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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材料》第一版自2005年1月出版以来，已重印多次。
近年来，由于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新规范、新标准的不断修订，需要对原有教材的内容进行
补充和更新。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建筑材料》第一版的基础上重新修订了该教材。
　　《建筑材料》第二版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更正了第一版教材中的不足之处，删去或缩减了已过
时的、不常用的传统材料，更新和补充了部分新型材料；采用了我国最新修订的新规范、新标准和新
规程，力求反映当前最先进的建筑材料知识和技术；增加了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的介绍，突出了建筑材
料与节约能源、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同时，教材修订时结合读者在第一版使用中的体会，编写时力争深入浅出，尽量结合工程实践对专业
理论进行阐述。
另外还加强了实践环节的教学力度，编写了与教材配套的建筑材料试验报告，以适应新时期高职高专
教育对教材实用性的需求。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建筑工程技术、给水排水工程、工程监理、工程造价等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
材，也可作为广大自学者用书和建筑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用书，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本书由蔡丽朋担任主编，黄家骏、赵红玲担任副主编。
参加第二版编写工作的人员分工为：蔡丽朋（绪论、第二、四、九章），黄家骏（第八、十二章），
赵红玲（第三、五、六章），负英伟（第七、十、十一章），闻韵（第一章、建筑材料试验报告）。
　　由于建筑材料品种繁多，新材料、新品种不断涌现，加之编者的水平有限及时间仓促，修订编写
过程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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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建筑材料》的第二版，主要讲述了建筑工程中常用的石灰、石膏、水泥、混凝土、砂浆、墙
体材料、防水材料、建筑钢材等材料的基本组成、性能、技术标准及应用，还介绍了建筑塑料、绝热
材料、吸声材料、建筑装饰材料等的基本知识，最后讲述了常用建筑材料的试验方法和材料质量评定
方法，并编写了建筑材料试验报告。
本书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以“必需、够用”为原则，注重加强对学生基本理论
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培养。
全书引用最新颁发的规范、标准编写，每章均附有本章小结及复习思考题，便于教学使用。
     本书为高职高专建筑工程技术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广大自学者用书和建筑工程技术人员培
训用书，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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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建筑材料的分类 　二、建筑材料在建筑工程中的作用 　三、建筑材料的发展概况 　四、
建筑材料的相关技术标准 　五、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及学习任务 第一章　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 　第一
节　材料的基本物理性质 　　一、材料的密度、表观密度与堆积密度 　　二、材料的密实度与孔隙
率、填充率与空隙率 　　三、材料与水有关的性质 　　四、材料的热工性能 　第二节　材料的力学
性质 　　一、材料的强度 　　二、材料的弹性与塑性 　　三、材料的脆性与韧性 　　四、材料的硬
度与耐磨性 　第三节　材料的耐久性与环境协调性 　　一、耐久性 　　二、环境协调性 　　本章小
结 　　复习思考题 第二章　气硬性胶凝材料 　第一节　石灰 　　一、石灰的生产 　　二、石灰的熟
化与硬化 　　三、石灰的技术标准 　　四、石灰的技术性质 　　五、石灰的应用 　　六、石灰的储
运 　第二节　建筑石膏 　　一、建筑石膏的生产 　　二、建筑石膏的凝结硬化 　　三、建筑石膏的
技术标准和储运 　　四、建筑石膏的技术性质 　　五、建筑石膏的应用 　第三节　水玻璃 　　一、
水玻璃的性质 　　二、水玻璃的应用 　第四节　菱苦土 　　一、菱苦土的生产 　　二、菱苦土的水
化硬化 　　三、菱苦土的技术性质 　　四、菱苦土的应用 　　本章小结 　　复习思考题 第三章　水
泥 　第一节　通用硅酸盐水泥 　　一、硅酸盐水泥 　　二、其他通用硅酸盐水泥 　　三、通用水泥
的选用 　　四、水泥的储存和运输 　第二节　其他种类水泥 　　一、快硬硅酸盐水泥 　　二、铝酸
盐水泥（高铝水泥） 　　三、白色和彩色硅酸盐水泥 　　四、道路硅酸盐水泥 　　五、抗硫酸盐硅
酸盐水泥 　　六、膨胀水泥和自应力水泥 　　本章小结 　　复习思考题 第四章　混凝土 第五章　建
筑砂浆 第六章　墙体材料 第七章　木材 第八章　防水材料 第九章　建筑钢材 第十章　建筑装饰材料 
第十一章　其他类型材料 第十二章　建筑材料性能检测试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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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材料的快速发展和大量使用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使人类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
善。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建筑材料的大量生产加快了资源、能源的消耗，并严重污染了环境。
到目前为止，全球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已非常有限。
为保证源源不断地为工程建设提供质量可靠的材料，避免材料的生产和发展造成对环境的损害，建筑
材料的发展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的绿色建材。
　　展望未来建筑材料的发展，将具有以下发展趋势。
　　①高性能、多功能、智能化。
开发研制轻质高强、高防火性、高保温性、高耐久性、高吸声性等高性能的材料，以及大力推广多功
能、智能化的建筑材料，对提高建筑物的安全性、艺术性、舒适性、经济性和使用寿命都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②节约资源和能源。
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原材料尽可能少用天然资源，充分利用再生资源和工农业废料，以保护自然资源
和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
建筑材料的生产和使用应有利于节约能源，要采用低能耗的生产工艺，大力开发和推广应用节能材料
，以减少建筑物在使用与维护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③绿色环保。
建筑材料生产应采用清洁、无污染的生产技术，生产出的建材产品应无毒、无污染、对人体健康无害
。
材料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不能危害人体健康，而且应尽可能有益于人体健康。
建筑材料尤其是建筑装饰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不能释放甲醛、苯、挥发性有机物、氨气、放射性及粉尘
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而且还要具有抗菌、除臭、防辐射、调温等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功能。
大力发展绿色环保建材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建筑材料发展的必然趋势。
　　④再生化。
建筑材料可再生循环和回收利用，建筑物拆除后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四、建筑材料的相关技术标准　　要对建筑材料进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必须对材料产品的各项
技术性能制定统一的执行标准。
建筑材料的标准，是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的依据，也是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进行验收的依据
。
通过按标准合理选用材料，使设计、施工等也相应标准化，从而可加快施工速度，降低工程造价。
　　目前，我国现行的建筑材料标准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各级标准分别由相应的标准化管理部门批准并颁布。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是全国通用标准，是国家指令性文件，各级生产、设计、施工部门必须严格遵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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