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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填空题 

1、目前人们希望建筑物能够满足的要求包括：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美观性。 

2、人类最早的居住方式：树居和岩洞居。 

3、建筑与环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两个问题是：如何协调满足室内环境舒适性与能源消耗和环

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 研究和掌握形成病态建筑的原因。 

4、建筑环境学的三个任务是：了解人和生产过程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室内环境、了解各种内外

部因素是如何影响建筑环境的、掌握改变或控制建筑环境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5、建筑环境学主要由 建筑外环境、室内空气品质、室内热湿与气流环境、建筑声环境和光

环境等若干个部分所组成。 

6、建筑环境学包含了建筑、传热、声、光、材料及生理、心理和生物等多门学科的内容。 

 

选择题 

1、目前人们希望建筑物能够满足的要求不包括（）。  D 

A 安全性 B 功能性 C 舒适性  D 独特性 

 

2、下面哪一项是人类最早的居住方式？（）   A 

A 巢居 B 草房 C 蘑菇房  D 蒙古包 

 

3、下面哪一项不是建筑环境学的三个任务之一？（）   A 

A 如何协调满足室内环境舒适性与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B 了解人和生产过程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室内环境 

C 了解各种内外部因素是如何影响建筑环境的 

D 掌握改变或控制建筑环境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4、ASHRAE 表示：（   ）A   

A 美国供热制冷空调工程师学会        B 可接受的室内空气品质   

C 感受到的可接受的室内空气品质      D 美国能源局 

 

判断题 

1、世界上古老的文明，都是从赤道地区附近起源的。（    ）  X 

2、在日较差很大的干热地区，传统建筑的一般采用很厚的墙体和屋面，以维持室内温度波动

不至过大。 （    ）  √ 

3、中国的风水说完全是迷信，毫无科学根据。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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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环境学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科学，内容涉及多学科知识。 （    ）√ 

 

名词解释 

1、温室效应 

大气能使太阳短波辐射到达地面，但地表受热后向外放出的大量长波热辐射线却被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等气体吸收，这样就使地表与大气层之间的作用类似于栽培农作物的温室，故

名温室效应。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中排入的二氧化碳等吸热性强的温室气体逐年增

加，大气的温室效应也随之增强，地球的气温逐渐升高，温室效应引起世界关注。温室气体

包括水蒸气、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氯氟甲烷(HFCs)等。 

 

2、病态建筑综合症 

许多人抱怨在某些建筑室内环境中生活会有不适的感觉，如：眼睛不适、鼻腔和咽喉不

适、流鼻水或鼻塞、胸闷、空气有刺激性、头痛、精神无法集中和过敏等。世界卫生组织(WHO)

将此现象称为“病态建筑物综合症”。相对于没有空调的建筑物来说，这些症状似乎在有空调

的建筑中发生的几率更大，当离开建筑时，这些症状有所减轻或消失。 

 

问答题 

1. 什么是建筑环境学？ 

建筑环境学就是指在建筑空间内，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如何让人们在使用过程中

感到舒适和健康的一门科学。根据使用功能的不同，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室内的温度、

湿度、气流组织的分布、空气品质、采光性能、照明、噪声和音响效果等及其相互间组合后

产生的效果，并对此作出科学评价，为营造一个舒适、健康的室内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2. 建筑环境学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筑外环境、室内空气品质、室内热湿环境、气流环境，建筑声

环境、光环境和人体对热湿环境的反应。包含了建筑、传热、声、光、材料及生理学、心理

学和生物学等多门学科的内容。 

 

3. 简述中国风水 

中国风水实际上是人们对建筑环境规律认识的总结，以八卦五行、河图洛书等为基础。

在建筑选址方面认为：背山面水向阳最好；在建筑布局方面注意空间分割、方位调整、色彩

运用；认为不好的住宅物理环境对人的心理有影响，它的合理部分在于认为环境因素影响人

体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风水的理论更多的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缺乏理性分析的提炼。由

于认识所限，也把神秘主义引入了风水说，使对自然现象解释不清的地方陷入巫术。 

 

4. 简述建筑环境学的三个任务。 

任务一：了解人和生产过程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室内环境；任务二：了解各种内外部因素

是如何影响建筑环境的；任务三：掌握改变或控制建筑环境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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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环境学面临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建筑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耗问题、舒适性问题、人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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