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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管网计算
一 枝状管网的计算
二 环状管网的计算
三 室内燃气管道的计算
第六节 计算机在管网水力计算中的应用
一 管网平差计算模型
二 管网优化设计模型
三 管网水力计算源程序
四 计算机应用于输配系统的现代化管理简介
第七章 燃气管道的防腐
第一节 腐蚀的原因
一 电化学腐蚀
二 杂散电流对钢管的腐蚀
三 化学腐蚀
四 细菌作用引起的腐蚀
第二节 绝缘层防腐法
一 对绝缘防腐层的基本要求
二 沥青绝缘层防腐
三 塑料绝缘层防腐
第三节 电保护防腐法
一 外加电源阴极保护法
二 牺牲阳极阴极保护法
三 排流保护法
第四节 管道腐蚀的检测
一 管道腐蚀检测的目的
二 管道防腐蚀检测的方法
第八章 城市燃气储存和压送
第一节 燃气储存
一 储气柜
二 管道储存
三 管束储存
四 地下储存
五 液化储存
第二节 燃气压送
一 压缩机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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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燃气压缩机的主要功能
三 几种常用燃气压缩机简介
四 压缩机的功率
五 压缩机的驱动设备
第三节 储配站
一 储配站的主要功能
二 站址选择原则
三 储配站设计
第九章 燃气输配系统压力调节
第一节 燃气调压器
一 调压器作用原理
二 我国常用调压器及其技术性能
三 调压器的选择
四 调压器性能的测试
五 调压器的消声
第二节 燃气调压室
一 调压室的分类和选址
二 调压室的组成和布置
三 箱式调压室
第十章 燃气计量与检测仪表
第一节 燃气计量
一 计量范畴
二 计量单位与量值
三 误差与精度的基本概念
四 仪表工作条件影响
五 燃气状态换算
第二节 检测仪表
一 燃气流量检测仪表的选用
二 差压流量计
三 临界流流量计
四 容积式流量计
五 速度式流量计
六 流量－微机组合仪表
七 燃气流量计的检验及其测量设备
八 展望发展中的新型燃气计量仪表
第十一章 燃气输配管网的遥测遥控
第一节 城市管道燃气输配调度的基本任务
第二节 调度参数的计算
第三节 建立SCADA系统的工程管理
一 项目的确立阶段
二 选购或订货阶段
三 实施阶段
第十二章 燃气输配管网施工及运行管理
第一节 常用管材与连接方式
一 钢管
二 灰口铸铁管
三 球墨铸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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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塑料管
第二节 地下燃气管道施工及设备安装
一 土方工程
二 地下燃气管道敷设
三 管道附属设备安装
四 燃气管道穿 跨越施工
五 地下燃气管道工程质量检验
第三节 地上燃气管道施工及表具安装
一 引入管安装
二 燃气表 燃具的安装
三 地上燃气管道工程质量检验
第四节 运行管理
一 图档管理
二 燃气管道漏泄检查与修理
三 防止燃气管道阻塞
参考文献
第五篇 液化石油气供应
第一章 液化石油气的来源和运输
第一节 液化石油气的来源
一 天然石油气
二 从炼油厂回收液化石油气
三 从石油化工厂回收液化石油气
四 液化石油气的净化
第二节 液化石油气的规格
一 概述
二 液化石油气的规格
三 液化石油气的试验方法
第三节 液化石油气的运输
一 管道输送
二 铁路槽车运输
三 汽车槽车运输
四 槽船运输
第二章 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常温高压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一 工艺流程
二 总图布置
三 常温高压液化石油气储罐
四 灌瓶工艺及设备
五 残液回收系统
六 机泵的选用
第三节 低温常压液化石油气储存工艺
一 工艺流程
二 工艺布置及设备
三 低温常压储罐的构造
第四节 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的安全技术
一 防火 防爆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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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液化石油气站用电场所爆炸危险等级和范围的划分
三 防爆电气设备的选择
四 静电及其预防
五 防雷及其措施
第三章 液化石油气供应
第一节 液化石油气的气化和掺混空气
一 自然气化
二 强制气化
三 液化石油气－空气混合气
第二节 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
一 瓶装供应站的规模和参数
二 瓶装供应站的选址及平面布置
三 瓶装供应站的防火安全要求
四 瓶装供应站的管理
第三节 液化石油气气化站和混气站
一 气化站的工艺流程及其工艺布置
