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物理》知识点梳理 

第一篇：建筑声学篇 

 

1. 声波只有遇到比较大的障碍物时，才会发生反射、衍射等现象；遇到比波长

小很多的障碍物时，仅会发生扩散现象。（书中 P330） 

2. 凹界面会出现声聚焦、凸界面出现声扩散现象。（书中 P351，图 11-3） 

3. 声缺陷：回声、声聚焦、声影。 

4. 两个相同声压级叠加之后，总声级增加 3dB。（书中 P339） 

5. 哈斯效应：人对声音的感觉在声音消失之后会暂留一小段时间，如果到达人

耳的两个声音的时间间隔小于 50ms，那么就不会觉得声音是断续的。（书中 P348） 

6. 声音的三要素：响度、音调、音色。 

7. 为了克服“简并”现象，使其共振频率的分布尽可能均匀，需选择合适的房

间尺寸、比例和形状。正方体的房间是最不利的。如果将房间的墙面或顶棚做成

不规则形状，或将吸声材料不规则的分布在室内界面上，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

共振频率分布的不均匀性。（书中 P361） 

8. 多孔吸声材料吸收中高频的声音；薄膜薄板结构吸收低频的声音。（书中 P367） 

9. 室内布置电声系统时，要使各座位的声压级差在 6~8dB。 

10. 要使观众席上某计算点没有回声，此点的直达声和反射声的声程差不能大于

17m。 

11. 人耳对低频噪声不敏感，所以需要较大的声压级才能听见。（书中 P338） 

12. 声音的音色主要由频谱决定。 

13. 向室外自由声场敞开的洞口，从室内角度来看，入射到洞口上的声波完全透

过去了，此时，洞口的吸声系数为 1。（书中 P376） 

14. 根据质量定律，当墙体质量增加一倍时，隔声量增加 6dB。（书中 P384） 

15. 室外点声源的情况下，接受点与声源的距离增加一倍，声压级降低 6dB。 

16. 要使观众席上某计算点没有回声，此点的直达声和反射声的声程差不能大于

17m。 

17. 吸声尖劈适用于消声室。（书中 P375） 

18. 掩蔽效应——人耳对一个声音的听觉敏感程度因另一个声音的存在而降低的

现象。（书中 P348） 

19. 混响时间——声能密度衰减 60dB 所需的时间。 

20. 声压级——声压与基准声压之比以 10 为底的对数再乘以 20。 

21. 频谱——声压级与频率的关系曲线。 

22. 人耳的听闻范围是 20~2 0000Hz。 

23. 厅堂音质设计时应遵循的原则：（书中 P408） 

  （1）防止外部的噪声级振动传入室内，以使室内的背景噪声级足够低。 



（2）使室内各处具有足够的响度。 

（3）安排足够的近次反射声。 

（4）使室内具有与使用目的相适应的混响时间。 

（5）防止出现回声、多重回声等声缺陷。 

21.各类厅堂的声学特点及音质设计要求：（书中 P433-444） 

1）音乐厅： 

声学特点：混响时间长，频率特性曲线低频长，要求扩散好，噪声小。 

音乐厅声学设计的具体要求： 

①使厅堂具有较长的混响时间可以保证厅内声场有足够的丰满度。 

②充分利用前次反射声。 

③保证室内有良好的扩散。 

④音乐厅的允许噪声标准要高于其他厅堂，噪声评价指数 N 可选用 20 以下。 

⑤音乐厅的选址应注意远离交通干道等噪声较高的地区，内部要做好隔声，通

风系统有足够的消声、减震处理。 

⑥音乐厅的演出一般不用扩声设备，当有现场转播和录像的需要时，还需设置

声控室。 

2）剧院  

声学特点：混响时间较长，频率特性曲线略平直，噪声较小。 

剧院声学设计的具体要求： 

①歌剧院是以满足歌唱与音乐演奏为主，混响时间应较长，但略小于音乐厅。 

②避免回声。 

