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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木工程材料种类多，发展快。
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资深的土木工程技术人员都需要不断地了解和学习土木工程材料，从而合理使用
土木工程材料。
本书分为疑难释义和解题指导两部分。
疑难释义部分主要结合工程实际开展讨论，解题指导部分则着重分析解题思路。
其着眼点是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土木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
其中，带★号的疑难问题主要面向土木工程技术人员。
　　本书疑难释义部分由华南理工大学苏达根和广州市海珠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李萃斌编著；解
题指导部分主要由广东工业大学张慧珍编写。
在本书编著过程中，得到众多同行的帮助。
其中有广州大学程从密、何娟，中交集团建筑材料重点实验室范志宏、熊剑波，华南理工大学张灵辉
、张志杰、钟明峰、黎鹏平、赵勇、许红金、李康伟、叶峰、周传富、罗为、王汝友、付文祥、吴晓
鹏等。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参考和引用过一些文献资料，谨向它们的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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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为疑难释义和解题指导两部分。
疑难释义部分主要结合工程实际开展讨论。
解题指导部分则着重分析解题思路，其着眼点是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全书主要内容包括：土木工程材料概述、建筑金属材料、无机胶凝材料、混凝土与砂浆、砌体材料、
沥青和沥青混合料、合成高分子材料、木材、建筑功能材料。
　　《土木工程材料疑难释义（附解题指导）》可供各层次土木工程及材料类专业师生参考，并可供
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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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疑难释义第1章 土木工程材料概述1.1 什么是土木工程材料？
1.2 什么是新型建筑材料？
★1.3 “鸟巢”的看台与外罩为何分别使用不同的建筑材料？
★1.4 四川汶川地震中大量校舍倒塌，在建筑材料生产和使用上有哪些经验教训？
★1.5 从四川汶川地震对建筑材料发展有什么有益的启示？
1.6 是否利用废弃物生产的建材都属于绿色建材？
1.7 材料的空隙和孔隙有何差别？
孔隙率对土木工程材料的性能有何影响？
1.8 在计算混凝土中粗集料空隙率时，为何应按照石颗粒的表观密度来计算？
1.9 排水法测定含大量开口孔隙的材料的体积密度时，为何材料表面必须涂蜡？
1.10 含水率与吸水率有何差别？
为何加气混凝土砌块一次浇水不少，但实际上吸水不多？
1.11 材料的亲水性和憎水性在工程应用中有何实际的意义？
1.12 有的以红砖建的房屋被水泡后会倒塌，应如何选用受潮或被水浸泡部位的结构材料？
1.13 材料的孔隙率越大，其抗冻性是否越差？
★1.14 为何铺贴在室外特别是寒冷地区的陶瓷砖要求较低的吸水率？
1.15 为什么新建房屋的墙体保温性能较差？
尤其在冬季？
★1.16 目前国内外混凝土抗冻性试验主要有哪些方法？
1.17 塑性材料与脆性材料有何差别？
为何一些土木工程材料选用需考虑其韧性？
1.18 为什么土木工程材料许多为复合材料？
1.19 土木工程材料耐久性应包括哪些内容？
决定材料耐腐蚀性的内在因素是什么？
★1.20 如何确定建筑材料的防火等级？
1.21 为何不要随意降低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1.22 选用建筑材料应如何考虑其放射性核素限量？
★1.23 纳米技术在土木工程材料有哪些应用？
第2章 建筑金属材料2.1 土木工程中常用什么钢材？
2.2 如何区分钢与铸造生铁？
为何现代不以铸造生铁建大桥？
2.3 《碳素结构钢》GB／T700-2006作了哪些修订？
在土木工程中如何选用？
★2.4 Q23s钢与Q345钢在哪种情况下使用更合适？
2.5 为什么不用钢材的抗拉强度作为结构设计时取值的依据？
