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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岗位技术管理人员（施工员、质量员、造价员、材料员、测量员、资料员、试验
员、安全员）是建筑施工企业项目一线的技术骨干，对推动建筑业技术与管理的进步，促进建设工程
领域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不仅直接影响到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及企业经济效益，也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建筑业的发展进程与方向。
建筑工程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工作，一直是国家和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建筑施工企业的工
作重点之一。
    考虑到工程建设技术人员分散性、流动性以及施工任务繁忙、学习时间少等实际情况，为适应新形
势下工程建设领域的技术发展和教育培训的工作特点，建设部干部学院组织了一批长期从事建筑专业
教育培训的老师和有着丰富的一线施工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专家，进行了多次的座谈并深入施工现
场做了细致、系统的调研工作。
在聆听了工程建设技术人员对自身工作和学习成长需求的基础上，根据建筑施工企业最新的技术发展
，结合国家及各地方对于建筑施工企业技术管理人员考核的要求，编制了这套可读性强，技术内容最
新，知识系统、全面，适合不同层次、不同岗位技术人员学习，并与其工作需要相结合的培训教材。
    同时，这套教材也充分考虑、尊重并吸收了众多培训老师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建筑教育培训工作中
教材的科学性、可读性、生动性等做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
    本套教材根据国家、行业及地方最新的标准、规范要求，结合了建筑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实际工作和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体系特点，紧扣建筑施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发展步伐，对涉及建
筑施工的专业知识，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划分，由浅人深，重点突出。
本套教材力求做到技术全面、系统、先进、实用；做到内容编排形式生动、易理解、可读性强；做到
读者能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工作能力，在实际工作中熟练运用专业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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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构造　⋯⋯附录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职业培训教材《房屋建筑构造》教学大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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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建筑构造概述　　第三节  民用建筑的室内环境及抗震要求　　一、采光　　由于我国
国土面积庞大，各地光气候差别较大。
为保证人们生活、工作或生产活动具有适宜的光环境，建筑物内部使用空间的天然光照度应满足使用
、安全、舒适、美观等要求。
国家标准中将我国划分为Ⅰ～Ⅳ个光气候区，采光设计时，各光气候区取不同的光气候系数K，详见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2001）。
　　1．采光均匀度　　采光均匀度为工作面上的最低采光系数与平均采光系数之比。
顶部采光Ⅰ～Ⅳ级采光均匀度需在0．7以上，对顶部采光V级和侧面采光无要求。
　　2．眩光　　眩光是在视野中由于亮度的分布或范围不适宜，或存在极端的亮度对比，以致引起
人们不舒适和降低物体可见度的视觉条件。
眩光会影响人的注意力，增加视觉疲劳，降低视度，甚至丧失视力。
采光设计中，减小窗户眩光的主要措施有：①作业区应减少或避免直射阳光；②工作人员的视觉背景
不宜为窗口；③降低窗户亮度或减少天空视域，可采用室内外遮阳设施；④窗户结构的内表面或窗户
周围的内墙面，宜采用浅色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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