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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设备技术》主要介绍建筑给水工程、建筑排水工程、供暖、通风、空气调节、建筑热水供
应、燃气供应、建筑电气等的基本知识和技术。
　　近年来我国建筑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建筑设备工程的标准、质量、功能等也
要求日益提高和完善。
从事建筑设计、施工和管理工作的人员就必须进一步掌握有关建筑设备的工程知识和实用技术。
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求，便于建筑工程界各领域工作人员能迅速、有效且深入地掌握建筑设备技术领
域的知识和技能，本书首次力求以“少而精”的原则介绍建筑设备技术中各工程学科所需的基础理论
、前期工程常识、通用器材、设备知识（如流体力学、电学基础理论知识）、城市供热、燃气供应、
城镇供电、管材、管件以及各种卫生器具等。
　　众所周知，《建筑设备技术》是多种工程技术学科的组合。
这些工程设施共同置于建筑物内部或小区，为各类建筑创造舒适、有效、防灾、安全的生活和生产环
境，因此建筑设备各工种之间及与建筑之间，均存在互相协调关系。
本书着重介绍了各种设备工程管道综合设计要求、各设备工种与建筑设计相协调的设计要求，以及建
筑设备管道综合布置与敷设，建筑设备工程对建筑设计要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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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面向建筑业发展的需要，阐述了建筑给水、建筑排水、建筑供暖、通风、空气调节、室内热
水供应、燃气供应、建筑电气等建筑设备的基本知识和实用技术，以及掌握这些基本知识和技术所必
备的基本原理、基础理论和与建筑设备技术相关的工程技术知识；同时还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建筑
设备工程的新产品、新设备和新技术；着重介绍了建筑设备技术与建筑设计、施工之间，相互协调所
应该具备的工程技术内容。
《建筑设备技术》按照国家新颁布的有关技术规范、规程等要求编写，可供从事建筑工程设计、施工
和管理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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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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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设备技术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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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热辐射及辐射换热
1.2.4 传热过程及传热系数
1.3 电工基本知识
1.3.1 电流、电压、电阻与电功率
1.3.2 电磁效应与电磁感应
1.3.3 直流与交流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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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常用管材及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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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筑给水工程
2.1.1 建筑给水系统的分类及组成
2.1.2 建筑给水系统的给水方式
2.1.3 室内给水需要的水压、水量和冷水的加压、贮存
2.1.4 管道平面布置与敷设
2.1.5 室内给水配管方法
2.1.6 建筑消防给水类别、组成及设置
2.1.7 室内消防给水设备及器材
2.1.8 高层建筑消防给水方式及配管方法
2.1.9 水景、庭园绿化供水、冷饮水供应及冷却水系统
2.2 建筑排水Ⅰ程
2.2.1 建筑排水系统的分类及选用
2.2.2 建筑排水系统的组成、布置及敷设
2.2.3 室内排水配管方法
2.2.4 屋面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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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建筑小区排水系统及污水局部处理构筑物
2.2.6 建筑中水Ⅰ程
2.3 建筑给水排水管道的安装
3 供暖、通风及空气调节
3.1 供暖、热水供应与供燃气工程
3.1.1 供暖系统分类、方式及选用
3.1.2 热力进口及锅炉房
3.1.3 供暖热负荷
3.1.4 供暖设备及附件
3.1.5 室内供暖管网布置及敷设
3.1.6 热水供应工程
3.1.7 供燃气工程
3.2 通风
3.2.1 建筑空间空气的卫生条件
3.2.2 通风系统分类和方式
3.2.3 全面通风和局部通风
3.2.4.自、然通风
3.2.5 通风系统的设备和构件
3.2.6 局部排风的净化和除尘
3.2.7 高层建筑的防火排烟
3.3 空气调节
3.3.1 概述
3.3.2 空调系统的组成及分类
3.3.3 空气处理设备及制冷设备
3.3.4 空调房间的建筑设计
3.3.5 制冷设备
3.3.6 空调水系统
3.3.7 空调机房与制冷机房
