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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土建施工类专业分委员会的要求，按颁布的
《高等专业教育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教育标准和培养方案及主干调和教学大纲》中相关教学内容与教学
要求，并参照有关国家职业标准和行业岗位要求编写的教材。
　　本书在内容上既要顾及我国高职教育的实际情况，又要符合高职教育的改革趋势；既反映课程改
革的先进理念和实践，也要兼顾不同院校的实际情况。
在编写方面与传统教材有所明确区分，增加了工程实例和实训内容，简单实用，易学易懂，具有鲜明
的特色。
通过实验和实训的操作训练，加深对国家标准的理解和掌握，便于学生熟练掌握相关知识，与实际工
作岗位更接近。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气硬性胶凝材料、水泥、混凝土、建筑砂浆、墙体材
料、建筑钢材、防水材料、建筑塑料、木材、绝热材料和吸声、隔声材料、建筑装饰材料等，同时还
介绍了常用建筑材料质量的检测方法和评定。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普通专科院校建筑工程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广大自学者用书和建
筑工程技术人员用书，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本书由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周明月任主编，并执笔编写第4章、14章的（14.1、14.2、14.3），河
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陈连姝执笔编写第1章、5章，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赵瑞霞执笔编写第2章、3章
、8章，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汪艳梅执笔编写第7章、9章、14章的（14.5、14.6）；青海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汪发红执笔编写第6章、10章、11章、14章的（14.4、14.7）；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全世海执笔编
写第12章、13章。
全书由周明月统稿。
　　全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国家和行业的最新规范及一些文献资料，谨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致
以诚挚的敬意。
　　本书由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李宏魁主审，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以便今后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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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十四章。
主要内容包括：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气硬性胶凝材料，水泥，混凝土，建筑砂浆，墙体材料，建筑
钢材，防水材料，塑料，木材，绝热材料和吸声、隔声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建筑材料性能检测等。
本书按我国最新发布的标准、规范编写，贯彻了建设部的有关文件，增加了有关的新材料、新技术，
以利于开阔新思路，合理选用建筑材料。
     本书除可作为高职高专建筑施工技术专业学生教材使用外，也可供成人高校、建筑工程管理、工程
造价、工程监理等相关专业教学及从事建筑工程的技术人员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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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1.4.2 标准稠度用水量　　标准稠度用水量是指水泥净浆达到标准规定的稠度时所需拌和水量占
水泥质量的百分数。
由于拌和水泥浆时的用水量对水泥凝结时间、体积安定性有影响，因此，测试水泥凝结时间、体积安
定性时必须采用标准稠度。
测试方法有标准法和代用法。
标准法是以试杆沉人净浆并距底板6mm±1mm的水泥净浆为标准稠度净浆，其拌和水量为该水泥的标
准稠度用水量。
　　4.1.4.3 体积安定性　　水泥的体积安定性是指水泥在凝结硬化过程中，体积变化的均匀性。
如果水泥硬化后产生不均匀的体积变化，会使水泥混凝土结构物产生膨胀性裂缝，降低工程质量，甚
至引起严重事故，此即体积安定性不良。
　　引起水泥体积安定性不良的原因，是由于水泥熟料矿物组成中含有过多游离氧化钙（f-CaO）、
游离氧化镁（f-MgO）或者水泥磨细时石膏掺量过多。
游离氧化钙和游离氧化镁是在高温下生成，处于过烧状态，水化很慢，它们在水泥凝结硬化后还再慢
慢水化并产生体积膨胀，从而导致硬化的水泥石开裂，而过量石膏会与已固化的水化铝酸钙作用，生
成水化硫铝酸钙（钙矾石），产生体积膨胀，造成硬化水泥石开裂。
　　国家标准规定：由游离氧化钙引起的水泥体积安定性不良可采用沸煮法检验。
沸煮法包括试饼法和雷氏法两种。
试饼法是将标准稠度水泥净浆做成试饼，标准养护（24土2）h，沸煮3h后，若用肉眼观察未发现裂纹
，用直尺检查没有弯曲现象，则称为安定性合格。
雷氏法是标准稠度水泥净浆在雷氏夹中，标准养护（24±2）h，沸煮3h后的膨胀值，若膨胀量在规定
值内则为安定性合格。
当试饼法和雷氏法两者结论有矛盾时，以雷氏法为准。
　　由于氧化镁和石膏引起的体积安定性不良不便于快速检验，因此，在水泥生产中要严格控制。
国家标准规定：通用水泥中游离氧化镁含量不得超过5.0％，三氧化硫不得超过3.5％，但矿渣水泥不得
超过4.0％。
如果水泥压蒸试验合格，则水泥中氧化镁的含量允许放宽至6.0％。
　　4.1.4.4 凝结时间　　水泥的凝结时间在施工中具有重要意义。
为保证在水泥初凝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混凝土成型等各工序的操作，故初凝时间不宜过短；当混
凝土浇捣完成后应尽早凝结硬化，以利下道工序进行，故终凝时间不宜过长。
　　国家标准规定：通用水泥的初凝时间均不得早于45rr-in；硅酸盐水泥的终凝时间不得迟于6.5h，
其他五种水泥的终凝时间不得迟于10h。
　　4.1.4.5 强度　　水泥强度是选用水泥的主要技术指标，也是划分水泥强度等级的依据。
　　国家标准规定：采用胶砂法测定水泥强度。
该法是将水泥和标准砂按1：3混合，水灰比为0.5，按规定方法制成40mm×40mm×160mm的试件，在
（20±1）℃、相对湿度≥90％的养护箱中养护24h，脱模后放在温度（20±1）℃的水中养护，分别测
定3d和28d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
根据测定结果，按表4-5规定，确定该水泥的强度等级。
　　硅酸盐水泥分为42.5、42.5R、52.5、52.5R、62.5、62.5R六个强度等级；普通水泥分为42.5、42.5R
、52.5、52.5R四个强度等级；其他四种水泥分为32.5、32.5R、42.5、42.5R、52.5、52.5R六个强度等级
。
其中有代码R者为早强型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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