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13位ISBN编号：9787562424956

10位ISBN编号：7562424950

出版时间：2002-3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作者：何天祺

页数：2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前言

　　重庆大学教学改革成果--《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系列教材》，在编著者和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共同
努力下，从2002年至2004年陆续出版，满足了该专业教学的急切需要，2005年获得重庆市优秀成果奖
。　　2003年11月13日，《全国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基
本要求--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正式颁布。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重庆大学出版社
联合组织来自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
后勤工程学院、重庆科技学院、西南石油学院、福建工程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同编著者一起，进
行了学习和研讨，并决定立即启动《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系列教材》（第二版）及扩展新教材的编写
和出版工作。各位编著者都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更多学术造诣高，富有教学和工程实践经验的老师们
加入了编写、主审和编委队伍。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系列教材》的及时更版和扩展，为解决长
期以来学生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教学内容陈旧问题创造了条件。各位编著者认真总结了第一版使用中的
经验教训，仔细领会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的专业教育要求，密切关注相关科
学技术的发展，使第二版从体系到内容都有明显改进。第二版更注意在保持各门课程的完整性的同时
，加强各门课程之间的呼应与协调，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特色更加鲜明。扩展新教材是该系列教
材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有助于拓宽专业口径。燃气方向的选题，丰富了我国该方面急需的技术专业
书籍。　　教材建设是一个精益求精、永无止境的奉献过程。祝愿编著者和出版社积极进取，努力奉
献，保持本系列教材及时改版，更臻完善的好做法。编著者亲自在教学第一线讲授自己编写的教材，
对于教材质量的提高是必须的；同时，通过广泛交流和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和建议，吸取各校师生使
用教材的经验教训，对于教材的完善更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解决专业教学内容日益丰富，而讲授
学时显著减少的矛盾，是当前专业教学面临的困难之一。全国各高校的专业老师们都在努力寻找或创
造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总结和提炼这方面的教学实践经验，可使本系列教材内容新颖而丰富，所需
的讲授学时相对减少。　　近几年，现代教学手段正在各高校迅速普及。基于现代教学手段，我们这
套系列教材的教学方法也应努力创新。　　本系列教材第二版的完成及扩展教材的出版，既要祝贺编
审和出版社，更要感谢使用每本系列教材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献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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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内容概要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主
干课程——“暖通空调”的配套教材。内容包括：建筑环境与暖通空调、室内热湿环境污染与负荷计
算、空气热湿处理过程与设备、空气净化与空气品质、建筑供暖、建筑通风、建筑空气调节、室内气
流组织与风口、空调系统的运行调节、暖通空调用能与节能、暖通空调系统的消声与隔振、暖通空调
系统的测定与调整、建筑防火排烟。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可作为全国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及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教学
用书，同时可供广大考研人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人员复习参考，对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
深造也是一本有益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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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１章　建筑环境控制与暖通空调
1.1　建筑环境控制的意义与简史
1.2　建筑环境控制的基本方法
1.3　建筑环境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 第２章　室内空气环境污染源与负荷计算
2.1　热湿负荷与其他空气污染物
2.2　室内外空气计算参数
2.3　建筑供暖设计负荷计算
2.4　建筑供冷设计负荷计算 第３章　空气热湿处理过程与设备
3.1　空气热湿处理的依据与途径
3.2　用喷水室处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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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章节摘录

　　1　建筑环境控制与暖通空调　　建筑为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环境条件，而建
筑环境质量的提升乃是人类无尽的追求，由此孕育形成了一门重要的环境控制与保障技术——供暖通
风与空气调节(简称“暖通空调”)。本章在剖析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扼要地
阐明暖通空调在建筑环境控制中的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技术发展历程与趋势等，为读者深入学习后
续内容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　　1.1　建筑环境控制的意义与简史　　1.1.1　建筑环境控制的意义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亘古及今，人类在各种自然条件下，总是不断地创造、改善着自身的生存
环境。　　古代人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保护自己，求得生存。从巢居、穴居
到钻木取火野处散居，再到建房造屋聚落而居，这一历程则是人类力图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
然、不懈地改善其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　　迄今，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早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并且
具有远为深广的内涵。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工环境；不仅有自然的属性，还增加了社会的属
性。但是，人与环境始终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它们的关系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制
约、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研究这对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发生、发展及其调节、控制的规律与方法则
是环境科学所应担负的使命。　　建筑一旦出现，独具的功能注定它会成为人类活动最密切、最直接
的场所，建筑环境及其控制等概念也就伴随产生。建筑环境其实就是在自然背景基础上，经过人为改
造、加工所构建的凝聚着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一种生存环境。建筑环境控制旨在确保种种
相关环境品质需求，解决环境质量的改善与提升。它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质量，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发
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到亲近自然的性质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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