屈强比在工程中有何意义？
2.6 为何说伸长率（δ）是建筑用钢材的重要技术性能指标？
岛、δ5、δ10和δ100的意义有何差别？
2.7 钢材的伸长率和冷弯性能都表示钢材的塑性，这两个指标有何不同？
★2.8 为何不宜采用一般的焊条直接焊接中碳钢？
2.9 在建筑工程中常对哪些类型的钢筋进行冷加工？
为什么？
★2.10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1499.1 ～2008作了哪些修订？
★2.11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1499.2 -2007作了哪些修订？
2.12 热轧钢筋的牌号是如何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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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木工程中如何选用？
★2.13 冷轧带肋钢筋有何特点？
2.14 冷轧扭钢筋有何特点？
2.15 用作钢结构的钢材必须具有哪些性能？
★2.16 “鸟巢”巨型钢柱所使用的110mmQ460E－Z35钢材为何引人关注？
★2.17 如何选用建筑结构用钢板？
★2.18 为何央视主楼钢结构工程中用Q345－GJ钢替代Q390－D钢是可行的？
2.19 如何对进入钢结构施工现场的钢材进行检验和验收？
★2.20 如何鉴别钢筋的质量？
★2.21 从材料的角度看钢结构有哪些主要隐患？
★2.22 海洋环境对钢结构有哪些不利的影响？
北海油田钻井平台为何会倾覆？
2.23 钢结构是否耐火？
可作哪些防火处理？
2.24 铝合金型材为什么需要进行表面处理？
2.25 为何有的住宅铝合金窗使用两年后会变形，隔声效果及气密性变差？
★2.26 广东某斜拉桥使用6年后一条拉索突然坠落，为何密封于拉索内的钢丝会被腐蚀？
第3章 无机胶凝材料3.1 什么是“欠火石灰”和“过火石灰”？
3.2 古代的石灰浆经检测强度甚高。
有人说古代的石灰质量优于现在石灰。
此说法对否？
3.3 某建筑的内墙使用了石灰砂浆抹面，数月后出现了许多不规则的网状裂纹，何因？
3.4 为何生石灰加水马上配制石灰砂浆可能会出现膨胀性裂缝？
3.5 为什么石膏制品具有“呼吸”功能？
此“呼吸”作用是否会引起石膏制品的变形？
3.6 为何高强石膏的强度比建筑石膏高？
★3.7 为何普通石膏浮雕板用于厕所、浴室易出现发霉变形？
如何改善其耐水性？
★3.8 为何一些石膏制品经防潮处理后与普通抹灰砂浆的粘结性能较差？
3.9 用建筑石膏粉浆在光滑的顶板上粘贴石膏饰条如何避免坠落？
3.10 什么是水玻璃？
水玻璃的模数、浓度对水玻璃性能有什么影响？
3.11 水玻璃涂在黏土砖表面可提高其抗风化能力，可否也涂在石膏制品表面？
3.12 水泥是如何分类的？
通用硅酸盐水泥包括哪些水泥品种？
★3.13 为何不应把矿渣水泥、火山灰水泥和粉煤灰水泥称为掺混合材的硅酸盐水泥？
★3.14 为何《通用硅酸盐水泥》新标准将矿渣硅酸盐水泥分为两类？
其性能有何差别？
3.15 为什么在生产水泥时既要掺人石膏，又要限制水泥中三氧化硫含量？
3.16 通用硅酸盐水泥有哪些技术要求？
为何对水泥中氯含量等要作出限制？
★3.17 《通用硅酸盐水泥》标准取消了普通水泥中32.5 和32.5 R强度等级有何意义？
3.18 水泥是否越细越好？
3.19 引起水泥安定性不良的原因有哪些？
如何检测？
3.20 某些安定性不合格的水泥，在存放一段时间后变为合格，为什么？
3.21 测定水泥凝结时间和安定性前为何必须检测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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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什么是水泥的假凝现象？
水泥假凝与快凝有何不同？
★3.23 某水泥游离氧化钙含量较高且快凝，放置1个月后凝结时间正常而强度下降，何故？
3.24 水泥的强度可否进行快速检测？
如何进行水泥强度的快速检验？
3.25 影响硅酸盐水泥水化热的因素有哪些？
水化热的大小对水泥的应用有何影响？
3.26 硬化的水泥石中，水泥熟料颗粒是否完全水化？
★3.27 为何不应把C－S-H凝胶写为CSH凝胶？
3.28 如何提高硅酸盐水泥石的防腐蚀性能？
3.29 为什么流动的软水对水泥石有腐蚀作用？
3.30 采用蒸汽养护的混凝土预制构件宜选用何种水泥？
3.31 处于干燥环境的混凝土楼板、梁、柱宜选用何种水泥？
3.32 高温设备或高炉的混凝土基础宜选用何种水泥？
3.33 为何矿渣水泥、火山灰水泥的耐腐蚀性优于硅酸盐水泥？
3.34 为何粉煤灰水泥的干缩性小于火山灰水泥？
