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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有关现代建筑设备工程的设计方法。
内容共分十五章，包括概论、空调设备、供暖设备、通风设施、燃气工程、给水设施、排水设施、水
景工程、消防设施、电梯设备、电力工程、电气照明、通信信息、安全防范和智能建筑等。
同时还介绍了近年国内外建筑设备工程的新产品、新设备、新技术，并附有必要的计算图表和常用参
考资料，供读者查阅。
   本书图文并茂，实用性强，取材新颖，反映了现代建筑设备工程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最新科研成果，
是建筑设备工程设计的一本常用工具。
亦可作为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教学和科研参考书。
对从事建筑安装、装饰工程、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人员也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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