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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物理》是为建筑类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城市规划专业及室内设计专业本科教学而编写的
。
书中内容包括建筑热工学、建筑光学和建筑声学三部分，综合介绍了建筑物和城市环境中的热、声、
光等物理现象和材料的热学、光学和声学性能，论述了获得良好的热、声、光环境的设计原理和方法
。
　　建筑物理是建筑技术科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一门培养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城市规划与建设管
理高级人才不可缺少的专业基础课程，掌握了这门课程的内容，就具备了解决和预测实际工作中涉及
的环境、节能、生态等诸多问题的基本能力。
　　近年来建筑技术科学发展很快，出现了很多新技术、新成果和新的规范、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
，国内相关的教材和参考书目相对偏少，国内受出版物滞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大部分的同类教材无
法及时反映这些成果，给教学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类型复杂多样，建筑适用技术有很大的差别，加上人对自然现象的认知水平
在不断提高，新的发现和应用技术层出不穷，所以全国统一制订这门课程的教材编写大纲也不现实。
但是，现行的统编教材。
陆续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试用，成功地奠定了国内建筑物理的教学模式，客观上起到了大纲的指导作用
，因此它们是编写本书的重要参考依据。
　　本书编写时尽可能地考虑了上述因素，并在内容编写和编排上体现出自己的特点。
内容编写上的特点主要有：（1）建筑热工学部分：考虑到气候对建筑热工影响的重要性而增加了建
筑气候内容，对新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内容有所反映；（2）建筑光学部分
：编入了新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有关内容，更新了部分照明案例；（3）建筑声学部分：调整
了厅堂音质设计的内容，编入了典型厅堂的案例。
内容编排上的特点有：（1）各篇按照基础理论章、专题章、实验章的次序编排，其中各专题章基本
按照由室外环境到室内环境的顺序编排，以便于读者系统地掌握这方面的知识；（2）各篇安排了相
关的实验章，各章均适当增加了习题数量，全书共列习题151道，以强化训练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消
化能力，也便于建筑师和规划师注册资格考试时复习；（3）书末的“规范目录”和“名词索引”，
共收录了近600条名词术语和30多部相关规范、标准的目录，读者可据此快速阅读本书内容或查阅相关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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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建筑热工学、建筑光学和建筑声学三部分，综合介绍了建筑物和城市环境中的热、
声、光等物理现象和材料的热学、声光和光学性能，论述了获得良好的建筑物理环境的设计原理和方
法。
    本书内容反映了新成果、新技术和新标准。
书末附有“规范目录”和“名词索引”，故本书除可作为建筑类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城市规划专业
及室内设计专业的教学用书外，也可作为全国建筑师、规划师注册资格考试与继续教育，以及建筑技
术科学专业研究生学习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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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光度单位及应用    第三节  材料的先学性质    第四节  视度及其影响因素    第五节  颜色  第九章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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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照明    第一节  人工光源    第二节  灯具    第三节  室内工作照明    第四节  环境照明设计    第五节  绿色
照明工程  第十一章  建筑光学实验    第一节  检验侧窗采光房间的实际采光效果    第二节  检验房间照明
实际效果    第三节  检验室内亮度分析状况    第五节  照明模型实验    第六节  用照度计测量表面光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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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概念    第二节  声音的计量和听觉  第十三章  室内声学原理    第一节 几何声学    第二节  统计声学    
第三节  室内声压级计算    ⋯⋯第十四章  材料、构造与吸声第十五章  建筑隔声第十六章  噪声控制第
十七章  厅堂音质设计第十八章  建筑声学实验附录参考文献规范目录名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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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热辐射　　1.热辐射与辐射换热的概念　　物体通过电磁波来传递能量的方式称为辐射。
物体会因为各种原因发出辐射能，其中因为自身温度的原因发出辐射能的现象称之为热辐射，建筑热
工学中所提到的辐射一般都指热辐射。
显然，通过热辐射方式传递的热量称为辐射热。
自然界中的各个物体都在不停地向空间散发出辐射热，同时又在不停地吸收其他物体散发出的辐射热
，这种在物体表面之间由辐射与吸收综合作用下完成的热量传递就是辐射换热。
　　热辐射与导热、对流有三点区别，这也是辐射换热的三个特点：　　（1）热辐射可以在真空中
传播，而导热、对流却不能，例如地球和太阳之间不会发生导热和对流，只能进行辐射换热；　　
（2）热辐射不仅产生热量传递，而且在传递过程中还伴随着能量形式的转换，即发射时是从热能转
化为电磁波能，吸收时是把电磁波能转换成热能；　　（3）一切物体，不论温度高低都在不停地发
射辐射热。
　　因此，辐射换热是两个物体互相辐射的结果。
在两个物体温度不同的情况下，高温物体辐射给低温物体的辐射热，大于低温物体辐射给高温物体的
辐射热，其结果就是高温物体把热能传递给了低温物体。
　　如图1-7和图1-8，物体发射的电磁波一般以波长来识别，波长的不同决定了电磁波的作用不同。
有实际意义的热辐射的波长范围在0.38～1000m之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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