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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向中国建筑与房地产业的管理决策者、技术人员宏观介绍中国建筑节能与现代化改造的必要
性、优势和最新发展情况以及德国在建筑节能领域成熟、先进的技术、丰富的实践经验，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与德国能源署共同组织编写了本书。
该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的资料与形象的图片为相关人员全方位地介绍了中德两国建筑节能现状
、节能政策和法律依据与创新制度、节能融资形式与成本效益分析、建筑节能设计与质量控制措施、
节能技术的理论与实践等内容。
它将促使我们从事建筑节能事业的专业人员去思考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划设计、经济适用的技术去实现
节能和经济收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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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居住舒适度极高；因为建筑物围护结构（墙体、窗户）各处的表面温度几乎都一样高
。
这样，在被动式房屋中就不会有温度波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穿堂风现象。
“舒适通风系统”可以为室内不间断地输送新鲜、干净、卫生的新风。
如今，“被动式房屋”在欧洲已经成为推广范围最广的建筑标准。
到2008年10月，欧洲有超过12500套住宅是依照被动式房屋标准建成的。
此外，欧洲还有大量的非居住建筑（办公楼、工商业建筑、体育馆、学校、幼儿园、教堂等）也是依
据被动式房屋标准建造的，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既有建筑被改造成被动式房屋，或是采用符合被动式
房屋标准的部分措施进行节能改造。
无论是在用途上还是在建筑设计方面，被动式房屋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可以想像的是，在不远的将来，被动式房屋标准将可能成为全欧洲法定的节能建筑标准。
图1-2展示的是被动式房屋的工作原理。
被动式房屋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高科技房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建筑节能简明读本>>

编辑推荐

《中国建筑节能简明读本》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建筑节能简明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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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