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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原《供热工程》（第三版）的基础上，保留原书的结构框架与精华，并将近15年供热发展的
新技术与新设备编人其中，形成了较完整的供热工程理论体系。
同时，照顾了集中供热工程实践之需要。
第四版不仅可满足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使用要求，而且也是供热工程技术
人员深化专业技能的参考书籍。
本书是在原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贺平主编的第三版基础之上修订而成，与原教材相比内容有了较大的
更新。
本书绪论、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十七章由哈尔滨工程大学孙刚编写；第一章、第三章、第四
章和第七章由哈尔滨工程大学吴华新编写；第八章～第十六章由太原理工大学王飞编写。
全书由孙刚、王飞统稿，由北京市热力公司吴星主审。
此次修订过程中得到高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兄弟院校有关老师以及热力部门
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集中供热系统自动化”章节中还得到了潘广军高级工程师的技术指导，为此均深表感谢。
为方便任课教师制作电子课件，我们制作了包括本书中公式、图表等内容的素材库，可发送邮件
至jiangongshe@163．com免费索取。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对于书中的缺点错误，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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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原《供热工程》（第三版）的基础上，保留原书的结构框架与精华，并将近15年供热发展的
新技术与新设备编入其中，形成了较完整的供热工程理论体系。
同时，照顾了集中供热工程实践之需要。
第四版不仅可满足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使用要求，而且也是供热工程技术
人员深化专业技能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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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的敷设和构造　第十五章　供热管道的应力计算　第十六章　集中供热系统方案设计比选　第十
七章　集中供热系统自动化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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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供暖工程第二章 室内供暖系统的末端装置室内供暖系统的末端散热装置是供暖系统完成供暖
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向房间散热以补充房间的热损失，从而保持室内要求的温度。
本章介绍的室内供暖系统的末端装置向房间散热的方式主要有下列四种情况：1．供暖系统的热媒（
蒸汽或热水），通过散热设备的壁面，主要以自然对流传热方式（对流传热量大于辐射传热量）向房
间传热。
这种散热设备通称为散热器。
2．供暖系统以低温热水（≤60℃）为加热热媒，以塑料盘管作为加热管，预埋在地面混凝土层中并将
其加热，向外辐射热量的采暖方式称为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
此时，建筑物部分围护结构与散热设备合二为一。
3．供暖系统的热媒（蒸汽、热水、热空气、燃气、电热膜或加热电缆），通过散热设备或与之相连
结构的壁面，主要以辐射方式向房间传热。
散热设备可采用在建筑物的顶棚、墙面或地板内埋设管道、风道与加热电缆的方式；也可采用在建筑
物内悬挂金属辐射板的方式。
以上2与3均是以辐射传热为主的供暖系统，称为辐射供暖系统。
4．通过散热设备向房间输送比室内温度高的空气，以强制对流传热方式直接向房间供热。
利用热空气向房间供热的系统，称为热风供暖系统。
热风供暖系统既可以采用集中送风的方式，也可以利用暖风机加热室内再循环空气的方式以及风机盘
管的方式向房间供热。
室内供暖系统的末端散热装置可根据热用户的需求，在实际工程中采用合适的形式加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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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供热工程(第4版)》：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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