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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了一些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完全崭新的概念。
对于一个工程项目，本书首先对参与者即建筑商、用户、建筑师和设备工程技术人员定义了一个评估
标准，这样就会避免参与者之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
    本书涉及的内容为室内采暖工程的任务、要求和评估标准；书中还进一步介绍了采暖系统的结构和
概况，详细描述了各种大房间及小房间的采暖装置、室内散热器、产热设备、热量分配以及饮用水加
热系统及其计算方法。
    本书的重要特征是扩大和深化了室内采暖领域的基础知识．加强了对建筑物及其采暖系统综合处理
方法的关注。
    这次重新修订的全集“室内空调工程”为1893年首次出版的由赫尔曼·里彻尔撰写的《通风和采暖
系统设计入门》一书的续篇。
全集共包括4卷，即《基础篇》、《室内空调及制冷工程》、《室内采暖工程》以及《建筑物理》(本
卷不再出版)。
本书为该全集的第3卷，作者海因茨·巴赫博士为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建筑能量科学研究所(采暖与空调
教研组)正教授(已退休)。
    全书内容翔实。
它描述了目前国际上采暖领域的崭新理念，介绍了先进的设计思想、调节控制和测量技术．实为教学
、科研和设计的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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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室内采暖工程（原著第16版）》由斯图加特大学建筑能量科学研究所（采暖与空调教研组）原
所长海因茨·巴赫教授撰写（除调节控制、水处理、设备消音及减振三章外）。
　　在《室内采暖工程（原著第16版）》中提出了一些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完全崭新的概念。
　　《室内采暖工程（原著第16版）》以“能量需求展开”的新方法，按照用户需求从建筑物模拟计
算出的全年负荷（热量或冷量）出发，继而推算出“热量移交使用”、“热量分配”及最后确定出“
产热设备”部分的负载。
同时引入了“能量耗费系数”来评估系统的优劣，以此方法来进行系统设备及相应的调节控制方案的
设计、计算和优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室内采暖工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