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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尺度催化燃烧表面反应对气相反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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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局部催化微通道内部燃烧过程的计算模型，采用氢氧气相反应动力学机理和表面反应机理进行了数值

模拟，分析了不同流速、当量比和通道高度下表面反应对气相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入口流速越大，表面反应对

催化段下游气相反应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表面反应热使上下壁面内侧产生的温差随流速的增大而增大；在当量比

约为 １时，表面反应明显促进气相反应，而在氧气大幅过量或者严重不足时，表面反应却明显抑制气相反应。在相

同的质量流量下，减小通道高度对表面反应影响较小，对催化段附近空间反应的抑制作用增强，外壁面温度增加。

关键词：微尺度燃烧　表面反应　催化　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ＴＫ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１２０３９１０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ｃｒｏ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ｈａｏＸｉａ　Ｐ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ＴａｎｇＡｉｋｕｎ　ＨｕＳｏｎｇ　ＨｏｕＺｈｉｙ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２１２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ｆｌｏｗ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ｆｏｒ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ｍｉｃｒｏ
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ｏｘｙｇｅｎ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ｈｅａｉｍ
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ｉｎｌｅｔ
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Ｔｈｅｈｅａ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ｕｐ
ａｎｄｄｏｗｎｗａｌｌｓ，ａｎｄｔｈｉ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ａｐ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ｉｎｌｅｔ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２ｍｍ，ｂｕｔｉｔｖａｎｉｓｈ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ｉｔ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ａｂｏｕｔ１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ｉｔ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ｉｏｗａｓｔｏｏｓｍａｌｌｏｒｂｉｇ．Ｉｔ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ｇａｓ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ｗａｌｌ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ｈｅｎ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ｍａｓｓ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ｌｏｗｅｒｈｅｉｇｈ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ｕｔｉｔｈａｄｌｉｔｔｌ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 ０３ 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５ ０５ １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３７６０８２、５１２０６０６６）、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ＢＫ２０１３１２５３）和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
划资助项目（ＣＸＬＸ１１＿０５７２）

作者简介：邵霞，博士生，主要从事微尺度燃烧与微动力系统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ｓｖ＠ｕｊｓ．ｅｄｕ．ｃｎ
通讯作者：潘剑锋，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动力机械燃烧过程和燃烧系统研究，Ｅｍａｉｌ：ｍｉｋｅ＠ｕｊｓ．ｅｄｕ．ｃｎ

