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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物理》第四版是在原刘加平主编的《建筑物理》第三版统编教材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本版教材延续了原书的基本框架体系，根据全国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培养执业建
筑师和规划师的要求，针对建筑节能、生态建筑设计和绿色建筑评估等工作对建筑物理基础知识的需
求，结合我国最新颁布的相关设计标准与规范，分别对建筑热工学、建筑光学和建筑声学三个组成部
分进行了体系上的完善和内容上的调整。
　　建筑物理是建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建筑设计学科的技术科学属性。
作为核心内容，建筑物理与建筑构造和绿色建筑技术等课程共同构成建筑技术科学体系。
在本教材的修编过程中，特别注重了基本概念的准确性；建筑热湿、声和光环境设计原理的实用性；
各种环境性能指标与现行设计标准和规范的衔接性；建筑环境量化分析与计算与专业开发软件的对应
性；建筑材料与构造的适宜性和先进性以及学科发展的前瞻性。
　　实践证明建筑物理的原理与应用渗透在城市规划设计、建筑群体布局、建筑空间设计、建筑材料
选择、建筑构造设计甚至是在施工技术与管理之中，而绿色与生态建筑环境的创造则是在采暖、空调
、通风、灯光和音响等设备的配合下，很大程度取决于建筑本体在建筑保温、建筑防热、太阳能利用
、天然采光、环境照明、音质设计、噪声控制和生态适应等方面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和性能。
因此，在建筑物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将教材中相对独立的三篇内容看作是构建建筑绿色性能必要
的整体组成部分，坚持将建筑物理学的基本原理、设计策略与技术措施贯彻到建设活动的全过程之中
。
　　《建筑物理》统编教材历经不断修编和完善已经拥有了近60个年轮，为我国培养建筑学和城市规
划专业人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我国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编者对逐步建立建筑物理学科体系、完善建筑物理环境教学内容、引领建筑技术科学向前发展
的前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本书第四版由刘加平主编。
其中建筑热工学篇的编者是刘加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刘铮（内蒙古工业大学）、孟庆林（华南
理工大学）；建筑光学篇的编者是陈仲林（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声学篇的编者是秦佑国、燕翔（清
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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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土建学科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全书包括建筑热工学、建筑光学和建筑声学
三大部分共15章，包括基本原理与应用实例等，内容丰富详实。
第四版是根据在建筑领域兴起的绿色建筑研究和实践，并考虑到全国注册建筑师的考试要求，对前版
修订而成，更加注重与现行相关建筑设计规范的衔接，同时强调了建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书中改写和补充了部分章节的内容，引入了建筑技术科学发展的前沿成果，进一步提高了内容的科学
性和先进性，并更加符合建筑学专业学生的接受能力和从事环境设计的需要。
本书为全国高校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与建筑业有关的设计、施工等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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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建筑热工学基础知识　　1.1　室内热湿环境　　对使用者而言，建筑物内部环境可简单
分为室内物理环境（或生理环境）和室内心理环境两部分。
其中，室内物理环境属于建筑物理学的范畴。
　　室内物理环境是指室内那些通过人体感觉器官对人的生理发生作用和影响的物理因素，由室内热
湿环境、室内光环境、室内声环境以及室内空气质量环境等组成。
其中，室内热湿环境是建筑热工学必须研究的内容。
　　建筑师在设计每幢房屋时，都应考虑到室内热湿环境对使用者的作用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为
使用者创造舒适的热湿环境。
舒适的热湿环境是维护人体健康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们得以正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基本保证。
在舒适的热湿环境中，人的知觉、智力、手工操作的能力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偏离舒适条件，效率
就随之下降；严重偏离时，就会感到过冷或过热甚至使人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在创造舒适热环境的同时，还应考虑建筑在使用过程中的节能与降耗，控制建筑的能耗，从而达到国
家或地区对相关建筑能耗的限定指标。
　　1.1.1　室内热湿环境构成要素及其对人体热舒适的影响　　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保持热平衡，
对人的健康与舒适来说是首要的条件之一。
取得这种平衡的条件以及身体对周围环境达到平衡时的状态，取决于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
其中一些属于个人的因素，如活动量、适应力以及衣着情况等；另外相关的因素是构成室内热湿环境
的要素，其中包括：室内空气温度、空气湿度、气流速度以及环境辐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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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物理》第四版延续了原书的基本框架体系，根据培养执业建筑师和规划师的要求，针对建
筑节能、生态建筑设计和绿色建筑评估等工作对建筑物理基础知识的需求，结合我国最新颁布的相关
设计标准与规范，分别对建筑热工学、建筑光学和建筑声学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体系上的完善和内容
上的调整。
　　建筑物理是建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建筑设计学科的技术科学属性。
在本教材的修编过程中，特别注重了基本概念的准确性；建筑热湿、声和光环境设计原理的实用性；
各种环境性能指标与现行设计标准和规范的衔接性；建筑环境量化分析与计算与专业开发软件的对应
性；建筑材料与构造的适宜性和先进性以及学科发展的前瞻性。
　　实践证明建筑物理的原理与应用渗透在城市规划设计、建筑群体布局、建筑空间设汁、建筑材料
选择、建筑构造设计甚至是在施工技术与管理之中，而绿色与生态建筑环境的创造则是在采暖、空调
、通风、灯光和音响等设备的配合下，很大程度取决于建筑本体在建筑保温、建筑防热、太阳能利用
、天然采光、环境照明、音质设计、噪声控制和生态适应等方面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和性能。
因此，在建筑物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将教材中相对独立的三篇内容看作是构建建筑绿色性能必要
的整体组成部分，坚持将建筑物理学的基本原理、设计策略与技术措施贯彻到建设活动的全过程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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