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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1世纪全国高职高专土建系列技能型规划教材》之一。
为适应21世纪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需要，培养建筑行业具备建筑材料选用与检测能力的一线专业技术应
用型人才，我们结合当前建筑材料发展应用现状及前景编写了本书。
　　全书内容共分8章，主要包括：绪论、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胶凝材料、混凝土、建筑砂浆、墙
体材料、建筑钢材、建筑功能材料等内容。
　　本书内容可按照64学时安排，推荐学时分配如下：第1章绪论1学时；第2章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5
学时；第3章第1节气硬性胶凝材料3学时，第3章第2节水泥5学时；第4章混凝土12学时；第5章建筑砂
浆3学时；第6章墙体材料4学时；第7章建筑钢材4学时；第8章建筑功能材料第1节防水材料3学时；第8
章第2节、第3节绝热材料和吸声与隔声材料2学时，第8章第4节建筑塑料1学时，第8章第5节装饰材料3
学时。
以上内容共46学时，另外建筑材料实训环节推荐学时为18学时。
教师可根据不同的使用专业灵活安排学时，课堂重点讲解每章主要知识模块，章节中的章节导读、知
识链接、应用案例和习题等模块可安排学生课后阅读和练习。
与本书配套出版的还有《建筑材料检测实训》一书，读者可参阅该书进行建筑材料质量检测能力的训
练。
　　本书突破了已有相关教材的知识框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全新体例编写。
内容丰富，案例翔实，并附有多种类型的习题供读者选用。
　　本书既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建筑工程类相关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土建施工类及工程管理类各专
业职业资格考试的培训教材。
本书也可供土建类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本书由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梅杨、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夏文杰、山东水利职业学院于全发担
任主编，淄博职业技术学院王美芬、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周向阳、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申淑荣、滨州职业
学院韩龙、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王花担任副主编，全书由梅杨负责统稿。
本书具体章节编写分工为：梅杨编写第4章第1～10节；夏文杰编写第1章和第2章；于全发编写第6章；
王美芬编写第3章第2节；周向阳编写第4章第11节和第5章；申淑荣编写第7章；韩龙编写第8章第1～3
节；王花编写第3章第1节和第8章第4～5节。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在此谨向原书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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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反映当前建筑工程中应用建筑材料的最新动态，依据我国最新修订的建筑材料技术标准和相关规
范编写，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胶凝材料、混凝土、建筑砂浆、墙体材料、建
筑钢材、建筑功能材料等内容。
　　本书采用全新体例编写。
除附有部分工程案例外，还增加了章节导读、知识链接、特别提示及引例介绍等模块。
此外，每章还附有单选题、填空题、案例分析及问答等多种题型供读者练习。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读者可以掌握建设工程中典型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能特点和应用，具备合理分析选
用建筑材料的能力。
与本书配套出版的还有《建筑材料检测实训》一书，读者可参阅该书进行建筑材料质量检测能力的训
练。
　　本书既可作为高职高专建筑工程类相关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土建施工类及工程管理类各专业职
业资格考试的培训教材。
本书也可供土建类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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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建筑材料的分类和作用　1.2　建筑材料的技术标准　1.3　建筑材料质量检测的有
关规定　1.4　本课程的内容和学习要求　本章小结　习题第2章　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　2.1　材料的
基本物理性质　2.2　材料的力学性能　2.3　材料的耐久性　本章小结　习题第3章　胶凝材料　3.1　
气硬性胶凝材料　3.2　水泥　本章小结　习题第4章　混凝土　4.1　混凝土概述　4.2　普通混凝土用
骨料　4.3　普通混凝土的基本材料选用　4.4　混凝土拌和物的和易性　4.5　混凝土的强度　4.6　混
凝土的变形性能　4.7　混凝土的耐久性　4.8　混凝土外加剂及外掺料　4.9　混凝土质量控制与评定
　4.10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4.11　其他品种混凝土　本章小结　习题第5章　建筑砂浆　5.1　砌
筑砂浆　5.2　干混砂浆　5.3　特种砂浆　5.4　抹面砂浆　本章小结　习题第6章　墙体材料　6.1　砌
墙砖　6.2　砌块　6.3　墙用板材　本章小结　习题第7章　建筑钢材　7.1　钢材冶炼与分类　7.2　钢
材的主要技术性能　7.3　钢材的加工　7.4　建筑钢材的标准与选用　7.5　钢材的防锈与防火　7.6　
建筑钢材的验收与储运　本章小结　习题第8章　建筑功能材料　8.1　防水材料　8.2　绝热材料　8.3
　吸声与隔声材料　8.4　建筑塑料　8.5　装饰材料　本章小结　习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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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材料除应满足各项物理、力学的功能要求外，还必须经久耐用，反映这一要求的性质称为耐
久性。
耐久性是指材料在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作用下，长久地保持其使用性能的性质。
　　影响材料耐久性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材料内在原因使其组成、构造、性能发生变化以外，还
要长期受到使用条件及各种自然因素的作用，这些作用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物理作用。
包括环境温度、湿度的交替变化，即冷热、干湿、冻融等循环作用。
材料在经受这些作用后，将发生膨胀、收缩或产生内应力，长期的反复作用将使材料变形、开裂甚至
破坏。
　　（2）化学作用：包括大气和环境水中的酸、碱、盐或其他有害物质对材料的侵蚀作用，以及日
光、紫外线等对材料的作用，使材料发生腐蚀、碳化、老化等而逐渐丧失使用功能。
　　（3）机械作用：包括荷载的持续作用，交变荷载对材料引起的疲劳、冲击、磨损等。
　　（4）生物作用：包括菌类、昆虫等的侵害作用，导致材料发生腐朽、虫蛀等而破坏。
　　一般矿物质材料如石材、砖瓦、陶瓷、混凝土等，暴露在大气中时，主要受到大气的物理作用；
当材料处于水位变化区或水中时，还受到环境水的化学侵蚀作用。
金属材料在大气中易被锈蚀；沥青及高分子材料在阳光、空气及辐射的作用下，会逐渐老化、变质而
破坏。
影响材料耐久性的外部因素往往通过其内部因素而发生作用，与材料耐久性有关的内部因素主要是材
料的化学组成、结构和构造的特点。
当材料含有易与其他外部介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成分时，就会造成因其抗渗性和耐腐蚀能力差而引起破
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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