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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篇，第一篇为概述，涉及全球气候环境分类；第二篇为与气候环境相关联的传统建筑；第
三篇基于地方气候的传统建筑形式；第四篇基于生态气候学的当代建筑形式。
本书可应用于建筑学专业教学用教材，也可供建筑专业人士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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