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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无压尾水洞引风技术及应用》

前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大。火力发电使用了不可
再生的化石燃料，且在发电过程中会向大气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悬浮颗粒物等，而核能
发电目前在安全性等方面还未完全得以保障，因此世界各国对水力发电的开发越来越重视。我国水电
资源非常丰富，从“十五”开始国家加大了水电的开发力度，目前正处于我国水电站建设的黄金时期
。作为水电站内设备运行环境的安全保障和站内工作人员健康舒适的提供者，通风空调系统在水电站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传统的通风空调系统通常采用交通洞或安装制冷系统进行新风冷却，前者性能不
能保障，而后者投资和运行费用较高。利用水电站无压尾水洞进行新风的处理，可在夏季对新风进行
降温和除湿，在冬季对新风进行加热和加湿，是一个大容量的天然“空调机”。该方案不仅节省初投
资，也可大大节约运行费用，具有节能、环保和可再生的优点。尽管无压尾水洞处理新风的方案已有
工程案例，但人们对无压尾水洞的热湿传递规律掌握不是很透彻，也缺乏可靠的设计计算方法。本书
通过实验测试和理论分析，对无压尾水洞引风系统的热湿传递机理和特性及其热工计算方法等相关理
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为水电站无压尾水洞引风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本书由南京理工大
学动力工程学院余延顺副教授、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李先庭教授和石文星教授、国家电力公司成
都勘测设计研究院王政高级工程师联合撰写，并得到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人才启动项目
（BK2007595）资助。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南京理工大学动力工程学院的研究生牛艳青、林元同、施
冠羽、马娟、李敏同学和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的韩林俊.邵晓亮、王嘉、熊双、张晓灵、赵伟、周
德海、朱奋飞、郜义军、彭军等同学帮助整理了大量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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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无压尾水洞引风技术及应用》

内容概要

《水电站无压尾水洞引风技术及应用》简介：利用无压尾水洞引风对电站厂房进行通风空调是水电工
程中一种特有的天然冷源利用方式，具有节能、环保和可再生的优点。《水电站无压尾水洞引风技术
及应用》结合当前无压尾水洞引风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现状，对无压尾水洞引风技术的理论进行了系统
、全面的阐述。《水电站无压尾水洞引风技术及应用》共分10章，分别介绍了水库水温分布的预测方
法、无压尾水洞引风热湿交换特性的现场测试及模拟试验、无压尾水洞引风热湿交换过程的理论模型
及其热湿交换特性、长无压尾水洞引风过程的简化模型及其热工计算方法、有限长度无压尾水洞引风
过程的改进模型、热工计算方法及引风参数二次喷淋控制技术，最后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对无压尾水洞
引风技术的工程应用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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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国的水电暖通空调行业是在建国后发展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起
步学习阶段（1949年－20世纪60年代初）。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国自行设计了一批大中型
水电站。在设计过程中，各设计院完善配置了各专业设计人员，但因当时我国暖通空调专业人才培养
短缺，各设计院暖通专业多由水力机械专业设计人员兼任。这个时期电站厂房的通风设计基本照搬前
苏联模式，即空气调节设计效仿我国解放初期纺织行业的喷淋装置；地面式电站厂房的自然通风均效
仿一般高温车间的自然通风计算方法设计。因当时的暖通设计人员缺少实践经验，没有认识到我国水
电站厂房的特点，该时期设计的不少水电站厂房建成投产运行后，均较闷热、潮湿，尤其是采用自然
通风的地面式厂房，问题更为严重，有的电站发电机层夏季温度甚至高达40℃以上；水下部位一般均
较潮湿，产生机械设备锈蚀，电器设备绝缘能力降低、漏电、击穿等问题，严重影响机电设备的安全
运行及运行人员的身体健康。第二阶段：调查、总结和实践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1978年）。在20
世纪60年代初，各水电设计院吸收了一批高等院校的暖通空调专业毕业生，充实了该专业的技术力量
，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主力军。为改变水电暖通空调专业的落后面貌，1963年、1964年和1966年原水
电部水利水电总局组织部署各设计院对已建水电站厂房的暖通空调工程的运行效果进行了多次调研、
总结，特别是在1966年为编写《水电站厂房暖通空调设计规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活动，几乎调查
遍了国内已建成的大中型水电站。通过调查，基本找出了以往水电站厂房暖通空调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并在调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出一批基本符合我国水电站特点、运行效果较好的电站暖通空调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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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电站无压尾水洞引风技术及应用》可供广大从事水电暖通空调专业相关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供从
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研究生与本科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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