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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风工程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起着改善居住建筑和生产车间的空气条件，保
护人民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许多工业部门又是保证生产正常进行，提高产
品质量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风工程在内容上基本上可分为工业通风和空气调节两部分。
工业通风的主要任务是，控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有害气体、高温、高湿，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
和保护大气环境。
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散发的工业有害物日益增加，例如全世界每年估计排人大气的粉尘约为1
亿吨，硫氧化物(SOx)高达1．5亿吨。
这些有害物如果不进行处理，会严重污染室内外空气环境，对人民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例如工人长期接触、吸入SiO2粉尘后，肺部会引起弥漫性纤维化，到一定程度便形成“硅肺”。
大气污染的影响范围广，后果更加严重。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搞好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广大人民群
众创造良好的劳动和生活环境是我们从事通风工程科研、设计和施工工作人员的崇高职责。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以阐明基本规律和基本理论为主要目的，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反
映本门学科的现代先进水平。
　　考虑到环境保护工作日益重要，本教材对除尘器的除尘机理作了较详细的阐述。
关于有害气体吸收、吸附机理的介绍也适当加强，为学生今后进一步掌握这方面的理论打下初步基础
。
　　考虑到气力输送系统在工业上的应用日益广泛，它具有工艺与除尘结合的特点，而且它的基本计
算方法与通风除尘系统类似。
因此，本书对气力输送系统的设计计算作了简要介绍。
　　测试技术是对通风系统进行检验、改进和研究的重要手段。
为此本书介绍了与工业通风系统有关的常用测试仪表和测试方法。
　　本课程重点讲述通风排气系统及进排气的净化方法，有关进气处理的内容将在《空气调节》中讲
述。
有关流体力学和通风机的原理将在《流体力学泵与风机》中讲述。
　本书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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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讲述了工业通风的原理、设计和计算方法，其中对各种局部排风罩的工作原理、常用除尘
器的除尘机理及有害气体吸收和吸附的机理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增加了蒸发冷却通风、通风除尘系统的运行调节等内容。
    本版在《工业通风》(第三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根据近年来工业通风技术的发展、与本专业有关
的国家标准规范的修订变化以及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与通风相关的内容要求，对
本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
新增了全面通风方式的分类、蒸发冷却通风、滤筒式除尘器、电袋组合式除尘器、通风(除尘)系统的
运行调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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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工业污染物及其防治的综合措施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散发的各种污染物(颗粒物、污染
蒸气和气体)以及余热和余湿，如果不加控制，会使室内外环境空气受到污染和破坏，危害人类的健康
、动植物生长，影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
因此，控制工业污染物对室内外空气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工业通风就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一门技术。
为了控制工业污染物的产生和扩散，改善车间空气环境和防止大气污染，本章将对如下问题进行介绍
与分析：　　(1)了解工业污染物产生的原因和散发的机理；　　(2)认识各种工业污染物对人体及工
农业生产的危害；　　(3)明确室内外环境空气要求达到的卫生标准和排放标准规定的控制目标；　
　(4)阐明改善环境空气条件的综合措施。
　　1．1　颗粒物、污染气体的来源及危害　　1．1．1颗粒物的来源及其对人体的危害　　(1)颗粒
物的来源　　颗粒物(PM，Parricles Mater的简写)是指能在空气中浮游的微粒，有固态颗粒物、液态颗
粒物，工业领域中大多是粉尘，即固态颗粒物，它主要产生于冶金、机械、建材、轻工、电力等许多
工业部门的生产过程，本书中若无特指均指固体颗粒物。
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固体物料的机械粉碎和研磨，例如选矿、耐火材料车间的矿石破
碎过程和各种研磨加工过程；　　2)粉状物料的混合、筛分、包装及运输，例如水泥、面粉等的生产
和运输过程；　　3)物质的燃烧，例如煤燃烧时产生的烟尘量，占燃煤量的10％以上；　　4)物质被
加热时产生的蒸气在空气中的氧化和凝结，例如矿石烧结、金属冶炼等过程中产生的锌蒸气，在空气
中冷却时，会凝结、氧化成氧化锌固体微粒。
烟气中SOz、NOx进人大气衍生的硫酸盐、硝酸盐微粒。
　　第1)、2)两种来源属于物料物理形态与尺度的变化产生的颗粒物，其尺度相对较大，称为灰尘。
第3)种来源属于物料的化学变化产生的颗粒物，若化学变化的残灰随烟进入气体中，则颗粒物尺度相
对较大，常见为烟尘。
如果其残灰未进入气体中，则气体中的颗粒物尺度相对较小，称为烟。
例如香烟燃烧产生的烟和烟灰，其中烟的颗粒物尺度较小，达到微米级及其以下，而烟灰的颗粒物尺
度相对较大。
第4)种来源属于气态相变成固态产生的的颗粒物，其尺度也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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