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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在建筑领域兴起的绿色建筑研究和实践，并考虑到全国注册建筑师的考核要求，对第二版
修订而成。
与第二版相比，更加注重与现行相关建筑设计规范的衔接，同时强调了建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书中改写和补充了部分章节的内容，引入了建筑技术科学发展的前沿成果，进一步提高了内容的科学
性和先进性，并更加符合建筑学专业学生的接受能力和从事环境设计的需要。
全书仍包括建筑热工学、建筑光学和建筑声学三大部分。
    本书为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教材，也适用于与建筑业有关的设计、施工等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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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建筑热工学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空间分为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因
而，建筑热环境也就分为室内热环境和室外热环境。
建筑物常年经受室内外各种热环境因子的作用，属于室外的因素如太阳辐射、空气的温湿度、风、雨
雪等，一般统称为“室外热湿作用”；属于室内的如空气温湿度、生产和生活散发的热量与水分等，
则称为。
室内热湿作用”。
　　建筑热工学的任务是介绍建筑热工学原理，论述如何通过建筑规划和设计上的相应措施，有效地
防护或利用室内外热湿作用，合理地解决房屋的保温、防热、防潮、节能等问题，以创造良好的室内
热环境并提高围护结构的耐久性。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单靠建筑措施是不能完全满足对室内热环境的要求的。
为了获得合乎标准的室内热环境，往往需要配备适当的设备，进行人工调节。
如在寒冷地区设置采暖设备，在炎热地区采用空调设备等等。
但应注意，只有首先充分发挥各种建筑措施的作用，再配备一些必不可少的设备，才能做出技术上和
经济上都合理的设计。
　　围护结构传热、传湿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方法是建筑热工学的基本内容。
同时还必须了解材料的热物理性能，重视构造处理的技能，才能正确解决实际的设计任务。
　　本篇内容着重介绍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的热工设计，包括建筑保温设计、防潮设计、防热设计和
建筑节能设计等。
期望通过本篇的学习，除了掌握必须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外，能够在建筑设计中灵活运用相关的国家标
准和规范，如《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93）、《建筑气候区划标准》（GB50178--93）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GBJ24--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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