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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关于以就业
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加强教材建设，确保教材质量，中国电力教育协
会组织制订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教材规划。
该规划强调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坚持专业基础课教材与
教学急需的专业教材并重、新编与修订相结合。
本书为新编教材。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
室内空气环境的好与坏不仅关系到人的舒适与健康，还与创造室内空气环境需要的能量有关。
合理设置室内的温度、湿度、风速和洁净程度是目前在强调节能的大环境下如何保证室内空气环境的
关键，更是最大限度地节约空调所引起的能量消耗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工程技术人员应该不断探
索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筑物中空调的应用更加广泛，空调技术
不断更新，为了使读者在掌握空调原理知识的同时，能够了解到新的空调技术，本书编者将一些前沿
的专业技术及规范，如空调系统节能等内容编入书中，通过紧密联系工程实际应用，使空调知识工程
化、系统化。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吸取了国内同类教材的优点，借鉴了相关工具书和规范的有关内容，在此表
示感谢！
　　本书由长春工程学院韦节廷主编，编写绪论和第三章、第四章；长春工程学院金洪文副主编，编
写第二章、第五章、第十一章；长春工程学院王浩编写第六章、第七章；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张喜明编
写第八章、第十章；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张炯编写第一章、第九章。
　　全书由北京工业大学陈超主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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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全书共分十一章，主要从空调系统分类、组成、工作原理
、计算方法等方面进行重点介绍。
具体内容包括空调系统室内外参数确定、冷热湿负荷计算、风量确定和空调系统的分类、空调设备及
处理过程、空调系统防排烟、消声减振、气流组织计算、空调冷热源、空调系统节能及运行调节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建筑智能化、给水排水工程等专业教材，也可作为相关
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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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空调工程室内外设计参数的确定　　第二节 空调工程室外设计参数的确定　　在空调工
程设计中，计算通过围护结构传人室内或由室内传至室外的热量时，需首先确定室外空气温度。
计算加热或冷却室外新风所需热、冷量及确定室外新风状态时需已知室外空气干、湿球温度。
室外空气干、湿球温度在一年中不仅随季节变化，而且在同一个季节甚至一个月乃至一天当中的各个
时段都在变化。
而且，室外空气计算参数的取值，直接影响室内空气状态和设备投资，若夏、冬季取用很多年才出现
一次而且持续时间较短（几小时或几昼夜）的当地室外最高或最低干、湿球温度，会因设备庞大而形
成投资浪费。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室外空气状态参数变化规律及确定原则。
以便做到在设计参数选用时既能满足设计要求又能经济、节能。
　　一、室外空气温度和湿度变化规律　　1.室外温度的日变化　　室外空气温度在一昼夜内的波动
，称为气温的日变化。
由传热学可知，气温日变化是以24h为周期的周期性波动。
这种波动是由于地球每天接受太阳辐射热和放出热量而形成的。
在白天，地球吸收太阳辐射热，使靠近地面的空气温度升高；到夜晚，地面得不到太阳辐射，还要由
地面向大气层放出热量。
黎明前为地面放热的最后阶段，故气温一般在凌晨四、五点钟最低，随着太阳的逐渐升高，地面获得
的太阳辐射热量逐渐增多，到下午两、三点钟左右，达到全天的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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