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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材料是指人居环境构筑物所需材料的总称，它涉及人类衣、食、住、行、工作、学习、娱乐等各
个方面，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古代人们最初“穴居巢处”，后来“凿石成洞”、“伐木为棚”，进而烧制砖瓦、石灰，到近代的钢
材、水泥和混凝土相继问世，都标志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也才有万里长城、都江堰、阿房宫
、故宫、赵州桥等著名古代建筑；才有石器时代、铁器时代以及“秦砖汉瓦”之说，以及人民大会堂
、历史博物馆、长江大桥等现代建筑。
现代社会的房地产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脉，一直牵动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甚至社会的安定，而建筑材料又一直制约着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
解放初期我国还很贫穷，百废待兴，因此强调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因而砂、石、灰／水泥、混凝土
、沥青、钢筋、砖／烧土制品共七大类材料就成为当时建筑材料的主流，俗称传统建筑材料。
20世纪60年代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建筑材料的发展。
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区别于传统建筑材料，以灰砂砖、免烧砖为代表的新型建筑材料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高效减水剂和高性能混凝土的出现，使新型建筑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呈现出如火如荼的
局面。
2l世纪伊始，随着实心黏土砖在全国170多个城市被明令禁止，新型建筑材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正
是进一步开拓新材料的良好时机。
然而，建筑材料学术界和生产领域乃至建筑业不乏有抄袭和低水平的重复现象，这些除与其自身的道
德修养有关外，还和传统建筑材料的狭隘定义、禁锢性的科研／教学理念、粗放性生产，甚至当时经
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也和缺乏具有创造性的学术专著息息相关。
作者本人长期从事新型建筑材料和环境材料研究，多年来一直在科研、教学和指导硕士生、博士生默
默耕耘，积累了丰富的颇有见地的创造性成果，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颇有成绩的学生弟子。
本书就是在作者多年指导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毕业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整理修改完成的。
而书中课题都是由生产实际的技术难题和技术前沿中抽象和归纳出来的，反过来也随着这些难题和前
瞻行课题的解决又使其既服务于社会、培养了人才，又使建筑材料理念得到充实和升华。
协助我编写本书的有曹明莉、任铮钺、王宝民、艾红梅、刘军、王晴、罗玉萍、崔诗才、周旭东、赵
善宇、郑芳宇、史非、迟耀辉、朱琪、穆红英、邢可、张东华、纪彤国等。
作者将近年来指导研究生和博士生研究的成果汇编成书，目的是与同行交流，但愿能对同行们在新型
建筑材料研究方面有所补益，对建筑材料生产和建筑业发展有所帮助。
本书所作试验均采用当时实行的国家标准和规范，在此特别说明。
该专著试图从各个角度反映建筑材料领域的最新动态，当然，这还不能说就代表着当代建筑材料最高
的学术水平，但从某种意义上却可以说它是当代建筑材料方面很有价值的创新成果。
不过，学术研究还应是诸子百家，本书只代表一家之言，不当甚至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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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专著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建筑材料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作者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建筑材料生产和建筑行业使用建筑材料提供帮助，同时对新型建筑材料提
供更多的研究途径。
　　本书主要内容有：模网混凝土技术、水泥生产新技术、混凝土外加剂新技术、陶粒新技术、建筑
节能新技术、建筑微晶玻璃技术、混凝土新技术。
　　本书是当代建筑材料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该书共分7个章节，分别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建筑材料领
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其具体内容包括模网混凝土技术、水泥生产新技术、混凝土外加剂新技术、陶粒
新技术、建筑节能新技术、建筑微晶玻璃新技术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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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无论从煤粉的掺杂热效应角度，还是煤粉掺杂燃烧残余物衍射分析与其物理力学性能及技术性
质测试的结果角度，均可得出如下结论：本试验煤粉中15％的碳酸钙掺量为最佳掺量，在此掺量下的
煤粉燃烧残余物可用作32.5级普通水泥使用；本试验也在试验条件下验证了燃煤发电与水泥生产联产
技术的可行性。
2.2.1.4联产技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应用前景分析将燃煤电厂发电过程与水泥生产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在保证发电的基础上，生产出能直接用作水泥的粉煤灰。
与传统的单独发电和水泥生产的方式相比，燃煤发电与水泥联产技术不仅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而且还有着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1）联产技术经济效益分析当今世界，随着电力工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以燃煤为主的电力工业
迅猛发展的我国，粉煤灰排放量日益增加，其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产
和生活。
粉煤灰的大量堆积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及用于粉煤灰储存及处理的巨额费用，正在影响着我国电力工
业的可持续发展。
该联产工艺将燃煤电厂粉煤灰作为原料直接用于生产胶凝材料，使燃煤电厂和水泥厂合二为一，同时
避免了粉煤灰大量的排放所引起的污染和储灰占地等问题，大大节省了用于粉煤灰储存、管理及处理
的巨额费用。
同时，联产技术又能大幅度地降低水泥生产的热耗及原料粉磨处理费用，降低了发电和水泥生产的成
本，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2）联产技术社会效益分析从燃煤电厂设计和粉煤灰的生产源头考虑对其开发利用，依托燃煤电厂
利用新技术手段去探索粉煤灰的真正价值是研究的主要目的。
发电一水泥联产工艺不但保证了燃煤电厂的正常生产，而且解决了电厂粉煤灰污染与处理的难题。
燃煤电厂生产出高质量的活化粉煤灰，不仅可以生产全粉煤灰水泥，而且在其生产过程中消除硫化物
、氮化物等有害气体排放。
水泥工业是消耗土地资源的重头产业，本项目解决了水泥生产硅质原料的来源，利用燃煤发电的产物
：粉煤灰直接生产水泥，变废为宝，节省了有限的耕地而保护了土地资源，同时维护了我国的生态平
衡。
“2l世纪是人类制造废料污染地球的世纪，同时也是人类清除这些废料的世纪”这种说法已经得到越
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同。
本项目研究的发电.水泥联产工艺能成功地把两个排污排废产业有机结合在一体，同时解决了二者的排
污排废和能耗高的弊病，对于实现我国煤炭能源的清洁生产、节约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深远
的意义，表现出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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