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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土木建筑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第11卷。
本卷审核录用了近200篇论文，设置了四个栏目：“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教学方法与课程体系创
新研究”、“实践环节教学研究”、“教育理论与教学改革研究”。
本书内容丰富，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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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　　建筑节能与外墙保温技术　　1 建筑节能　　建筑节能是指在建设项目
立项和建筑工程及配套用能设施的设计、建设与使用中，执行建筑节能标准和政策，采取技术上可行
、经济上合理、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建造节能建筑，加强用能管理，减少能源利用过程中的
损失、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更加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
　　1.1 建筑能耗　　我国正处于房屋建筑的高峰时期。
2003年，我国城乡建筑竣工面积达20.3亿平方米（其中城镇12.7亿平方米），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年建成
建筑面积的总和。
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新竣工的建筑中，节能建筑面积不到1亿平方米，尚不足竣工建筑的5％。
至今，在我国城乡既有建筑约400亿平方米（城市约140亿平方米）中，只有3.2亿平方米房屋是节能建
筑，不到全国既有建筑的1％。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3倍。
我国建筑钢材消耗高出10％～25％，每拌和1 m3混凝土要多消耗水泥80 kg；卫生洁具的耗水量高出30
％以上，而污水回用率仅为发达国家的25％。
此外，我国建筑能耗的总量正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能源总消费量中所占的比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的10％，已上升到近年的27.45％。
　　1.2 我国启动建筑节能　　我国的建筑节能以1986年颁布北方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为标志启
动。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建筑节能工作已取得一定效果。
截至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以节能50％为目标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体系；初步形成了以《民用建筑节能
管理规定》为主体的法规体系和建筑节能的技术支撑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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