　　引言

近２０年来，能量密度高、便携性能好的微动力
系统备受瞩目，伴生而来的微尺度流动与燃烧问题

已成为其技术核心。因此，在微小几何尺寸内，稳定

和完全燃烧成为研究的热点
［１－３］

。在众多燃烧技术

中，预混催化燃烧具有易燃性、低污染、高可燃极限

以及燃烧稳定等优势，已成为解决微尺度燃烧问题

的可行途径之一
［４－７］

。在微尺度催化燃烧方面，

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等［８］
研究了丙烷在间隙为１２ｍｍ、进口段



局部催化的微平板通道内的燃烧特性；Ｃｈｅｎ等［９－１０］

对内径为１ｍｍ的圆管内氢氧预混气体和矩形微通
道内多组分预混气体的催化燃烧进行了数值模拟，

探讨了燃料、氧气以及自由基对化学反应路径的影

响；Ｚａｄｅ等［１１］
对氢气 空气在微催化燃烧室内燃烧

的均相反应贡献率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催化反应

放热有助于维持小通道内的气相反应，但是催化面

对自由基的高吸收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均相反应。

伍亨等
［１２］
对微型通道内甲烷／空气预混气体在镀 Ｐｔ

热表面上的催化燃烧进行了数值模拟，探讨了表面

反应和空间反应之间的影响关系；吴晟等
［１３］
对微通

道内甲烷的不同催化着火方式进行了实验研究，提

出降低催化着火温度的方法；徐侃等
［１４］
对甲烷空气

预混气体催化燃烧进行了模拟计算，发现催化反应

对火焰面厚度、熄火距离有明显影响；潘剑锋等
［１５］

对氢氧预混合气体的催化燃烧进行了数值模拟，得

出一系列催化条件下的燃烧特性。上述文献初步讨

论了催化剂单元所引起的表面反应对原有气相反应

的影响，但是主要研究集中在催化后的性能，忽略了

表面反应与气相反应间的耦合关系，对于内在的影

响机理也并没有形成共识。本文采用数值模拟方

法，研究氢氧预混合气体在部分催化燃烧室内的燃

烧特性，并探讨微尺度条件下表面、气相反应之间的

相互耦合关系。

１　计算模型和反应机理

计算中采用的物理模型是一长度 Ｌ＝１０ｍｍ，宽
度 Ｗ＝１０ｍｍ，高度 Ｈ＝１ｍｍ，壁厚 ０４ｍｍ的局部
催化燃烧室。其横截面为矩形，催化带宽度与燃烧

室内部宽度保持一致，其二维剖面图如图 １所示。
燃烧室材料采用 ＳｉＣ，催化剂为金属 Ｐｔ，浸渍在入口
内壁前 ２ｍｍ内的内上壁面处，负载密度：２７１×
１０－９ｋｇ·ｍｏｌ／ｍ２。由于燃烧室结构规则，采用了结
构化的网格划分方法，共划分 １５２１４０个网格。ＳｉＣ
物性参数：密度为３１００ｋｇ／ｍ３，比热为２７５Ｊ／（ｋｇ·Ｋ），
导热系数为９２Ｗ／（ｍ·Ｋ）；Ｐｔ的物性参数为：密度为
２１４５０ｋｇ／ｍ３，比热为 １３０Ｊ／（ｋｇ·Ｋ），导热系数为
７６Ｗ／（ｍ·Ｋ）。

图 １　部分催化微型燃烧室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ｌｅｔ）
　
本文所研究的微燃烧室，其特征尺度在 １１３～

１８２ｍｍ之间，计算所得 Ｋｎ数远小于 １０－３，说明仍
属于连续介质问题，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和傅里叶导
热定律依然适用。描述物理模型的数学模型包含的

控制方程参见文献［１６］。文中假设忽略体积力、流
动耗散和内部气体辐射效应。流动模型选择层流模

型，忽略燃烧过程中湍流脉动现象，采用层流有限速

率燃烧模型。

燃烧过程中，入口取速度边界条件，出口为自由

出流边界条件。通道外壁面采用综合换热边界条

件。其中综合换热系数计算方法参见文献［１７］。
模拟中，氢气和氧气的空间气相反应采用

Ｍｉｌｌｅｒ等［１８］
提出的反应机理，包含８种组分和 １９步

基元反应；表面反应采用 Ｄｅｕｔｓｃｈｍａｎｎ等［１９］
提出的

氢气在 Ｐｔ表面上的催化反应机理，涉及 ５种表面组
分：Ｈ（ｓ）、Ｏ（ｓ）、ＯＨ（ｓ）、Ｈ２Ｏ（ｓ）、Ｐｔ（ｓ）和 ６种气相
组分：Ｈ２、Ｏ２、Ｈ、Ｏ、ＯＨ、Ｈ２Ｏ。

通过网格可靠性检查发现采用尺寸 ０２ｍｍ单
元网格时既节省计算时间，又能获得好的计算精度。

为便于表述，文中将局部布置催化单元的内部

上壁面简称“内上壁面”，与之关于 ｘ轴对称的内部
下壁面简称“内下壁面”。“上下壁面内侧”数据均

取自距内上下壁面００１ｍｍ处。

２　计算模型的验证

为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采用内部尺寸

为１０ｍｍ×６ｍｍ×０６ｍｍ、壁厚为 ０３ｍｍ的微燃
烧室，在当量比 Φ为 １、流量 Ｑ为 ６００ｃｍ３／ｍｉｎ时，
利用现有计算模型将模拟与实验

［２０］
的结果进行对

比，其外壁面中心线温度见图２。

图 ２　模拟值与实验值对比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模拟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测得的数据最大误差约

５０４％。从图中可以看出曲线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可
验证计算模型的准确性。在图中距离约大于５ｍｍ后，
催化条件下模拟和实验对比结果随距离增加偏差增

大，主要是由于表面反应加快了燃料的消耗，反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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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降低，但计算时由于表面反应更为理想，效果更

为显著，所以到接近出口时反应没有实验时剧烈。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流速时的影响
入口气流速度改变反应物浓度分布和热量传递

