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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简明空调设计手册》是为从事和即将从事空调行业的技术人员编写的。内容包括：空调技术原理，
空调设计方法以及空调设计所需的基本资料。书中的内容反映了当前空调技术的发展，既介绍国内常
用的空调系统和设备，又适当地介绍了国外已有的相关系统和设备，并对目前大规模建设的高层建筑
、办公建筑等的空调设计专门阐述了其设计特点和方法。
《简明空调设计手册》既可供空调行业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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