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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风环境：夏热冬冷气侯区风环境研究与建筑节能设计》以夏热冬冷气候区风环境研究为基
点，探索各气候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建筑生成发展所起的作用，探索气候对建筑设计理念的影
响。
　　气候一直是影响建筑产生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现阶段，能源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技术的进步在为人们提供前所未
有的消费驱动力的同时，加剧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与环境危机。
未来必须改变传统思维观念，恢复建筑与气候的良性互动关系，为建筑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奠定基础。
《建筑风环境：夏热冬冷气侯区风环境研究与建筑节能设计》研究将集中在以下部分展开：　　第一
章：宏观上讨论建筑与气候的关系，现阶段城市建筑发展对宏观气候环境造成的影响，总结现阶段环
境问题及国内外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第二章：对中国夏热冬冷气候区的研究范围进行界定，根据区域温度、湿度及地形特征，将中国
建筑气候区划与德国气候物理学家柯本的气候区划方法相结合，以不同的气候因子为基础，对夏热冬
冷气候区进行二级划分。
研究不同二级气候区域内民居建筑典型特征；寻找特定二级区内气候差异性与不同建筑特征之间的关
系；分析气候因子不同所引起的建筑形式变化：总结民居建筑中的气候适应性经验；归纳不同地区建
筑建造上的侧重点；为下一步研究风环境对建筑生成、发展造成的影响提供依据。
　　第三章：研究不同的城市结构及几种建筑类型的风环境特征及其表现，从城市角度集中探索风环
境与城市形态结构之间的联系。
从高层、低层高密度住宅、地下空间利用等不同建筑类型上研究夏热冬冷气候区建筑的风环境状况，
作为《建筑风环境：夏热冬冷气侯区风环境研究与建筑节能设计》的本体论部分，为第三章方法论的
展开作铺垫。
　　第四章：《建筑风环境：夏热冬冷气侯区风环境研究与建筑节能设计》的方法论部分，文中对适
应气候的设计方法及设计过程进行讨论，通过气候资料的收集、编制与分析，从建筑的形式、布局、
空间形态及界面的产生演化上研究建筑与风环境之间的关系。
真实地分析各种条件下建筑风环境状况，并立足于微观层面研究建筑实现通风与防风的各种技术条件
及构造措施，分析不同的建筑实例所采用的应对策略，为建筑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本章最后一部分作为方法论的延续与补充，通过制定不同的气候因子相对应的模式语言，从而简化设
计过程。
　　第五章：讨论建筑风环境评价标准及其在整个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的位置。
作为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有效补充，评价标准的建立作为全书的收尾，使作者的研究更加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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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建筑与气候研究概述　　1.1.1　建筑与气候研究范围及内涵.　　1.1.1.1　西
方古代　　公元5世纪收录在希波克拉底医学学派文集里一篇题名为《空气、水和环境的影响》
（Influence of Atmosphere，Water，and Situation）的文中记载：“但凡拥有广阔面积和多变气候、季节
的国家，也拥有广大荒无人烟、千变万化的地形地貌，包括众多的山脉、森林、平原和牧场；而在季
节变化不大的国度，景色则显得千篇一律”。
气候的差异性导致自然环境的多样性，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产生人类文化及建筑形式的丰富性，建筑是
对气候环境、地形、地貌条件的被动适应与主动创造的结合（图1-1，图1-2）。
　　气候（climate）一词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解释为倾斜、斜度，暗示太阳投射角对环境条件的控制
，表明古希腊人很早就已经带有朴素的科学思想，并从能流观点上分析出了气候的形成与太阳的关系
。
这一来自希腊古典时期的学术理念鼓舞了后来的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这些学者将地球划分为气候
（climate）或地带（zones），对应于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导致的气温差异。
热带赤道地区，气候炎热，正午时太阳垂直于头顶上方；温带地区，太阳在正午时对南北半球都具有
适中的投射角；极地周围寒冷地带，太阳入射角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没有太阳。
在西方古代，人们对气候的体验一直与观察太阳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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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风环境：夏热冬冷气候区风环境研究与建筑节能设计》适合于建筑学专业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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