的变化，从而对气相反应和表面反应产生影响。计

算中入口速度 ｖ分别选为 ０５、１０、２０、３０ｍ／ｓ，对
应流量分别为３００、６００、１２００、１８００ｃｍ３／ｍｉｎ。

ＯＨ基浓度是目前公认的表征反应剧烈程度的
重要指标，图３所示为内上下壁面内侧 ＯＨ基质量
分数随入口流速的变化曲线。在不同流速下，内上

壁面附近 ＯＨ基浓度均要小于相同位置内下壁面，
这主要是由于 Ｐｔ催化剂对 ＯＨ基有很强的吸附性
而导致的。在流速过小时，一方面由于燃料总体释

放热量有限，不利于发生强烈的气相反应，自由基浓

度也处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尽管气体燃料扩散

能力随着流速的降低而下降，但反应物与催化面的

接触时间却变长，利于表面反应的发生。两方面的

共同作用导致在小流速下内上壁面催化段的 ＯＨ基
质量分数最小。图 ４为 ｘ＜２ｍｍ范围内的变化曲
线，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变化趋势。

图 ３　内上下壁面 ＯＨ基质量分数

Ｆｉｇ．３　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ｎｅａｒ

ｉｎｎｅｒｕｐａｎｄｄｏｗｎｗａｌｌｓ
　

在内上壁面附近，ＯＨ基质量分数在催化段后
迅速跃升，使得在距离进口 ２ｍｍ附近形成明显拐

点，改变了 ＯＨ基浓度随入口距离的变化趋势。虽

然 ｘ大于２ｍｍ的区域内没有催化剂，但是催化反应
所释放的反应热使得燃烧反应物有足够能量继续反

应生成 ＯＨ基，促进在此区间的空间反应，加之不存
在表面吸附作用，导致了 ＯＨ基的跃升。此后随着

空间反应的继续，ＯＨ基浓度逐渐降低。
入口流速对通道内部传热也会产生影响，取上

述入口流速时内上下壁面内侧温度的分布进行研

究，计算结果如图５所示。
催化反应会消耗反应物并释放热量，使得上壁

图 ４　催化段内上下壁面 ＯＨ基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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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内上下壁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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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内侧（催化剂所在壁面）温度均高于下壁面内侧。

从图５可以看出，该温差随着流速增加而显著增加，
但沿气流方向内上下壁面的温差却逐渐缩小，反映

出局部表面反应对空间反应的影响有一定限度。在

流速较小时，内部上下壁面之间的温差极小，几乎可

以忽略。其主要原因在于：流速较小时气相反应火

焰核心相比流速较大时更接近入口段，与催化面所

在位置大致重合。气相反应放热使内壁面温度同步

升高，基本掩盖了局部催化反应所导致的内部上下

壁面温差。

３２　不同当量比时的影响
选择入口流速２０ｍ／ｓ，当量比 Φ分别为 ０４、

０８、１０、１４、１８，分析温度场和浓度场的变化，研
究当量比 Φ对燃烧的影响。图６、图 ７（为图 ６的局
部放大）和图 ８所示为入口速度恒定时，内上下壁
面 ＯＨ基质量分数和温度随当量比的变化趋势。

同一当量比下，上下壁面附近 ＯＨ基浓度均为
内下壁面高于内上壁面，主要原因仍然为表面反应

对 ＯＨ基的吸附作用。由图６可见两壁面之间的差
值随当量比的增加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且以

当量比为１０时最为明显。主要是因为在固定流速
下，当量比为１０时表面反应最为剧烈，此时气相反
应产生的 ＯＨ基质量分数的增幅不足以抵消表面反
应吸附 ＯＨ基而导致其质量分数的减幅，导致在此
当量比下，组分差值达到最大。而在氧气大幅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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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内上下壁面 ＯＨ基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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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催化段内上下壁面 ＯＨ基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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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内上下壁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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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过于不足时，均不利于气相反应的发生。此外

