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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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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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忽视。
一个新专业的组建及其内涵的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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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管理型人才作贡献的愿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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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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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扎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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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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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燃气燃烧理论、燃烧器及民用燃具设计、燃气在空调及工业炉中的应用等内容。
    全书内容密切结合国内外燃气燃烧应用发展的现状，以我国最新的标准、规程和规范为依据，取材
面广，反映了当代燃气燃烧装置的科技成就和水平。
因此，本书亦可供从事燃气热能利用工作的设计、科研及运行管理人员参考。
    本书配有电子课件，免费提供给选用本教材的授课教师。
课件索取方式参见书末“信息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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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分析式（1-49）可看出，燃气燃烧温度的高低与燃烧的完全程度、燃气热值、燃烧产物的数量
、燃气与空气的温度、过剩空气系数和设备保温等因素有关。
下面分析这些因素对燃烧温度的影响：（1）热值的影响一般来说，燃烧温度随燃气低热值H1的增大
而增大。
当燃气中含有较多的重烃时，由于热值增高，燃烧温度也增高。
但有时热值低的燃气的燃烧温度可能高于热值高的燃气的燃烧温度，这主要是由于燃烧产物的数量和
比热容等因素起了主要作用。
因为燃气燃烧放出的热主要用于加热燃烧产物，所以当燃烧产物数量多时，所需热量也多，燃烧温度
就下降。
同样，当燃烧产物的比热容大时燃烧温度也下降。
因此，CH4的热值虽高于H2，但其燃烧温度却低于H2。
（2）过剩空气系数的影响燃烧区的过剩空气系数太小时，由于燃烧不完全，不完全燃烧热损失增大
，使燃烧温度降低；若过剩空气系数太大，则增加了燃烧产物的数量，使燃烧温度也降低。
因此，为提高实际燃烧温度，应在保证完全燃烧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过剩空气量。
（3）空气和燃气温度的影响预热空气或燃气可加大空气和燃气的焓值，从而提高燃烧温度。
由于燃烧时空气量比燃气量大得多，因此预热空气对提高燃烧温度的影响比较明显。
（4）设备散热的影响由于被加热物体的吸热和设备向四周的散热，实际燃烧温度比理论燃烧温度低
。
设备结构越合理，保温越好，向周围介质的散热损失就越小，实际燃烧温度也就越接近理论燃烧温度
。
（5）燃烧的化学热损失燃烧的化学热损失越多，提供给烟气的热量就越少，燃烧温度也越低。
在提供了足够空气的情况下，使燃气与空气充分混合是减少化学热损失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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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燃气燃烧与燃烧装置》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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