 ＥＧＲ率区域转移。
变化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空燃比和缸内局部的温度。

如９００ｒ／ｍｉｎ、２５％负荷时，ＥＧＲ率变化初期烟
度排放值基本保持不变，当 ＥＧＲ率增至约 ９％时，
烟度才明显上升，此后随着 ＥＧＲ率的不断增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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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本呈指数曲线大幅度上升。随着 ＥＧＲ率不断
增大，较之低负荷工况点，高负荷下烟度突变点也相

应的提前，在 ９００ｒ／ｍｉｎ、７５％负荷工况下，烟度在
ＥＧＲ率达到 ５４％时发生突变，剧烈增加。这主要
由于在相同转速下，负荷越高，空燃比越小，ＥＧＲ率
对空燃比的影响对缸内燃烧作用就越敏感，产生的

效果就越突出，同时缸内温度的上升，加剧了二次燃

烧，致使该工况下烟度排放提高。在高负荷下，ＥＧＲ
对烟度排放的负面影响越发明显，因此在高负荷工

况点下，柴油机应控制 ＥＧＲ率避免过高。

图 ８　不同 ＥＧＲ率对烟度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ＧＲｒａｔｅｓｏｎＳＯＯＴ
　

４　最佳 ＥＧＲ率的确定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 ＥＧＲ率对增压柴油机燃烧
与排放改善效果是不同的。由于本试验条件的限制

以及加工条件受限，导致在进排气混合的过程中，压

力有一定损失，最高 ＥＧＲ率也被限制在 １５％，获得
的数据点也有限。考虑到多目标灰色决策理论在解

决少数据决策问题上的独特优势
［１７－２０］

，本文考虑引

入多目标决策方法。

４１　基本模型

灰色决策是灰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１］
，传统

多目标灰色决策模型的主要构成部分包括事件集、

对策集、局势集、决策目标以及决策权重等。

（１）根据事件集和对策集构造相应的局势集。
设 Ａ＝｛ａ１，ａ２，…，ａｎ｝为事件集，对策集为 Ｂ＝｛ｂ１，
ｂ２，…，ｂｍ｝，ｓ＝｛ｓｉｊ＝（ａｉ，ｂｊ）｜ａｉ∈Ａ，ｂｊ∈Ｂ｝称为局

