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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减灾防灾理论与实践》集十多年来研究成果之大成，理论与实践并重，
系统地阐述了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的来源、危害、灾害类型、评价模型的建立与求解，以及近十
年来在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方面关键设备的研发等成果，对于我国进一步控制民用建筑室
内环境污染的研究和实践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本书以减灾防灾的独特视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重新审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问题，
提出了“室内环境中爆炸气体毁伤准则与评价方法”等一系列理论与方法。
　　本书内容涉及数学、化学、核物理、建筑材料、建筑施工、建筑设计、减灾防灾、计算机及应用
、环境等多个专业，可以作为相关专业教学的参考教材，也可作为相关领域研究人员重要的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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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对电器设备的干扰　　电磁辐射对电器设备的影响有两种方式：其一为直接辐射到设备或系统
上形成电磁干扰；其二为由于感应耦合或静电耦合，或者电磁耦合使电磁波辐射在附近的导线上产生
传导性的电磁骚扰，并从这些导线经由设备的电源线、信号线或控制线加到设备上。
　　大量的研究表明，电磁辐射会造成广播电视不能收听和收看；自动控制信号失误；电子仪器仪表
失灵；飞机指标信号失误或空中指挥信号受到干扰；干扰医院的医疗器械或病人的心脏起搏器等。
另外，电磁辐射对武器弹药、燃油等易燃、易爆物质产生潜在的威胁，如高频辐射会致使导弹制导系
统失灵、石油天然气库爆炸等严重事件，从而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对电器设备的干扰最突出的情况有三种：　　（1）无线通信发展迅速，但发射台、站的建设缺
乏合理规划和布局，使航空通信受到干扰，如1998年8月13日，深圳机场由于附近山头上的数十家无线
寻呼台发射的电磁辐射对机场指挥塔的无线电通信系统造成严重干扰，使地对空指挥失灵，机场被迫
关闭两小时。
　　（2）-些企业使用的高频工业设备对广播电视信号造成干扰，使周围居民无法正常收看电视而导
致严重的群众纠纷，如北京市东城区文具厂就曾因该厂的高频热合机干扰了电视台的体育比赛转播，
被愤怒的群众砸坏了工厂的玻璃。
　　（3）-些原来位于城市郊区的广播电台发射站，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被市区所包围，周围环境也
从人烟稀少变为人口密集，电台发射出的电磁辐射干扰了当地百姓收看电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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