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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的结构非常复杂，煤燃烧是剧烈的化学反应，包括氮在内的煤中微量元素在燃烧过程的行为受到许
多条件的影响，其产物复杂且多变，要搞清氮在受热过程的变迁规律谈何容易!在车得福教授的带领下
，经与研究生们的共同努力，他们对煤在燃烧、热解、气化等过程中燃料氮变迁、转化及氮氧化物生
成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车得福教授将这些研究成果系统整
理成书，《煤氮热变迁与氮氧化物生成(精)》相信读者能从中得到启迪并撞击出智慧的火花。这些成
果一定会有助于我们彻底弄清燃煤过程中氮氧化物的生成机理，有助于开发新一代低污染燃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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