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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程管理类专业指导分委员会（原名高等学校土建
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管理类专业指导小组）是建设部受教育部委托，由建设
部聘任和管理的专家机构。
其主要工作任务是，研究如何适应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明确建设类高等职业
教育人才的培养标准和规格，构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内容体系，构筑“校企合作、产学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建设部人事教育司和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2002年以来，全
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程管理类专业指导分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多项成果，编
制了工程管理类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在重点专业的专业定位、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内容体
系、主干课程内容等方面取得了共识；制定了“工程造价”、“建筑工程管理”、“建筑经济管理”
、“物业管理”等专业的教育标准、人才培养方案、主干课程教学大纲；制定了教材编审原则；启动
了建设类高等职业教育建筑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工作。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程管理类专业指导分委员会指导的专业有工程造
价、建筑工程管理、建筑经济管理、房地产经营与估价、物业管理及物业设施管理等6个专业。
为了满足上述专业的教学需要，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这些专业的教育标准和培养方案，根
据培养方案认真组织了教学与实践经验较丰富的教授和专家编制了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然后根据教
学大纲编审了本套教材。
　　本套教材是在高等职业教育有关改革精神指导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实用为主、技能为
本的应用型人才为出发点，根据目前各专业毕业生的岗位走向、生源状况等实际情况，由理论知识扎
实、实践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师和专家编写的。
因此，本套教材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性、实用性强的特点，具有内容新、通俗易懂、紧密结合工
程实践和工程管理实际、符合高职学生学习规律的特点。
我们希望通过这套教材的使用，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为社会培养具有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
有用人材打下基础。
也为今后推出更多更好的具有高职教育特色的教材探索一条新的路子，使我国的高职教育办的更加规
范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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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推荐教材，是根据土建类高职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经济管理和房地产类专业本课程教学大纲编写的。
介绍常用建筑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用和保管知识，以及试验检测方法。
编写过程中对理论和应用知识力求深入浅出结合工程实际，注重试验和检测技能的训练培养。
    本教材随着新标准、新规范的实施而不断修改。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土建类相关专业教材，也可用作本课程各种培训或供有关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材料>>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　第一节 材料的基本物理性质　第二节 材料的力学性质　第三节 材
料的耐久性　复习思考题第二章  天然石材　第一节 建筑中常用的岩石　第二节 天然石材的技术性质
和类型　复习思考题第三章  气硬性胶凝材料　第一节 建筑石灰　第二节 建筑石膏　第三节 水玻璃　
复习思考题第四章  水泥　第一节 通用硅酸盐水泥　第二节 铝酸盐水泥　第三节 其他品种水泥　第四
节 水泥的选用、验收与保管　复习思考题第五章  混凝土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普通混凝土的组成材
料　第三节 混凝土的性质　第四节 混凝土的质量控制　第五节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第六节 混凝
土外加剂　第七节 其他品种混凝土　复习思考题第六章  建筑砂浆　第一节 砌筑砂浆　第二节 抹面砂
浆　第三节 其他砂浆　复习思考题第七章  墙体材料　第一节 砌墙砖　第二节 墙用砌块　第三节 墙用
板材　复习思考题第八章  建筑钢材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建筑钢材的主要技术性能　第三节 建筑钢
材的常用钢种　第四节 钢筋混凝土用钢材　第五节 钢材的锈蚀与防止　复习思考题第九章  木材　第
一节 木材的构造　第二节 木材的主要性质　第三节 木材的应用　第四节 木材的处理　复习思考题第
十章  防水材料　第一节 沥青　第二节 防水卷材　第三节 防水涂料　第四节 密封材料　复习思考题第
十一章  合成高分子材料　第一节 建筑塑料及其制品　第二节 树脂胶粘剂　第三节 涂料　复习思考题
第十二章  建筑装饰材料　第一节 玻璃及其制品　第二节 建筑陶瓷　第三节 铝合金门窗及金属装饰板
材　复习思考题第十三章  绝热材料和吸声材料　第一节 绝热材料　第二节 吸声材料　复习思考题第
十四章  建筑材料试验　第一节 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试验　第二节 水泥试验　第三节 普通混凝土用砂
、石试验　第四节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　第五节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与非破损试验　第六节 
建筑砂浆试验　第七节 烧结普通砖试验　第八节 钢筋试验　第九节 石油沥青试验　第十节 弹性体改
性沥青防水卷材(SBS卷材)试验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材料>>

章节摘录

　　材料的耐久性是指材料在使用期间，受到各种内在的或外来因素的作用，能经久不变质、不破坏
，能保持原有性能，不影响使用的性质。
　　材料在建筑物使用期间，除受到各种荷载作用之外，还受到自身和周围环境各因素的破坏作用。
这些破坏因素对材料的作用往往是复杂多变的，它们单独或相互交叉作用。
一般可将其归纳为物理作用、化学作用、生物作用。
　　物理作用包括干湿变化、温度变化、冻融循环、磨损等，这些作用使材料发生体积膨胀、收缩或
导致内部裂缝的扩展，长期的、反复多次的作用使材料逐渐破坏；化学作用包括有害气体以及酸、碱
、盐等液体对材料产生的破坏作用；生物作用包括昆虫、菌类的作用，使材料虫蛀、腐朽破坏。
　　材料的耐久性是材料抵抗上述多种作用的一种综合性质，它包括抗冻性、抗腐蚀性、抗渗性、抗
风化性、耐热性、耐酸性、耐腐蚀性等各方面的内容。
　　一般情况下，矿物质材料如石材、混凝土、砂浆等直接暴露在大气中，受到风霜雨雪的物理作用
，主要表现为抗风化性和抗冻性；当材料处于水中或水位变化区，主要受到环境水的化学侵蚀、冻融
循环作用；钢材等金属材料在大气或潮湿条件下，易遭受电化学腐蚀；木材、竹材等植物纤维质材料
常因腐朽、虫蛀等生物作用而遭受破坏；沥青以及塑料等高分子材料在阳光、空气、水的作用下逐渐
老化。
　　为提高材料的耐久性，应根据材料的特点和使用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通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　　（1）设法减轻大气或其他介质对材料的破坏作用，如降低温度、排除侵蚀性物质等。
　　（2）提高材料本身的密实度，改变材料的孔隙构造。
　　（3）适当改变成分，进行憎水处理及防腐处理。
　　（4）在材料表面设置保护层，如抹灰、做饰面、刷涂料等。
　　耐久性是材料的一项长期性质，需对其在使用条件下进行长期的观察和测定。
近年来已采用快速检验法，即在试验室模拟实际使用条件进行有关的快速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对耐久
性作出判定。
　　提高材料的耐久性，对保证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减少使用期间的维修费用，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
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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