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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是按建筑与装饰材料在工程中的应用进行编写，即涵盖了“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质
”、“胶凝材料”、“建筑结构材料”、“建筑功能材料”四大模块。
全书共分为14个教学情境（共15章），即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质、气硬性胶凝材料、水硬性胶凝
材料、普通混凝土、金属材料、墙体材料、建筑砂浆、建筑石材、建筑玻璃、建筑卫生陶瓷、有机高
分子材料、建筑防水材料、绝热与吸声材料、建筑木材及其制品和建筑装饰材料。
书中主要介绍了材料的基本成分、特点及应用、技术要求和其他基本知识。
本书采用当前最新技术标准，每章前有“学习指导”，每章后有“本章小结”，且本书附有内容丰富
的光盘，与《建筑与装饰材料习题及实训手册》配套使用。

　　本书的使用对象主要是高职院校材料类、土建大类的专业在校学生，也可供中职学校在校学生、
技术培训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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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发展绿色建筑比较效益高。
据测算，达到同样的节能效率，建筑比工业投入少。
此外，我国实施建筑节能和发展绿色建筑的成本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要低得多，而应对气候变化是全
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我国发展绿色建筑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
　　三是绿色建筑技术相对成熟。
欧盟学者针对80项减少建筑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的调查结果表明，就投入和节能效益而言，高能效照明
技术是几乎所有国家建筑物温室气体减排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就节能量而言，改进寒冷气候区的隔热和分区供暖系统，实行分户供热计量，在温暖气候区提高制冷
和通风能效，注重遮阳、自然通风、隔热措施，以及改进发展中国家炊事炉灶等，均是有效的节能措
施；高能效比的设备、太阳能热水装置、节能型家用电器和能源管理体系等，均是成熟的建筑节能技
术。
从“十五”开始，我国就组织实施了“绿色建筑关键技术研究”、“城镇人居环境改善与保障关键技
术研究”等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在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建筑环境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
研究成果，并在逐步推广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四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有利于推行绿色建筑。
我国从南到北，有一大批与地域气候相适应的建筑，如安徽的民居、陕西的窑洞，都具有巧妙利用通
风、浅层地热能实现冬暖夏凉的特征。
南方的一些园林建筑，更是师法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建筑。
中国园林在形态上是自然的缩影、建筑物的延伸，园林在建筑中，建筑在园林中，是共生的：西面的
墙上爬满了藤蔓，遮挡了烈日；正厅外开辟了花园、草坪，南侧种了落叶型的树木，冬天落叶后阳光
可照射进来，夏天树叶长出来又能遮阳。
这样的设计非常巧妙，既赏心悦目，又调节气候。
所以，我国的建筑文化传统为绿色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绿色建筑四原则　　一是采用适用技术。
很多人认为绿色建筑一定是昂贵的建筑，采用了当今最先进、最复杂的建筑科技和建筑材料。
这是一种对绿色建筑的认识误区。
事实上，绿色建筑应尽可能地采用适用技术和降低能源消耗的构造。
目前，已有不少低成本、简便且适用性强的成熟技术可应用于绿色建筑，如自然通风、遮阳、建筑墙
体保温、建筑立面绿化和屋顶绿化等。
我国传统建筑也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根据所在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有意识地利用风能、太阳能，来
达到节能和生态化的目的。
　　二是实行全寿命周期评测。
从建材的生产到建筑物的建造和使用，这一过程动用了最大份额的地球能源并产生了相应的废气、废
料。
因此，绿色建筑不仅体现在建筑设计和建造过程中，还应关注建筑运营中的节能减排和建筑寿命终结
后的循环利用等问题。
　　三是营造健康环保的室内环境。
在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节能逐渐发展过渡为90年代的绿色建筑，发达国家进行了两次改造，
造成了巨大浪费。
而我们国家则是一步就跨越到绿色建筑——将居住人的健康、人与人的和谐，与建筑的节能、节材、
节水、节地并列。
发展绿色建筑不仅能使建筑能耗大为减少，而且能带来健康、生态、环保的室内环境，使在绿色建筑
里的人接受并热爱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有利于保持身体健康和激发工作热情，由此发挥更大的生
产潜力和创新潜力。
　　四是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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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能源使用的载体，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现代技术，将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电梯下降的势能以
及人活动产生的热能等都收集起来，使建筑也可以是一个能源的发生器，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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