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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建筑学科领域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书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围绕建筑存量演进过程中引起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展开研
究，探讨了城乡建设可持续性研究的新领域。
其选题具有很大的前瞻性，其成果对我国建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和实际应用
价值。
　　在研究中，作者借鉴了国外对建筑存量可持续性的研究手段，应用系统方法和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科学分析了我国建筑存量的现状特征，揭示了其动态演进规律，并建立了相关理论模型；同时，综
合社会需求、技术进步及建筑生命周期等因素，量化分析和预测了2005～2050年中国建筑存量的演进
趋势，并比较了不同策略和技术手段所取得的作用及所产生的相关影响。
这些研究将对我国建筑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方法论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
　　杨崴自硕士期间进入“中国现代建筑研究”课题组，在大量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完成
了《中国地域性建筑分析》论文，其中特别强调了地域文化和传统生态建筑营造方式在当代的发展。
博士期间，她继续深入研究我国当代建筑和城市规划在生态、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发表了
多篇相关论文。
　　在讨论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们强调了两方面的科学问题：一是如何在规划和设计中综合考虑
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并把考察的范围扩展到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二是如何突破传统的
定性分析方法，用科学的量化方法研究建筑的可持续性。
　　2003-2005年，她获得DAAD奖学金资助，作为中德联合培养博士生，赴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进行
交流学习。
在此期间接触到了建筑存量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
德国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论体系。
欧洲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并进人后工业时代，建成环境趋于稳定。
在这一前提下，德国的研究主要关注对既有建筑的可持续利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存量模型建构>>

内容概要

　　本书明确了建筑存量的相关概念，分析了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并重点阐述了基于生命周期
方法论的建筑存量可持续性评价，以及建筑存量系统分析和建模方法。
在此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量化分析当前中国建筑存量的规模、组成及其发展过程引
起的物质和能量流量；进而通过演进模型预测了中国建筑存量在高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演进趋
势以及相关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比较了不同发展策略和技术手段的效果。
最后，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得出我国建筑存量的中长期发展策略，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建筑存量可持续性研究是城乡建设方面的前沿领域。
其基本观点是通过量化分析和评价，考察建成环境与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
　　本书可供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供相关专业人员及其师生学习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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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3.2 研究方法　　1）宏观分析和微观模拟相结合　　建筑存量模拟通常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
建立模型：一方面从整体上考察系统的规模、组成和输入输出流量；另一方面对特定的子系统和元素
进行详尽描述，得出每个过程的基准流量信息。
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是建筑存量研究的有效途径：前者能够确定流量的上限，后者
可以了解流量的起源（参见本书3.5 节）。
　　自上而下的宏观模型把建筑存量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它与外部环境的交换过程。
本书根据宏观经济数据和部门统计数据，得出了2。
05年建筑存量和流量的基本信息。
从理论上讲，宏观模型可以应用投入产出方法估算一定时期建筑存量的能耗、物耗、投资量和间接的
资源消耗。
尽管由于中国缺乏实物型投入产出表，无法通过这种方法得出量化结果，但是本书讨论了根据投入产
出方法计算中国建筑存量的物质、能量和货币流量的基本方法及其应用前景。
　　自下而上的方法是将建筑存量系统分解为部分存量、建筑、建筑构件等层次，以每平方米建筑面
积为功能单位，对选定的一系列参考建筑进行基于过程的生命周期清单分析，以此为基础估算建筑存
量的总体流量。
　　2）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结合　　中国建筑存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本研究提出一组量化模
型来分析它的现状和发展。
模型对研究对象作了简化和抽象，通过定性分析定义了建筑存量系统的基本类型，并在此基础上选取
了影响各类建筑存量发展动态的主要参量。
另外，由于数据、时间等条件的限制，模型计算结果的精确度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本书主要是根据
量化计算的结果在定性的层面得出结论。
　　从另一方面讲，本书收集的中国建筑存量信息包括定量和定性两种类型。
通过定性信息和定量分析结果的比较，可以对模型的结论进行验证和讨论。
另外，国外的有关信息也可以为比较分析提供参考。
　　3）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结合　　建立建筑存量模型的前提是收集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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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存量模型建构：未来50年中国城乡建筑发展策略》是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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