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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根据建设部专业指导委员会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要求并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已重印多次，被全国几十所高校选作教材，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本书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并采用最新规范和标准，以更好地适应拓宽后的土木工程专
业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实用性和创新型特点。
　　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都是富有教学、科研与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基本上反映了当代最新的材料
和技术，紧密联系工程实际，特别适合于大学本科与成人教育的土木工程及土木工程类相关专业学生
使用，也是从事土木工程建设的有关人员良好参考书。
　　本教材的编写分工为：绪论、第八章、附录试验九由宁波大学柳俊哲编写；第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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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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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红军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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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审。
　　真诚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以改进我们的修订工作，不妥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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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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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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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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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材料的基本性质　　一切土木工程都是由土木工程材料组成的。
土木工程材料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如用于梁、板、柱的材料主要受到各种外力的作用；结构材料除了承受建筑物或构筑物上部荷载的作
用外，还可能受到地下水及冰冻的作用；屋面及道路工程材料经常受到风吹、日晒、雨淋、紫外线照
射等大气因素的作用；地面、机场跑道和路面遭受磨损作用；有些建筑物或构筑物还受到声、光、电
、热的影响；某些工业建筑物还可能受到酸、碱、盐等介质的侵蚀作用等。
为了保证建筑物或构筑物的使用功能、安全性和耐久性，土木工程材料应具有抵御上述各种作用的性
质。
这些性质是多种多样的，又是互相影响的，归纳起来包括材料的物理性质、力学性质、热工性质、声
学性质、光学性质、工艺性质和耐久性等。
　　土木工程材料的各种性质与其化学组成、结构和构造等内部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为了保证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质量，必须正确选择和使用土木工程材料，为此就要了解和掌握土木工程
材料的基本性质及其与材料组成、结构和构造的关系。
　　1.1　材料的组成、结构与构造　　材料的组成、结构和构造是影响材料性质的内因，材料的使用
条件及其所处的环境条件则是影响材料性质的外因。
为了深入了解材料的各种性质及其变化规律，就必须了解其组成、结构和构造对材料性质的影响。
　　1.1.1　材料的组成　　材料的组成分为化学组成与矿物组成。
前者是通过化学分I析获得的，表明组成材料的化学成分及其含量；后者是通过测试手段获得的，表明
材料所含矿物的种类和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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