★3.35 新出厂的水泥能否立刻使用？
★3.36 水泥过期、受潮后如何处理？
3.37 如何控制施工中进场水泥的质量？
3.38 铝酸盐水泥制品为何不宜蒸养？
3.39 水泥的膨胀与自应力有何差别？
其膨胀作用的来源是什么？
3.40 某工地需使用膨胀水泥，但刚好缺此产品，请问可以采用哪些方法予以解决？
第4章 混凝土与砂浆4.1 什么是混凝土？
高性能混凝土就是高强混凝土吗？
4.2 普通混凝土各组成材料在混凝土硬化前后起哪些作用？
★4.3 为何海工混凝土使用的集料尤其需要作碱集料反应活性试验？
4.4 粗集料的强度如何表示？
4.5 为什么砂石堆要远离石灰堆？
4.B骨料颗粒级配良好的标准是什么？
4.7 粗集料的形状和表面特征对水泥混凝土性能会有何影响？
4.8 为何拌制轻质混凝土要加大用水量？
4.9 混凝土企业设备洗刷水和海水可否用于拌制混凝土？
4.10 普通混凝土中的水泥如何选用？
为什么配制混凝土的水泥强度不宜过高或过低？
★4.11 水泥混凝土道路表面较易磨损且较多裂纹与普通水泥的熟料矿物有何关联？
4.12 混凝土外加剂有哪些种类？
有哪些常用的掺法？
4.13 为何使用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和以硬石膏配制的水泥会出现急凝？
4.14 把木质素磺酸钠直接加入已配好的混凝土，此后混凝土表面硬但内部软，何故？
★4.15 什么是水泥与减水剂相容性？
如何判断水泥与减水剂相容性是否良好？
★4.16 水泥与减水剂相容性试验方法有哪些？
它们有何差别？
★4.17 为何同一水泥以Jc／T1073检验的水泥净浆流动度与GB／T1346检验的标准稠度用水量会有矛盾
结果？
★4.18 为何一些立窑永泥与减水剂相容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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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哪些方法改善其相容性？
★4.19 为何有的斜拉索内上段水泥浆体会长期不凝结硬化？
4.20 当原材料不变，现场试验确定的混凝土配合比是否可一直使用？
4.21 室内使用功能的混凝土用防冻剂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4.22 混凝土使用膨胀剂需注意什么问题？
★4.23 为何不同的粉煤灰对混凝土性能有明显差别？
分选与磨细粉煤灰性能有何差别？
4.24 石英砂磨细后可否作为混凝土的硅粉使用？
4.25 沸石粉用作混凝土掺合料有什么作用？
用于配制何种混凝土？
4.26 粒化高炉矿渣粉有哪些技术要求？
如何应用？
4.27 什么是混凝土的二次搅拌？
何时需要二次搅拌？
4.28 可泵性好的混凝土应具备哪些条件？
4.29 泵送混凝土泵送后坍落度会变化吗？
为什么？
4.30 为何泵送混凝土可适当增大砂率，当调整砂率其坍落度仍偏小时如何解决？
4.31 为何混凝土的自由倾落高度不宜超2m？
4.32 当水泥浆用量一定，为什么砂率过小和过大都会使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变差？
4.33 增加水泥浆量后混凝土的和易性是否就越好？
可否单纯加水来提高其流动性？
4.34 集料含水量波动大对混凝土质量有何影响？
4.35 某混凝土搅拌站的针片状碎石增多，混凝土坍落度明显下降。
如何解决？
4.36 某混凝土搅拌站的砂细度模数变小后，如何调整砂率？
4.37 为何有的水泥混凝土路面浇筑完后表面未及时覆盖，其表面会出现微细裂纹？
★4.38 为何有的水泥混凝土表面会出现“起粉”现象？
★4.39 为何有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在铺筑不久后就出现“脱皮”现象？
4.40 为什么当采用同一种水泥时，混凝土的强度主要决定于水灰比？
4.41 什么是混凝土材料的标准养护、自然养护、蒸汽养护、压蒸养护以及同条件养护？
养护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对混凝土强度有何影响？
4.42 混凝土的受压变形破坏的过程有何特征？
4.43 什么是混凝土的化学收缩？
化学收缩可以恢复吗？
4.44 混凝土产生湿胀干缩的原因有哪些？
混凝土的干燥收缩应如何控制防治？
4.45 为什么大体积混凝土易产生温度变化引起的裂缝？
如何控制防治？
★4.46 为何一些楼房在横梁对应的位置会有较浅的裂缝？
如何解决？
4.47 为何使用早期强度高的水泥更要注意避免非荷载裂缝？
★4.48 为何有的高强混凝土在恒温绝湿的条件下仍然会开裂？
★4.49 如何防治高强混凝土的自收缩？
4.50 冬季零下气温施工，为何尤须注意控制混凝土的水灰比？
