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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全国高等学校从1999年开始按新专业目录进行新生录取工作，建设部专业指
导委员会也于1999年初下达了新土木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指导意见。
现有的土木工程专业涵盖原有的建筑工程、交通土建工程、桥梁工程、地下工程、矿井工程等专业，
因此新的专业比过去各专业覆盖面广，原有《建筑材料》与《道路建筑材料》教材难以满足宽口径的
要求。
目前虽然有一些《土木工程材料》教材出版，但大多没有脱离原《建筑材料》教材的框架，难以适应
新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教学的要求，因此，编写适合新土木工程专业的实用创新型教材——《土木工程
材料》，就成为当前一项较为紧迫的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以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土木工程材料”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参
考了各种版本的《土木工程材料》、《建筑材料》和《道路建筑材料》等教材，还吸收了本学科国内
外的最新成果和我国有关的新技术、新规范。
在内容取舍上，注意突出常用材料和基本理论，删去或缩减了已过时的或不常用的一部分传统材料，
更新和补充了部分常用的新型材料，对部分章节的编排进行了调整；在材料性能的论述中，力求概念
准确、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在论证方法上，注意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深入浅出的表述方
法。
每章之后均附有思考题，以利于学生复习和自学。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都是富有教学、科研与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书中基本上反映了当代最新的
材料和技术，并紧密联系工程实际，因此特别适合大学本科与成人教育的土木工程类及相关专业的学
生使用，也可供从事土木工程施工的有关人员参考。
　　本书的编写分工为：绪论、第八章、附录试验九由宁波大学柳俊哲编写；第一章、第二章、第十
章、附录试验一及试验二由昆明理工大学赵志曼编写；第三章、第五章、附录试验三及试验四由河北
建筑工程学院元敬顺编写；第四章第4．1～4．10节、附录试验五及试验六由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宋少民
编写；第四章第4．11节由北京科技大学刘娟红编写；第六章、附录试验七由东北林业大学吴建编写；
第七章、附录试验八由东北林业大学吕丽华编写；第九章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高小建编写。
全书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张宝生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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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木工程材料》是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学习土木工程材料专业基础课而编写的。
《土木工程材料》主要介绍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组成、技术性质、应用方法和试验等。
所涉及的基本材料包括天然石料、石膏、石灰、菱苦土、水玻璃、水泥、混凝土与砂浆、砌筑材料、
钢材、沥青与沥青混合料、合成高分子材料、装饰、隔热与吸声材料等。
《土木工程材料》主要适用于高等学校、成人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也可以作为土木工程类相关
专业和继续教育的培训教材，亦可供从事土木工程事业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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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水泥和石灰等无机胶凝材料比，石膏具有以下特征：1）建筑石膏的装饰性好。
建筑石膏为白色粉末，可制成白色的装饰板，也可加入彩色矿物颜料制成丰富多彩的彩色装饰板。
2）凝结硬化快。
建筑石膏一般在加水后的3～5min内便开始失去塑性，一般在30min左右即可完全凝结，为了满足施工
操作的要求，可加入缓凝剂，以降低半水石膏的溶解度和溶解速度。
常用的缓凝剂有硼砂、酒石酸钾钠、柠檬酸、聚乙烯醇、石灰活化膏胶和皮胶等。
3）凝结硬化时体积微膨胀。
石膏凝固时不像石灰和水泥那样出现体积收缩现象，反而略有膨胀，膨胀率约为1％。
这使得石膏制品表面光滑细腻，尺寸精确，轮廓清晰，形体饱满，容易浇注出纹理细致的浮雕花饰。
4）孔隙率高、表观密度小、强度低。
建筑石膏水化反应的理论需水量只占半水石膏质量的18．6％，但在使用中，为满足施工要求的可塑性
，往往要加60％～80％的水，由于多余水分蒸发，在内部形成大量孔隙，孔隙率可达50％～60％。
因此，表现密度小（800～1000kg／m。
），强度低。
5）有较好的功能性。
石膏制品孔隙率高，且均为微细的毛细孔，因此导热系数小，一般为0．121～0．205W／（m·K）；
隔热保温性好；吸声性强；吸湿性大，使其具有一定的调温、调湿功能。
当空气中水分含量过大即湿度过大时，石膏制品能通过毛细管很快地吸水；当空气湿度减小时，又很
快地向周围扩散，直到水分平衡，形成一个室内“小气候的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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