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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是1998年教育部新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原“供热
通风与空调工程”专业和“城市燃气供应”专业进行调整、拓宽而组建的新专业。
专业的调整不是简单的名称的变化，而是学科科研与技术发展，以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赋予了这个专业新的内涵和新的元素，创造健康、舒适、安全、方便的人居环境是21世纪木
专业的重要任务。
同时，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是这个专业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它们和建筑环境与设
备工程专业的学科科研与技术发展总是密切相关，不可忽视。
　　作为一个新专业的组建及其内涵的定位，它首先是由社会需求所决定的，也是和社会经济状况及
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相关的。
我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大规模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的本专业人才，专业的发展和重新定位必然导
致培养目标的调整和整个课程体系的改革。
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富有创新能力”，符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并能与国际接轨的多
规格的专业人才以满足需要，是本专业教学改革的目的。
　　机械工业出版社本着为教学服务，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为培养工程应用型
和技术管理型人才做贡献的愿望，积极探索本专业调整和过渡期的教材建设，组织有关院校具有丰富
教学经验的教授、副教授主编了这套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系列教材。
　　这套系列教材的编写以“概念准确、墓础扎实、突出应用、淡化过程”为基本原则，突出特点是
既照顾学科体系的完整，保证学生有坚实的数理科学基础，又重视工程教育，加强工程实践的训练环
节，培养学生正确判断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注重加强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以满
足21世纪我国建设事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
　　我深信，这套系列教材的出版，将对我国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产生积极的作用，
会为我国建设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陈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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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阐述热泵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设备，以及热泵空调系统的设计方法和技术措施。
内容包括热泵机组的工作原理、空气源热泵系统设计、水源热泵系统设计、土壤源热泵系统设计，并
介绍了大型公共建筑热泵空调工程的成功应用实例。
本书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内容全面详实，反映了热泵领域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工程应用进展。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教学用书，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
在设计、安装、使用热泵空调系统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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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吸收式热泵的工作原理　　3.5　溴化锂吸收式热泵的安装调试与维护　　3.5.1　溴化锂吸
收式热泵的安装　　与蒸气压缩式热泵机组比较，溴化锂吸收式热泵的运动部件少，振动和噪声较小
，运行较平稳。
因此，对机组的基础和安装要求相对来说不是很高，但是安装时对机组水平度要求严格。
　　溴化锂吸收式热泵机组出厂时，小型机组为整体式，可整体运输；中大型则可采用分体式，即分
为两件和多件运输。
　　1.整体机组的安装　　（1）机组的检查机组在出厂前，内部已充注表压为0.02～0.04MPa的氮气，
安装前应对机组外观、电气仪表、机组压力情况等进行检查，确保运输过程中机组无任何损坏。
　　（2）机组的吊装一般采用钢丝绳起吊机组。
由于制造厂家的不同，机组起吊方法也各异。
一般用两根钢丝绳起吊机组主筒体的两端，如机组设有专用的吊孔，则用钢丝绳通过吊孔起吊。
　　吊装机组要精心组织、谨慎操作，确保不会损坏机组的任何部分。
尤其注意钢丝吊索与机组的接触部位、细管、接线和仪表等易损件。
在机组起吊时，要保持水平，就位时，机组所有的底座应同时并轻轻地接触地面或基础表面。
　　（3）机组的安装溴化锂吸收式热泵机组振动小、运行平稳，其基础按静负荷设计。
在机组就位前，应清理基础表面的污物，并检查基础标高和尺寸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检查基础平面的
水平度。
机组就位后，必须对机组进行水平校正。
　　机组的水平校正的方法如下：　　1）在吸收器管板两边，或者在简体两端，找出机组中心点。
如果找不到机组的中心点，也可利用管板金加工部位作为基准点。
　　2）用水平仪校正机组的水平。
机组合格的水平标准是纵向在1mm／m内，若机组尺寸是6m或大于6m，合格值应小于6mm；机组横向
水平标准是小于1mm／m。
　　3）如果机组水平不合格，可用起吊设备，通过钢丝绳慢慢吊起机组的一端，用钢制长垫片来调
节机组的水平。
　　2.分体机组的安装　　（1）机组外观及压力检查　分体机组的各件内部在出厂前都充以氮气，安
装前应检查各件的氮气压力，确保机组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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