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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设备》是一门综合性技术应用课程。
建筑物不仅为人们提供挡风避雨的场所，还要求满足人们在建筑内方便、舒适、安全地生活、工作、
生产的需要。
为此在建筑内必须增设相应的设施，来满足这些需求。
这些设施所涉及的技术学科，都是《建筑设备》所讨论的内容。
建筑设备是现代化建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本书是为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学生编写的，读者学习本课程的目的，除了了解建筑设备各专业在现
代建筑中的应用外，还应了解各类设施在施工及运行过程中的基本要求，为现代建筑的设计、建造、
管理各环节中各工种的相互协调配合奠定科学基础。
　　为给读者一个较全面的概念，本书力求将相关内容作完整而简要的介绍，建议按60学时授课，各
学校可根据不同要求有所取舍。
本书的内容包括城镇供水工程，建筑给水与排水，消防给水，热水供应，室外排水工程，水泵与水泵
站，供热与通风，空气调节与制冷，建筑供配电，建筑照明与防雷，火灾自动报警与安全防范，建筑
物智能化。
本书于2008～2009年间脱稿，作者力求按最新的技术水平和规范编写的。
编写过程中得到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喻义洪工程师的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分三篇，第一篇由卜城编写；第二篇第八章至第十一章由屠峥嵘编写，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由杨
旭东编写；第三篇由谢庚编写。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所限，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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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校工程管理专业指导委员会规划推荐教材。
全书共分三篇，分别为给水排水工程、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及建筑电气及供配电。
其中，给水排水工程篇包括：城镇给水工程、建筑给水工程、消防给水、热水与饮水供应、建筑排水
工程、室外排水工程、水泵与水泵站；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篇包括：供暖系统及其分类、采暖系统的
设计热负荷和散热设备、热源及热力网、建筑通风、空气调节、制冷系统；建筑电气及供配电篇包括
：电力及供配电系统、建筑电气照明设备及管线的敷设、建筑防雷与接地、建筑物的信息化与智能化
、火灾自动报警与联动控制系统。
    本书为高校工程管理专业教材，也可供高校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建筑学等相关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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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第四节 雨水道设计　  思考题　第七章  水泵与水泵站  　第一节 离心泵的构造与基本参数  　第
二节 离心泵的特性曲线和水泵装置的工作点  　第三节 水泵站　  思考题第二篇  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
　第八章  采暖系统及其分类  　第一节 热水采暖系统  　第二节 蒸汽采暖系统  　第三节 热风采暖系统
 　第四节 辐射采暖系统  　第五节 采暖系统的管路布置和主要设备　  思考题　第九章  采暖系统的设
计热负荷和散热设备  　第一节 围护结构耗热量  　第二节 加热进入室内的冷空气所需要的热量  　第
三节 采暖系统热负荷的概算  　第四节 散热器的作用及常用类型  　第五节 散热器的计算  　第六节 散
热器的布置　  思考题　第十章  热源及热力网  　第一节 供热锅炉及锅炉房  　第二节 热力管网及热力
引人口　  思考题　第十一章  建筑通风  　第一节 建筑通风概述  　第二节 通风量的确定  　第三节 自
然通风  　第四节 机械通风系统设备与构件　  思考题　第十二章  空气调节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空调系统的分类与组成  　第三节 空调负荷和房间气流分布  　第四节 空气处理设备  　第五节 能量输
配系统　  思考题　第十三章  制冷系统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制冷循环与制冷压缩机  　第三节 制
冷机组  　第四节 冷冻站设计　  思考题第三篇  建筑电气及供配电　第十四章  电力及供配电系统  　第
一节 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电力系统的基本组成  　第三节 负荷等级及其供电要求  　第四节 
供电电压的选择  　第五节 配电系统的基本形式  　第六节 变配电所及应急电源　第十五章  建筑电气
照明、设备及管线的敷设  　第一节 建筑电气的分类与范畴  　第二节 建筑电气照明  　第三节 室内、
室外照明及应急照明  　第四节 建筑照明灯具及绿色照明  　第五节 电线、电缆的选择、保护和敷设　
第十六章  建筑防雷与接地  　第一节 建筑防雷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建筑防雷及保护  　第三节 建筑防
雷措施及设施  　第四节 防雷装置的安装与维护  　第五节 等电位联结  　第六节 接地的基本概念及一
般要求  　第七节 低压配电系统的接线形式和防触电保护　第十七章  建筑物的信息化与智能化  　第
一节 智能建筑的范畴  　第二节 智能建筑的功能和特点  　第三节 通信与网络综合布线系统  　第四节 
有线电视系统  　第五节 楼宇自动控制系统  　第六节 安全防范监控系统  　第七节 停车场管理系统  　
第八节 住宅及住宅小区的安防系统　第十八章  火灾自动报警与联动控制系统  　第一节 火灾自动报警
与联动控制系统的组成  　第二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第三节 联动控制系统  　第四节 火灾应急广播
及消防专用电话系统  　第五节 火灾自动报警与联动控制系统的电源、线路敷设及接地保护附录一 给
水管段设计秒流量计算表附录二 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附录三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附
录四 室内排水横管的水力计算附录五 水力计算图表附录六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附录七 供
热通风部分有关表格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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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工接地体周围的回填土不得采用砖石、灰渣之类的杂土，且必须夯实。
防雷装置施工完成后，应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接地摇表）测定其接地电阻值，其阻值要符合规范及
设计的要求，若达不到要求，就需要补做人工接地体，直至达到要求为止。
　　当由于土壤电阻率较高而造成接地电阻达不到设计要求时也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其土壤电阻
率。
如采用电阻率较低的土壤（黏土、黑土等）替换电阻率较高的土壤。
也可以将接地体的埋深加大来降低电阻值。
还可以使用接地电阻降阻剂，但需注意环保问题。
　　二、防雷装置的维护建筑物设置防雷接地装置后，是将雷电吸引到接闪器并通过引下线和接地装
置分散至大地中。
所以，安装了避雷装置的建筑物比未安装避雷装置的建筑物遭受雷击的几率要高得多，但其安全性也
提高了很多。
然而，一旦防雷装置损坏或出现故障，就会产生更大的危险，所以每年开春后雨季前都应该对防雷装
置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并对其接地电阻值进行测量，如有问题及早解决。
　　三、其他防雷措施前面提到的各种防雷措施主要是将雷电流引至地下，以减小雷击的威胁，可认
为是“将雷电流拒之于楼外”，但它不是绝对安全可靠的。
雷电流仍然有可能沿导线等侵入建筑物，其产生的电磁脉冲也会传到各种电子设备上而造成危害。
所以，现代建筑物还需要采取加装避雷器和电涌保护器、等电位联结、屏蔽、合理布线等措施来防止
雷击的影响和破坏。
　　（1）避雷器：避雷器作为一种防止雷电波侵入的电器装置，一般都是安装在高、低压电源引入
处的配电装置内。
　　（2）电涌保护器：又称浪涌保护器和过电压保护器。
其作用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和分走电涌电流，属于一种电器元件，常用SPD表示。
不同等级的电子信息设备对雷电电磁脉冲的防护等级要求不同，自高向低分为ABCD四级，但在低压
配电系统中所采用的电涌保护器的级数就与此不同。
要求越高时，低压配电系统中防雷电电磁脉冲的电涌保护器设置就越多。
具体设计由电气专业技术人员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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