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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学》

内容概要

《建筑环境学(第3版)》主要内容包括：“建筑环境学”是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基础课
。本教材在介绍了建筑外环境、室内热湿环境、空气质量环境、空气流动、声光环境的同时，还从人
的生理和心理角度出发，分析介绍了人的健康舒适要求与室内、外环境质量的关系，为创造适宜的建
筑室内环境与室外微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教材共九章，包括：绪论、建筑外环境、建筑热湿环境
、人体对热湿环境的反应、室内空气品质、室内空气环境营造的理论基础、建筑声环境、建筑光环境
、工业建筑的室内环境要求。每部分均相对独立，各章都提供了思考题、符号说明、主要术语中英对
照和参考文献。
《建筑环境学(第3版)》除可作为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教材外，还可供土建类其他专业的师生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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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室内环境对典型工艺过程的影响机理
第二节典型工业建筑的室内环境设计指标
附录

Page 4



《建筑环境学》

精彩短评

1、不知道我这本是残次品还是都这样。。书侧面裁切非常不好
2、还没细看，慢慢攻克研究。
3、可能是我还会重读的一本书。
4、教科书，用来上课用的。
5、我们学校用的就是这本书
6、拿到手看了，不错，和第二版相比，有了改动
7、里面讲得内容对学习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的同学很帮助，我在学习中学会很多知识，比如余热余
湿
8、书编的很好，基础住那也课，很有用
9、书质量还可以，送货速度也很快
10、内容不错 是专业基础课应该有的
11、正版的书看着很舒服，封面很有质感
12、应该是正版，纸质什么的都不错
13、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的专业基础课，虽然考研不考这科目，但是学好了还是很有用。。。。
14、书讲的挺好的，纸张质量也很不错。
15、zhilianguc内容还可以价格有点高啊
16、是对专业的进一步了解，理论性结合很紧密
17、我们老师将可用的第二版，这一版本能容几乎没改变，而且标价贵了，
18、教科书永远是经典的，清华的这些老师编的书还是不错的~~
19、教材类非常好
20、不错，，就是有点慢，不过还可以
21、第四章
22、还好，就是快递非常坑人
23、内容很基础,当一门课程来学习,挺不错的.
24、送货很快啊，课本质量也不错⋯⋯
25、糟糕我这本书误卖掉了。。。
26、刚刚好，听课正用上！
27、要不是因为书店里没有，绝对不在这儿买 ，一点儿也不便宜
28、质量没有问题，并且发货不慢。
29、入门知识，专业基础。计算少，不复杂。
30、雨里雾里
31、国内该方向的权威之作，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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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建筑环境学》的笔记-第3页

        Chapter I 诸论
建筑环境学
任务：

�1. 了解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室内、外环境；
�2. 了解各种内外部因素是如何影响人工微环境；
�3. 掌握改变或控制人工微环境的基本方法和原理。

研究内容：

�1. 建筑外环境；
�2. 热湿环境；
�3. 人体对热湿环境的反应；
�4. 室内空气品质；
�5. 气流环境；
�6. 声环境；
�7. 光环境；

满足人类需求：

�1. 安全性；
�2. 功能性；
�3. 舒适性；
�4. 美观性。

chapter II  建筑外环境
1.地球绕日运动规律
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
平均太阳时：一定经度范围内统一使用一种标准时间；
世界时：以本初子午线处的平均太阳时为世界时间的标准时；
赤纬：赤道与太阳直射纬度之间的角度；
时角：表示天体与当地子午圈的角距离，以小时计量（1HA=15度），向西为正；
方位角：太阳到地面上的投影与子午线（南）的夹角；

2.太阳辐射
大气层外边界太阳辐射照度；
消光系数：被测溶液对光的吸收大小值；
大气透明度：电磁辐射透过大气的程度；
太阳辐射照度：太阳辐射经过大气层的吸收、散射、反射等作用后到达固体地球表面上单位面积单位
时间内的辐射能量；
大气质量：大气受污染的程度；

3.室外气候
大气压力-能量流动-风速分布-下垫面空气温湿度变化-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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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指向风速、风向的分布状况；
逆温层：某些气层，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升高。机理--空气下沉，绝热增温所引起。
日照：物体表面被太阳光直接照射的现象。
日照间距：前后两排南向房屋之间，冬至日获得不低于二小时满窗日照的最小间隔距离。
地面和空气的对流热交换是空气温度气温升降的直接原因；
气温日较差：一天中气温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
霜洞：温度变化出现局地倒置现象；

