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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根据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建筑材料”教学大纲和我国最新
修订的相关规范、标准编写而成。
　　由于建筑材料的品种很多，因此在编写过程中，在注意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着重介绍建筑
材料的基本性质和实际工程中最常用的建筑材料——水泥、混凝土、钢材、防水材料以及墙体和屋面
材料。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各建筑材料内容体系，每章开头均提出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供读者参考；
结尾附有本章小结，以加深读者对该章知识点的理解。
在内容组织安排上，突出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为基础，重点阐述各建筑材料的性
能特点和应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许多建筑材料（如水泥、混凝土、钢材等）技术标准均
已更新，逐步与国际接轨，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我国建筑材料的发展要求，在编写过程中注重参考最新
规范和标准。
　　全书由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林祖宏统稿，并任主编。
其中，绪论和第1章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张书良编写；第2～9章由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林祖宏编写；第10
～12章由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裴利剑编写；实验内容由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陈莲姝编写。
　　本书建议学时为72学时，各章参考授课学时和实验学时如下（第13章的参考授课学时即总实验学
时数，为2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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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建筑材料”教学大纲和我国最新修订
的相关规范、标准编写而成。
具体内容包括：绪论、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气硬性胶凝材料、水泥、混凝土、建筑砂浆、墙体和屋
面材料、建筑钢材、木材、防水材料、建筑塑料、绝热材料和吸声材料、装饰材料和建筑材料试验。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土建类各专业教材，也可供土建类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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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水泥和彩色水泥主要用于建筑物内外面的装饰，如地面、楼面、墙柱、台阶；建筑立面的线条
、装饰图案、雕塑等。
白色水泥和彩色水泥配以彩色大理石、白云石石子和石英砂作粗细骨煤油骨料，可拌制出彩色砂浆和
彩色混凝土，做成水磨石英钟、水刷石、斩假石等饰面，物美价廉。
　　3．3．5 膨胀水泥和自应力水泥　　一般硅酸盐水泥在空气中硬化时，体积会发生收缩。
收缩会导致水泥石结构内部产生微裂缝，降低了水泥石结构的密实性，影响结构的抗渗、抗冻、耐腐
蚀等性能。
膨胀水泥在硬化过程中体积不会发生收缩，而是略有膨胀，可以解决南于收缩带来的不利后果。
　　根据在约束条件下产生的膨胀量和用途，分为收缩补偿型膨胀水泥（简称膨胀水泥）及自应力型
膨胀水泥（简称自应力水泥）两大类。
前者表示水泥水化硬化过程中的体积膨胀，在实用上具有补偿因普通水泥在水化时所产生的收缩，其
自应力值小于2．0MPa，一般为0．5MPa，其线膨胀率一般在1％以下，相当或稍大于一般水泥的收缩
；后者表示水泥水化硬化后的体积膨胀，能使砂浆或混凝土在受约束条件下产生可应用的预应力（常
称自应力）值不小于2．0MPa，线膨胀率一般在1％～3％。
　　1．膨胀水泥的分类　　根据膨胀水泥基本组成，可分为以下几类：　　1）以硅酸盐水泥为基础
的膨胀水泥　　以硅酸盐水泥为主，外加铝酸盐水泥和石膏等膨胀组分配制而成。
如膨胀硅酸盐水泥和自应力硅酸盐水泥等。
　　2）明矾石膨胀水泥　　以硅酸盐水泥熟料为主，外加天然明矾石、石膏和粒化高炉矿渣（或粉
煤灰）配制而成。
　　3）以铝酸盐水泥为基础的膨胀水泥　　由铝酸盐水泥熟料和适量石膏配制而成。
如石膏矾土膨胀水泥、自应力铝酸盐水泥等。
　　4）以铁铝酸盐水泥为基础的膨胀水泥　　　　由铁铝酸盐水泥熟料，加入适量石膏，磨细而成
。
有膨胀与自应力铁铝酸盐水泥。
　　5）以硫铝酸盐水泥为基础的膨胀水泥　　由硫铝酸盐水泥熟料，加入适量石膏磨细而成。
包括膨胀与自应力硫铝酸盐水泥。
　　2．膨胀水泥的特点及作用　　膨胀水泥在硬化过程中具有体积膨胀的特点。
其膨胀作用是由于水化过程形成大量膨胀性的物质（如水化硫铝酸钙等）所造成的。
由于这一过程是在水泥硬化初期进行的。
因此，水化硫铝酸钙等晶体的长大不致引起有害内应力，而仅使硬化的水泥体积膨胀。
　　膨胀水泥在硬化过程中，形成比较密实的水泥石结构，故抗渗性较高。
因此，膨胀水泥又是一种不透水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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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全国高职高专土建系列技能型规划教材：建筑材料》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土建类各专业
教材，也可供土建类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把握土木建筑专业相关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整个教材系列体系严密完整。
　　切合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侧重技能传授，弱化理论．强化实践内容。
　　从人类常规的认知习惯出发．对教材的内容编排进行全新的尝试，打破传统教材的编写框架；整
个系列由工程实倒导入，然后展开理论描述，更符合课堂的教学模式，也方便学生透彻地理解理论知
识在工程中的运用。
　　采用最新的工程案例，切合实际：工程案例的引用不局限于地域，全国适用，全套教材以立体化
精品教材为构建目标．部分课程配套实训教材：网上提供完备的电子教案、习题参考答案等教学资源
，适合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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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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