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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木工程材料是应用于土木工程建设中的无机材料、有机材料和复合材料的总称。
随着现代化建筑向高层、大跨度、节能、美观、舒适的方向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经
济实力的增强，特别是由于新型土木工程材料具有自重轻、抗震性能好、能耗低、大量利用工业废渣
等优点，研究开发和应用土木工程新材料已成为必然。
一本能适应土木工程材料发展的图书对于土木工程技术人员正确选择和合理使用土木工程材料，尽可
能降低材料的消耗是非常必要的。
　　土木工程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建筑工程的质量。
建筑物经常受温度、大气、荷载、冻融、化学侵蚀等破坏作用，要使建筑坚固、耐久、适用，必须了
解土木工程材料的性能、规格、质量，从而科学合理地选用材料。
　　本书主要介绍了土木工程中常用建筑材料的基本组成、材料性能、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适当反
映了近年来国内外在土木工程材料方面的新技术、新产品，并结合了相关新的国家标准、规范。
本书为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的人员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并为合理选用材料、降低工程成本、对材料进
行改进提供一定的理论知识。
本书还可用作土木工程设计、科研、施工和管理等单位的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木工程材料>>

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说明了常用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性能及其在工程中的适用范围和质量要求，包括建筑钢材、
胶凝材料、水泥混凝土及砂浆、砌筑材料、建筑塑料与有机黏合剂、木材等。
    书中结合最新的国家标准、规范，并适当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外在土木工程材料方面的新技术、新产
品，为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的人员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并为合理选用材料、降低工程成本，对材料进
行改进，提供一定的指导。
    本书可供土木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和科研等相关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土木工程相关专业师生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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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土木工程材料基本性质　　1.6　土木工程材料的耐久性、装饰性、化学性　　（1）材
料的耐久性　材料的耐久性是泛指材料在使用条件下，受各种内在或外来自然因素及有害介质的作用
，能长久地保持其使用性能的性质。
材料在建筑物之中，除要受到各种外力的作用之外，还经常要受到环境中许多自然因素的破坏作用。
这些破坏作用包括物理、化学、机械及生物的作用。
　　物理作用可有干湿变化、温度变化及冻融变化等。
这些作用将使材料发生体积的胀缩，或导致内部裂缝的扩展。
时间长久之后即会使材料逐渐破坏。
在寒冷地区，冻融变化对材料会起着显著的破坏作用。
在高温环境下，经常处于高温状态的建筑物或构筑物，所选用的建筑材料要具有耐热性能。
在民用和公共建筑中，考虑安全防火要求，须选用具有抗火性能的难燃或不燃材料。
　　化学作用包括大气、环境水以及使用条件下酸、碱、盐等液体或有害气体对材料的侵蚀作用。
机械作用包括使用荷载的持续作用，交变荷载引起材料疲劳，冲击、磨损、磨耗等。
生物作用包括菌类、昆虫等的作用而使材料腐朽、蛀蚀而破坏。
　　砖、石料、混凝土等矿物材料，多是由于物理作用而破坏，也可能同时会受到化学作用的破坏。
金属材料主要是由于化学作用引起的腐蚀。
木材等有机质材料常因生物作用而破坏。
沥青材料、高分子材料在阳光、空气和热的作用下，会逐渐老化而使材料变脆或开裂。
　　材料的耐久性指标是根据工程所处的环境条件来决定的。
例如处于冻融环境的工程，所用材料的耐久性以抗冻性指标来表示。
处于暴露环境的有机材料，其耐久性以抗老化能力来表示。
　　（2）材料的装饰性　材料的装饰性，是指材料对所覆盖建筑物外观美化的改善效果。
人们除了要求各种建筑物具备安全与使用的条件外，还会追求其外观状态美观性。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往往对建筑物一些外露的表面进行适当的装饰，这些表面装饰不仅改
善了建筑物本身及环境的外观，而且往往还能对建筑主题具有保护作用，有时还兼有其他功能（如保
温、防水、抗冻、抗腐蚀），甚至可明显地改善建筑物的表面强度。
　　因为不同的工程及使用环境对装饰材料性能的要求差别很大，难以用具体的参数反映其装饰性的
优劣，所以当用于装饰时，对于材料的选择与使用一般可参考以下原则。
　　①建筑物对材料装饰效果的要求。
主要表现在材料的颜色、质感、光泽、外观形状等方面。
这些要求往往与建筑物的类型、所处环境、立体或空间尺寸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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