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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凝热回收等低品位能源利用及冷热源优化是重要的绿色能源技术，也是绿色建筑或可持续工程的关
键技术。
《冷凝热回收与冷热源优化的理论及方法》系统地介绍了冷凝热回收的发展及研究现状，介绍了*及*
成本分析方法、有限时间热力学及动态仿真等方法，分析研究了典型单冷机组、典型多功能热泵机组
冷凝热回收的相关技术、理论与方法。
考虑冬季气候对热泵应用的影响，对与热泵热回收（多功能）相关的结霜问题及防霜开展了研究。
在冷凝热回收（单冷、热泵装置）、热泵研究及*成本方法研究等基础上，形成了建筑整体节能的优
化设计方法；同时对可作为冷热源优化方法之一的各类低品位能源利用给出了新的评价方法。

《冷凝热回收与冷热源优化的理论及方法》可作为土建类专业、能源类专业及环境或规划类专业的相
关教师、管理人员、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等的参考书，也可供科研院所、设计院及企业研发中心等
的研究与设计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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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热力学与数值传热基础　　2.1 概述　　当前能源利用效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基
于热力学第一定律的热平衡方法，二是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一定律的媚方法。
　　热力学第一定律指出系统输入的能量等于系统输出的能量和系统内能的变化量之和。
第一种方法依据的是能量的数量守恒关系，通过分析，揭示出能量在数量上转换、传递、利用和损失
的情况，确定出某个系统质的能量利用或转换效率。
因为此方法及其评价指标是基于热力学第一定律基础之上的，所以称为“热平衡方法”或“热平衡效
率”。
　　第二种方法依据的是能量中（火用）的平衡关系，即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
通过分析，揭示出能量中（火用）的转换、传递、利用和损失的情况，确定出该系统或装置的炯利用
效率。
因为这种分析方法和评价指标是基于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基础之上的，所以称为“（火用）方法”
和“佣效率”。
　　众所周知，这两种方法互有联系又各有特点。
热平衡分析方法的特点是不同质的能量在数量上的平衡，它只考虑了量的利用程度，反映的只是量的
外部损失。
它为节能研究指明了一定的方向，如回收余热，回收目前尚未利用的废弃物、衍生产品以及减少物料
的泄漏、加强保温等，即所谓减少和堵塞“跑、冒、滴、漏”措施以减少能量的外部损失。
企业和系统内部的热平衡分析是必要的，这也是（火用）方法的基础。
但是热平衡分析方法无法揭示系统内部存在的能量“质”的变化和损耗，不能深刻揭示能量损耗的本
质，而且能效率的分子分母常常是不同质的能量的对比，不能科学地表征能的利用或完善程度，甚至
有时热平衡分析还时常给人以假象，让人们产生错觉，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能量系统开展炯分析。
　　炯分析比热平衡分析更科学、更深入、更全面。
它综合考虑了能量的量与质，将不同形式、不同量和质的能量统一到做功能力这个统一的尺度下面，
所有各种形式的能量就有了统一的度量，就有了可比性。
它除考虑量的利用程度之外，还考虑了质的匹配，反映的是量和质两方面的损失。
（火用）分析方法对能量系统优化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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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龚光彩编著的《冷凝热回收与冷热源优化的理论及方法》对冷凝热回收技术及其应用进行了相对系统
的阐述。
冷凝热回收(单冷或热泵装置)是重要的冷热源技术之一，故在推广应用时应作为冷热源组成的方式之
一来考虑。
考虑到冷凝热回收装置的特点及其应用情况，本书首先介绍了冷凝热回收技术研究与发展的状况，以
便让读者有一个宏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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