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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龙惟定等著的《低碳城市的区域建筑能源规划》从阐述建设低碳城市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出发，论述了
以综合资源规划为基础的区域建筑能源规划原则与目标的设定，对可利用资源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
介绍了基于碳约束的区域建筑可利用能源资源的优化方法和区域建筑能源需求的预测。
本书还具体介绍了利用新能源的区域能源系统方式，如分布式能源的热电联产系统、地源热泵，以及
多能源互补与优化配置的方法。
书中还提出了低品位未利用能源的能源总线系统以及能源互联网系统等新概念和新技术，并最后归结
到区域建筑能源系统的各相关评价方法。
本书最后以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能源方式和能源系统作为区域建筑能源规划的实例加以剖析，并
提出思考与展望。
全书体系清晰，概念完整。

《低碳城市的区域建筑能源规划》不是教材，也不是设计手册。
书中部分内容是当今园区建设中可以直接应用的，特别是负荷估算、资源评估、分布式能源技术、地
源热泵技术和能源总线技术等都是热点。
也有一部分内容略有超前，如智能微网、能源互联网等技术，还是处于研究中的城市能源“愿景”。
因此，本书可供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能源管理部门、咨询机构、评估机构、区域开发单位、设计院所
、城市规划院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项目管理单位、能源管理公司等部门参考；也可供城市规划
、建筑、建筑技术、热能动力、暖通空调等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咨询评估人员、高校师生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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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低碳城市的区域建筑能源规划》作者龙惟定教授及其团队长期从事建筑与空调节能技术研究，
致力于促进我国建设领域中节能环保和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并从单体建筑扩展到城市规划领域，在
这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
本书就是他们根据国外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他们在国内研究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总结，现
在作为极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同行，必将对我国发展和推进低碳城市的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
本书从阐述建设低碳城市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出发，论述了以综合资源规划为基础的区域建筑能源规划
原则与目标的设定，对可利用资源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介绍了基于碳约束的区域建筑可利用能源资
源的优化方法和区域建筑能源需求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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