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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木结构住宅为对象，详细介绍国内外各种木结构建筑适用性能评估领域的研究成果，阐述
了我国木结构住宅常见性能的检测方法和评估标准。
内容包括：节能检测与评估、隔声性能检测和评估、楼梯振动性能检测和评估、室内空气污染物检测
和评估、防火性能检测和评估等内容。
本书是由木结构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编写，根据国家标准，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工作经验，
论点明确，公式文献引用恰当，实用性较强，可作为住宅性能评定和绿色建筑评估的参考内容。
    本书可作为木结构建筑设计单位、检测评估机构工程帅学习工作用书，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
师生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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