二 混气站的工艺流程及其工艺布置
三 气化站和混气站的一般设计要求
四 气化器
五 混合器
第四节 液化石油气的用户
一 供应方式
二 瓶组供应
三 应用
参考文献
第六篇 燃气燃烧与应用
第一章 燃气燃烧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燃烧反应机理
一 反应物浓度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
二 反应温度对反应速度的影响
三 链式反应
第二节 着火
一 支链着火
二 热力着火
第三节 点火
一 均匀点火
二 瞬时点点火
三 电火花点火
四 其他点火源
第四节 火焰传播
一 层流火焰传播
二 层流火焰传播速度的确定
第五节 燃烧方法
一 扩散式燃烧
二 部分预混式燃烧
三 完全预混式燃烧
第六节 火焰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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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火焰的燃烧工况
二 预混火焰稳定范围
三 火焰稳定原理
四 火焰稳定极限的表达方法
第二章 常用扩散燃烧器及鼓风燃烧器
第一节 自然引风式扩散燃烧器
一 管状自然引风扩散燃烧器
二 冲焰扩散燃烧器
三 薄焰式扩散燃烧器
四 孔罩式扩散燃烧器
五 多缝式扩散燃烧器
六 炉床式扩散燃烧器
七 自然引风扩散燃烧器设计计算
八 炉床式扩散燃烧器设计计算
第二节 鼓风式扩散燃烧器
一 套管式燃烧器
二 旋流式燃烧器
第三章 常用引射式预混燃烧器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喷嘴 引射管和一次空气吸入口
一 喷嘴
二 引射管
三 一次空气吸入口
第三节 燃烧器结构对一次空气的影响
一 燃烧器结构尺寸与一次空气系数的关系式
二 燃烧器其他部件对一次空气的影响
第四节 火焰的稳定
一 离焰
二 回火
三 黄焰
四 火焰高度
第五节 火孔
一 火孔形状
二 火孔尺寸
三 火孔深度
四 火孔间距（边到边）
五 火孔行数
第六节 燃烧器消声
一 燃烧器的噪声
二 消除熄火噪声的计算
第七节 大气式燃烧器的设计计算
一 设计计算程序
二 设计计算示例
第八节 完全预混式燃烧器
一 H型引射式燃烧器
二 Ⅱ型引射式燃烧器
三 BⅡ型和B型引射式燃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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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板式全预混燃烧器
五 低压引射式全预混燃烧器
第四章 新型及特种燃烧器
第一节 平焰燃烧器
一 概述
二 典型的平焰燃烧器的构造及其工作原理
三 平焰燃烧器的计算方法
第二节 高速燃烧器
一 概述
二 典型的高速燃烧器的构造及其工作原理
三 高速燃烧器的计算方法
第三节 浸没燃烧
一 概述
二 浸渍型浸没燃烧
三 改良型浸没燃烧
四 浸没燃烧装置应用示例
第四节 低NOx燃烧技术
一 NOx生成机理
二 抑制方法及其工作原理
三 工业用低NOx燃烧器示例
四 民用低NOx燃烧器的研究
第五节 燃气辐射管
一 燃气辐射管的基本原理和结构
二 燃气辐射管的技术性能
三 燃气辐射管的设计和选择
第六节 催化无焰燃烧器
一 基本原理
二 催化燃烧器的结构与特性
三 催化燃烧器的设计计算
第七节 脉冲燃烧器
一 概述
二 脉冲燃烧器的构造及其工作原理
三 脉冲燃烧加热装置
第八节 富氧燃烧
一 理论富氧空气量及烟气量的计算
二 富氧燃烧的火焰特性与节能
三 富氧燃烧器
四 富氧燃烧系统及制取富氧空气的方法
第五章 燃气的互换性
第一节 燃气互换判定的前提
一 燃烧前特性
二 燃烧中特性
第二节 燃气的分类
一 国际煤气联盟（IGU）的燃气分类
二 我国城市燃气分类
第三节 燃气互换性原理
一 初始运行点的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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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始运行点调定的极限位置
第四节 燃气互换性指数判定法
一 A G A指数判定法
二 韦弗（Weaver）指数法
第五节 燃气互换性图形判定法
一 法国燃气互换性判定方法
二 英国燃气互换性判定方法
第六节 燃烧器的适应性及其调整
一 燃烧器的适应性
二 燃烧器的调整
第六章 民用燃气用具
第一节 家用燃气灶
一 家用燃气灶的结构
二 家用燃气灶的燃烧器
三 家用燃气灶的阀门
四 家用燃气灶的安全装置
五 家用燃气灶的主要技术性能
第二节 家用燃气烤箱灶
一 家用燃气烤箱灶的结构
二 烤箱灶的几种加热形式
三 烤箱灶的主要性能要求
第三节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一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的基本构造
二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的主要特点
