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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环境测量（第2版）》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供热、通风、空调、
制冷等各项实验与测试技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本书共9章。
第1章在介绍测量、测量误差和测量系统等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测量所用仪表的基本性能
。
第2章介绍了测量数据处理，并通过误差分析对测量结果作出客观评价。
第3章主要介绍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最常用的温度、湿度、热量等热工参数的测量，重点介
绍了各参数测量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测量仪器等。
第4章介绍了流体特征的相关参数（压力、流速、流量和液位），并重点介绍了测量这些参数常用的
方法和所使用的仪器。
第5章介绍了在建筑空气环境中对人类构成危害的各种有害物的来源、形成途径、允许标准、常用的
测量方法及测量仪器设备。
第6章介绍了建筑环境中噪声的危害、噪声在不同环境区域中的允许标准、噪声的评价体系及测量噪
声的仪器和方法。
第7章介绍了光环境中有关参数的测量。
第8章介绍了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范、规定及政策，并对建筑材料和建筑构件的节能检测方法、建
筑节能技术的应用及节能效果综合评价。
第9章介绍了目前用于建筑环境测试的新技术和新设备。

　　《建筑环境测量（第2版）》是普通高等院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教材，同时也可供从
事本专业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从事建筑节能研究和技术运用推广的土木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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