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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广绿色节能建筑技术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及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北京率先成为我国第一个进入建筑节能达65％标准的城市。
绿色节能建筑在中国的兴起必将成为时代的潮流，引领中国建筑业迈上一个发展的新台阶。
　　绿色节能建筑结构新体系是我国自有知识产权、世界高科技前沿的综合性新技术，是跨领域的新
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结构、新方法的集成，是国内外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长期努力
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的综合。
绿色节能建筑结构新体系采用绿色节能建筑材料，构件现场组装，一体化浇筑，整体性能良好，其建
筑具有保温、隔热、隔声、环保、节能、耐火、耐水、抗震、抗冲击、耐久等优良性能。
绿色节能建筑结构新体系应是集目前可采用的最合理建筑结构形式、最适宜的建筑材料、最佳施工方
式为一体的建材与建筑科学体系。
　　绿色节能建筑，从“节材、节地、节能、节水”的理念出发，使人类的有限资源达到合理的循环
利用，它体现了人类文明传承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自2005年以来，国家颁布了《公共建筑节能标准》、《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筑节能工程质
量验收规范》、《节能建筑评价标准》等一系列标准、规范。
但是，这些绿色节能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推行面临很大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具体的从材料生
产、建筑结构设计、节能设计到施工的协调配套的科技支撑。
　　本书从建筑结构研究的角度出发，围绕房屋建筑的结构主体，结合理论分析，系统地阐述了绿色
节能建筑的概念、以轻骨料混凝土模壳构件为主的绿色节能墙体材料的生产和绿色节能建筑的结构体
系。
从材料的生产组织到建筑结构设计、节能设计和施工整个过程做了详细介绍。
希望能为广大的建筑大师、建筑设计研究人员、科技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不同强度和容重的多
种规格的绿色节能墙体材料以及绿色节能建筑结构的技术数据参考和理论依据，使其更能得心应手地
在广阔的建筑领域中驰骋，为人类创造出完美的、多姿多彩的、无愧于时代的绿色节能建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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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建筑结构研究的角度出发，围绕建筑的结构主体，结合理论分析，系统地阐述了绿色节能
建筑的概念，以及以轻骨料混凝土模壳构件为主的绿色节能墙体材料的生产和绿色节能房屋建筑的结
构体系。
从材料的生产组织到建筑结构设计、节能设计和施工整个过程做了详细介绍。
希望能为建筑设计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不同强度和容重的多种规格的绿色节能墙体材料以及
绿色节能建筑结构的技术数据参考和理论依据，使其能更得心应手地在广阔的建筑领域中驰骋，为人
类创造出完美的、多姿多彩的、无愧于时代的绿色节能建筑作品。
　　本书可供建筑设计、土木工程等专业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建筑学、工民建
、建筑规划等相关专业的高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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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五节　绿色节能建筑结构新体系　　什么是绿色节能建筑结构新体系？
　　绿色节能建筑结构新体系是在木结构、砌体结构、框架结构等通常结构体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
的，具有绿色节能房屋建筑结构特点的新体系。
所采用的墙体、楼板等主要建筑结构材料具有绿色、节能性能，而主体建筑结构和施工方式采取现场
拼装、现场浇筑使建筑物形成一体化，是建筑材料、结构形式和施工方式相结合的一种以体现绿色、
节能为主的新的建筑结构体系。
　　早在1971年，中国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天津首次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座轻骨料混凝土模壳
格构式住宅楼，并经受住了l976年唐山大地震的考验。
这是我们了解最早的节能建筑和节能建筑材料，继而江苏等地也出现了轻骨料混凝土模壳墙体的民房
。
1980年后，在北京大屯、立水桥一带曾进行了轻骨料混凝土模壳墙体的试验。
因为缺乏资金支持等原因，未能正常进一步地研究、试验，后转入“保温活动板房”。
现在看来，这些房屋建筑只能算是初级的节能建筑或者说是绿色节能建筑的雏形。
　　1980年6月出版的德国工业标准DIN 18200发布水泥聚苯模壳格构式墙体标准。
后来又形成了奥地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标准。
在许多国家出现了大量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绿色节能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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