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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技术科学系 

00990021 绿色建筑与可持续发展        1 学分  16 学时 

Green Buil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通过本课程，了解绿色建筑的基本概念，初步了解我国和世界各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基本概况，以及各国标

准和政策法规的现状。 

        通过分析绿色建筑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掌握绿色建筑是适宜技术的优化集成，而非高新技术堆砌的基

本概念。 

        通过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地域、资源和气候等条件的差别分析，了解各国绿色建筑发展现状差别的

原因，认识坚持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建筑发展道路的科学性和必然性。 

 

20990012 建筑环境测试技术        2 学分  32 学时 

Measurement for Indoor Climate 

建筑环境与设备测试技术课程是建筑环境与设备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基础课程。在教学中综合利用先修课

程学过的有关知识和技能，讲述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常遇到的温度、压力、湿度、流速、流量、液位、

气体成分、环境噪声、照度等参量的基本测量方法、测试仪表的原理和应用，数据处理和误差分析的基本

方法，以及制订空调系统测量方案的方法等，并通过实验等实践环节强化教学效果，为学生将来从事设计、

安装、运行管理及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0990023 建筑自动化        3 学分  48 学时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BAS)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与专题讨论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了解控制理论的基本知识；通过建筑自动化系统中的

具体案例，训练学生掌握通过仿真计算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本课程以暖通空调系统的控制调节为主，

同时介绍安防系统、照明系统、围护结构等相关控制系统。本课程还将介绍目前应用在建筑自动化系统中

的主要网络通信技术，以及建筑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方向。 

 

20990033 流体输配系统        3 学分  48 学时 

Fluid Transport System 

了解流体输配系统中关键设备水泵、风机、流体输配网络的基本特性。建立上述设别或过程基本分析方法

和基本方程，掌握分析求解这些方程的基本算法。根据这些基本知识，可以解决流体输配系统的分析、设

计和调节关键问题。 

 

30990012 建筑环境学        2 学分  32 学时 

Building Environment 

本课程介绍了建筑外环境、室内热湿环境、空气质量环境、空气流动、声、光环境，同时还从人的生理和

心理角度出发，分析介绍了人的健康舒适要求与室内、外环境质量的关系，为创造适宜的建筑室内环境与

室外微环境提供理论依据。本课程主要由 7 大部分内容组成，包括建筑外环境、建筑热湿环境、人体对建

筑热湿环境的反应、室内空气品质、通风与气流组织、建筑声环境、建筑光环境。本课程要求学生做课后

的作业题以外，还要做二个大作业。大作业的类型可选择实验、文献综述或观点论证，其中至少选一实验

型大作业。学生可合作，但要求独立出报告。期末要求选两个大作业之一做 15分钟的口头报告。 

 

30990022 建筑概论        2 学分  32 学时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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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简要讲授建筑设计的内容、过程和民用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重点讲授民用建筑各组成部分的构造

设计原理及构造设计方法和应用知识，并通过构造设计练习进一步了解构造知识以及学习绘制建筑图的方

法。 

 

30990063 热质交换原理和应用        3 学分  48 学时 

Fundamentals Applications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热质交换原理和应用”课程主要介绍建筑环境（室内热湿环境和室内空气品质）领域热质交换原理及其

应用的课程，内容分为绪论、基础篇和应用篇。绪论中主要阐述了室内环境中传质学原理和应用的重要性；

基础篇根据传质特征分 6章系统地介绍了传质学的基本原理：扩散传质，对流传质，吸附原理，吸收原理,

多孔介质和膜的扩散传质，热量和质量的同时传递；应用篇分 7 章介绍了室内环境领域传质学原理和应用

的情况，并着重介绍了作者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内容为：水－空气热湿交换，吸附除湿和应用，吸收除湿

和应用，建筑中的湿传递，室内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散发特性，室内空气化学污染净化,其他专题。 

 

40990060 综合论文训练        15 学分  600学时 

Diploma Project(Thesis) 

本课程采用导师与学生一对一指导的形式，通过对一个未解决的实际专业技术问题或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使学生学会如何着手开展科研工作，包括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文献调研、选题、技术路线的确定、关键问题

的解决和研究成果的表述。通过本环节的训练，学生应对科研工作有较全面的了解，并具有初步的开展技

术研究或研发工作的能力。论文题目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前期文献调研后确定。本课程要求学生在期末提

交研究论文并进行口头报告和答辩，由多名教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根据论文工作的质量和答辩的情况给出

成绩。本课程要求学生至少将一篇有关的外文文献译成中文。 

 

40990072 建筑网络综合布线        2 学分  32 学时 

Networks of Building 

内容包括：1.  网络基本知识：包括局域网、网络互联结构、TCP/IP；2.  网络基本应用及应用软件；3.  楼宇

网络接入基本原理；  4 .楼宇网络网络布线原理及布线设计；  5.  网络布线设计实例及布线实习；6.  网络综

合布线的规范及验收标准。 

 

