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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资源紧缺的当今年代，人们愈来愈关注如何通过一定的技术，将贮存在土壤、地下水、地表水
或空气中的太阳能之类的自然能源以及生活和生产排出的废热，用于建筑物采暖和热水供应。
基于这种理念，随着热泵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热泵技术是应用低位可再生能源的重要
技术措施之一。
　　进入2工世纪后，热泵的快速发展不仅是为了解决能源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改善环境问题。
如果将热泵从20世纪7。
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发展作为热泵发展的第一次兴旺期，那么，进入21世纪后，由于人们要求减少温
室效应，使能源效率再次变得更为重要。
出于环境原因，热泵技术将经历第二次兴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暖通空调的生态化和绿色化。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热泵技术在我国的应用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但在快速的发展中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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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热泵技术应用基础的著作，系统地介绍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热泵空调技术研究所在近十年中
有关热泵理论、系统创薪、实验研究、产品开发、工程应用诸方面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其主要内容包括：空气源热泵结霜、除霜特性研究以及应用实践，地下水源热泵系统应用理论基础，
同井回灌地下水源热泵、土壤蓄冷与土壤耦合热泵集成系统、新型处理后污水源热泵的应用基础研究
和空调冷凝废热的回收与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该书可供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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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众所周知，利用低位再生能的热泵技术在暖通空调领域的应用中充分显示出如下的特点：　　
（1）热泵空调系统用能遵循了能量的循环利用原则，避免了常规空调系统用能的单向性。
所谓用能的单向性是指“热源消耗高位能（电、燃气、油与煤等）一一向建筑物内提供低温的热量—
—向环境排放废物（废热、废气、废渣等）”的单向性用能模式。
热泵空调系统用能是一种仿效自然生态过程物质循环模式的部分热量循环使用的用能模式，实现热能
的级别提升。
　　（2）热泵空调系统是合理利用高位能的模范。
热泵空调系统利用高位能作为驱动能源，推动动力机（如电机、燃气机、燃油机等），然后再由动力
机驱动工作机（如制冷机、喷射器）运行。
工作机像泵一样，把低位热能输送至高位以向用户供暖，实现了科学配置能源。
　　（3）热泵空调系统用大量的低温再生能源替代常规空调中的高位能。
通过热泵技术，将贮存在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或空气中的自然低品位能源，以及生活和生产排放的
废热，用于建筑物的采暖和热水供应。
　　（4）暖通空调用热一般来说都是低温热源。
如风机盘管只需要50－60℃热水，地板辐射采暖一般要求提供的热水温度低于50℃。
这为使用热泵创造了提高性能系数的条件。
也就是说，在暖通空调工程中采用热泵，有利于提高它的制热性能系数.因此，暖通空调是热泵应用的
理想用户之一。
　　基于上述特点，热泵技术注定会在我国暖通空调中兴盛，热泵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也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
正因为坚信上述理念，我们才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热泵技术，一直坚持到现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热泵技术应用理论基础与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