③剧院在体形上都应考虑使前次反射声均布于观众席，歌剧院应有适当的扩散

处理。 

④歌剧院的乐池要选择合适的宽深比和调整好乐池上方反射面的角度，以保证

演奏者各声部的平衡，并使伴奏声均匀地反射给观

众。 

（5                    ⑤允许噪声级可采用 N=20~25。 

3）电影院 

声学特点：混响时间短，频率特性曲线略平直，噪声小。 

电影院声学设计的具体要求： 

① 配置电声系统，使观众席内有足够的声级。 

② 混响时间应当以短为好。 

③ 每座容积取 3~4m³为宜。 

④ 观众厅长度不宜超过 40m。 

⑤ 电影院放映室与观众厅之间有良好的隔声。 



⑥ 观众厅的允许噪声级可取 NR25~NR30。 

4）多功能大厅 

声学特点：混响时间可变，频率特性曲线略平直，噪声较小。 

多功                   声学设计的具体要求： 

①                    （1）在体形上争取前次反射声的均匀分布，合理安排扩散处理，以满足自然 

②                          声演出的需要需要。 

（                     （2）设置电声系统，满足会议、演讲以及小音量演出的需要。  

混响时间取音乐厅与语言用大厅的中间值，或以主要功能为主选择混响时间，并

配以电声系统。 

（3）混响时间取音乐厅与语言用大厅的中间值，或以主要功能为主选择混响时

间，并配以电声系统。 

5）教室、讲堂 

声学特点：混响时间短，频率特性曲线略平直，噪声小。 

声学设计的具体要求： 

（1）混响时间短，教室讲堂的每座容积不应超过 3~3.5m³ 

（2）配备合适的电声系统 

（3）室内的允许噪声级 N 不应超过 25. 

（4）隔墙要有足够的隔声量 

（5）走廊、门厅、楼梯间等要做吸声处理，不是其混响过长。 

6）体育馆 

声学特点：混响时间长，避免声缺陷、注重电声。 

音质设计要点： 

①防止顶棚与地面间的多重反射 

②控制混响时间 

③设置强指向性扩声系统 

24. 噪声、城市噪声的类型及其危害是什么？（书中 P473） 

答：（1）噪声从狭义上讲是不规则的、间歇的或随机的声振动，从广义上讲是任

何难听的不和谐的声音。 

（2）城市噪声类型分为：交通噪声、工厂噪声、施工噪声及社会生活噪声 

（3）噪声危害有一下几点： 

1）噪声会对听觉器官有损害 

2）噪声会引起多种疾病 

3）噪声会影响正常的生活 

4）噪声降低劳动生产率 

5）噪声损坏建筑物 



25. 音质的主观评价标准与客观指标的内容及关系是什么？（书中 P403） 

答：1）主观评价标准分为：①合适的响度；②较高的清晰度和明晰度 

        ③足够的丰满度 ④良好的空间感  ⑤没有声缺陷和噪声干扰 

客观指标：①声压级与混响时间 ②反射声的时间与空间分布 

2）主观评价标准与客观指标的系： 

①客观指标中声压级及声场的均匀度是保证主观指标中合适的响度与避免

声缺陷和噪声干扰的指标。 

②客观指标中的反射声的时间与空间分布是保证了主观评价标准中的较高

的清晰度和明晰度、足够的丰满度和良好的空间感。 

 

 

 

 

 

 

 

 

 

 

 

 

 

 

 

 

 

 

 

 

 

 



第二篇 建筑热学 

1. 关于我国建筑热工设计的气候分区，将我国分为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夏热

冬暖、温和五个区。（P11，表 1-3） 

2. 传热量有三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导热、对流和辐射；导热、对流传热时需要介

