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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建筑文化基础》

内容概要

《土木建筑文化基础》主要内容有：建筑学科与中外建筑技术、建筑艺术发展概况；世界建筑体系与
造园艺术；建筑设计及经典工程案例解析；城市与建筑规划知识；生态城市、生态建筑理念及其范例
；建筑装饰设计与装饰材料基本知识等。
《土木建筑文化基础》适用范围较为广泛，可以作为理工类、管理类和经济类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教学
用书，尤其适合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或者作为
建筑企业、房地产企业、相关中介服务企业等管理岗位人员及在职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参考书。《土木
建筑文化基础》极力倡导生态、环保、节能、绿色建筑理念及其技术，甄选了最前沿信息及经典工程
案例，其知识性与实用性均较强，因此也可作为建筑文化艺术、建筑技术、装饰装修等相关爱好者的
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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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4.4.6 书房的设计4.4.7 餐厅设计4.4.8 厨房的环境设计4.4.9 卫浴间的环境设计4.5 建筑装饰材料概
述4.5.1 室内装饰材料分类及技术特性4.5.2 室内装饰要求与装饰材料选择4.5.3 装饰装修与室内环境污
染4.5.4 绿色建筑装饰设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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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建筑学　　建筑学是研究建筑物及其环境的学科。通过总结人类建筑活动的经验，以指导建筑
设计创作，构造某种体形环境等。建筑学的内容通常包括技术和艺术两个方面。传统建筑学的研究对
象包括建筑物、建筑群及室内家居的设计，以及风景园林和城市村镇的规划设计。随着建筑行业的发
展，园林学和城市规划逐步从建筑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　　中国古代把建造房屋以
及从事其他土木工程活动统称为&ldquo;营建&rdquo;、&ldquo;营造&rdquo;。&ldquo;建筑&rdquo;是从
日语引入汉语的。汉语&ldquo;建筑&rdquo;是一个多义词，它既表示营造活动，又表示这种活动的成
果&mdash;&mdash;建筑物，也是某个时期、某种风格建筑物及其所体现的技术和艺术的总称，如隋唐
五代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哥特式建筑等。　　4.建筑经济学　　建筑经济学是以建筑业的经济活动
为对象，研究建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关系，以及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运动
规律。由于世界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建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重点也不同。在西方国家，侧重研
究建筑市场及相适应的经营对策和方法。在中国，研究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建筑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
任务；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筑产品的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建筑产品的生产、分配
、交换、消费活动的特点；建筑业组织结构和产业布局；建筑设计经济；建筑施工经济；建筑业劳动
结构；建筑业分配体制；建筑业物资技术供应；建筑业资金运动；建筑产品价格；建筑企业经济核算
和经济效益；建筑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国际建筑市场等。　　5.建筑构造学　　建筑构造学是研
究建筑物的构成、各组成部分的组合原理和构造方法的学科。主要任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技
术经济和艺术造型的要求提供合理的构造方案，作为建筑设计的依据。　　在进行建筑设计时，不但
要解决空间的划分和组合以及外观造型等问题，还必须考虑建筑构造上的可行性。为此，就要研究建
筑设计能否满足建筑物各组成部分的使用功能；在构造设计中综合考虑结构选型、材料的选用、施工
的方法、构配件的制造工艺，以及技术经济、艺术处理等问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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