势集，ｕ（ｋ）ｉｊ （ｉ＝１，２，…，ｎ；ｊ＝１，２，…，ｍ）为局势 ｓｉｊ在
ｋ目标下的效果样本值。

（２）选取决策目标，每个决策目标都需要确定

其效果测度，其中上限效果测度为

ｒ（ｋ）ｉｊ ＝
ｕ（ｋ）ｉｊ

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ｊ
｛ｕ（ｋ）ｉｊ ｝

（１）

主要着限于衡量白化值偏离最大白化值的程度。

下限效果测度为

ｒ（ｋ）ｉｊ ＝
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ｊ
｛ｕ（ｋ）ｉｊ ｝

ｕ（ｋ）ｉｊ
（２）

主要着限于白化值偏离下限的程度。

适中效果测度为

ｒ（ｋ）ｉｊ ＝
ｕ（ｋ）ｉ０ｊ０

ｕ（ｋ）ｉ０ｊ０ ＋｜ｕ
（ｋ）
ｉｊ －ｕ

（ｋ）
ｉ０ｊ０
｜

（３）

式中　ｕ（ｋ）ｉ０ｊ０———ｋ目标下的指定效果适中值
这 ３种测度分别适用于不同场合：希望局势越

大越好，则可用上限效果测度；希望局势损失越小越

好，则用下限效果测度，希望效果是某个指定值的附

近，则用适中效果测度。

（３）根据每个决策目标的效果测度，求解局势
集在 ｋ目标下一致效果测度矩阵

Ｒ（ｋ）＝［ｒ（ｋ）ｉｊ ］＝

ｒ（ｋ）１１ ｒ（ｋ）１２ … ｒ（ｋ）１ｍ
ｒ（ｋ）２１ ｒ（ｋ）２２ … ｒ（ｋ）２ｍ
  

ｒ（ｋ）ｎ１ ｒ（ｋ）ｎ２ … ｒ（ｋ）













ｎｍ

（４）

式中 ｒ（ｋ）ｉｊ 为局势 ｓｉｊ的一致效果测量向量。
（４）确立决策权重 ηｋ（ｋ＝１，２，…，ｓ），其中

∑
ｓ

ｋ＝１
ηｋ＝１；求解局势 ｓｉｊ的综合效果测度 ｒｉｊ和综合效

果测度矩阵为

Ｒ＝［ｒｉｊ］＝

ｒ１１ ｒ１２ … ｒ１ｍ
ｒ２１ ｒ２２ … ｒ２ｍ
  

ｒｎ１ ｒｎ２ … ｒ













ｎｍ

（５）

其中 ｒｉｊ＝∑
ｓ

ｋ＝１
ηｋｒ

（ｋ）
ｉｊ （６）

（５）若ｍａｘ｛ｒｉｊ｝
１≤ｊ≤ｍ

＝ｒｉｊ０则称 ｂｊ０为事件 ａｉ的最优对

策；若ｍａｘ｛ｒｉｊ｝
１≤ｊ≤ｍ

＝ｒｉｊ０则称 ａｉ０为对策 ｂｊ相对应的最优

事件，若ｍａｘ｛ｒｉｊ｝
１≤ｊ≤ｍ

＝ｒｉ０ｊ０则称 ｓｉ０ｊ０为最优局势。

４２　模型优化
由上述原理可以看出，决策目标和对应的目标

权重在传统决策模型中占据主要因素。考虑到

ＥＧＲ率对柴油机动力性、经济性及排放性的综合影
响，本文选取燃油消耗率、ＣＯ、ＮＯｘ、烟度及缸内爆压
作为决策目标，不同的决策目标代表着柴油机不同

方面的性能，从而将不同性能之间的问题转换为决

策目标权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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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决策权重的分配都由决策者按照决策目

标的重要程度予以赋值，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分

发挥专业人士或专家的经验特长，但是，单纯依靠主

观判断会使得最终的决策结果缺乏客观合理性。此

外，不同于一般决策问题，最优 ＥＧＲ率的决策需要
综合考虑柴油机动力性、经济性及排放性等因素，无

论是单纯的主观赋值法还是客观赋权法，都无法满

足 ＥＧＲ的实际特点。因此，本文考虑以最优 ＥＧＲ
率的确定基本原则为优化背景，采用主客观综合赋

权方法来实现决策模型的优化，并最终选择采用基

于专家打分和灰关联分析的权重优化方法，从而更

好地贴近 ＥＧＲ优化原则。
作为灰色系统理论中一个重要分支，灰色关联

分析主要是通过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完

成对系统内序列几何关系的比较，求出参考数列与

各比较数列之间的灰关联程度，与参考数列关联度

越大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系越紧密。具体

建模过程不再赘述，可参照文献［２１－２２］。
（１）ＥＧＲ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降低 ＮＯｘ污染物

的排放，考虑到不同工况 ＥＧＲ的不同运行特点，首
先根据柴油机不同转速对决策目标 ＮＯｘ进行赋值：
若柴油机处于低转速工况（ｎ≤９００ｒ／ｍｉｎ），ＮＯｘ排放
浓度较低，为了保证柴油机工作的稳定性和经济性，

宜采取较低 ＥＧＲ率，因此令 ＮＯｘ权重 η３＝０３。若
柴油机处于高转速工况（ｎ＞１２００ｒ／ｍｉｎ），ＮＯｘ排放
浓度较高，为了有效降低柴油机排放污染物，宜采用

较大 ＥＧＲ率，因此令 ＮＯｘ权重 η３＝０５。若柴油机
处于中等转速工况（９００ｒ／ｍｉｎ＜ｎ≤１２００ｒ／ｍｉｎ），
ＮＯｘ排放浓度逐步升高，因此令 η３＝０４。