40990112 建筑通风工程        2 学分  32 学时 

Ventilation in Buildings 

应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控制室内环境，是建筑节能的重要手段。本课程主要讲解建筑通风技术的相关概

念理论、设计及研究方法。一、自然通风：讲解基本原理，了解自然通风的各类应用领域，总结自然通风

设计及优化的关键技术。二、机械通风：介绍通风系统设计的基本原理及计算方法。三、研究方法：介绍

网络法和数值模拟两类主要的建筑通风分析方法，及测量技术。 

 

40990120 暖通空调课程设计        12 学分  192 学时 

HVAC System Design Project 

为建筑学同学所设计的 3～4 万平方米的星级宾馆和医院配合设计暖通空调系统、冷热源系统以及全年运行

与自动控制方案。设计分小组进行，每组 3～4人，一人任设计组长，各成员分工配合完成整个设计。每位

学生都要求完成整个设计过程的各环节、撰写设计说明书、绘制不同类型的施工图 4 张左右，并在审查考

核时进行口头报告。通过本训练过程，使学生进一步消化各基础课与专业课知识，学习如何入手处理较复

杂的工程问题，学习工程设计方法与过程，了解标准、规范、法律、法规的运用，同时训练三个能力：(1)

组织与合作能力，包括与其它专业合作的能力和与同组人员合作的能力，设计组长的组织能力；（2）应用

基础知识处理非常规问题的能力，包括应用调查和产品调查、对策的可行性论证等；（3）表达能力，包括



2016-2017 学年度本科课程介绍 

文字表达、口头表达和绘图表达能力。学有余力的学生还可以在设计中学会使用一些设计与计算分析软件。 

 

40990132 建筑节能综合关键技术        2 学分  32 学时 

Integrated Key Technology on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本课程是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迫切需求而开设的一门新的课程，也是建筑环境与设备专业选

修的一门主要的专业课。由于建筑节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本课程内容强调综合性和实践性，介

绍我国建筑能耗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以及当前急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并且介绍发达国家建筑节能技术的最

新进展。课程的主要内容沿两条影响建筑能耗的主线展开，一方面介绍降低建筑物能耗各个物理环节的关

键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介绍推进建筑节能的相关政策、标准、机制等，并讲解综合应用技术和政策实现居

住建筑节能、大型公共建筑节能、采暖系统节能等。 

 

40990142 洁净技术        2 学分  32 学时 

Air Cleaning Technology 

从空气洁净技术的重要性和背景入手，首先讲授颗粒物的基本特性和运动规律（气溶胶力学基本理论）。然

后开始讲授空气洁净技术的各个环节：空气过滤的基本原理、过滤器的主要特性；随即进入洁净室的设计

原理、设计计算等，同时补充局部洁净技术等特殊、实用的洁净方式；最后讲述洁净室的工程验收和检测

方法。课程中穿插一次实际洁净室的现场参观。 

 

40990155 运行实习        5 学分  200 学时 

HVAC System Operation Training 

主要内容有：现有商用建筑空调系统的故障检测与诊断。能耗分析、性能评价与改进。均为实际工程项目，

要求向委托单位提交测试分析报告。实习分小组进行，考核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撰写实习报告

的水平。 

 

40990162 室内空气化学污染控制        2 学分  32 学时 

Indoor Chemical Pollution Control 

人超过 80%的时间在室内度过，因此室内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室内空气污染控制已成为建环专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结合研究者近十年来对室内空气污染检测与控制的研究成果，重点介绍室内空气化

学污染控制原理、方法和相关知识。课程特点：注重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创造条件让同学在课上动手开展

实验，鼓励同学的独立思考和做实验的能力，使学生真正做到将课堂知识的掌握灵活运用；课下有专门答

疑时间和实验室参观机会，以加强学生的基本知识理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良好的科研习惯提供

帮助。此外，对部分学有余力的同学，鼓励开展面向科研为导向的实验。 

 

40990181 室内空气品质和健康概论        1 学分  16 学时 

Indoor Air and Health:Past,present and future 

介绍室内空气品质和健康的历史、当前状况以及未来，使学生对此领域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介绍此方向的

国际发展趋势和研究前沿。以上目标通过同学课前阅读科技论文、老师课堂讲解、老师与同学讨论交流的

方式实现。 

 

40990211 专业实验        1 学分  40 学时 

HVAC Disciplinary Experimental Course 

冷热源、冷媒输配系统（包括：冷冻水系统、冷却水系统和风系统）和空气处理装置是中央空调系统的主

要组成部分。在大一学期认知实习的基础上，本课程将指导学生深入理解空调系统各主要部件的工作原理，

定性/定量认识各主要部件的变工况性能，为后续学期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大三学年的运行实习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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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首先在实际系统和实际设备的运行中发现问题，再通过课程学习解答问题。该

方式提高了学生专业课程学习的针对性和效率，是在有限专业课程学习时间内培养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

和具有创新精神工科专业学生的全新方法。 

 

