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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改革的回顾与总结 

肖勇全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 空调工程系，山东 济南 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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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发展情况的回顾．总结我国谖专业三年束的改革历程和经验，指出 

今后该专业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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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以来，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建 

筑工程学院、重庆建筑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哈 

尔滨建筑大学、同挤大学、青岛建筑工程学院、扬州 

大学、华南建设学院、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安徽建筑 

工业学院等 11所院校承担了建设部“建筑环境与设 

备工程专业(原供热通风空调与燃气工程学科)教学 

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研究。 

在建设部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历时三年，经过 

多次研讨，不断深化对专业改革的认识，不断提高专 

业改革的水平，圆满完成课题立项之初提出的各项 

指标 ，为今后该专业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8年公布的新的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 

涵盖了原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专业和燃气工程专业 

两个专业。如何处理新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是专业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我们通过研讨认为，专 

业整合是专业改革的重点，也是实现专业拓宽发展 

的契机。因此，只有站在建立高水平大类专业角度 

j 认识专业新目录才能使专业的改革科学化，合理 

化．才能被广大教师所接受。 ． 
一

、专业改革必须跟上世界的潮流 

专业改革必须有较高的目标，有办一流专业的 

整体思路，能够培养高素质 、高水平、有创新能力的 

人才。为此，我们搜集了美、英、北欧、日等国的有关 

情况供研究参考。 

美国没有独立的本专业．本专业的内容分布在 

建筑系和机械系。有的三年制地方大学设有供热通 

风与空调工程专业，基础理论学得不深．着重学习专 

业技术。三年毕业后在暖通空调行业就业，也可以 

进一步学习基础理论。美国实行学分制的大学在机 

械系的课程体系中设有暖通空凋系统的相关理论， 

要求学暖通空调课程前需先修数学、物理、流体力 

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等课程。由于在美国此学科 

研究的内容多是暖通的冷、热源设备，如制冷机 锅 

炉的构造原理等，而研究系统较少。美国的这种培 

养模式有如下特点：·由于本科阶段实际只完成专 

业基础课程，接触专业不多。因此毕业生就业面很 

宽，可以到制冷机厂工作，也可以到其它部门工作。 

这些部门先对毕业生进行专业培训后才让其工作。 

· 由于专业侧重于设备制造，因此毕业生对机电l̈一 

体化和新产品开发有较哆的理解，这也是美国的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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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空调设备制造业一直居于世界领先的原因。美国 

的培养模式也有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学生对建筑不 

甚了解，不知暖通空调系统如何与建筑、结构相协 

调。因此，美国该专业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发展不及 

欧洲和日本。近些年来美国也已意识到此问题，一 

些著名高校如 MIT，加州的 Berkley都已成立了 

“BuildingTechnology”专业，专业范围与国内此专业 

基本相同。 

西欧、北欧各国一直设置此专业。如英国为 

“Building Servises”，在二十多所大学中设置。其专 

业覆盖面包括所有形成建筑功能的环境设备(暖通、 

空调 照明、音响)和公共设施(供电、通讯、消防、给 

排水、电梯)。暖通空调和建筑电气技术在其中占了 

很大比重。英国教学质量被认可的学校其毕业生可 

在三年后成为注册设备师 瑞典、丹麦的几所著名 

大学都设置此专业，学习内容和范围与中国基本相 

同。由于学校具有雄厚的研究力量和系统的人才培 

养模式，欧洲一直在此领域研究和发震中处于领先 

地位。 

日本在四十多所高校中设置此专业。1994年 

日本空调卫生工学专门组织了大范围的专业教学讨 

论，交流和确定了此专业教学内容与教学计划。日 

本的暖通空调(建筑设备)作为方向设在大学的建筑 

系中。在一年级即设置建筑环境工学概论，二年级 

设置建筑环境工学、建筑设备等课程。三年级以后 

才分成建筑学、建筑结构、建筑设备三个方向。相对 

而言，日本的建筑设备专业与建筑的结合更为紧密， 

日本的建筑设备系统设计也十分严谨完善。目前， 

日本在空调领域的研究发展逐渐达到世界最高水 

平。 

欧洲及日本型的教学模式具有如下特点：·学 

生不仅有建筑的整体观念，而且还有建筑室内环境 

(声、光、热)的系统知识，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对 

建筑的认识比较全面。·由于学生对建筑及建筑设 

备系统有较深的理解，因此，无论学生从事设计还是 

管理都能较好处理建筑与设备系统之间的各种关 

系．如窗墙比、机房占地、技术夹层空间、运行节能、 

系统优化等。 

香港高校此专业发展非常快。香港理工学院成 

立建筑设备系，招收四个班，并积极参加大陆的此专 

业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活动。目前，香港科技太 

学、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都在积极筹建此专业，并多 

次与内地高校联系。澳门大学也在努力筹办此专 

业 

在亚洲采用美国培养模式的仅有我国台湾省的 

大学，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台湾高层次暖通空调人才 

的匮乏，尤其是在设计安装领域缺少高水平的人才。 

经济发展、环境要求、节约能源已使国际社会对 

这一学科领域有更多的人才需求。因此，本专业的 

改革必须能跟上世界的潮流，体现自己的特色。专 

业改革更多的应从全局考虑，从学科考虑，而不是简 

单的课程增减、内容调整。 

二、国内本专业发展现状 

我国建筑环境与空调工程专业(原供热通风专 

业)从 1953年招收第一届本科学生起，四十余年来 

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设立此专业的院校最初只有 

八所，今天已有六十多所，并有十余所院校的专业发 

展成为系；已形成了完整规范的教学体系和专科、学 

士、硕士、搏士学位齐全的人才培养系统；每年为国 

家输送了大量毕业生，仍供不应求；在教育内容、课 

程体系等方面与最初专业建立相比已有了质的变 

化，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逐步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设立的原供热 