4.城市微气候
风场、热岛（下垫面条件）、阴影区；
热岛效应：一个地区的气温高于周围地区的现象；
缓解--“绿岛”拯救“热岛” ；引风入城；扩大城市水面 ；建筑物表面颜色变浅；市区路面保水性铺
装；热源集中控制，提高利用率，减少热散失；清洁能源。

5.我国气候分布特点
气温和降水、植被情况、均温、最冷/热；
热工分区：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温和地区；

chapter III  建筑热湿环境
1.太阳辐射对建筑物的热作用
外扰和内扰对室内环境的作用形式包括：对流换热、 导热和辐射；
得热量：某时刻进入房间的总热量。按性质不同分：显热得热、潜热得热；
室外空气综合温度：室外计算温度加太阳辐射等效温度。

2.建筑围护结构的热湿传递
空气对流传热&amp;太阳辐射导热；
通过围护结构的显热得热：透光、非透光；
玻璃窗得热：导热和辐射；

3.以其他形式进入室内的热量和湿量
辐射散热；可见光--短波；热源表面--长波；
进入室内得热：辐射不透明围护结构时，部分被反射，部分被吸收；

4.冷负荷与热负荷
为保持建筑物的冷凉环境，在某一时刻空调需向房间供应的冷（热负荷为热）量，包含显热、潜热。
即单位时间内必须从室内排出的热量。
得热量指某一时刻由室内和室外热源进入房间的热量总和.冷负荷是维持室温恒定，在某一时刻应从室
内除去的热量；
只有在得热量中不存在以辐射方式传递的得热量，或围护结构和室内物体没有虚热能力的情况下，得
热量才等于冷负荷。

5.典型负荷计算方法原理计算
只考虑瞬时或平均误差--稳态计算λ=KF ΔT ；

chapter IV  人体对热湿环境的反应
1.人体对热湿环境反应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
人体与外界热交换：对流、辐射、蒸发；
影响热舒适：运动强度代谢，人体蒸发，衣物透湿换热；
平均辐射温度：指环境四周表面对人体辐射作用的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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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温度：空气温度和平均辐射温度对各自的换热系数的加权平均值；
服装热阻：服装本身的显热热阻；（空气流速增高，热阻降低）
热感觉：人对周围“冷”、“热”环境的主观描述；ASHURE热感觉七标度（热暖中凉冷）--与皮肤
热感受器有联系； 
热舒适：人体对热环境表示满意的意识状态（不可忍、很不舒适、不舒适、稍不舒适、舒适）--调节
中心热调节反应；

2.人体对稳态热环境反应的描述
热体热平衡&amp;舒适性。热体潜热散热影响人体舒适；
人体代谢率：单位时间内人体表面积产生的热量；
皮肤湿润度：人体实际蒸发散热量与皮肤完全湿润时的蒸发散热量之比；
PMV--同一环境下多数人的感觉--7级（热暖中凉冷）分度指标；
PPD--人群对热环境不满意的百分数；
有效温度：干球温度、湿度、空气流速对人体暖感的综合数值，等效于产生相同感觉的静止饱和空气
温度；

3.人体对动态热环境的反应
室内参数变化，热损失率；
影响人体热舒适：空气温度、平均辐射温度、相对湿度、气流速度四个环境变量；人体活动量、衣着
两个人体变量；
温度阶跃变化时，皮肤温度的变化由热惯性的存在而滞后；
过渡区间的人体热舒适指标：相对热指标RWI、热损失率HDR；

4.其它热湿环境的物理度量
人体适应机能--热过劳；
热应力指数HSI：定量表示热环境对人体的作用应力；
湿黑球温度WBGT：室外炎热条件下太阳辐射的影响；
风冷却指数WCI：将影响热损失因素中的空气流速和温度综合成单一指数；

5.热环境与劳动效率
略冷环境更适合；

chapter V  室内空气品质
1.简介
病态建筑综合征：

�* 物（尘）
�* 化（有机）
�* 生（菌）

2.影响室内空气品质的污染源和污染途径
VOC =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有机挥发物）

3.室内空气品质对人的影响及评价方法

良好的室内空气品质：

�* 基于浓度测定的客观评价
�* 主观评价--气味强度，感知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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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负荷：感知室内污染源的强弱（单位olf）；
气味强度：气味感觉的可感强度；
感知空气品质：一定通风情况下人对室内污染源的感觉；