质，辐射传热不需要介质。（P16-19） 

3. 太阳辐射主要是短波辐射。 

4. 相对湿度=水蒸气分压力/饱和水蒸气分压力（P7） 

5. 建筑的热压通风，其大小决定于室内外空气温度差和进排气口高度差。（P110） 

6. 采暖型房间的隔汽层设置应符合“进难出易”的原则，保温层应设置在水蒸气

流入一侧。（P93） 

7. R=d/λ 

8. 控制建筑物体形系数的上限，其主要原因是减小体形系数可降低外围护结构的

传热损失。 

9. 在进行外围护结构的隔热设计时，室外热作用应该选择室外综合温度。 

10. 保温材料——工程上通常把导热系数小于 0.25 的材料作为保温材料。 

11. 露点温度——在大气压力一定、空气含湿量不变的情况下，未饱和的空气因

冷却而达到饱和状态时的温度。 

12. 热惰性指标——它是表征材料层受到波动作用后，背波面（若波动作用在外

侧，则 指其内表面）上的温度波动剧烈程度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说明材料层抵

抗温度波动能力的一个特性指标）。 

13. 发射率——实际物体的发射力与同温度下黑体的辐射力之比，又称为黑度。 

14. 风——指由大气压力差所引起的大气水平方向的运动。 

15. 建筑中利用太阳能的方式，根据运行过程中是否需要机械动力，一般分为主

动式和被动式两种。 

16. 稳态条件下，通过维护结构的水蒸气渗透量，与室内外的水蒸气分压力差成

正比，与渗透过程中的围护结构的总水蒸气渗透阻成反比。 

17. 太阳辐射能 是地球热量的基本来源，是决定室外热环境的主要因素。 

18. 调节室外热气候的方式可分为风和水 

19. 遮阳的基本形式可分为四种：水平式、垂直式、综合式和挡板式   

20. 概述建筑保温与节能设计策略：（P58） 

答：1）充分利用太阳能；2）防止冷风的不利影响；3）选择合理的建筑体形与

平面形式；4）使房间具有良好的热工特性、建筑具有整体保温和蓄热能力；5）

建筑保温系统科学、节点构造设计合理；6）建筑物具有舒适、高效的供热系统。 

12 .屋顶隔热设计方式有哪几种?（P107） 

答：1）实体材料层和带有封闭空气层的隔热屋顶 



1）通风屋顶 

2）阁楼屋顶 

3）植被隔热屋顶 

4）蓄水屋顶 

5）加气混凝混凝土蒸发屋面 

6）淋水玻璃屋顶 

7）成品隔热板屋面 

13. 防止和控制结构围护结构内部冷凝的措施：（P93） 

答：1）合理布置材料层的相对位置，材料层次的布置应尽量在水蒸气渗透的通

路上做到“进难出易”； 

2）设置隔汽层 

3）设置通风间层或泄气沟道 

4）冷侧设置密闭空气层 

14. 构成室内热环境的四项气候要素是什么？简述各个要素在冬（或夏）季，在

居室内，是怎样影响人体热舒适感的。（P1） 

答：（1）室内空气温度：居住建筑冬季采暖设计温度为 18℃，托幼建筑采暖设

计温度为 20℃，办公建筑夏季空调设计温度为 24℃等。这些都是根据人体舒适

度而定的要求。 

（2）空气湿度：根据卫生工作者的研究，对室内热环境而言，正常的湿度范围

是 30-60%。冬季，相对湿度较高的房间易出现结露现象。 

（3）气流速度：当室内温度相同，气流速度不同时，人们热感觉也不相同。如

气流速度为 0 和 3m/s 时，3m/s 的气流速度使人更感觉舒适。 

（4）环境辐射温度：人体与环境都有不断发生辐射换热的现象。 

15.试从隔热的观点来分析：（1）多层实体结构；（2）有封闭空气间层结构；（3）

带有通风间层的结构；它们的传热原理及隔热的处理原则。（p150） 

答：1）多层实体结构它的传热主要是实体结构的导热，在进行隔热处理时可通

过增加实体结构的热阻，以降低结构的导热系数，从而增加隔热能力； 

2）有封闭空气间层结构它的传热主要是间层中的辐射传热，在进行隔热处

理时可在间层壁面贴辐射系数小的反射材料，以减小辐射传热量，从而增加隔热

能力； 

3）带有通风间层的结构它的传热主要是对流传热，当室外空气流经间层时，

带走部分从面层传下的热量，从而减少透过基层传入室内的热量。因此，可通过

增加间层的通风量，来达到隔热的目的。 

16. 计算题 书中 P91 例题 4-1 

 



第三篇 建筑光学 

1. 光通量是光源的自身属性，不随外界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2. 博物馆采光设计中要消除消除紫外线辐射。 

3. 从形成眩光过程来看，可把眩光分为直接眩光和反射眩光。 

4. 在采光系数相同的条件下，平天窗种天窗的开窗面积最小。 

5. 我国各地光气候有很大区别，光气候分为 5 个区. 

6. 发光强度——是该光源在该方向的立体角元内传输的光通量除以该立体角

之商。 

7. 采光系数——它是在全阴天空漫射光照射下，室内给定平面上的某一点由

天空漫射光所产生的照度与室内某一点照度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室外无

遮挡水平面上由天空漫射光所产生的照度的比值。 

8. 天窗按形式可分为矩形天窗、锯齿形天窗、平天窗。 

9. 光是一种直接引起视感觉的电磁辐射，其波长范围为 380~780nm。 

10. 按窗洞口所处位置，可分为侧窗和天窗两种。 

11. 采光设计的步骤：1）搜集资料；2）选择窗洞口的形式；3）确定洞口位

置及可能开设窗口的面积 4）估算窗洞口尺寸 5）布置窗洞口 

12. 室内照明分为哪几种方式：1）一般照明；2）分区一般照明；3）局部照

明 4）混合照明。 

13. 消除反射眩光的方法： 

答：（1）尽量使视觉作业的表面为无光泽表面，以减弱规则反射而形成的眩光； 

1）应使视觉作业避开和远离照明光源同人眼形成的镜面反射区域； 

2）使用发光表面面积大、亮度低的光源； 

3）使引起镜面反射的光源形成的照度在总照度中所占比例减少，从而减少反射

眩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