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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学校土建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土建学科高等职业教育专
业委员会）是受教育部委托并接受其指导，由建设部聘任和管理的专家机构。
其主要工作任务是，研究如何适应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明确建设类高等职业
教育人才的培养标准和规格，构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内容体系，构筑“校企合作、产学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建设部人事教育司的领导下，2002年，土建学科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多项成果，
编制了土建学科高等职业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在“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筑装饰技术
”、“建筑电气技术”等重点专业的专业定位、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内容体系、主干课程内容等方面
取得了共识；制定了建设类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材编审原则；启动了建设类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工作。
　　近年来，在我国建设类高等职业教育事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土建学科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工
作亦在不断深化之中，对教育定位、教育规格的认识逐步提高；对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传
统专科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在类型、层次上的区别逐步明晰；对必须背靠行业、背靠企业，走校企合
作之路，逐步加深了认识。
但由于各地区的发展不尽平衡，既有理论又能实践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尚在建设之中等原因，高等
职业教育的教材建设对于保证教育标准与规格，规范教育行为与过程，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等都有
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原“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是建设行业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需求量最
大的专业，也是目前建设类高职院校中在校生人数最多的专业。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建筑市场的逐步建立和规范，面对建筑产品生产过程科技含量的迅速提高，在建
设部人事教育司和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领导下，对该专业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改革。
改革的重点集中在实现三个转变，变“工程设计型”为“工程施工型”，变“粗坯型”为“成品型”
，变“知识型”为“岗位职业能力型”。
在反复论证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组织全国各有关院校编写了高等职业教育“建
筑施工”专业系列教材，于2000年12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全国同行的普遍好评，
其中《建筑构造》、《建筑结构》和《建筑施工技术》被教育部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
土建学科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之后，根据当前建设类高职院校对“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教材
的迫切需要；根据新材料、新技术、新规范急需进入教学内容的现实需求，积极组织全国建设类高职
院校和建筑施工企业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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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按照该门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及最新的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编写的。
全书共分十二章，内容包括：绪论，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建筑石材，气硬性胶凝材料，水泥，混凝
土，建筑砂浆，烧土制品及熔融制品，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防水材料，木材及制品，建筑材
料试验等。
    本教材主要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土建类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岗位培训教材或供土建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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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建筑材料在建筑工程中的重要作用　　建筑材料是指组成建筑物或构筑物各部分实体的材料
。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建筑材料的内涵也不断在丰富。
从人类文明发展早期的木材、石材等天然材料到近代以水泥、混凝土、钢材为代表的主体建筑材料进
而发展到现代由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无机硅酸盐材料互相结合而产生的众多复合材料，形成了建
筑材料丰富多彩的大家族。
纵观建筑历史的长河，建筑材料的日新月异无疑对建筑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建筑材料是建筑工程的物质基础。
不论是高达420.5m的上海金茂大厦，还是普通的一幢临时建筑，都是由各种散体建筑材料经过缜密的
设计和复杂的施工最终构建而成。
建筑材料的物质性还体现在其使用的巨量性，一幢单体建筑一般重达几百至数千吨甚至可达数万、几
十万吨，这形成了建筑材料的生产、运输、使用等方面与其他门类材料的不同。
其二，建筑材料的发展赋予了建筑物以时代的特性和风格。
中国古代以木架构为代表的宫廷建筑、西方古典建筑的石材廊柱、当代以钢筋混凝土和型钢为主体材
料的超高层建筑，都呈现了鲜明的时代感。
其三，建筑设计理论不断进步和施工技术的革新不但受到建筑材料发展的制约，同时亦受到其发展的
推动。
大跨度预应力结构、薄壳结构、悬索结构、空间网架结构、节能建筑、绿色建筑的出现无疑都是与新
材料的产生而密切相关的。
其四，建筑材料的正确、节约、合理的运用直接影响到建筑工程的造价和投资。
在我国，一般建筑工程的材料费用要占到总投资的50％～60％，特殊工程这一比例还要提高，对于中
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建筑材料特性的深入了解和认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进而达到最大
的经济效益，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建筑材料的分类　　建筑材料种类繁多，随着材料科学和材料工业的不断发展，新型建筑材
料不断涌现。
为了研究、应用和阐述的方便，可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
如按其在建筑物中的所处部位，可将其分为基础、主体、屋面、地面等材料；按其使用功能可将其分
为结构（梁、板、柱、墙体）材料、围护材料、保温隔热材料、防水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吸声隔声
材料等。
本书是按材料的化学成分和组成的特点进行分类的，即将材料分为无机材料、有机材料和由这两类材
料复合而形成的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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