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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细细读完新泉教授送来的《通风工程学》书稿，我为该书内容之丰富，概念之清晰，体系架构之
新而感到高兴，展纸提笔，欣然为之序。
　　通风系统在安全生产中处于很重要的位置，它既是保证生产得以正常安全进行的重要生产设施，
例如对于煤矿来说，矿井通风系统就是有效防治瓦斯灾害的关键技术之一，是煤矿实现安全生产的重
要保证；更是保障从业人员身心健康的生命线工程，例如在煤炭、冶金、机械、建材、轻工等工业行
业中的采矿、选矿、冶炼、铸造、锻压、热处理、烧结、耐火材料、蒸煮、洗染等生产场所，通风系
统是控制这些场所产生的粉尘、余热、余湿和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关键技术
之一，是改善劳动者作业环境，控制居职业病发病率之首的尘肺病的有效技术措施。
所以，“通风工程”是支撑安全工程专业的关键性专业技术之一，也是体现安全工程专业工学属性的
一项工程学原理性质的专业技术。
高等院校安全工程专业将“通风工程学”作为主干性专业技术课是很有必要的，我深信，本书的出版
将会促进安全工程专业“通风工程学”课程的教学研究与发展，并进一步丰富“通风工程学”的内涵
。
　　我十分赞赏安全工程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的《通风工程学》教材编写班子，本书的十多位作
者来自具有不同行业背景的高校，又都是教学、科研经验丰富的教授，尤其是本书主编王新泉教授，
他是安全科学与工程界知名学者，不仅基础理论厚实，而且有丰富的安全生产实践经验。
这个由老中青优秀教师组成的班子，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共同编著了这部全新的专业教材。
与同类教材相比，该书较好地体现了加强基础、面向前沿、突出思想、关注应用、方便阅读的原则，
全书的着力点放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阐述上，结合学生现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紧贴学科发展
前沿，体现了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级安全科技人才的培养要求。
　　我预祝本书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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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安全工程系列“十一五”规划教材：通风工程学》共17章，详细介绍了通风与空调在
作业环境控制中的作用与任务，作业场所有害物的来源与危害，湿空气性质，通风方式与通风空调基
本方程，粉尘与气溶胶特性及除尘机理与除尘设备，有毒有害气体的净化原理与方法，空调负荷计算
、系统设计、施工、测定、调试、竣工验收与运行管理，通风机、水泵的工作原理与选择方法。
此外，还专门对置换通风、防排烟通风系统、生物安全实验室通风空调系统、地下建筑通风、隧道通
风、矿井通风、事故通风等7个通风工程专题进行了介绍。
《高等教育安全工程系列“十一五”规划教材：通风工程学》不是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类似教材
（如《工业通风》与《空气调节》）的简单翻版或合成，而是一部适合安全工程专业教学的新颖独特
的“通风工程”课程教材，使用《高等教育安全工程系列“十一五”规划教材：通风工程学》可在同
一基础平台上讲授“工业通风”与“防尘技术”、“防毒技术”、“空气调节”等内容。
　　《高等教育安全工程系列“十一五”规划教材：通风工程学》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既可作为
安全工程专业、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教材（书中标有“*”的章节可作为本科教学的选讲内容
），同时与“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对本课程内容的要求密切关联，能作为“注册安全
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参考用书，并可供从事安全工程的科研、设计、施工等有关技术人员学习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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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新泉，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原工学院安全及环保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工业大学兼职
教授。
1946年生于苏州，196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暖通空调专业。
河南省政协常委、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理事、高等院校安全
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996～2004年）、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委员会顾问、安全工程专业教材
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副理事长、河南省建设安全研究会理事长、河南省
土木建筑学会理事兼任暖通空调和热能动力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全与环境学报》编委，《现代职业
安全》编委。
　　大学毕业后在煤矿任工程师，1984年调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系通风安全教研室任教，1989年调
入中原工学院（原郑州纺织工学院）暖通空调教研室任教。
长期在安全科学与工程领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颇有建树，是职业安全健康领域资深专家，知名学
者。
在多种学术刊物及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被EI收录多篇，有的被评为各类各级优秀学
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6部，主持完成高水平省部级科研项目十多项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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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是人类生活与从事生产活动的主要场所，现代人类大约有五分之四的时间是在建筑物中渡过
的，人类从穴居到居住现代建筑的漫长发展道路上，已逐渐认识到建筑不只是应有挡风遮雨的功能，
而且还应是个温湿度宜人、空气清新、光照柔和、宁静舒适的建筑环境。
建筑环境对人类的寿命、工作效率、产品质量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类始终不懈地在寻求控制、改
善室内环境，以满足人类自身生活、工作对环境的要求和满足生产、科学实验对环境的要求。
　　现代化生产与科学实验对作业环境条件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如计量或标准量具生产环境要求
温度恒定（称恒温），纺织车间要求湿度恒定（称恒湿），有些合成纤维的生产要求恒温恒湿，半导
体器件、磁头、磁鼓生产要求对环境中的灰尘有严格的控制，抗菌素生产与分装、无菌实验动物饲养
等要求无菌环境等。
这些人类自身对环境的要求和生产、科学实验对环境的要求导致了建筑环境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
并且已形成r-门独立的学科。
建筑环境学中指出，建筑环境由热湿环境、室内空气品质、室内光环境和声环境所组成。
通风与空气调节就是控制建筑热湿环境和室内空气品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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