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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实践性教学比理论教学更重要，而它目前却是一个薄弱环节”，周远清同志的
这番讲话，一方面强调了实践环节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实践教学的实际
情况。
实习的过程就是让学生体验生产现场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高等学校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学生通过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环节，可以获得有关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的感性认识和初步的实践知识，加深对本专业工作任务、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的了解，为今后的专业
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目前，我国高校工科院校学生在认识和生产实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可选实习现场的局限和限制，
造成学生参观多，动手实践机会少；实习经费不足，造成实习时间难以保证；实习在专业课学习之间
进行，造成学生实习前的知识准备不足。
本书编写的目的之一，是从专业的角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与生产现场相关的实习指导，使学生在实习
之前获得尽可能多的现场知识和专业知识准备，在实习过程中，手头能有一本有别于专业课教材，内
容以感性为主、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实习指导书。
再配以多媒体阅读材料，以期能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实习准备，提高实习效果和效率。
热能与动力工程属于宽口径大类专业，其特点是要求适用的实习教材具有宽口径的内容。
基于此，本书力求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主要内容包括：热能动力设备与能源管理、锅炉及换热器、
动力机械、制冷与低温工程、暖通空调、冶金热能、热力发电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水系
统、城镇污水处理、环境保护。
区别于课堂理论教学模式，本书采用多媒体形式（有配套文字教材），实习的素材优先选取国内、国
际上最新的工艺流程、生产设备或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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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从专业角度为学生提供的与生产现场相关的、内容以感性为主、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实验指导
书，再配以多媒体阅读材料，以期能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实习准备，提高实习效果和效率。
    全书共分11章，主要内容包括：热能动力设备与能源管理、锅炉及换热器、动力机械、制冷与低温
工程、暖通空调、冶金热能、热力发电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水系统、城镇污水处理、环
境保护等。
本书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在内容选编上充分考虑到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的特点，从不同方面进行设
计与组织。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学生的认识实习或生产实习的教材，也可作为高等专业院
校或高等职业学校相近专业的实习参考用书，还可作为了解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扩展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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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生成金属蒸气，随着温度的降低会通过成核、凝聚、凝结等方式富集到微颗粒表面，并随之排
入大气。
重金属元素不易被微生物降解，可以在人体内沉积，并能转化成毒性很大的金属有机化合物，给环境
和人类的健康造成很大危害。
重金属随废水排出时，即使浓度很小，也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
重金属污染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水体中的某些重金属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化为毒性更强
的金属化合物，如汞的甲基化作用。
2）生物从环境中摄取重金属经过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在较高级生物体内成千万倍地富集起来，
然后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在人体的某些器官中积蓄起来造成慢性中毒，危害人体健康。
3）在天然水体中只要有微量重金属即可产生毒性效应，一般重金属产生毒性的范围大约在1-10m／L
之问，毒性较强的金属如汞、镉等产生毒性的质量浓度范围在0.01～0.001mg／L之间。
重金属的污染有时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如日本发生的水俣病（汞污染）和骨痛病（镉污染）等，都属于由于重金属污染引起的。
因此，应严格控制重金属元素的排放。
煤的洗选技术可以去除一部分重金属元素。
通过改变燃烧工况和添加固体吸附剂等，如采取措施降低燃烧温度、延长炉内停留时间、保持氧化性
气氛，均有利于控制重金属元素向大气排放。
汞在烟气尾部以气态存在，容易附着在飞灰上，可采用活性炭吸附。
现代城市垃圾焚烧处理时，由于同体垃圾中含有较多的重金属元素，会有一部分以颗粒或者蒸气的形
式排放到大气中，需要采取措施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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