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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建筑声学的基础知识和声环境设计的原理和方法。
在编写中多以物理概念来说明，简化了繁杂的数学运用，并附工程实例，以期读者能获得声环境设计
的完整概念和实际方法。
　　本书着重介绍了室内音质评价、设计理论和实践中的经验，建筑材料与结构的声特性与选用方法
，环境噪声的评价标准，噪声控制设计规范，噪声测量方法以及一般声学实验和声学测量的仪器与方
法。
　　本书是为大专院校建筑学专业和环境保护专业编写的教材，也可供土建设计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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