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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约半个多世纪以来高层建筑空调技术发展的纪实，无设计手册的功能，更无规范的解释和指示
。整体内容分两部分：上篇对高层建筑空调领域内的相关技术进行了综合论述并介绍了可供参考的设
计思路；下篇则为相关的工程实录。本书的技术对象主要为办公建筑，极少量涉及旅馆酒店建筑，没
有涉及工艺要求特殊的医院建筑。工程实录中绝大部分为已建成项目（极个别为在建项目），对个别
较早的工程改建项目，本书也有相关叙述。
本书为同济大学范存养教授历时十多年搜集、积累、整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的总结，具有很高的收
藏价值，对我国暖通空调技术人员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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