产生的 ＯＨ基有限，表面反应也比较弱，不能明显影
响气相反应，燃烧室内上下壁面 ＯＨ基质量分数差
距逐渐缩小。

图８为不同当量比下上下壁面内侧温度随当量
比的变化曲线。计算结果反映出温度高低与当量比

大小之间呈非线性变化。当量比较小（Φ≤１０，贫燃
条件）时，两壁面温度和其温差随着 Φ增加而增加。

在当量比较大（Φ＞１０，富燃条件）时，两壁面
温度和其温差随着 Φ增加而降低和减小。合适的
当量比使燃烧和放热更加充分，因此在当量比约为

１０时，内上下壁面温度接近最大，其中表面反应在
壁面处放出的热量是导致两内壁面造成显著温差的

主要原因。

３３　不同通道高度时的影响
通道高度的变化将直接改变燃烧室面容比，对

微尺度燃烧特征有一定影响。为研究通道高度对燃

烧带来的影响，选择当量比为 １０，入口流量均为
１２００ｃｍ３／ｍｉｎ，通道高度分别为０６、０８、１０ｍｍ进
行相关研究。

图９给出了在不同通道高度下，上下壁面内侧
附近 ＯＨ基沿通道轴向分布，ｘ小于 ２ｍｍ范围内的
变化曲线见图１０。从图中可以看出，通道高度对上
壁面内侧的 ＯＨ基浓度有一定影响。保持流量不
变，减小通道高度会使流速增加，缩短了反应物与催

化面接触时间，降低了吸附自由基的几率。ＯＨ自
由基在浓度差驱使下向催化面扩散，综合作用的结

果使得在催化面所处的 ２ｍｍ范围内，催化面附近
ＯＨ基浓度差别并不明显。文献［２１］认为在此条件
下实际是质量流量对表面反应速度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而导致的。在通道前 ２ｍｍ长度内，高流速导致
的强烈气相反应使得上下壁面内侧的 ＯＨ基质量分
数的差距随通道高度的减小（即流速升高）而显著

扩大。

图 ９　内上下壁面 ＯＨ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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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催化段内上下壁面 ＯＨ基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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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游非催化段，壁面附近的空间反应强度恢

复到了前端无催化时的水平。此时在该区间内已经

不存在吸附 ＯＨ基和抑制气相燃烧的表面反应，并
且由于通道高度的减小，外壁面更加接近火焰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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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壁面附近的 ＯＨ基质量分数增加。
图１１所示为不同通道高度内上下壁面附近温

度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高度通道越小，内

上下壁面温度反而越高。其原因主要为两方面：一

方面，通道高度较小时，相同流量时流速较大，组分

扩散能力更强，燃烧更加充分。另一方面，通道高度

较小时壁面更接近火焰高温区域，高温区域对壁面

的加热以及壁面对内部预混合气体之间的换热更加

图 １１　内上下壁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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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使空间反应加速。此外，减小通道高度，火焰

沿流动方向变长，高温区域扩大，这也导致通道高度

为０６ｍｍ时的上下壁面内侧温度始终最高。

４　结论

（１）气体流速同时影响表面和空间反应。流速
增大，混合气体与催化面接触时间减少，表面反应强

度下降，气相反应增强。在内上壁面，流速越大，表面

反应对催化段下游的空间反应促进作用越明显。此外

表面反应放热导致了内上下壁面附近产生温差。

（２）当量比对表面和空间反应的影响呈现非线
性特征，氧气大幅过量或者过于不足，表面反应对气

相反应抑制较强。当量比为 １０时，表面反应明显
促进了气相反应。

（３）在相同流量下，通道高度变化对表面反应
影响较弱，但对催化段内的气相反应有明显抑制作

用。小通道高度时壁面更加靠近火焰中心，使外壁

面温度升高。

参 考 文 献

１　ＷａｎＪ，ＦａｎＡ．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ｇａｐ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ｂｌｏｗｏｆｆｌｉｍｉｔｉｎ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ｗｉｔｈｃａｖ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ＣＨ４／ａｉｒ

ｆｌａｍｅ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１３２：９９－１０７．
２　蒋利桥．微尺度火焰及微燃烧器的稳燃强化技术研究［Ｄ］．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０８．
ＪｉａｎｇＬｉｑｉａｏ．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ｉｃｒｏｆｌａｍ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Ｄ］．Ｈｅｆ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甘云华，罗燕来，田中华．燃料流量与管径对受限空间下微小火焰的影响分析［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１）：３２３－３２８．
ＧａｎＹｕｎｈｕａ，ＬｕｏＹａｎｌａｉ，Ｔ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ｕｅｌ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ａｎｄｂｕｒｎｅｒｎｏｚｚｌ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ｎｓｍａｌｌｆｌａｍ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ｎ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ｓｐａ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１）：３２３－３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ＫｌｖａｎａＤ，ＣｈａｏｕｋｉＪ，ＧｕｙＣ，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ｎｅｗ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１２１：５１－６５．

