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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工程节能设计与施工系列丛书：建筑节能设计与材料选用手册》以最新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规范为依据，对建筑节能设计及节能材料的选用进行了系统介绍与详细阐述。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概论，建筑节能设计要求，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设计，采暖、通风与空调节能设计，
绿色照明节能设计，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并附有建筑热工设计计算公式及参数。

　　《建筑工程节能设计与施工系列丛书：建筑节能设计与材料选用手册》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
供建筑节能工程设计人员使用，也可供建筑节能施工及监理人员工作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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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建筑节能基础知识
一、建筑节能的含义及其意义
二、我国建筑节能的现状与潜力
三、建筑节能工作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第二节 建筑节能基本原理、途径与设计要求
一、建筑节能的基本原理
二、建筑节能的途径与手段
三、空调建筑节能设计要求
第三节 建筑节能工作要点
一、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三、主体各方在建筑节能中的工作要点
第二章 建筑节能设计要求
第一节 住宅建筑能耗分析
一、建筑体形对能耗的影响
二、建筑朝向对能耗的影响
三、窗墙比对能耗的影响
第二节 室外计算参数
一、围护结构冬季室外计算温度的确定
二、围护结构夏季室外计算温度的确定
三、夏季太阳辐射照度的取值
第三节 室内热环境设计指标
一、居住建筑室内热环境设计指标
二、公共建筑室内热环境和建筑节能设计指标
第四节 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
一、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及设计要求
二、冬季保温设计要求
三、夏季防热设计要求
第五节 建筑围护结构保温设计
一、围护结构最小传热阻的确定
二、围护结构保护措施
三、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验算及保温措施
四、窗户保温性能、气密性和面积的规定
五、采暖建筑地面热工要求
第六节 建筑围护结构隔热设计
一、围护结构隔热设计要求
二、围护结构隔热措施
第七节 采暖建筑围护结构防潮设计
一、围护结构内部冷凝受潮验算
二、围护结构防潮措施
第三章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设计
第一节 我国气候因素
一、太阳辐射
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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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湿度
第二节 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
第三节 建筑物墙体节能设计
一、外墙的传热系数计算
二、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墙体
三、多孔砖墙体建筑构造
四、保温浆料外墙外保温构造
五、热桥保温处理
第四节 建筑物门窗节能设计
一、节能门窗简介
二、建筑物外门节能设计
三、建筑物外窗节能设计
第五节 建筑物屋面节能设计
一、屋面保温材料
二、屋面热工性能指标
三、建筑物屋面保温设计
四、建筑物屋面隔热设计
第六节 建筑物地面节能设计
一、地面热工性能
二、地面保温设计
三、地面防潮设计
第七节 围护结构构造做法示例
一、居住建筑围护结构做法
二、公共建筑围护结构构造做法
第四章 采暖、通风与空调节能设计
第一节 采暖、通风与空调节能设计要求
一、一般规定
二、热源、热力站及热力网节能设计
三、采暖系统节能设计要求
四、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
五、夏热冬暖地区空调采暖和通风节能设计
⋯⋯
第五章 绿色照明节能设计
第六章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附录 建筑热工设计计算公式及参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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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0）透过玻璃窗进入空气调节区的太阳辐射热量，应根据当地的太阳辐射照度、
外窗的构造、遮阳设施的类型以及附近高大建筑或遮挡物的影响等因素，通过计算确定。
 （11）透过玻璃窗进入空气调节区的太阳辐射热形成的冷负荷，应根据上述“（10）”条得出的太阳
辐射热量，考虑外窗遮阳设施的种类、室内空气分布特点以及空气调节区的蓄热特性等因素，通过计
算确定。
 （12）确定人体、照明和设备等散热形成的冷负荷时，应根据空气调节区蓄热特性和不同使用功能，
分别选用适宜的人员群集系数、设备功率系数、同时使用系数以及通风保温系数，有条件时宜采用实
测数值。
 当上述散热形成的冷负荷占空气调节区冷负荷的比率较小时，可不考虑空气调节区蓄热特性的影响。
 （13）空气调节区的夏季计算散湿量，应根据下列各项确定： 1）人体散湿量； 2）渗透空气带人的
湿量； 3）化学反应过程的散湿量； 4）各种潮湿表面、液面或液流的散湿量； 5）食品或其他物料的
散湿量； 6）设备散湿量。
 （14）确定散湿量时，应根据散湿源的种类，分别选用适宜的人员群集系数、同时使用系数以及通风
系数。
有条件时，应采用实测数值。
 （15）空气调节区的夏季冷负荷，应按各项逐时冷负荷的综合最大值确定。
 空气调节系统的夏季冷负荷，应根据所服务空气调节区的同时使用情况、空气调节系统的类型及调节
方式，按各空气调节区逐时冷负荷的综合最大值或各空气调节区夏季冷负荷的累计值确定，并应计入
各项有关的附加冷负荷。
 三、空气调节系统 （1）选择空气调节系统时，应根据建筑物的用途、规模、使用特点、负荷变化情
况与参数要求、所在地区气象条件与能源状况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2）属下列情况之一的空气调节区，宜分别或独立设置空气调节风系统： 1）使用时间不同的空气调
节区； 2）温湿度基数和允许波动范围不同的空气调节区； 3）对空气的洁净要求不同的空气调节区；
4）有消声要求和产生噪声的空气调节区； 5）空气中含有易燃易爆物质的空气调节区； 6）在同一时
间内须分别进行供热和供冷的空气调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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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节能设计与材料选用手册》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供建筑节能工程设计人员使用，也可供建
筑节能施工及监理人员工作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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