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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材料学是一门传统材料学科。
目前，在我国相当多所大学“建筑材料学”是必修之课，它实用于建筑结构、水工、港工、海工、市
政、建筑学、施工管理等专业。
除此以外，建筑商、施工企业、项目经理、材料经销商、建筑师、结构师、监理工程师、经济师、建
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检测实验室、生产企业，甚至行政主管部门等领域也都把《建筑材料学》作为工
具书、参考书。
　　然而，当前大学或市场流行的《建筑材料学》版本已根本不能适应21世纪大学教育、市场经济和
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这是因为现行的《建筑材料学》大都千篇一律先叙述材料基本性质，然后讲述水泥、混凝土、沥青、
钢筋、砌件／砖、木材共七大类材料。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仍然如初，丝毫没有任何改变。
这主要因为两点，其一是当时全盘学前苏联，完全生搬硬套。
当时唐尔卓老师翻译第一本《建筑材料》以来一直沿用至今，现在所出版的《建筑材料学》无论如何
变化都可以说基本没有摆脱原有体系；其二就是解放初期国家还很贫穷，百废待兴，强调因陋就简，
就地取材，也就把一些最基本材料列入其中。
　　如此做法也就造成一系列弊病：整个书本或教学讲授完全采用“中药铺式”或称“炒菜式”，给
人一种《建筑材料学》本身基础理论不强的印象，只是各种材料的罗列而已，就好像建筑材料只有这
七大类，除此以外的材料就不得不称其为新型建筑材料，进而又引发对新型建筑材料的定义、种类、
分类等的争论。
其实新型建筑材料不在于品种而是与时代的发展、当时国家经济新政策、科学技术的进步引发的新工
艺、新技术有关。
按照现行《建筑材料学》学后的学生有种“土”的感觉，并没有认识到建筑材料在土木建筑中的真正
作用，特别是对建筑学、结构体系、使用功能、结构耐久性和环境可协调性等。
另外，这种《建筑材料学》体系又限制了人们的创新思维，所培养的大学生同样只会生搬硬套和死记
硬背，且只局限于这七大类材料，对其他材料不甚了了，缺乏开发创新能力，使得我国在新型建筑材
料开发研究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综上所述，很有必要按照新体系编写一套真正适合2l世纪的建筑材料学科本科生教材。
本书第一篇为建筑材料科学基础；第二篇基础材料分别讲授基体材料、增强材料和复合材料；第三篇
材料选用与评价，介绍了十一个常用的建筑材料学实验。
　　本书[察参考前人大量的文献资料外，还融汇了作者多年的原创性成果，也是由本书编著者所主编
的《建筑材料学》2000年版本的修订和以往教学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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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材料学（第3版）》是关于介绍“建筑材料学”的教学用书，全书分三篇共十九章，第一
篇建筑材料科学基础主要介绍固体建筑材料结构、建筑材料凝聚系统相平衡与相图、建筑材料的物理
化学性质；第二篇基础材料包括基体材料、增强材料和复合材料，主要介绍水泥胶凝材料、非水泥无
机胶凝材料、沥青有机胶凝材料、高分子材料、细粒增强材料等；第三篇材料选用与评价主要介绍正
交实验设计、基础材料检测与评价、材料选用方法等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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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立久（LijiuWang），1945年生，吉林长春人。
1969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1982年获工学硕士学位。
1987、1991年分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辽宁省委省政府和大连市委市政府分別授予其优秀专家称号。
辽宁省复合材料学会常务理事长兼秘书长。
辽宁省政协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是“材料工程学”和“混凝土架构模型”理论与应用；“ENERGY+X”多学科交叉领域
相关理论及工程应用。
先后出版论著12部、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发明专利18项、获奖十余项，目前正在进行“十一五”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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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建筑材料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　　材料一般是指人类用以制造生活和生产中物品
、器件、构件、机器和其他产品的物质。
尽管材料是物质，但并不是所有物质都可成为材料，比如燃料、化工原料、食品、药物等。
因此材料和物质是既有联系又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
材料总是和一定应用场合相联系的，爿且可由一种或多种物质构成。
即使是同种物质也会因制造方法的不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怊质。
一般来说，用于建筑领域的材料才能称为建筑材料（Building materials），也就是说它月满足人居环境
某些要素而建造构筑物所用材料的总称，从这个角度还应称为人居环境工程相料。
材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材料赋予构筑物某种性质，也赋予空间环境某种氛围。
　　二、意义　　1．材料是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　　根据建筑材料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是人居环境
所需构筑物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没有建筑材料也就没有人类的理想居住环境。
各类构筑物不仅在结构形式上或者施工方法方面帮制约于建筑材料的品种、质量及其组合，而且还影
响着构筑物的使用、坚固、美观、经济、耐用和节能。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现代水泥及其演化的钢筋混凝土和建筑钢材，就不可能铺就现代化的建筑。
人类可能还会停留在“穴居巢处”、“凿石成洞”、“伐木为棚”的原始社会。
自然界存在的木、草、土和石等天然材料为人类提供了早期居住物的建筑材料，如陕西出土的半坡遗
址。
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城大部分是用石材建造的；秦汉时期修筑的万里长城铆分使用土、砂和苇柳，部分
使用粘土砖和石块；世界上最宏伟的建筑群北京故宫所用的材判主要是木材、汉白玉、琉璃瓦和青砖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是钢铁材料的代表作；加拿大多伦多的CN电视塔（高553m）是由高强混凝土
塔身、特殊密实混凝土结构的发射塔基座和钢结构塔顶构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佩重纳斯大厦（
高452m）是使用高性能混凝土建造的。
　　建筑材料为人类提供新的居住场所，既改善了人类生存环境，也直接影响着构筑物的安全性、耐
久性、实用性、舒适性、健康性和美观性。
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说：“凡一座建筑物皆因其材料而产生其结构法，更因此结构而产生其形式
上之特征。
”18世纪以前，由于当时主要是手工业生产方式，因此人类一直是利用天然材料。
这时的建筑材料只有石材、木材、砖瓦、石灰、石膏等，因此，难以建造大跨度的桥梁和大空间的房
屋，也难以实现防水防潮、保温隔热的适度湿热环境，就更无法谈及美化装修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19世纪前叶，钢铁、水泥、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等材料的出现，是建筑材料史上的一大贡献。
特别是20世纪以来，塑料等新材料的问世及其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使生活、生产、信息、能源等
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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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材料学（第3版）》除用作高等院校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结构工程、地下建筑工程、建
筑学专业本科教材外。
　　建筑材料领域最新版本，新构架、新内涵；完全摒弃传统模式，按复合材料基本理论编写；符
合21世纪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新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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