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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针对高职高专教材建设与发展问题，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
指出：先用2至3年时间，解决好高职高专教材的有无问题。
再用2至3年时间，推出一批特色鲜明的高质量的高职高专教育教材，形成一纲多本、优化配套的高职
高专教育教材体系。
　　2001年7月，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发起组织，15所交通高职院校的路桥系主任和骨干教师相聚昆明，
研讨交通土建高职高专教材的建设规划，提出了28种高职高专教材的编写与出版计划。
后在交通部科教司路桥工程学科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在人民交通出版社精心安排、精心组织下，
于2002年7月前完成了28种路桥专业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工作。
　　这套教材的出版发行，首先解决了交通高职教育教材的有无问题，有力支持了路桥专业高职教育
的顺利发展，也受到了全国各高职院校的普遍欢迎。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高职教学经验的丰富与积累，以及本行业有关技术标准、规
范的更新，本套教材在使用了2至3轮的基础上，对教材适时进行修订是十分必要的，时机也是成熟的
。
　　2004年8月，人民交通出版社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有19所交通高职院校领导、系主任、骨干教师
共41人参加的教材修订研讨会。
会议商定了本套教材修订的基本原则、方法和具体要求。
会议决定本套教材更名为“交通土建高职高专统编教材”，并成立了以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张洪滨
为主任委员的“交通土建高职高专统编教材编审委员会”，全面负责本套教材的修订与后续补充教材
的建设工作。
　　2005年6月，编委会在长春召开了同属交通土建大类、与路桥专业链接紧密的“工程监理专业、工
程造价专业、高等级公路维护与管理专业”主干课程教材研讨会，正式规划和启动了这三个专业教材
的编写出版工作。
　　2005年1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了“关于申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选
题的通知（教高司函[2005]195号），人民交通出版社积极推荐本套教材参加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选题的评选。
　　2006年6月，经教育部组织专家评选、网上公示，本套教材中有十五种入选为“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2008年1月，又有六种教材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补报中列选，共计21种，标志着广大
参与本套教材编写的教师的辛勤劳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本套教材的编写质量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2006年7月，交通土建高职高专统编教材编审委员会及时在银川召开会议，有24所各省区交通高职
院校或开办有交通土建类专业的高等学校系部主任、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以及人民交通出版社领导
共39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就全面落实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编写工作进行了研讨。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必须以入选的十五种国家级规划教材为基本标准，进一步全面提升本套教材的编写
质量，编审委员会将严格按照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要求审稿把关，并决定本套教材更名为“全国交通土
建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原编委会相应更名为“全国交通土建高职高专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
以期在全国绝大多数交通高职院校和开办有交通土建类专业的高等院校的参与、统筹、规划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路建筑材料>>

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分为两篇，第一篇为道路建筑材料，较系统地介绍了砂石材料、石灰、水泥和稳定土、水泥混凝
土和砂浆、沥青及沥青混合料、工程高分子聚合物、建筑钢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及工程应用；第二篇为
道路建筑材料试验，按照现行的国家规范及行业标准，从适应高等级公路建设需要出发，选取了道路
工程常用材料的29个相关试验项目，介绍材料试验目的与适用范围、仪器设备与试验准备、试验步骤
、试验结果整理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道路桥梁工程技术等专业教材，亦可供中等职业教育土建类专业师生
及各类干部培训学习和从事公路施工、工程监理、试验检测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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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改善土质　　稳定土用土愈黏，则缩裂愈严重。
所以采用黏性较小的土，或在黏性土中掺人砂土、粉煤灰等，以降低土的塑性指数。
　　2）控制压实含水率及压实度　　稳定土因含水率过大产生的干缩裂缝显著，压实度低时产生的
干缩比压实度大时严重。
因此，稳定土压实时含水率比最佳含水率略小为好，并尽可能达到最佳压实效果。
3）掺加粗粒料　　掺入一定数量（掺入量60％一70％）的粗粒料，如砂、碎石、砾石等，使混合料满
足最佳组成要求，可以提高其强度和稳定性，减少裂缝产生，同时可以节约结合料和改善碾压时的拥
挤现象。
　　（三）稳定土材料的疲劳特性　　在重复荷载作用下，材料的强度与其静力极限强度相比则有所
下降。
荷载重复作用的次数越多，这种强度下降亦大，即疲劳强度越小。
材料从开始至出现疲劳破坏的荷载作用次数称之为材料的疲劳寿命，通过试验表明，石灰粉煤灰稳定
材料的抗疲劳性能优于水泥砂砾。
　　由于在一定的应力条件下，疲劳寿命决定于材料的强度，故在多数情况下凡有利于水泥（石灰）
类材料强度的因素对提高疲劳寿命也有利。
　　（四）稳定土材料水稳定性和冰冻稳定性　　稳定类基层材料除具有适当的强度，能承受设计荷
载以外，还应具备一定的水稳定性和冰冻稳定性，否则，稳定类基层由于面层开裂，渗水或者两侧路
肩渗水将使稳定土含水量增加，强度降低，从而使路面过早破坏。
在冰冻地区，冰将加剧这种破坏。
评价水稳定性和冰冻稳定性可用浸水强度试验和冻融循环试验。
影响水稳定性及冰冻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如下：　　（1）土类细土含量多，塑性指数大的土，水稳定
性，抗冰冻能力差。
　　（2）稳定剂种类及剂量石灰粉煤灰粒料和水泥粒料的水稳性最好，由液体沥青稳定土（包括砂
土）水稳定性较差。
当稳定剂剂量不足时，胶结作用弱，透水性大，强度达不到要求，其稳定性也差。
　　（3）密实度密实度大时，透水能力降低，水稳定性增强。
　　（4）龄期由于某些稳定剂如水泥、石灰或二灰的强度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类稳定土其
水稳定性随龄期的增长而增大。
　　四、稳定类材料组成设计　　稳定类材料组成没计，也称混合料设计，即根据对某种材料规定的
技术要求，选择合适的原材料，掺配用料（需要时），确定结合料的种类和数量及混合料的最佳含水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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