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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开一部复杂的建筑史，无论是古典建筑，还是现代建筑，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建筑和建材是骨肉相连
的关系。
建材的超前性拉动着建筑向高度和大跨度方向发展。
可以说，建筑和建材是满足人类生存、生活、再生产、再发展的永恒的主题。
 我国住宅产业基本上沿用了几千年一贯制的黏土砖瓦结构，在全世界烧砖建房总量中独占鳌头。
目前我国住宅建筑业的发展已落后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干扰和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住宅建筑业，在农村是从低级安置性住宅向中型准小康适用型、小康舒适型迈进，在城市住宅
方面向低耗、舒适、节能型高级豪华住宅方向发展。
 概括地说，凡是采用保温隔热性能好、轻质、利废、环保的新型墙体材料，在建筑设计、结构、门窗
密封、围护结构、屋面材料等方面采取措施，与普通建筑相比，冬季室内温度高于5℃以上，夏季住
宅平顶和东、西山墙内表面温度不超过室外计算最高温度的建筑，均称为节能建筑。
 2010年我国城镇住宅建筑节能率要达到50%，沿海发达地区实现65%，并逐步提高绿色建筑的比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十一五”期间，在严
寒、寒冷地区新建居住建筑实现节能2100万吨标准煤，夏热冬冷地区新建居住建筑实现节能2400万吨
标准煤，夏热冬暖地区新建居住建筑实现节能220万吨标准煤。
通过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深化供热体制改革，大城市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面积要占既有建筑总面
积的25%，中等城市要完成15%，小城市要完成10%；通过推广应用节能型照明工具，实现节能1040万
吨标准煤；太阳能、浅层地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25%以上。
 在这种大目标下，编写本书是非常必要的。
宣传和普及建筑节能知识，推广百项建筑节能示范工程和百项绿色建筑示范工程的“双百工程”，扩
大建筑住宅领域的建筑节能技术，是建材建筑界科技工作者不可推辞的光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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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住宅节能是我国科技界、建筑建材界关注的重点。
本书主要论述了住宅建筑节能的设计、施工、检测计算以及新型建材的应用，包括严寒地区、夏热冬
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的节能设计，既有建筑的节能优化改造，节能住宅墙材产品的应用等内容，并
列举了7个国内典型的建筑节能实例。
     本书可供建筑行业设计、施工、装修和检测人员参考，也适合有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各地墙改
办、建筑和墙材协会等相关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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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生态住宅的设计原则1．生态化原则生态住宅首先要遵循的是生态化原则，即节约能源、
资源，无害化、无污染、可循环。
（1）节约水资源一方面，居住区内的自来水管道应采用高技术新型材料，以防爆裂，收集处理中水
进行花园灌溉，回收雨水及生活废水冲洗厕所，清洁道路、绿化；户内采用节水型马桶、无渗漏水龙
头等节水设备。
另一方面，节约用水直接减少了污水量，间接节约了污水处理的能源和设备损耗。
（2）开发可再生的新能源积极开发可再生的新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地热等无
污染型能源。
①太阳能利用。
太阳能在生态住宅中的利用包括两方面：第一，太阳热能应用系统，即太阳热水供应系统；第二，太
阳能光电（PV）系统，即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
然而，在生态住宅设计中利用太阳能并非简单地安装一些太阳能电池或太阳能热水器，更多的是和建
筑物本身有机地结合来综合利用太阳能。
如设计被动式太阳房，使太阳能利用和建筑物的自然通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优化的能
源综合利用系统。
②自然温差利用。
地球上冬冷夏热，夜冷昼热，如果能够将夏天的热量转移到冬天，或者将冬天的低温转移到夏天（日
夜的情况类似），如设计夜间通风和地下通风等，就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解决许多问题。
③地能利用。
指对地下和地表可再生能源（主要指储能）的综合利用，即将地热水、地下水、地表水、土壤乃至工
业废水废热、生活废水废热中的低品味冷量和热量用于建筑的空调系统中。
目前比较成熟的技术是地下蓄能，深井回灌，如使用水源热泵和地源热泵，既节省能源，又可提高热
泵的效率。
④相变材料利用。
利用建筑维护结构把白天的热量存起来晚上用，或者是把夜里的冷量存起来自天用，是一个很好的途
径。
但它存储的量还不够，一种很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采用相变材料。
把建筑结构和相变材料结合起来，可设计出一种低能耗建筑，并能维持建筑物的良好的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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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住宅建筑节能与应用》可供建筑行业设计、施工、装修和检测人员参考，也适合有关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各地墙改办、建筑和墙材协会等相关人员阅读使用。
《现代住宅建筑节能与应用》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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