4.51 使用NaCl化冰，对道路混凝土有不利影响吗？
4.52 什么是混凝土的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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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作用对混凝土有害还是有利？
4.53 混凝土的质量控制观察包括哪些过程？
4.54 混凝土配合比的表示方法有哪些？
4.55 如何配制抗渗混凝土？
4.56 泵送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有何差别？
4.57 路面水泥混凝土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及材料有何特点？
★4.58 何谓清水混凝土？
有何优点？
存在哪些问题？
★4.59 可否通过试验早期推定混凝土的强度？
4.60 建筑砂浆常用的胶结材料有哪些？
如何选择？
4.61 配制砂浆时，为什么除水泥外常常还要加入一定量的其他胶凝材料？
：4.62 影响砂浆的粘结强度的因素有哪些？
★4.63 砂浆稠度损失后二次加水重拌会降低抗压强度吗？
4.64 用硫铁矿渣代替建筑砂来配砌筑砂浆，一年后出现严重裂缝，何故？
★4.65 用普通水泥砂浆在墙面上铺贴的陶瓷砖为什么有时会较快脱落？
⋯⋯第六章 沥青和沥青混合产第七章 合成高分子材料第八章 木材第九章 建筑功能材料第二部分 解题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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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　四川汶川地震中大量校舍倒塌，在建筑材料　　生产和使用上有哪些经验教训?　　大地震
造成了校舍严重倒塌和师生重大伤亡，令人痛惜。
从建筑和结构上来说，学校建筑由于“开间大、横墙少”，墙与梁、柱之间的相互约束较弱，门窗面
积较大，且教室大多数是外走廊、单边走廊，不像别的建筑是中间走廊。
这决定了此类建筑本来抗震性能就较差。
实际上，这一问题在国际上早有惨重教训以及应对方案。
日本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确立“学生生命维系着国家未来”的最高原则，强制性规定所有学校教
学楼必须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从此，学校便成为日本最牢固的建筑，同时也成为地震后灾民的第一避难场所。
我国2008年也提出把学校建设成最安全的地方。
　　一个建筑是否抗震结构设计固然重要，但从建筑材料生产和使用的角度来看，也有不少值得吸取
的经验教训。
　　在震区中可见一些预制楼板断裂整齐，有不少从顶楼垮塌到底的单元，从上到下见到的只是一面
墙体，预制楼里面的钢筋基本不起作用，有的学校水泥预制件断面还可以看到这些预制件中间根本没
有钢筋。
　　材料的选用也很重要。
从擂鼓镇倒塌房屋中，可见其砂浆强度较低、卵石级配差，砂浆含泥量大。
从映秀中学一栋倒塌学生宿舍楼破坏的柱梁等构件发现，楼体混凝土强度低，部分柱根部混凝土内卵
石堆在一起，形成大空洞。
另外，沿途塌方的护坡全是用卵石堆积起来，没有块石，也未按规范采取错缝搭砌等施工措施。
　　1.5从四川汶川地震对建筑材料发展有什么有益的启示?　　目前我国抗震设计的目标是“大震不
倒，中震可修，小震不坏”。
当地震烈度大于设防烈度时，房屋建筑即使产生较大破坏，也应保证不出现立刻垮塌，使人员有逃生
时间。
　　在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后，位于北川县内的木结构建筑的防震效果也明显好于其他结
构建筑。
木结构住宅具备不少优良特性：有益于居住者的健康，低能耗及环保。
目前的木结构建筑主要是以木材作为主体结构材料，墙体和屋架体系一般由结构方木、板材、保温棉
填充而成，成为北美、新西兰以及日本等国家低层和多层住宅采用的主要结构形式。
木结构建筑具有自身质量轻、强度高以及结构的柔韧性高等特性，表现出良好的抗震性能。
加拿大国家林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对过去几十年世界上主要的7次地震中将近50万栋木结构建筑的情况
分析发现，总共只有34人因平台框架建筑损坏而丧生。
相比之下，1999年的土耳其地震摧毁了在建筑中广泛使用砖石和混凝土的区域，造成了40000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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