3.3.8 空调系统的控制
3.3.9 建筑设备Ⅰ程的管道综合与消声减振
4 建筑电气
4.1 建筑与建筑电气
4.1.1 建筑电气的基本作用和种类
4.1.2 建筑电气的基本组成和特点
4.1.3 建筑电气与建筑关系
4.2 建筑供配电及防雷
4.2.1 建筑用电负荷等级、类别及电压的选择
4.2.2 负荷计算及电气设备选择简述
4.2.3 高、低压供配电线路
4.2.4 配电盘、柜及6-10KV变配电室
4.2.5 应急电源机房
4.2.6 建筑防雷与接地
4.3 建筑照明
4.3.1 照明的种类和组成
4.3.2 光源、灯具及布置
4.3.3 照度计算
4.3.4 室内电照设计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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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建筑电照设计成果及对照明要求
4.4 建筑电气中几种电子技术系统
4.4.1 有线电话
4.4.2 有线电视及节目制作系统
4.4.3 有线广播、扩声及同声传译
4.4.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控制内容
4.4.5 建筑的计算机经营管理与控制
附录
附录Ⅰ.1 钢管公称压力与试验压力的关系
附录Ⅰ.2 钢管工作压力与公称压力关系
附录Ⅱ.1 住宅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
附录Ⅱ.2 集体宿舍、旅馆和公共建筑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
附录Ⅱ.3 Ⅰ业企业建筑淋浴用水量定额
附录Ⅱ.4 有洗车台的汽车库内汽车冲洗用水定额
附录Ⅱ.5 给水钢管（水煤气管）水力计算表
附录Ⅱ.6 给水铸铁管压力损失计算表
附录Ⅱ.7 应设置闭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部位
附录Ⅱ.8 应设开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部位
附录Ⅱ.9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的最大间距
附录Ⅱ.10 喷头布置在不同场所时的布置要求
附录Ⅱ.11 一个雨水斗最大允许汇水面积（m2）
附录Ⅱ.12 多斗悬吊管最大允许汇水面积（m2）
附录Ⅱ.13 日本水道协会杂用水水质标准
附录Ⅲ.1 在自然循环上供下回双管热水供暖系统中，由于水在管路内冷却而产生的附加压力（Pa）
附录Ⅲ.2 锅炉本体型式代号
附录Ⅲ.3 燃烧方式代号
附录Ⅲ.4 燃料品种代号
附录Ⅲ.5 北京地区建筑物单位体积供暖热指标
附录Ⅲ.6 某些民用建筑及工业企业辅助用室的冬季室内计算温度t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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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设备技术》主要介绍建筑给水、建筑排水、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热水供应、供燃
气、建筑电气等基本知识和技术，以及近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新产品、新设备和新技术，以及建筑
设备各工种之间、各设备工种与建筑之间的互相协调关系等内容。
　　随着我国建筑业的发展，无论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对建筑内部供水、供热、供气和供电等建筑设
备的要求和标准日益提高。
例如：建筑卫生设施要求功能完善，形式多样，对室内人工气候卫生条件的要求不断提高，多种功能
电器设备和信息电子装置逐步进入千家万户，这一切都促使从事建筑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要
尽快了解和掌握建筑设备工程的基础知识和技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效、优质地完成所承担
的设计、施工或管理工作。
　　近年来，我国建筑设备领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
美观、适用、多种功能的新型设备日新月异。
例如：节水型卫生洁具的开发和推广使用；高效节能新型换热设备的创新；变频调速泵的应用；各种
通风空调设备的普及；种类繁多、功能多样的家用电器和电子技术设备进入家庭等等。
这些产品、设备和技术正在不断完善着建筑物的功能，迅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建筑设备技术》涉及到许多工程学科，各工程学科都有其基础理论和独立系统，而各独立系统
与其相关系统有密切联系，例如：建筑给水是城镇供水的“用户”；室内消防给水是建筑防灾的重要
手段之一；建筑排水是城镇排水的“起点”；建筑供暖、热水供应是集中供热工程组成部分；室内燃
气供应是室外燃气供应的延续；通风及空气调节是现代建筑物内人工气候的重要技术措施；而建筑电
气则是城市供电的“电用户”⋯⋯。
为了基本掌握上述众多工种技术知识的内容，首先应当对各工程技术系统的分类、组成、布置与敷设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又因这些工程技术系统共同设置于同一幢建筑物内，其设备系统在设计、施工或管理阶段都不可避免
地会相互联系、产生矛盾、发生冲突，所以必须协调好各工程技术之间及各工种与建筑设计、施工和
管理方面的关系，才能保证各设备系统保持良好的运行工况、提高建筑物的使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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