５　ＳｐｉｖｅｙＪＪ．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Ｊ］．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ｄａｙ，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２）：１７１－１８０．
６　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ｉｊｕｎ，ＹａｎｇＷｅｉ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ｉｒｉｎ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ｔｌａｙｅｒ［Ｊ］．
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５１（６）：１１２７－１１３３．

７　ＪｕＹｉｇｕａｎｇ，ＭａｒｕｔａＫ．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３７（６）：６６９－７１５．

８　Ｄｉ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Ａ，ＤｉＳａｒｌｉＶ，Ｒｕｓｓｏ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ｓ［Ｊ］．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ｄａｙ，２０１０，１５５（１－２）：１１６－１２２．

９　ＣｈｅｎＧｕａｎＢａｎｇ，ＣｈｅｎＣｈｉｈＰｅｎｇ，ＷｕＣｈｉｈＹｕ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ｗａｌｌｓｏ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ｉｒ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ｄｅａｍｉｃｒｏ
ｔｕｂ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７，３３２（１）：８９－９７．

１０　ＬｉＹｕｅｈ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ｕａｎＢａｎｇ，ＷｕＦａｎｇＨｓｉｅ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ａｔｉｅｓ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ｂｌｅｎｄｅｄｆｕｅｌｓｉｎａｍｉｃｒｏｃｈａｎｎｅｌ［Ｊ］．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２０１２，１５９（４）：１６４４－１６５１．

１１　ＺａｄｅＱＡ，Ｒｅｎｋｓｉｚｂｕｌｕｔ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Ｊ．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ｍｉｃｒｏ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Ｊ］．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ａｍｅ，２０１２，１５９（２）：７８４－７９２．

１２　伍亨，钟北京．空间反应和入口速度对甲烷催化反应的影响［Ｊ］．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４５（５）：６７０－６７２，６７６．
Ｗｕ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４５（５）：６７０－６７２，６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吴晟，冉景熠，蒋文萍．微圆管内甲烷催化着火的实验和数值研究［Ｊ］．工程热物理学报，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２１９４－２１９７．
ＷｕＳｈｅｎｇ，ＲａｎＪｉｎｇｙｉ，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ｐ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ｉｃｒｏｔｕｂ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２１９４－２１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徐侃，刘明侯，张先锋，等．表面催化反应对小尺度空间气相燃烧的影响［Ｊ］．燃烧科学与技术，２００９，１５（２）：１９１－１９７．
ＸｕＫａｎ，ＬｉｕＭｉｎｇ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ｄｅｍｉｎｉｓｃａｌｅ

５９３第 １２期　　　　　　　　　　 　邵霞 等：微尺度催化燃烧表面反应对气相反应的影响

http://www.j-csam.org/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lag=1&file_no=20150145&journal_id=jcsam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５（２）：１９１－１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潘剑锋，范宝伟，吴庆瑞，等．微尺度下氢氧预混合气催化燃烧的研究［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４７（２４）：１１１－１１６．

Ｐ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ＦａｎＢａｏｗｅｉ，ＷｕＱｉｎｇｒｕ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４７（２４）：１１１－１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唐爱坤．平板式微热光电系统能量转换过程的研究［Ｄ］．镇江：江苏大学，２０１１．
ＴａｎｇＡｉｋｕ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ｃｅｌｌｔｙｐｅｍｉｃｒｏ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Ｄ］．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戴锅生．传热学［Ｍ］．２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８　ＭｉｌｌｅｒＪＡ，ＢｏｗａｎＣ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９，１５（４）：２８７－３３８．
１９　ＤｅｕｔｓｃｈｍａｎｎＯ，ＳｃｈｍｉｄｔＲ，ＢｅｈｒｅｎｄｔＦ，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Ｊ］．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１９９６，２６（１）：１７４７－１７５４．
２０　潘剑锋，吴庆瑞，薛宏，等．微平板式燃烧室内催化燃烧的试验研究［Ｊ］．工程热物理学报，２０１１，３２（８）：１４３０－１４３２．

