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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材的建构》

内容概要

建筑学研究中关于材料建构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材料本身物理性质和基本构造的设计，对其应用建造设
计的原则和方法也应予以重视。谭刚毅、杨柳编著的《竹材的建构》从材料建构的角度出发，基于竹
材物理性能所带来的力学特性，通过对竹构建筑案例的归纳分析，论述了竹的建构属性、竹材建构的
形式表达以及竹材建构的空间属性三方面的内容，梳理了竹材建构对其形式表达和空间属性的影响，
明确了竹材建构与其形式表达和空间属性之间的关系，总结归纳了竹构运用于表达建筑形式与空间的
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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