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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古建筑构造技术为主线，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的组成，按照从基础到屋顶，从结构到装饰装
修的顺序，分别介绍了古建筑基础、台基与地面构造，古建筑墙体构造，古建筑木构架构造，古建筑
斗栱构造，古建筑屋顶构造，古建筑木装修构造以及古建筑彩画知识。每个部分都渗透了宋《营造法
式》、清《工程做法则例》、江南《营造法原》的内容，在学习中可以相互比照。在每一章后都设置
了实训项目用以对单项构造内容进行实践训练。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照了国家最新的古建筑构造、施
工、监理等方面的相关标准、规范，内容上突出实践性、应用性，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及高职院校中国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岗位技术培训及从事
古建筑设计、施工、监理的工作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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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只是有些太过专业，尤其是一些构建比例等等，要耐得住性子才能看下去。
感觉如果把后面的小构件放在前面讲可能会更有条理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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