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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经试用，由于其内容全面，应用知识突出等特点，受到高职高专建筑装饰类专
业师生及广大建筑从业人员的欢迎。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其不足和错误之处，作了充实和改正。
试用过程中读者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在修订过程中作了认真考虑。
　　本书修订稿第一章至第四章由赵兴忠编写，第五章由刘英杰编写，第六、七章由范军编写，第八
章至第十二章由熊文生编写。
全书由赵兴忠主编，田胜元教授主审。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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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设备工程》共分十二章，主要内容有建筑给水工程、建筑排水工程、建筑消防、室内热水
供应、水景设计、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建筑供配电系统、建筑装饰照明、典型控制电路和几种电
子技术系统等。
《建筑设备工程》可作为高职高专建筑装饰类专业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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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集中热水供应方式　　图2.3 3（a）为干管下行上给全循环供水方式，由两大循环组成。
锅炉、水加热器、凝结水箱、水泵及热媒管道等构成第一循环，其作用是制备热水；储水箱、冷水管
、热水管、循环管及水泵等组成第二循环，其作用是输配热水。
该系统适用于热水用水量大、要求较高的建筑。
如果把热水输配干管敷设在系统上部，就是上行下给式系统，此时循环立管是由每根热水立管下部延
伸而成，如图2.3 3（b）所示。
这种方式适用于五层以上，并且对热水温度的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建筑。
　　图2.3 3（c）为干管下行上给半循环管网方式，适用于对水温的稳定性要求不高的五层以下建筑物
，比全循环方式节约管材。
　　图2.3 3（d）为不设循环管道的上行下给管网方式，适用于浴室、生产车间等建筑物内。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节约管材，缺点是每次供应热水前需排泄掉管中的冷水。
　　区域热水供应方式除室外热源用于加热冷水必须设专用热力进口外，其他方式与集中热水供应系
统相同。
　　选择热水供应系统的型式，要根据建筑物性质、卫生器具种类和数量、热水供应标准、热源等情
况，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2.5.3 热水管网的布置与敷设　　热水管网的布置应在满足用户使用、便于维修管理的前提下，管
线尽可能最短。
干管可敷设在室内地沟、地下室顶部、建筑物最高层或专用设备技术层内。
　　热水管通常采用明装或暗装。
一般建筑物采用明装，只有卫生设备标准要求高的建筑物及高层建筑才采用暗装。
明装管道尽可能布置在卫生间或非居住人的房间。
暗装管道一般布置在建筑物的预留沟槽、管道井内。
　　热水管网的配水立管始端，回水立管末端，支管上配水龙头多于5个时，应装设阀门。
管道穿楼板及墙壁应加套管，楼板套管应高出地面50－100mm。
为防止热水在输水过程中发生倒流或串流，应在加热器或储水罐给水管上，机械循环的循环管上，直
接加热所用的混合器的冷水和热水管道上装设阀门。
　　横管直线段应设足够的伸缩器，上行式配水横干管的最高点应设置排气装置，管网的最低点应有
泄水装置或利用最低配水点泄水。
所有横管应有与水流相反的坡度，便于排气和泄水，坡度一般不小于0.003。
下行上给式全循环系统中的回水立管应在最高配水点以下（约0.5 m）与配水立管连接，以防配水管网
中分离出来的气体被带回循环管。
立管与水平干管的连接方法如图2.3 4（a）－（d）所示，以消除管道受热伸长时的各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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