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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院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供热工程”课程教材。
    本书由浅入深，对以热水和蒸汽作为热媒的集中供暖系统和城市集中供热系统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
法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介绍了有关运行管理的基本知识；对供热收费改革与计量、低温热水地板辐射
供暖、温控阀等新技术、新设备和新的研究成果给予了较充分的介绍；为了便于读者学习、理解，同
时结合勘查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执业资格考试的复习，在每章附有专业概念型和案
例分析型的例题、习题。
    本书可供从事供暖和集中供热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勘查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
调专业执业资格考试的复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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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4 室内热水供暖系统管路布置及主要设备1.4.1 室内热水供暖系统的管路布置室内热水供暖系
统管路布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工程造价和系统的使用效果，应综合考虑建筑物的结构条件和室外
热网的特点，力求系统结构简单，使空气能顺利排出。
管路应在合理布置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短，节省管材和阀件，便于运行调节和维护管理。
应尽可能做到各并联环路热负荷分配合理，使阻力易于平衡。
室内供暖系统引入口的设置，应根据热源和室外管道的位置，并且还应考虑有利于系统的环路划分，
一般设在建筑物中部。
环路划分就是将整个系统划分几个并联的、相对独立的小系统。
环路如果能合理划分，就可以均衡分配热量，使各并联环路阻力易于平衡，便于控制和调节系统。
下面是几种常见的环路划分方法。
图1.21所示为无分支环路的同程式系统。
它适用于小型系统或引入口的位置不易平分成对称热负荷的系统。
图1.22所示为两个分支环路的异程式系统，图1.23所示为两个分支环路的同程式系统。
同程式与异程式相比，中间增设了一条回水管和地沟，但两大分环路的阻力容易平衡，故多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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