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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供热工程”课程近年来的发展，在参考最新的规范和技术措施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以热
水和蒸汽作为热媒的集中供暖和集中供热系统的工作原理、主要设备和设计方法，并介绍了有关集中
运行调节的基础知识。
针对我国近年来集中供热事业迅速发展，本书有目的地增加了供热工程领域的一些新的知识。
按照实际工程需要，本书增加了地板辐射供暖、分户计量、新型换热设备等新内容，力求内容新颖，
论述详实，增强实用性。
每章均给出习题，便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全面掌握“供热工程”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本科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
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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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2.1 发展历史　　人类最早把燃料化学能转变为热能加以利用是以火的使用作为开始，如北京原
始人化石发源地龙骨山以及欧洲安得塔尔化石发源地，都曾发现过烧火的遗迹。
后来，发展为人们利用原始的炉灶获得热能来取暖。
如火炉、火墙和火炕等，均属于局部供暖方式，至今还有着广泛的应用。
直至17、18世纪欧洲人发明了把热水送入房间实行供暖。
蒸汽机的发明促进了锅炉制造业的发展。
19世纪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以热水或蒸汽作为热媒的集中式供暖系统。
进入20世纪，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开始利用发电厂汽轮机的排汽供给生产、供暖和生活用热，这种方式
目前已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热电厂。
1965年，人类开始把原子能用于热电联产上，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建成的原子能电站超过400座。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人类对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的重新认识、可持续发展和能源结构变
革，节能减排已成为供热工程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上述能源在供热工程中的应用比例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随着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会
越来越多地替代燃料能源。
　　0.2.2 发展规模　　集中供热的发展规模，世界各国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各具特点。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集中供热，长期以来以积极发展热电厂供热作为主要模式。
俄罗斯集中供热规模居世界首位。
至20世纪末，俄罗斯的热电厂装机容量已超过14000万kw。
俄罗斯全国工业与民用的总供热量中，80％由热电厂和区域锅炉房供应。
热电厂的年总供热量约为70亿GJ。
北欧、西欧的国家，自1945年以后，大力发展集中供热事业。
目前所采用较为先进的供热技术有室外管道采用直埋敷设、装配式热力站、热网运行优化管理，采用
良好的热网、热源自控设施等，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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