（２）由于不同决策目标分别反映着柴油机不同
方面的性能，因此各指标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内

在联系，笔者认为可以将这种关系看成一种特定的

“灰关系”。在本研究中，主要考虑的因素是 ＮＯｘ的
改善情况，其次再去权衡其他性能指标的影响，因此

本文考虑引入灰关联分析来计算 ＮＯｘ与其他决策目
标之间的灰关联系数，从而作为分配权重的依据。

将不同 ＥＧＲ率下对应的 ＮＯｘ排放量（包括原
机）作为母序列；以其他 ４个评价指标对应的数值
（包括原机值）作为子序列；求解其他 ４个决策指标
与 ＮＯｘ指标之间的关联度，ｒ′ｉ（ｉ＝１，２，３，４），进而得
到它们之间的关联系数为

ｒｉ＝
ｒｉ′

∑
４

ｉ＝１
ｒｉ′

（７）

已知 η３和 ｒｉ，由 ｒｉ（１－η３）求解其他 ４个决策
目标权重值 ηｋ（ｋ＝１，２，４，５），并构成最终的优化权

重 ηｋ（ｋ＝１，２，３，４，５）。

（３）将优化权重 ηｋ（ｋ＝１，２，３，４，５）返回到决策
模型中，重新得到优化后决策结果。

该方法以不同工况 ＥＧＲ运行特点为出发点，根

据不同转速下 ＮＯｘ排放量变化，通过专家打分来赋

值 ＮＯｘ指标权重，再利用灰关联分析求解其他决策

目标与 ＮＯｘ之间的紧密程度，从而求解所有决策目
标的权重，再将优化后的权重向量代入决策模型中，

对不同 ＥＧＲ率对应的性能程度进行综合评价。

４３　评估及决策结果分析
任意选取试验中 ３个工况点，分别对应低、中、

高转速工况。其中部分工况点试验数据详见表３。

表 ３　部分工况点试验数据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ｔｏｆ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工况
ＥＧＲ

