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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的氢内燃机！法拉利申请了一项奇怪的氢混合动力汽车专利

 从表面上看很奇怪，但法拉利有一些实际的原因来反转这款混合动力发动机。

 似乎汽车世界的注意力已经被法拉利的这项新专利所吸引，这是一款混合动力汽车，它采用了倒置的内燃动力装置
，由氢气提供动力。虽然看起来很荒谬，但这个不寻常的想法是有实际原因的，而且由于非常规的引擎定位，这项专
利的另一个部分被许多人忽视了。

 
法拉利似乎确信一个倒立的引擎(燃烧氢气)是有意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提出的氢储罐安置方式。将有四个储罐，
都能容纳超过10000psi的氢气，发动机两侧各有两个球形储罐。另外两个储罐是圆柱形的，将安置在发动机的顶部。
这将需要一个内联块形状，但这种安排还不能完
全解释倒置的位置。
奇怪的是，法拉利自己的专利并不一定局限于直列六缸发动机，但它是“首选”，而且提议的汽车将是一辆混合动力
汽车，由电动马达驱动前轮。

 为什么不存在倒置引擎？

 我们在量产车中看不到倒置引擎的主要原因是重力。限制因素不是燃油喷射——这些系统有足够的压力和足够短的
工作周期，重力不是问题——而是油。在传统的湿式油底壳加油系统中，你可以依靠重力帮助将油排回油底壳和泵，
并将其循环到需要的地方。在传统发动机中，曲轴的位置也很低，因此加油路径离泵不远。

 解决方案是一个加压干式油底壳润滑系统，法拉利对其I-6的具体解决方案是三个泵，一个用于增压一侧，位于块
的另一侧，一对用于回收一侧的泵。这些泵通过凸轮轴与发动机相连，凸轮轴将油输送到回收油箱。所有这些想法就
像一个传统的干式油仓系统。在专利中看到的第四个泵是用于冷却剂并由凸轮轴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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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置发动机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被清除回油底壳的机油可能会向下进入气缸，这可能会导致机械灾难性的液压锁
定情况。法拉利没有完全解释在发动机关闭之前，回收泵无法回收的任何剩余油如何不会对其进行水解。专利设计者
似乎希望这些泵能够抽出足够的油，以防止气缸倒置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每个人似乎都忽视了专利中的另外两个点

 一个倒置的氢发动机的想法是足够疯狂的，但它并不止于此。在这项专利中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想法，涉及变速器和
涡轮增压器。首先，变速器是一个七速双离合器变速箱，除了（也）倒置之外，这是相当传统的。不常见的是，双离
合器总成没有连接到发动机上；相反，输入轴直接连接到曲轴。

 这种设计的“原因”是法拉利打算将双离心式增压器从变速器的双离合器鼓中分离出来。从我们在专利中看到的内
容来看，将增压器定位在那里是空气的最佳路径，并减少了从出口到中冷器的压降。增压器将在变速箱外共享一个公
共轴，以将其驱动至100000转/分，而公共轴将旋转至10000转/分。有可能将电动机连接到这些增压器上，用于发电、
缠绕，甚至可能进行增压控制。

 似乎这还不够疯狂，专利中还提出了一种涡轮增压版本的替代方案，该版本具有分离的涡轮机和压缩机，它们之间
没有电机分离，而是仅通过一个连接两者的电气连接进行分离。涡轮机将连接一台发电机，这些能量将被送往电池进
行储存，然后用于驱动连接到单个发动机上的压缩机。是的，你需要再读一遍：压缩机驱动发电机，然后将电力输送
到电机来驱动压缩机。

 虽然乍一看，整个系统不太可能在法拉利的生产中大放异彩，但其中的某些方面可能会出现在以后的车型中。变速
器和增压器是最有可能的。至于倒置发动机的想法，液压锁的问题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这取决于双回收泵对机油的
回收效果，但考虑到无法清除发动机中的所有机油，原因很简单：启动时仍需要一些机油，这一点还有待观察。也就
是说，如果法拉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从马拉内罗那里获得一台相当狂野的发动机。

 （素材来自：MOTORTREND 全球氢能网、新能源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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