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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装备制造业节能减排技术手册》分上、下两册，整体内容由6篇构成，本书为上册，包括：
第1篇综述。
本篇阐述了装备制造业节能减排技术的重要性；通过转型升级，促进节能减排实质性发展；汇集了国
家近期颁布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技术政策及标准等。

第2篇节能减排的基础知识和技术。
本篇包括能源资源、热工知识、燃料与燃烧等六个方面的基础知识；同时描述了热能和余热利用、保
温技术、电力电子节能减排技术、绿色设计、装备再制造技术、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
控制等十三个方面的专业应用技术。

第3篇机械装备节能减排制造工艺。
本篇涵盖了炼钢、铸造、锻造、焊接、热处理、表面处理、切削加工、增材制造等工艺技术，对企业
的节能减排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本手册可供企业管理及技术人员、专业经济工作者、各级政府部门参考，以便更好地指导当前节能减
排工作，同时对全国各地各行业节能监察中心、节能技术服务中心、环境监察中心、专业研究机构、
大专院校专业师生也是颇有价值的参考手册和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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