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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针对建筑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
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保持教材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在内容
和选材上体现学以致用，重点介绍了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贯彻新规范、新标准、新措
施。
　　本书结构严谨，通俗易懂，内容简练，表达清晰，图文并茂，便于理解与掌握。
　　本书由辽宁职业技术学院赵岐华担任主编，徐州建筑职，jk技术学院陈益武、黑龙江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吕君和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芦瑞丽担任副主编，由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苏德权主审。
具体的编写分工为：绪论和第1、2、3、7、16、17单元由赵岐华编写；第4、6、13单元由吕君编写；
第9、11、14单元由芦瑞丽编写；第5、8、10、12单元由陈益武编写；第15单元由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周兴红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相关的建筑设计研究院、施工单位、管理部门以及各兄弟院校专家学者
的大力协助，他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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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建筑设备类专业规划教材之一，内容涵盖通风工程和空气调节两个方面，全
书系统地介绍了工业有害物的来源和危害，通风方式，全面通风，局部通风，工业有害物的净化，通
风系统风道的设计计算，自然通风，湿空气焓湿图及应用，空调房间冷（热）、湿负荷，空气热、湿
处理，空气调节系统，空气的净化，空调房间的气流组织，空调系统的消声与减振，空调系统的运行
调节，通风空调系统的测试与调整以及建筑防排烟等方面的知识。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技术专业教材使用，也可作为从事通风与空气调节技术专
业的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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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 有害物散发量的计算　　全面通风量的大小与单位时间内车间散发有害物的多少成正比。
要确定车间全面通风量，就必须先确定车间有害物的散发量。
　　3.1.1 粉尘、有害气体和蒸气散发量的计算　　物质燃烧时散发的气体量可以根据化学反应方程式
来计算求得，各种工业燃烧炉不严密处漏出的气体量一般按照燃烧过程产生的烟气量的39，6-89／6计
算。
　　但是，由于产生过程的多样性，粉尘、有害气体和蒸气的扩散机理很复杂，难以用理论公式计算
，所以在实际工程中只能通过现场测定、参考经验数据来确定（具体方法详见有关设计手册和资料）
。
　　3.1.2 生产设备散热量的计算　　1.工业锅炉散热量　　在锅炉运行时，由于锅炉及其附属设备、
管道表面温度高于环境温度，部分热量向外界散发，形成炉体散热损失，其大小取决于锅炉表面温度
、表面积以及环境空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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