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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装备制造业节能减排技术手册》分上、下两册，整体内容由6篇构成，本书为下册，包括：
第4篇重点产品的节能减排。本篇包括内燃机、汽车、工业锅炉、工业窑炉、火力发电设备、变压器
、中小型电机、工业电热设备、日用电器、泵、风机、压缩机等，通过对重点产品选用、运行和维护
来达到节能减排的要求。
第5篇环保装备的发展与应用。本篇阐述了环保装备的发展与应用，重点涉及大气污染防治装备、水
污染防治装备、固体废弃物处理装备、环境监测仪器装备及其应用案例等，为全国各地区及企业开展
环境保护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从而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和治理水平。
第6篇管理与节能减排。本篇阐述了当前地方与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的新机制、新理念、新思路及新方
法，为加快地方与企业节能减排的管理，开展主要耗能设备登记考核与节能检测诊断，项目节能评估
等，提供了大量图表和实用案例。
本手册可供企业管理及技术人员、专业经济工作者、各级政府部门参考，以便更好地指导当前节能减
排工作，同时对全国各地各行业节能监察中心、节能技术服务中心、环境监察中心、专业研究机构、
大专院校专业师生也是颇有价值的参考手册和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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