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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义建筑节能：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设计》立足于广义建筑节能的战略思路，在纵向层面上，
探讨了建筑节能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趋势，以及国内外太阳能利用与建筑节能的现状；在横向层面上，
基于能源与能效的广义建筑节能理念以及技术策略的广义建筑节能方法，给出了太阳能与建筑设计一
体化的设计方法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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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伟，教授，博士后。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理事，中国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学会理事；《中外建筑》杂志编委、《城市环
境设计》专栏主持人。
主要研究方向：城市规划与设计、建筑技术科学、城市安全及其预警系统、城市能源规划与建筑能效
。
已出版《城市生态安全导论》、《城市规划十二讲》等专著四部，发表论文霸十余篇。
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设计与规划工程
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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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建筑节能发展简史　　一座绿色节能建筑，对后人来讲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我们经常重复歌德的名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句话体现出了建筑形式的魅力，是对建筑外在美
的肯定。
而建筑是否节能、环保，则是建筑内在美的体现。
只有做到了内在美与外在美、形式美与内容美的统一，才是一个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反映人类文明
水平的优秀建筑作品，这也是当代建筑师们应当追求的目标。
　　建筑节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比其经济利益更大，它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提出的要求
。
在发达国家，建筑节能的意识非常强，宁可不建新的建筑物也要保证节能。
　　要保证建筑节能不仅仅要完善体制的建设，更要提高人们的节能意识，同时还要有科学技术的配
套。
有人提出建筑节能将增加开发商的投入，其实不然，“节能”与“节支”本来就是统一的。
运用科学技术也可以降低节能成本，并且还能保证长远的经济效益。
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节能也将成为一种观念和一种文明的标志，所以，研究节能有必要了解建筑节
能的发展历史。
第一节中国建筑节能的发展　　从上古到近代，中国的建筑体系经历了从巢居穴居到高度成熟的木构
建筑的演变。
古人的营造活动受同一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又受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
比如，西方人讲究建筑的纪念性，希望通过建筑寄托永恒的思想，显示征服自然的能力，石头建筑便
成为了主流。
在空间上，西方人讲究大体量和复杂的立体构成。
而中国人注重建筑的实用性，讲究天人合一与环境和谐共处，于是采用了模数化的木构体系。
在空间上讲究平面展开，门堂之制。
特别是在古人的营造过程中，考虑到建筑、人居环境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本章试图从哲学和技术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建筑和传统民居中所体现的生态和节能思想，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巧妙设计。
　　一、上古时期　　上古时代的人类建筑，大致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巢栖”、“穴居”，中
期的村落建筑和晚期的城堡建筑三个阶段。
　　从原始建筑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东夷人的居住环境已形成规模较大、结构布局有序、房屋密
集的村落建筑。
现今考古发现的明确属于住宅建筑的遗址，始于大汶口文化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发现并公布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东夷人住宅建筑达69座之多。
例如，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5座、长岛北庄遗址4座等，其房屋的基本结构和特点是属于半地穴式建筑
，平面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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