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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特点在于，读者使用本书时可以快速查阅到几乎所有与住宅建筑设计、施工相关的标准和规范
。
由于篇幅所限，没有介绍标准和规范具体内容的，本书列出了规范的名称和编号，以方便读者查阅使
用。
同时，本书拥有大量的设计资料和设计图样，极大地方便了住宅建筑工程技术人员参考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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