率／％

燃油消耗率／

（ｇ·ｋＷ－１
·ｈ－１）

φＣＯ φＮＯｘ
烟度／

ｍ－１
缸内爆

压／ＭＰａ

０ ２３６３ ３０９００×１０－４ １０９３０×１０－３ ００４５ ７６４６２

２２ ２４１６ ３１６５７×１０－４ １１０４５×１０－３ ００６３ ７２５４５

工况１
４６ ２４２７ ３３５５３×１０－４ １００２６×１０－３ ００８８ ７２１０８

７５ ２４３９ ３６６７０×１０－４ ９４３５０×１０－４ ００８４ ７１３９３

８８ ２４６９ ４２７８４×１０－４ ８９０６５×１０－４ ０１２０ ７０１６７

１０５ ２４８７ ５０３６２×１０－４ ７８３６０×１０－４ ０２７０ ６９５６８

０ ２３０１ １８８０×１０－４ ８２５０×１０－４ ００３５ ６６８５９

０５ ２３０５ １９６２×１０－４ ７８３２×１０－４ ００４１ ６５４２８

工况２
３５ ２３４６ ２１１３×１０－４ ７４３２×１０－４ ００４９ ６３５９５

６８ ２３６１ ２２９４×１０－４ ６６９１×１０－４ ００５３ ６３０５２

９５ ２４２９ ２７３５×１０－４ ５４３５×１０－４ ００９０ ６０４８５

１２６ ２４４３ ３８０６×１０－４ ４９７４×１０－４ ０２７０ ５９２７４

０ ２５７５ １８００×１０－４ ８１０００×１０－４ ００３５ ８２５０４

１２ ２５６７ １９６２×１０－４ ８３２４５×１０－４ ００５１ ７７９９６

工况３
３５ ２５９９ ２１１３×１０－４ ７８６３０×１０－４ ００５５ ７６１７６

６１ ２６１３ ２２９４×１０－４ ７０１６０×１０－４ ００６０ ７５１７１

８３ ２６６８ ２７３５×１０－４ ６４３５０×１０－４ ００７８ ７４１０５

１０８ ２６８１ ３８０６×１０－４ ５８９７０×１０－４ ０１９０ ７１９６５

　　（１）工况１
ＥＧＲ率分别选取 ２２％、４６％、７５％、８８％和

１０５％；不同 ＥＧＲ率下各指标参数的试验数据构成
了效果样本矩阵为

ｕ（５）ｉｊ ＝

２４１６ ３１６５７ １１０４５ ００６３ ７２５４５
２４２７ ３３５５３ １００２６ ００８８ ７２１０８
２４３９ ３６６７０ ９４３５０ ００８４ ７１３９３
２４６９ ４２７８４ ８９０６５ ０１２０ ７０１６７















２４８７ ５０３６２ ７８３６０ ０２７０ ６９５６８

其中，矩阵中行向量 ｉ代表依次代表燃油消耗率、

ＣＯ排放量、ＮＯｘ排放量、烟度和缸内爆压，列向量 ｊ
代表不同 ＥＧＲ率。

首先，求得 ｋ目标下一致效果测度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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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５）ｉｊ ＝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５５ ０９９０６ ０９７８５ ０９７１５
０９５９０ ０９６４８ ０９７４４ ０９９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０９５ ０７８１６ ０８３０５ ０８７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１５９ ０７５００ ０５２５０ ０２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３５ ０８６３３ ０７３９９ ０６２８６

构建灰色关联序列：

母序列

Ｘ０＝［１０９３１　１０４５１　００２６　９４３５　８９０６５　７８３６］
子序列

Ｘ１＝［２３６３　２４１６　２４２７　２４３９　２４６９　２４８７］

Ｘ２＝［３１６５７　３３５５３　３６６７　４２７８４　５０３６２］
Ｘ３＝［００４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４　０１２　０２７］
Ｘ４＝［７２５４５　７２１０８　７１３９３　７０１６７　６９５６８］
通过计算可得燃油消耗率、缸内爆压、烟度及

ＣＯ与 ＮＯｘ的关联系数为
ｒｉ＝［０２８２４　０２８７９　０２０９５　０２２０２］
因该工况属于低转速工况，因此 η３＝０３，则可

得到优化后综合权重向量 ηｋ为
ηｋ＝［０１９７７　０２０１５　０３０００　０１４６６　０１５４２］
最后求得综合效果测度矩阵，并根据最优原则

进行优劣排序

Ｒ＝［０９０４６　０８７６１　０８８４４　０８４８２　０８２４７］
根据最优决策原则可知，该工况下不同 ＥＧＲ率

对应的性能影响由大到小为 ２２％、７５％、４６％、
８８％、１０５％，即该工况最佳 ＥＧＲ率为２２％。

由结果可以看出，较低 ＥＧＲ率对应的综合评估
值较高，随着 ＥＧＲ率的增大，相应的综合评估值下
降较为明显，因此宜采用较小 ＥＧＲ率。分析其原
因，当柴油机处于低速工况时，ＮＯｘ排放量较低，为
了保证充分的动力经济性，不宜采取 ＥＧＲ或者较低
ＥＧＲ率。

（２）工况２
同理可知，工况 ２属于中等转速工况，故 η３＝

０４，最终求解优化后权重为
ηｋ＝［０１６０８　０１６６１　０４０００　０１３３１　０１４００］

最终的加权综合评估值

Ｒ＝［０８２８４　０８２１９　０８３３２　０８４２５　０８１０２］
则该工况下不同 ＥＧＲ率对应的性能影响由大

到小为：９８％、６８％、０８％、３１％、１２３％，该工况
下最佳 ＥＧＲ率为９８％。

由结果可以看出，当 ＥＧＲ率小于 ９５％时，随
着 ＥＧＲ率的增大，不同 ＥＧＲ率对应的综合评估值
呈增大趋势，当 ＥＧＲ率增大至 １２３％时，对应的综
合评估值反而下降。原因为：当柴油机处于中等速