Ｐ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ＷｕＱｉｎｇｒｕｉ，Ｘｕｅ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ａｐｌａｎａｒ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１，３２（８）：１４３０－１４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曾文．催化燃烧的数值模拟及其在均质压燃（ＨＣＣＩ）发动机中应用的基础研究［Ｄ］．大连：大连理工大学，２００６．
ＺｅｎｇＷｅ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ＣＣＩｅｎｇｉｎｅ［Ｄ］．Ｄａｌｉａｎ：Ｄ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 ３９０页）
１４　ＱｕｏｉｌｉｎＳ，ＢｒｏｅｋＭＶＤ，ＤｅｃｌａｙｅＳ，ｅ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ａｎｋ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ＯＲ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３，２２（８）：１６８－１８６．
１５　ＢｏｒｓｕｋｉｅｗｉｃｚＧｏｚｄｕｒＡ．Ｐｕｍｐ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ａｎｋ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５１（１－２）：７８１－

７８６．
１６　ＲｅｉｄＡＤ．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ＨＦＥ－７０００ｉｎａＲａｎｋ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Ｄ］．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
１７　ＱｕｏｉｌｉｎＳ，ＬｅｍｏｒｔＶ，Ｌｅｂｒｕｎ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ａｎｋ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ｕｓｉｎｇｓｃｒｏｌｌｅｘｐａｎｄｅｒ［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０，８７（４）：１２６０－１２６８．
１８　ＭａｔｈｉａｓＪＡ，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ＪＲ，ＣａｏＪＭ，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ｇｅｒｏｔｏｒａｎｄｓｃｒｏｌｌｅｘｐａｎｄｅｒｓｕｓｅｄｉｎ，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ａｎｄ

ｅｘ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ａｎｋ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Ｊ］．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３１（１）：２１－２４．
１９　ＪｕｎｇＨＣ，ＴａｙｌｏｒＬ，ＫｒｕｍｄｉｅｃｋＳ．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１ｋＷ 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ａｎｋ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ｕｎｉｔｗｉｔｈｍｉｘ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Ｊ］．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１４．
２０　蔡永生．氨液再循环系统中氨泵最小倒灌高度的计算与分析［Ｊ］．制冷与空调，２００９，９（３）：９８－１０１．

Ｃａｉ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ａｐｕｍｐｍｉｎｉｍａｌｈｅａｄｉｎａｍｍｏｎｉａｌｉｑｕｉｄｏｖｅｒｆｅ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Ｊ］．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２００９，９（３）：９８－１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林秡．氨水降膜吸收传热传质机理及其在两级风冷吸收制冷中的应用研究［Ｄ］．上海：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１１．
ＬｉｎＰｅｎ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Ｈ３－Ｈ２Ｏｆａｌｌｉｎｇｆｉｌｍ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ａｉｒ
ｃｏｏｌｅｄ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舒欢，谢应明，白武周，等．ＣＯ２复叠式制冷低压循环储液罐的安装高度研究［Ｊ］．低温与超导，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７０－７４．
ＳｈｕＨｕａｎ，ＸｉｅＹｉｎｇｍｉｎｇ，ＢａｉＷｕ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ｉｒｃｕｉｔｏｆＣＯ２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ｓ＆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７０－７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ＭｉａｏＺ，ＹａｎｇＸＦ，ＸｕＪＬ，ｅ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ａｎｋ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７５（２２）：１０６５－１０７５．

２４　ＤｕｍｏｎｔＯ，ＱｕｏｉｌｉｎＳ，ＬｅｍｏｒｔＶ．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ｈｅａｔｐｕｍｐ／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ａｎｋ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ｕｎｉｔ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ｂ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ａｐａｓｓｉｖｅｈｏｕｓｅｔｏｇｅｔａｎｅｔｚｅｒｏｅｎｅｒｇ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５４：１９０－２０３．

２５　ＹａｎｇＸＦ，ＸｕＪＬ，ＭｉａｏＺ，ｅ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ａｎｋ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ｐｕｍｐｉｎｇ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ｄｅｒｔｏｒｑｕｅｓ
［Ｊ］．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５，９０：８６４－８７８．

２６　杨绪飞，邹景煌，戚风亮，等．用于有机朗肯循环的三柱塞泵运行性能实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８）：３６７－３７１，３７８．
ＹａｎｇＸｕｆｅｉ，ＺｏｕＪ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ＱｉＦ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ｔｒｉｐｌｕｎｇｅｒｐｕｍｐ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ａｎｋ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８）：３６７－３７１，３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李晶．太阳能有机朗肯循环中低温热发电系统的数值优化及实验研究［Ｄ］．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１１．
ＬｉＪ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ｆｌｏｗ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ｌａ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ａｎｋｉｎｅｃｙｃｌｅ［Ｄ］．
Ｈｅｆ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９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