三 家庭集中供热系统
第四节 家用燃气饭锅
一 燃气饭锅的结构
二 燃气饭锅工作原理说明
第五节 家用燃气取暖器
一 家用燃气辐射采暖器
二 家用燃气暖风机
第六节 家用燃气干燥机
一 家用燃气干燥机的结构
二 家用燃气干燥机的性能
第七节 家用燃气容积式热水器
一 家用燃气容积式热水器的结构
二 家用燃气容积式热水器的性能
第八节 小型燃气蒸汽锅炉
一 小型燃气蒸汽锅炉的结构
二 小型燃气蒸汽锅炉的性能
第九节 燃气空调机
一 燃气热泵
二 吸收式空调机
第十节 炒菜灶
一 炒菜灶的主要结构
二 炒菜灶的主要性能
第十一节 其他营业 团体用燃气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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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式灶
二 大锅灶
三 蒸饭灶
四 烤鸭炉
第十二节 民用燃具的点火装置与安全保护装置
一 概述
二 基本原理
三 点火装置与安全保护装置的技术和制作要求
四 使用与维修
第七章 民用燃气用具的通风排气
第一节 通风排气的重要性
一 设置燃气用具房间的通风
二 燃气用具的烟气排除
三 对安装燃气用具房间的卫生通风要求
第二节 通风
一 通风方式与换气量的确定
二 通风措施
第三节 烟气的排除
一 半密闭型燃气用具的排烟
二 平衡型（密闭型）燃气用具的排烟
第八章 民用燃具性能测定
第一节 评价民用燃具的质量标准
第二节 民用燃具的测试方法
一 试验条件
二 检验仪器
三 燃气管路气密性检验
四 燃具热负荷（燃气消耗量）检验
五 燃烧工况检验
六 燃具零部件表面温度检验
七 电点火性能检验
八 安全装置动作性能检验
九 耐久性能试验
第三节 炊事燃具的测试
第四节 热水制备燃具的测试
一 基本参数
二 技术要求
三 结构性能
四 试验方法
第五节 采暖燃具的试验
一 辐射效率的测定
二 热效率的测试
第六节 误差与数据整理
一 基本概念
二 直接测量值及其整理
三 间接测量值及其整理
四 组合测量值及其整理
五 非等精度测量值及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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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系统误差和粗大误差
七 变量关系测量值及其整理
八 例题
第九章 燃气工业炉窑
第一节 概述
一 工业炉窑类别
二 工业炉窑的技术性能及一般设计（或选用）原则
三 燃气工业炉窑的特点
第二节 燃气工业炉窑的炉型结构
一 常用燃气工业炉窑的炉型结构
二 无氧化（光亮）加热炉的炉型结构
第三节 可控气氛的机理及制取设备
一 吸热式气氛
二 放热式气氛
三 滴注式气氛
第四节 燃气工业炉耗气量计算
第五节 燃气工业炉的安全操作和环保要求
一 安全操作事项
二 环保要求
第六节 燃气工业炉的自动控制
一 炉温自动控制
二 炉压自动控制
第十章 燃气工业炉热能的合理利用
第一节 热平衡及热效率
一 热平衡
二 热效率
第二节 火用平衡及火用效率
一 火用平衡
二 火用效率
第三节 燃气工业炉的热平衡和火用平衡的计算
一 热平衡计算
二 火用平衡计算
三 计算举例
第四节 空气（或燃气）预热器
一 预热空气（或燃气）的技术经济意义
二 空气（或燃气）预热器的几种主要型式
第十一章 燃气火焰炉热工行为数模
第一节 解析法
一 炉膛热平衡和热交换方程式
二 炉膛热工作方程之一（炉子热效率）
三 炉膛热工作方程之二（炉膛废气出口温度）
四 炉子热效率方程与废气出口温度方程之间的关系
五 m n的确定方法
六 应用举例
第二节 经验分析法
一 热负荷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二 单位热耗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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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热工行为的优化
四 相对热负荷 相对单位热耗与相对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五 炉膛废气温度与热负荷之间的关系
六 炉膛废气温度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七 应用实例
第三节 准数分析法
一 波而茨曼准数与生产率准数之关系
二 热效率与波而茨曼准数之关系
三 单位热耗准数与生产率准数之关系
四 优化准数值
五 相对关系
六 废气温度准数分别与波而茨曼准数和生产率准数之关系
七 应用举例
第四节 连续式燃气加热炉热工作方程
一 空烧热工作方程
二 有负荷热工作方程
三 燃气消耗率 热效率方程及经济（最佳）控制值
四 应用举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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