4.室内空气品质标准
物、化、生、放射性；生活舒适、人体健康、工作效率；

5.室内空气污染控制方法

�* 源头处理
�* 通风
�* 净化（植被）

chapter VI 室内空气环境营造的理论基础
1.室内空气环境营造方法概述

�* 自然通风：利用自然手段促使空气流动而进行通风换气；
�* 机械通风：用机械手段产生压力差实现空气流动--稀释法、置换法、局部保障法；

2.自然通风
热压：室内外空气温度差造成空气密度差,从而产生压差形成热气向上冷气向下的空气流动现象。
余压：室内某点压力和室外同标高未受扰动的空气压力的差值；
风压：静压的升降；
形式：穿堂风、单面通风、被动井通风、中庭通风；
缺点：难控制、污染地区不适用、建筑形式受限；

3.稀释法与置换法
       稀释--均匀污染（送回风）
       置换：

�* 热羽流（下送上回，紊流小）
�* 单向流（直向/水平，活塞流动）

4.局部保障法
风罩、气罩、局部排除；

5.室内空气环境的评价指标
换气次数：反映房间通风变化规律；
换气效率：新鲜空气置换原有空气的快慢与活塞通风下置换快慢的比值；
空气龄：空气进入房间的时间；
污染物含量：浓度是衡量室内污染物的直接标志；
污染龄（房间内空气进入时长）：污染物从产生到当前时刻的时间；
排污效率：房间的名义时间常数与污染物排空时间的比值；
气流组织形式主要取决于送风口的形式和位置。

6.主要评价指标的测量方法
示踪气体、换气次数法、测空气龄、换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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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VII  建筑声环境
1.建筑声环境的基本知识
声源、途径、收听者；
音调、音量、音色；
声功率：声源在单位时间内向外辐射的声能；
声压：介质中有声波传播时的压强相对于无声介质静压强的改变量；
声强：单位时间内，声场中某点处，垂直于声波传播方向上的单位面积所能通过的声能；
P243 级表示相对比较的量：
声功率级、声压级、声强级(单位都是dB) .
声压级叠加：Lp=Lp1+10lgn （n表示声源数量）；两个数值相同的声压级叠加时，声压级会比原来增
加3dB；

2.人体对声音环境的反应原理与噪声评价
外耳、中耳、内耳；     消除原理：遮蔽声压；
噪音：所有人们不愿意听的各种声音（可听、烦恼、疼痛）；
掩蔽效应：人耳对一个声音的听觉灵敏度因为另一个声音的存在而降低；
A声级：由声级计上A计权网络直接读出，国际常用环境噪音评价方法；

3.声音传播与衰减的原理
同平面、线两侧、角相等；
总声能E。= 吸收+反射+透过；
反射、散射、绕射；
响度：发声体的振幅越大响度越大；距离越远响度越小；单位（song宋）
响度级: 依据声压和频率定出人对声音的主观音响感觉量；单位（phon方）
混响效应：当声源停止发声后，声波在室内要经过多次反射和吸收，最后消失，我们感觉到声音还继
续一段时间。

4.材料与结构的声学性能
多孔材料-隔声；      原理：共振吸声；
空气间隔-弹性变形；原理：减振作用；

5.噪声的控制与治理方法
声源：吸声、隔声、降噪；
途径：远离、方向、屏障、消能、隔振；
收听者：耳罩、减少接触时间、均匀/定向扩散；
噪声按声波频率分为：高、中、低频噪声；
消声器：阻性（中、高频）、抗性（中、低频）、阻抗复合式；
隔振：消极（仪器设备传递过程）、积极（振动源基础传递过程）；

chapter VIII 建筑光环境
1.光的性质与度量
可见光：
光通量：光源的辐射通量中可被人眼感觉的可见光量；（单位--lumen流明）
光强：
照度：受照射平面上接受的光通量的面密度；（单位--lux勒克斯）
亮度：光源入眼时在视网膜上成像的明暗取决于光通量在视网膜上成像的密度；（单位--nit尼特）
方向：反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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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觉与光环境
视觉敏锐度：人凭借视觉器官感知物体的细节和形状的敏锐程度；伴随背景亮度、对比、细节呈现时
间、眼睛适应状况改变。
眼睛与视觉特征；
颜色对视觉影响；
视觉功效：人借助视觉器官完成视觉作业的效能；
舒适光环境四要素（适当照度、舒适亮度比、适宜色温与显色性、避免眩光干扰）；

3.天然采光
光谱能量分布、气候分区；
采光系数：全阴天条件下，室内测量点直接或间接接受天空扩散光所形成的水平照度En与室外同一时
间不受遮挡的该天空半球的扩散光在水平面上产生的照度Ew间的比值；

4.人工照明
人工光源：热辐射；气放电；半导体；
发光功率：光通量与功率的比值；
照明方式：

�1. 一般照明--不考虑局部；
�2. 分区一般照明--各功能区照度值不同；
�3. 局部照明；
�4. 混合照明--一般+混合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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