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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南大学出版社以国家2010年要制定、颁布和启动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为契机，联合国内部分高职
高专院校于2009年5月在东南大学召开了高职高专土建类系列规划教材编写会议，并推荐产生教材编写
委员会人员。
会上，大家达成共识，认为高职高专教育最核心的使命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
从教师的质量和教材的质量两个角度着手。
在教材建设上，大会认为高职高专的教材要与实际相结合，要把实践做好，把握好过程，不能通用性
太强，专业性不够；要对人才的培养有清晰的认识；要弄清高职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类型与
标准。
这是我们这次会议讨论教材建设的逻辑起点。
同时，对于高职高专院校而言，教材建设的目标定位就是要凸显技能，摒弃纯理论化，使高职高专培
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
紧接着在10月份，编写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并规划出第一套突出实践性和技能性的实用型优质教
材；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要编写的高职高专教材的要求达成了如下共识：　　一、教材编写应突出“
高职、高专”特色　　高职高专培养的学生是应用型人才，因而教材的编写一定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对基础理论贯彻“实用为主，必需和够用为度”的教学原则，对基本知识采用广而不深、点
到为止的教学方法，将基本技能贯穿教学的始终。
在教材的编写中，文字叙述要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形式和文字等方面要符合高职教育教和学的
需要。
要针对高职高专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弱的特点，突出表现形式上的直观性和多样性，做到图文并茂，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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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绪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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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热
材料、破声隔音材料，建筑钢材，建筑塑料，沥青材料，木材，建筑玻璃、陶瓷，建筑涂料，建筑装
饰材料，案例分析，建筑材料试验。
试验部分包括建筑材料相关的各种试验原理、试验过程的详细讲解。
    本书是建筑施工与管理专业、工程造价专业、工程监理专业等建筑类相关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除
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建筑类专业教材外，还可作为建筑类相关人员的培训用书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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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材料的生产和使用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远古时代人类只能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巢处穴居”。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进入石器、铁器时代，利用简单的生产工具能够挖土、凿石为洞，伐木
搭竹为棚，从巢处穴居进入了稍经加工的土、石、木、竹构成的棚屋，为简单地利用材料迈出了可喜
的一步。
以后人类学会用黏土烧制砖、瓦，用岩石烧制石灰、石膏。
与此同时，木材的加工技术和金属的冶炼与应用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此时材料的利用才由天然材料进入到人工生产阶段，居住条件有了新的改善，砖石、砖木混合结构成
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以后人类社会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阶段，生产力发展缓慢，工程材料的发展也缓慢，长期停留在“秦
砖汉瓦”水平上。
人类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交通运输的日益发达
，都需要建造更多、更大、更好以及具有某些特殊性能的建筑物和附属设施，以满足生产、生活和工
业等方面的需要。
例如，大型公共建筑、大跨度的工业厂房、海港码头、铁路、公路、桥梁以及给水排水、水库电站等
工程。
　　显然，原有的工程材料在数量、质量和性能方面均不能满足上述新要求。
供求矛盾推动工程材料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水泥、混凝土的出现，钢铁工业的发展，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也就应运而生。
这是18世纪、19世纪结构和材料的主要特征。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材料科学的形成和发
展，工程材料的品种增加、性能改善、质量提高，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材料也相继发展了。
在工业建筑上，根据生产工艺、质量要求和耐久性的需要，研制和生产了各种耐热、耐磨、抗腐蚀、
抗渗透、防爆或防辐射材料；在民用建筑上，为了室内温度的稳定并尽量节约能源，制造了多种有机
和无机的保温绝热材料；为了减少室内噪声并改善建筑物的音质，也制成了相应的吸声、隔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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