度工况时，ＮＯｘ排放量逐渐升高，较低 ＥＧＲ率已经
无法满足降低 ＮＯｘ污染物的要求，因此应该适当增

大 ＥＧＲ率，但是为了同时保证柴油机良好的加速性
能，ＥＧＲ率增大的不宜过大。

（３）工况３
工况３属于高转速工况，因此 η３＝０５，最终求

解优化后权重为

ηｋ＝［０１３８９　０１４０９　０５０００　０１０４９　０１１５２］
最终的加权综合评估值

Ｒ＝［０８４３３　０８４９６　０８７９４　０８８００　０８６１５］
则该工况下不同 ＥＧＲ率对应的性能影响由大

到小为：８３％、６１％、１０８％、３５％、１２％，该工况
对应的最佳 ＥＧＲ率为８３％。

由结果可知，当 ＥＧＲ率小于 ３５％时，不同
ＥＧＲ率对应的评估值比较接近，当 ＥＧＲ率大于
３５％时，综合评估值呈明显增大趋势，当 ＥＧＲ率增
至１０８％时，综合评估值呈现出下降趋势。分析其
原因，当柴油机处于高速工况时，ＮＯｘ排放量较高，
必须采取较大 ＥＧＲ率才能有效降低 ＮＯｘ污染物，但
是当 ＥＧＲ率过高时，过量 ＥＧＲ废气的引入可能会
对柴油机动力性能造成损失，因此，在上述仿真结果

中，过高 ＥＧＲ率对应的综合评估值反而下降。
对比分析工况 ２和工况 ３可以看出，当柴油机

处于中、高速工况时，较高 ＥＧＲ率都获得了更高的
评估值，而过高的 ＥＧＲ率的评估值反而下降，但是，
区别于工况２，在工况 ３中较低 ＥＧＲ率获得的评估
值最低，而工况２中则是过高 ＥＧＲ率获得评估值最
低。分析其原因为：当柴油机处于中等速度工况时，

为了保证柴油机的加速性能，通常不宜采用过高

ＥＧＲ率，因此，相比与过高 ＥＧＲ率，中低 ＥＧＲ率对
应的评估值相对较高；而当柴油机处于高速工况时，

降低排放的需求相对更高更严格，较低 ＥＧＲ率对柴
油机的改善效果较差，因此对应的评估值也最小，而

较高 ＥＧＲ率对柴油机的改善效果更佳，也就获得更
高的评估值。

５　结论

（１）以 ＴＤＢ２３４Ｖ１２型柴油机为研究对象，选定
原机的额定工况点为设计点，计算出匹配柴油机的

文丘里管结构，可以满足废气的引射要求，有效改善

柴油机的排放性能。

（２）当柴油机按负荷特性稳定运行时，采用
ＥＧＲ循环，可以有效地降低 ＮＯｘ的排放量，特别是
在高转速时效果更为明显，ＮＯｘ的排放量随着 ＥＧＲ
率的升高而明显降低，当 ＥＧＲ率升高到 ８％左右，
ＮＯｘ均能降低 ２５％左右，而烟度及油耗等小幅
增长。

（３）ＥＧＲ率的增加导致燃烧始点和终点都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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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延迟。低负荷时，油耗呈小幅度升高，同一

转速下，油耗在高负荷工况点升高较低负荷明显；低

负荷时 ＥＧＲ率对烟度的影响效果不大；当 ＥＧＲ率
增大到 ９％左右时，随着 ＥＧＲ率的增加，烟度基本
呈指数曲线上升；较之低负荷工况点，高负荷下烟度

值突变点相应提前。

（４）基于灰关联分析优化的多目标灰色决策方

法实现了不同 ＥＧＲ率性能综合评估。低转速工况
宜采用较小 ＥＧＲ率，随着柴油机转速提升，较高
ＥＧＲ率取得更好的评估值，但是当转速过高时，过
高的 ＥＧＲ率对应的评估值反而下降。该方法实现
过程简单，有助于解决目前最佳 ＥＧＲ率确定过程中
对主观判断的单一依赖，提高了决策结果的合理性，

为 ＥＧＲ的优化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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