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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石膏原料、石膏胶凝材料、石膏复合胶凝材料、石膏建筑制品和附录五个部分。
详细介绍了我国天然石膏和工业副产石膏的有关情况；对各种石膏建筑材料从基础理论、原材料要求
、生产工艺设备、产品性能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较系统的论述，并介绍了一些国外的有关情况。

　　《石膏建筑材料（第2版）》系统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石膏建筑材料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生产
应用经验，反映了目前我国石膏建筑材料的水平，是这方面内容较全面、系统的专业图书，可供科研
、教学、生产设计和施工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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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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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石膏复合胶凝材料的基本配制原理
第一节 掺合料的应用及其改性机理
第二节 化学外加剂的应用和作用机理
第三节 生产工艺技术
第四节 物理力学性能指标的确定和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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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粉刷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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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Ⅱ型硬石膏型粉刷石膏
第三节 混合相型粉刷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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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温型粉刷石膏
第六节 技术性能
第七节 检测方法及仪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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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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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结晶学得知，晶核的形成和生长与液相的过饱和度有密切关系，过饱和度越大，
晶核的形成就越多越快，晶体生长得则越小，相互间构成的结晶网络接触点就多，初始结构骨架也就
容易形成。
 根据Ⅱ.A.列宾捷尔等人的论点，石膏在硬化过程中，二水石膏结晶结构的形成分两个阶段进行。
在第一阶段中，随着新生成物晶体之间穿插接触和晶体的可能增长，形成结晶结构骨架。
在第二阶段中，新的结晶接触点不再生成，而仅仅产生已存在的骨架的长大，也就是说所组成的晶粒
增长，不只是使结构强度提高，而且由于晶体定向增长的结果，可产生内部拉应力，结构强度反而会
降低。
按照这样的论点来说，硬化结构的强度，不仅与过饱和度有关，而且与过饱和度形成的速度有关，也
就是与半水石膏胶结料的溶解度和溶解速度奄关。
溶解速度快，过饱和度形成得快，有利于初始结构的形成。
溶解速度慢，过饱和度持续的时间长，则在初始结构形成之后，水化物仍继续增加，开始可使结构密
实，但到一定界限值后，水化物的增加，将引起内应力的增大，最后导致最终强度的降低。
因此，为了得到较高的结构强度，必须创造良好的水化条件，例如适宜的温度、物料的细度和水膏比
等，以保证在结晶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结晶体的数量和大小要增长适度，既不致产生破坏结构
的内应力，又应有足够数量的结晶体使结构密实，接触面积增大。
 上述的观点表明，结构强度是与过饱和溶液水化物的结晶作用有关的。
但也有的学者任为，石膏硬化过程中强度的增长是基于新生成微粒的重结晶作用。
而且认为，重结晶是热力学七必然的过程，因为细小晶粒有着剩余的游离表面能量（相应有大的溶解
度），表面能量随着重结晶的加强而减少。
但从硬化体强度与晶体尺寸的关系来看，晶体的尺寸增大，强度会随之降低，这是因为大晶体中存在
的微裂纹等缺陷的概率比较大，所以大晶体的强度比小晶体低按照这样的观点，石膏重结晶时或硬化
速度缓慢时，都将导致石膏制品强度的降低。
 另外，强度还与石膏晶体之间的接触面积有关。
接触面积愈大，强度亦愈高。
不过，接触点的特性，即晶格变形的程度和杂质含量的情况，以及接触点的数量等是值得重视的，因
为结晶接触点在热力学上是不稳定的，所以在潮湿环境中会产生溶解和重结晶，因而又会削弱结构强
度。
而且接触点的数目愈多，接触点尺寸愈小，接触点晶格变形愈厉害，引起结构强度降低的可能性也愈
大。
因此，适当控制过饱和度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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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石膏建筑材料(第2版)》在保持原书架构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为贯彻国家节能、减排、利废和保护
环境的政策，在石膏建筑材料原材料的选择上，拓展了工业副产石膏的品种；在脱硫石膏等排放量较
大的工业副产石膏有关章节中，汇集了国内近年来研究和应用的经验。
新增加了各国生产建筑石膏的新工艺；系统介绍了用高强石膏制造陶瓷模具和金属铸造模具的工艺及
其应用技术；在石膏复合胶凝材料方面，对当前较为广泛应用的部分化学外加剂作了增补；并对书中
涉及的标准进行了更新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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