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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按人口平均的能源资源占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能源资源贫国。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节约能源在现阶段更加必要、可行并且潜力巨大。
    作者结合自己的教学、科研实践经验和体会编写了本书。
主要内容包括：供热锅炉基本知识，节能基础理论，供热锅炉的能耗分析，供热锅炉设计与节能，供
热锅炉改造与节能，供热锅炉运行与节能，供热系统节能技术。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已熟悉供热锅炉及其辅助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并从事锅炉设计、制造、运行
或管理的技术人员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学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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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供热锅炉及其系统节能》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已熟悉供热锅炉及其辅助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并从
事锅炉设计、制造、运行或管理的技术人员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学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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