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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一章，内容涉及陶瓷、石材、木质制品、胶凝材料等建筑装饰材料的质量控制与检测，主
要介绍各种建筑装饰材料的质量控制指标、要求及其检测方法等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掌握建筑装饰材料及相关装饰工程的质量验收技术指标、重要参数以及验收手
段，进一步提高对装饰材料质量的判断和选用能力。
     本书主要用作高职高专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工业与民用建筑、装饰装潢等相
关专业教材，还可作为从事建筑装饰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参考书和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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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绪论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房地产业、建筑业的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
及建筑材料行业新技术、新品种的不断出现，“十一五”期间，我国建筑装饰行业仍将保持较高的发
展速度。
预计到2010年全行业实现工业产值将达到2万亿元，建筑装饰企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1 建筑装饰材料的功能与发展　　现代建筑要求设计新颖、功能合理、设施先进、装饰美观，这
就需要品种多样、性能优良、造型美观及保护环境的建筑装饰材料。
近年来，我国的建筑装饰材料从品种规格、质量档次、数量规模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
建筑装饰的目的是美化建筑空间环境，同时实现一些功能，如耐久、防火、防霉、隔热保温、隔声等
，而建筑装饰材料对建筑物的室内外装饰效果和功能有着很大的影响。
　　1.1.1　建筑装饰材料的功能　　建筑物的装饰设计效果除了与它的立面造型、空间尺度和功能分
区等建筑设计手法和建筑风格有关以外，还与建筑物中所选用的装饰材料有着重要的联系。
由于建筑饰面的装饰效果往往是通过材料的色调、质感和形状尺寸来表现的，因而装饰材料的首要作
用就是装饰建筑物、美化室内外环境。
材料的质感是指材料表面质地给人的感觉，如材料表面的粗糙度、光泽度等，在光线的照射下会给人
不同的感觉，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建筑装饰材料的功能是兼顾建筑物的美观和对建筑物的保护作用。
建筑物的外墙和屋顶是直接与大自然接触的，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受到日晒、雨淋、风吹、冰冻
等作用，也经常会受到腐蚀性气体和微生物的侵蚀，使其出现粉化、裂缝，甚至脱落等现象，影响到
建筑物的耐久性。
选用材料性能适当的室外装饰材料，不仅能对建筑物起到良好的装饰功能，且能有效地提高建筑物的
耐久性，降低维修费用。
一些新型、高档装饰材料除了具有装饰、保护作用之外，往往还具有某方面的优异适用功能。
如现代建筑中大量采用的吸热玻璃和热反射玻璃，可以吸收或反射太阳辐射热能的30％以上，国际上
流行的高效能中空玻璃（即在室外一侧玻璃的内表面镀金嘱膜层）能使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热减少40
％～70％，同时还具有防结露（可在-40℃使用）和隔声（降低30dB以上）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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