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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气调节技术逐渐进入成熟时期，空调房间冷负荷计算也由稳定传热计算
，发展到利用周期性不稳定传热法进行计算。
其中代表作有，1946年美国C?O.Mackey和L.T.Wright《周期热流——组合墙壁或屋顶》一文提出的当量
温差法；以及1952年苏联《周期热作用下的传热》一书提出的谐波反应法；我国空调负荷计算也是以
这两种计算方法为基础。
但是，这种计算方法均只考虑围护结构本身的不稳定传热，并未涉及到整体房间的不稳定热作用过程
，具体说就是没有区别房间得热、冷负荷和除热量三个不同概念，而把进入房间的瞬时得热当作瞬时
负荷，致使空调系统设备容量的选择偏大。
　　自六十年代末，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先后开始研究新的计算方法，例如，美国Carrier公司的
蓄热系数法（1965年），加拿大D.G.Stephen80n和G.P.Mitala8提出的房间反应系数法（1967年）和传递
函数法（1971年）等。
虽然各种方法在数学处理手法上有所区别，但对于在内外扰量作用下房间热传递过程的物理分析是一
致的，全面考虑了房间围护结构和物体的蓄热与放热。
本书就是基于这种物理分析，较全面地论述了内外扰量对房间的热作用过程，同时，以变换求解法为
基本数学手段，导出计算公式，并分析当前存在的各种计算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简化计算的途径
，目的在于使读者获得较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本书适合作为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选修或参考教材。
同时，为了便于在职技术人员学习，附录中介绍了矩阵和复数等基本知识。
　　本书承陈在康教授审定；在编写过程中，陈在康、郭骏两位教授提供了宝贵意见，周正同志协助
绘制插图。
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编者的学识水平，书中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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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地讲述了内外扰量对房间的热作用过程，建筑物能耗计算的教学模型以及空调房间设计冷热
负荷的计算。
　　本科学生或研究生，在职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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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概述二、太阳辐射三、板壁的不稳定传热四、房间的内优与空气渗透五、房间空气热状况计算六
、空气调节冷热负荷的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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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房问采暖与空气调节的目的是在室内造成一定的热湿环境和空气条件，如空气的
温度、湿度、清洁度、流速与压力，以及围护结构的内表面温度等。
而且还经常要求这些条件不会因室外气象条件（如室外空气的温、湿度和太阳辐射等）和室内各种条
件（如灯光、设备和人员的活动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应使之维持在一定允许波动的范围内变动
。
　　为了经济合理地达到上述目的，一方面应选择合理的建筑布局和围护结构，另一方面则应正确地
确定采暖、空气调节系统的运行方案.并且恰当地配置采暖与空调设备。
这样才能既满足建筑物对冷、热量的需求，又能经济、合理地使用能源，节约投资和运行费用。
欲做到这两点，必需熟悉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特性，掌握室内外各种因素如何影响房间空气的热湿状
况，从而正确地考虑和计算各种影响因素，求得比较合理的房间冷、热负荷。
这就是本书预期达到的目的。
　　§1—1影响房间热湿状况的因素　　影响建筑物内热湿状况和空气环境的因素有室外气象条件，
室内发热和产湿量，以及采暖和空调系统的运行方式。
如果不考虑运行方式（即连续运行还是间歇运行），房间热力系统的扰量可归纳为外扰和内扰两大类
。
　　一、外扰　　外扰系指室外空气的温度、湿度，太阳辐射强度，风速和风向，以及邻室的空气温
湿度。
它们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影响房间的热湿状态。
　　1.通过热交换　　周围空气温度以及太阳辐射，都会通过不透明的板壁围护结构和半透明的门、
窗玻璃等，向房间进行的传热量交换，以及太阳辐射透过半透明玻璃向房间射入的辐射热等均属此种
热交换。
　　2.通过空气交换　　通过门窗缝隙，室内外空气将有一定数量的交换，即所谓空气渗透，以及通
过空调通风系统也会人为地向房间送入或从房间排出一定数量的空气，它们均属于空气交换。
伴随室内外的空气交换，外界的热量或湿蹙将直接影响房间空气的热湿状况。
　　二、内扰　　内扰系指照明装置，设备和人体的散热、散湿。
它们也都将以对流和辐射两种形式向房间进行热湿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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