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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气环境》

内容概要

室内热环境和室内空气品质不仅影响人体舒适性，而且还影响人体健康与工作效率。本书主要介绍了
室内热湿环境、病态建筑综合征的概念；人体热舒适及室内空气品质的影响因素；室内热环境和室内
空气品质与工作效率的关系；置换式机械通风、自然通风和洁净室的工作原理；介绍了主要研究方法
，如室内热环境的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方法，洁净室的实验室研究方法；介绍了室内热环境和室内
空气品质的主要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评价标准，如热舒适标准、室内空气品质标
准、洁净度标准；介绍了计算流体动力学，即CFD在室内环境研究中的应用，如仿真研究室内温度场
、速度场、浓度场等；介绍了洁净室空调系统的优化与节能问题；阐述了改善室内环境品质的综合措
施，如污染源的控制、新风量的确定、个性化环境控制、二氧化钛光催化氧化法处理室内空气污染物
的新技术等。
　　本书可作为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等专业研究生教材使用，还可供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
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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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研究生教材，2011/12/23考试。
2、学术书籍，没啥好说的
3、书本很好，送货也蛮快！

Page 4



《室内空气环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