40990222 专业认知实习        2 学分  40 学时 

Major Cognitive Practice 

专业认知实习课程主要针对建筑环境专业大二学生。本课程是建筑环境专业的实践课程，主要讲述的是空

调系统、制冷基础、建筑环境的控制、供热系统等方面的专业基础知识，结合实际现场的实践学习，加深

学生的专业认识，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 

 

40990242 绿色建筑的评价标准与技术策略        2 学分  32 学时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Technique Strategy for Green Building 

从 1960 年“生态建筑”理念和大范围环境评价方法的提出，绿色建筑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已经历了近 60

年的发展，绿色建筑的概念以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体系日趋完善。本课程以介绍绿色建筑标准和绿色建筑

技术策略为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国际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

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及方法超过 100 种，本课程将对绿色建筑评价原理和典型方法如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专家打分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等进行讲解，并选择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并且特征鲜明的评价体系及方法进

行介绍，并对目前国际范围内影响最大的 LEED、CASBEE 和 BREEAM进行详细解析。  2）我国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介绍：从 2001 年的《绿色生态住宅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到目前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体系和政策体系经历了飞速发展，本课程将对我国绿色建筑发展概况

和相关政策进行综述，并对目前的典型国家标准进行详细解析。  3）绿色建筑技术策略分析及典型实例介

绍：本部分内容将对绿色建筑技术进行系统解析，包括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

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绿色施工和运营管理。还将选择各类典型绿色建筑进行案例

解析，包括商业综合体、宾馆、办公、低密度住宅和高密度住宅。 

 

40990255 暖通空调与冷热源        5 学分  80 学时 

HVAC & Cooling/Heating Plant 

为建环专业最重要的核心专业课程。内容包括：暖通空调系统类型与性能、暖通空调系统负荷、空气处理

设备与空气处理过程、空气处理方案、室内末端设备、制冷与热泵循环与系统、工质、吸收式制冷、冷热

源设备机组与性能、水系统、消声与排烟，等。 

 

40990262 制冷与热泵装置设计        2 学分  64 学时 

Design of Refrigeration and Heat Pump Equipment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研究方向为建筑节能，即在保障建筑环境或工艺需求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

环境营造系统能耗，而建筑节能的最大潜力在于系统和设备的创新。在原有本科教学体系中，尚缺乏创新

思维培养和制冷空调设备研发训练环节，也缺乏科研管理、协调配合和表现表达能力的锻炼。 

设备研发是快速、深入理解设备运行机理（学习知识），培养系统创新研究思维（训练方法），全面锻炼学

生实操能力（技术实现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配合能力和表现能力）最高效手段。本课程依据工科课程的

特点，强调“先动手，后学习”和“带着问题来上课”，课程依据 CDIO（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

施(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教育理念设置。 

本课程（原《小型空调制冷系统分析》）主要以制冷与热泵装置为对象，通过针对性阐述制冷及热泵系统的

循环设计，部件选型、设计与模拟方法，系统运行特性的分析方法、控制策略及其性能评价方法构建，深

入强化空调制冷系统的技术原理；通过系统产品开发流程训练，培养学生系统的创新研究思维能力；通过

分组实操方式全面锻炼学生的各项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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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期其他课程相比，本课程引入 CDIO工程教育方法，形成了工科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①以实际产品开

发流程为主线，系统化构建学生专业知识体系；②通过定功能不定方法的“创新产品研发训练”，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和技术实现能力；③通过分组合作式学习和研究，锻炼其组织协调及配合能力；④通过标准化的

研究进展验收和赛课结合方式，培养学生的质量管理理念和表现表达能力。 

同时，课程也非常注重成果输出，即强调课程产出与科技竞赛的结合。高水平的学生作业产出表明教学成

果显著：①自 2010 年参赛以来获得“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竞赛”7 个综合一等奖和 17 个单项一

等奖；②多件作品入围 2013~2017 年的“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其中 1 项作品

获得特等奖，3 个作品获得了一等奖；③2016 年学生作品以第五名的成绩获得中国制冷学会创新大赛三等

奖（无差别组，包含高校教师、企业研发人员、研究生等）；④学生自行设计建造的 4套教学实验台，已成

为本校学生专业课实践教学设施；⑤项目完成人出版了反映该教学法的课程教材，并受邀在全国高等院校

制冷空调学科发展研讨会上做特邀报告，得到广泛好评，已有多所学校开始推广此挑战性选修课教学方法。 

 

40990272 天然气应用        2 学分  32 学时 

Natual Gas Application 

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天然气在我国能源中比例不断增加。本课程通过对天然气输配和应用中涉及的基本

内容的讲授，包括天然气输配系统工艺流程、天然气管网运行与调度、天然气调峰与储气方式、LNG 工艺

及合理利用方式等的了解和掌握，拓展和深化城市能源及相关专业的同学的知识结构。同时，借助于实践

和讨论汇报形式，通过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天然气供热以及其他天然气高效利用方式重点分析与评价，提

高能源及相关领域专业同学各项综合素质并培养学生系统的创新研究思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