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设计与自然通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建筑设计与自然通风>>

13位ISBN编号：9787512325265

10位ISBN编号：7512325266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中国电力出版社

作者：陈晓扬

页数：2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设计与自然通风>>

内容概要

　　《建筑设计与自然通风》探讨的是自然通风的基本规律和设计方法。
第1章拓展了自然通风的概念，提出了被动节能自然通风的概念和原理，将自然通风分为三种类型：
加强自然通风、被动预冷自然通风和被动预热自然通风。
第2章从群体布局和单体的形体、天井、通风弄、开口设计、导风措施、通风塔、太阳能烟囱、高耸
空间利用、通风屋顶各方面探讨了加强自然通风的方法。
第3章从蓄冷腔体通风、地下腔体通风、蒸发冷却通风三个方面探索了被动预冷自然通风的方法。
第4章从屋顶腔体、立面腔体、地下腔体三个方面探索了被动预热自然通风的方法。
第5章以皖南民居为例，从聚落规划、单体设计、材料构造层面详述了传统民居被动降温技术。
第6—8章以后以专题形式探讨了大体量建筑自然通风、冷巷等特殊技术措施。

　　《建筑设计与自然通风》图文并茂，案例丰富，对建筑及相关专业的设计、研究人员以及学生有
一定参考作用。

　　本书第1-3章、第6章由陈晓扬编写，第4章由侯可明编写，第5章由郑彬编写，第7章由陈晓扬、仲
德岜编写，第8章由陈晓扬、薛佳薇、郑彬编写，全书由陈晓扬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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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体在传统民居的聚落规划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调节聚落的微气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
们不妨借鉴其中的有效策略，应用到现代建筑中去。
　　5.1.4 绿化降温　　众所周知，植物在被动降温中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在传统民居中一直沿用这种设计策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现代建筑中，绿化也是设计师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它不仅是塑造室外空间的主要手法，也是营造
室外环境、改善微气候的重要手段。
　　在传统民居的聚落规划中，绿化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因素。
我国东南部多山区，平坦地较少，山上多种树木，形成大片绿化。
在聚落规划中，绿化树木一般多布置在村落南部（例如皖南民居西递），这样经过树木绿化的多方面
的降温作用，预冷过的空气吹向聚落，加快聚落的散热，形成良好的风环境和热环境。
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绿化的作用更加突出，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竹楼，大多隐于树木之中，若有若
无，风景优美，同时室外微气候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图5-17）。
　　树木绿化是遮挡太阳光和直射辐射的有效工具，是调节微气候的重要手段。
一般乔木较为高大，能够有效地遮挡太阳直射辐射，将太阳辐射反射到高空中；同时树木绿化又利用
太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了一部分太阳能；植物特有的蒸腾作用还可以加快散热。
最终在多重影响下，减弱了太阳辐射的影响。
而树荫下的地面由于受不到太阳辐射的影响，得热减少。
另外，由于树木的综合作用，树荫下的空气温度也比其他地方低，由于树木绿化的蒸腾作用和光合作
用，树荫下的空气湿度也较高。
有研究表明：有绿化居住小区的空气相对湿度比无绿化的居住小区在夏季高20%-30%，最终形成了温
度较低、湿度较高的环境，从而降低了人的体感温度，使人感到舒适。
同时，夏季树木还由于树叶的阻挡可以改变通风路径，局部加大风速。
经过树木绿化的降温过滤以后，空气被吹人到建筑物内，明显改善室内风环境和热环境（图5-18）。
为了验证绿化降温的实效性，笔者于2009年6月25日对村落保存完好的宏村进行实测。
测点1位于村口的树木绿荫下，测点2位于村中街道处，测试时间段为7:00-22:00，时间间隔1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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