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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课程性质：节能原理与技术是热能与动力工程及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应用技术

基础课。 

 

教学目标：当今人类文明主要依赖化石能源支撑，人类目前面临能源短缺、环境

污染和气候变化三大问题，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这些问题更加突出，节能

减排已成为国家的战略任务。能源结构正向多元化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

比例逐渐增加，但其成本过高成为制约其替代化石能源，因此应坚持开发与节能

并重的方针，以应对能源局势显得日益迫切。树立节能观念，掌握基本节能原理，

熟悉通用节能技术，是作为能源类工程技术人员和其它领域人员必须具备的素

质。 

本课程由课程知识和课程作业两部分组成。课程知识以能源设备、过程集成

和能源系统为对象，共性问题为重点，介绍能源高效利用的基本分析方法，并结

合实际案例介绍通用节能技术、通用能源系统节能以及循环经济基本理论与应

用。课程作业以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和交通节能为背景，针对这三大领域所具备

的节能潜力和存在的工程问题，提出综合应用节能原理与技术的解决方案，提高

节能意识，加深对节能原理与技术的系统认识，使学生掌握如何应用基本理论知

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1.课程知识部分 

1）概述 （3学时） 

内容：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介绍能源和相应的科学技术所起到的重要

作用，了解当前能源支撑体系以及面临的问题，认清节能的重要性和基本途径。  

2）能源高效利用原理及分析方法（6学时） 

内容：介绍热平衡分析方法，掌握对用能完善程度和能量损失原因的分析方

法； 



介绍火用分析方法，综合考虑能源系统的“质”和“量”，理解能量转换和

利用过程中的本质； 

介绍夹点分析方法，掌握过程工业系统节能的优化集成方法； 

介绍总能系统分析方法，了解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协同的系统构建； 

介绍热经济学分析方法，了解对复杂能源系统的技术经济综合评估。  

3） 通用节能技术（21 学时） 

内容：清洁高效燃烧技术：介绍清洁高效燃烧基本原理，重点介绍低 NOx

燃烧技术、高温空气燃烧技术、化学链燃烧技术； 

强化传热技术：介绍强化传热的基本原理，重点介绍管内和管束外对流传热

的强化方法，以及热管技术； 

余热利用技术:介绍余热利用的基本原理和回收途径，余热的动力回收，凝

结水回收系统； 

隔热保温技术：介绍隔热保温的基本原理，保温材料特性，建筑墙体门窗密

封隔热方法，管道保温计算； 

热泵技术：介绍热泵的基本原理，重点介绍地源热泵和水源热泵的应用； 

新能源技术：以燃煤发电为背景，介绍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海

洋能等替代燃煤发电的原理、途径和面临问题，建筑采用太阳能和自然风的各种

方法； 

储能技术：针对用能负荷波动和新能源发电并网问题，以及新能源汽车发展

趋势，介绍储能电池、蓄热器和冰蓄冷技术。 

4）通用能源系统节能（6学时） 

内容：介绍蒸汽系统、空调系统、电机系统、照明系统和压缩空气系统的能

耗评估方法及节能措施，详细介绍分布式供能系统的基本原理及适用场合。 

5） 循环经济（6 学时） 

内容：介绍循环经济基本理论，以及“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基本原

则，并以丹麦的生态工业园区和可再生能源自维持生态岛为例说明循环经济理论

的应用。 

 

2.课程大作业部分（9学时） 

内容与形式：该部分以课程知识为基础，针对不同能源消费领域的问题，开

展课堂讨论，加深对节能原理和技术使用知识的认识，针对以下选题，以团队小

组形式开展课堂演讲，并进行讨论，每位学生针对选题内容撰写小论文，以培养

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知识综合利用能力、创新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 

1）工业节能：以典型企业和工业园区为例，提出综合节能的解决方案； 

2）建筑节能：以典型节能建筑和绿色建筑为例，提出综合节能的解决方案； 

3）交通节能：以交通枢纽和交通模式为例，提出综合节能的解决方案。 



3、实验（上机）内容和基本要求 （3学时） 

观看典型节能案例录像，增强同学的感性认识和学习兴趣。 

 

三、教学方法  

课程教学以课堂知识讲学、课程大作业演讲结合小论文为主，综合讨论、网

络、录像、实验室参观等共同实施。 

 

四、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对课程考核方式：平时成绩+演讲报告 

成绩评定方式：期末考试 50分 

平时成绩：20分 

演讲报告：30分 

五、教材及参考书目 

李崇祥，节能原理与技术，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黄素逸、王晓墨，节能概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傅秦生，能量系统的热力学分析方法，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王加璇、张恒良，动力工程热经济学，水利水电出版社，1995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259.htm�
http://www.sinoshu.com/1825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