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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和节能要求，并注重
与国家现行的规范、标准、技术措施及全国勘察设计注册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相接轨，以“概念
准确、基础扎实、突出应用、淡化过程”为基本原则，突出工程教育，培养学生正确判断和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确立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意识，以满足21世纪我国建设事业对“厚基础、宽口径
、富有创新能力”、能符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并能与国际接轨的综合性专业人才的要求为
原则，进行了全面修订，对各章内容进行了部分调整、更新和充实，增加了热泵和空调水系统等新内
容。
　　该书系统地介绍了空气调节的基本原理、系统类型、冷（热）湿负荷的计算方法、各类空调设备
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空调风系统设计、水系统设计、以及空调系统消声、防震、防火、排烟、投资概
算等基本知识，并介绍了空调冷源的种类、选用原则以及近年来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最新科学技术成果
。
其内容深入浅出，简明实用。
全书由原来的十一章修订为十二章，并配有电子课件和VCD音像教材，每章配有适量的复习思考题和
习题，可供教学、自修参考。
　　本书既可作为普通本科、高职高专院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土木工程
专业、建筑学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制冷专业、热能与动力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作
为从事空调工程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运行管理、维修以及产品营销人员的培训和自学教材，还可
用作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复习参考书。
　　本书在修订过程中听取了许多同行专家及兄弟院校专业课教师，尤其是使用过第一版教材的任课
教师的意见，几经修改，日趋成熟。
在此，谨向提供宝贵意见的各位同行专家、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欢迎广大同行、专家、任课教师
不吝赐教，批评指正，以便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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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气调节工程》系统地介绍了空气调节的基本原理、系统分类，冷（热）、湿负荷的计算方法
，以及各类空调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安装要求、故障分析，空调系统消声、防振、防火、排烟和
空调工程投资概算等基本知识，并简要地介绍了空调冷源及各类空调用冷水机组的结构、工作原理及
选用原则，以及智能建筑空调环境控制基础。
内容深入浅出，简明实用。
《空气调节工程》既可作为工科类院校给水排水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房屋建筑设备与管理、
土木工程、建筑学、建筑电气等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从事空调工程设计、安装、运行
管理、维修以及产品营销人员的参考书。
本教材还配有教学录像和整套CAI课件，供教学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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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原则上空调建筑物应选在绿化条件好、远离噪声源、空气质量好的场地上。
　　2）严寒、寒冷地区建筑的体形系数应小于或等于0.40。
建筑物的外形以立方体为最理想，因为在满足相同使用空间的前提下，立方体外表面积最小。
　　3）建筑的主朝向宜选择本地区最佳朝向或接近最佳朝向，应能充分利用冬季日照并避开冬季主
导风向，并能利用夏季自然通风。
　　4）太阳辐射的吸收和反射与建筑物的外表面颜色有关，一般情况下，对于供冷负荷大而供暖负
荷小的建筑物，其外表面宜采用浅色为好。
　　5）同一幢建筑物内的空调房间应尽量集中布置。
室内温、湿度基数、使用班次和消声要求相接近的空调房间宜相邻或上下对应布置。
空调房间不宜与高温或高湿房间毗邻。
　　6）房间的外墙、外墙朝向及所在层次应符合表1.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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