通风工程专业越来越暴露出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 

下方面：·原供热通风专业考虑的主要是建筑物的 

供热和空调，缺少建筑物内热湿声光及空气质量等 

的综合考虑，尤其对创造人工建筑环境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建筑环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将成为 

本专业21世纪研究的重点，也是本专业内容扩充和 

更新的重点。努力营造建筑物内适宜而健康的人工 

热湿环境，使之满足于人居和生产需要，这将使原供 

热通风空气调节与燃气工程专业的核心基础发生一 

定的改变，建筑环境科学将作为本学科的重要发展 

基础。·当今建筑物消耗的常规能源已占到总能源 

的25％左右，节约能源已成为本专业十分紧迫的任 

务，这就迫切需要拓宽专业知识面。另外，供热空调 

系统在为建筑物提供热景和冷量的同时所产生的 

CFC、二氧化碳等又成为保护大气环境的重要问题， 

这样该专业将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密切相关的重要领域。因此学科需要大的发展与扩 

充。·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要求，行业需要 

的是能全面研究 设计和管理各种建筑设备、建筑电 

气和建筑自动化的建筑设备工程师(Building Sevice 

Engineer)。而这些内容在原有的供热通风空气调 

节与燃气工程专业中是相当薄弱的。 

据此，对原供热通风空气调节与燃气工程专业 

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进行研究和改革，构建既包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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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专业合理的部分，又体现学科特色的新的建筑环 

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已成为本专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建立专业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的总体框 

架是专业改革的关键 

专业总体框架是专业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的集 

中体现，它既反映了各校办此专业的共性，又反映了 

本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区别。科学地制定建筑环境与 

设备工程专业的总体框架是专业改革的首要任务。 

1．学科为主，兼顾专业是制定专业总体框架的 

基点。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学科才能有强大的生命 

力和发展后劲。原供热通风空气调节与燃气工程专 

业以流体力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等课程为专业基 

础。在经历了四十余年后，这些课程仍然还是专业 

发展的支柱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随着学科的 

发展，原有的专业基础已远远不够了。我国在高速 

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环境已成为一项基 

本国策。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突出特色是人 

工热湿环境。创造迁直的人居(包括生产所需)环境 

是专业服务于社会的具体体现。2】世纪将要求室 

内环境更舒适、更健康、更自然 、更能提高生产水平。 

新目录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中，建立以工程热 

力学、传热学、流体力学、建筑环境学、热质交换原理 

与设备、流体输配管网等为学科基础，并依此拟订教 

学计划总体框架将能真正体现本学科的特点及其与 

其他学科的界限，同时也为专业课重组奠定了基础。 

因此，专业目录调整决不是简单的专业合并或增加 

几门专业课的问题，而是学科可持续发展和培养有 

创新能力人才的研究。 

2．以总体框架为依据重组专业课。将重复、落 

后、陈旧的教材内容大刀阔斧地砍去，才能使加强素 

质教育、提高学生能力、拓宽学生知识面落到实处。 

本学科现用的各主要专业课程教材中有三大部分内 

容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珊。第一是冷、热负荷计算，第 

二是管网水力计算，第三是热质交换设备计算。将 

专业课中的这些共性部分提炼出来，形成模块，而将 

专业课的其他部分进行重组，将会大大优化学科的 

教学内容。专业课重组、优化教材内容是本次教改 

的重点和难点，课题组在专业指导委员会的大力支 

持下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新三门专业基础课建筑 

环境学、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流体输配管网大纲 

建立和教材编写，标志着总体框架的实施、专业课重 

组、教学内容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3．加强能力培养是总体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框架对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有重要意义的实践 

性教学环节——专业课程设计提出了指导性改革意 

见。长期以来，专业课的课程设计一直采用单门课 

程单门设计的能力培养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 

在于割断了建筑物内各种系统之间的联系，学生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全局。本课题组根 

据有关院校的经验建议采用几门专业课联合进行课 

程设计的方式，用以加强学生的整体设计观念，建立 

室内设备系统的相互联系 给学生更多的创新发挥 

空间。这一思路已在某些学校得到了实践，并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4．总体框架为各枝办出专业特色留下了充分 

的奈地。总体框架的制定解决了本专业发展的共性 

问题，这有利于保证专业的基本教学质量。但由于 

各校的基本情况不同，地域差别．专业背景有差异， 

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教学计划来规范。因此，本次 

专业改革在制定总体框架中留有了充分的空间以给 

各校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处在南方和北方的学 

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供暖工程和空调工程的学 

时分配；对于专业选修课完全由学校自主确定等等。 

四、专业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由 1 1所院校组成的课题组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共完成了多项成果，其中有：完成了专业改革的总体 

框架和参考性教学计划；发表了l4篇专业改革的论 

文；完成了 l3本新教材大纲和教材出版规划；完成 

实践性教学环节录像带一盘等等。尤其是专业改革 

还在某些院校进行了试点．收到较好的效果。2000 

年6月本课题通过了建设部组织的专家评审。评审 

组长、全国高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学科专业指导 

委员会主任彦启森教授在结论中指出：“成果具有实 

用性和创造性，达到国内专业教学改革的领先水平， 

为我国培养2l世纪高素质人才作出重要贡献”。但 

此成果仅是阶段性的，今后一轮的专业改革主要将 

侧重于专业教材建设、培养计划实践与完善、实践教 

学环节的强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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