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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的特点，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工科类建筑材
料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编写而成的。
主要阐述工业与民用建筑、交通土建等工程中所必须掌握的建筑材料知识，重点突出水泥、混凝土、
建筑钢材及沥青材料等有关内容，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国内外出现并在工程中应用的新材料和新技术，
以适应当前建筑工程发展的要求。
每章后均列有复习思考题，可帮助学生归纳总结，加深印象，检验学习掌握的程度。
由于建筑材料课程强调实践环节，本书将建筑材料实验集中在最后，并列出了每个实验所采用的试验
规范。
　　全书结构严谨，内容充实，系统性强，适合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
”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用作继续教育与自学考试的教学或自学教材。
对于从事实际工程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亦是非常有益的专业参考书。
本书也适合“给排水工程”、“建筑学”等专业的教学。
　　该课程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主要建筑材料的性质、应用和制备方法的基本知识，为后修专业课
程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并为今后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能够正确评定材料品质、合理使用材料打下
良好的基础，同时获得基本建筑材料质量检测试验的基本技能训练。
因此，本书着重论述有关材料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试验的基本技能，以及影响材料性质的各种因
素，并探究、认识和掌握材料性质及应用的途径和方法。
　　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符合建筑材料教学大纲的要求，适合教与学的特点，反映当前最先进的技术
知识、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本书由兰州交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重庆交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徐州工程学院共同编写，全书
共分11章，参加编写人员有：霍曼琳（绪论、第4章、第6章、第9章），周茗如（第3章、第8章），黄
维蓉（第2章、第7章），杜庆檐（第1章、第5章），郭健（第10章），张志军（第ll章）。
全书由霍曼琳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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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天然石材、胶凝材料、水泥混凝土、建筑砂浆、建筑钢材、沥青及沥青混合料、木材、
墙体材料、合成高分子材料与建筑功能材料等，建筑工程中常用材料的基本成分、生产工艺、技术性
能、应用方法及其他基本知识，并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介绍了常用材料的试验方法和有关知识。
本书全部采用新标准和新规范，对近几年不断涌现的新材料、新品种作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和介绍，借
以跟上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步伐。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用作继续
教育与自学考试的教学或自学教材，还可供从事实际工程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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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水化热　　水泥水化是放热反应，其放出的热量称为水化热。
水化放热的速率及数量主要决定于水泥的矿物组成。
C3A的水化热与放热速率最大，C3s与C4AF次之，C2S放热最慢，热量也最小。
水化放热情况还与水泥细度、水灰比、养护温度、水泥储存时间，以及混合材料及外加剂的品种和数
量等因素有关。
水泥颗粒越细，早期放热速率将显著增加。
　　硅酸盐水泥的水化热大，放热周期也较长，但大部分热量是在3d以内，特别是在水泥浆发生凝结
硬化的初期放出。
一般水化3d的放热量约为总放热量的50％，7d为75％，3个月达90％。
对于大型基础、水坝、桥墩等大体积混凝土构筑物，由于水化热积聚在内部不易发散，其内部温度常
在50-60℃以上，内外温差很大，由此产生的温度应力可使混凝土产生开裂。
在大体积混凝土工程中，不宜采用硅酸盐水泥，应采用低热水泥。
　　（6）通用硅酸盐水泥石的腐蚀与防止　　水泥石在一般的使用环境中有较好的耐久性，但如果
与某些腐蚀性液体或气体介质长期接触，会逐渐被腐蚀。
　　水泥石的腐蚀分为物理腐蚀和化学腐蚀。
物理腐蚀是指各类盐溶液渗透到水泥石内部，虽未与水泥石发生化学反应，但经干燥结晶后的体积膨
胀对水泥石产生的破坏作用。
在干湿交替的部位，这类腐蚀尤为严重。
化学腐蚀是指外界各类腐蚀介质与水泥石内部的有效成分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或易溶于水、或体积膨胀
、或无胶结性能产物而使水泥石的结构遭到破坏的腐蚀作用。
　　1）水泥石的主要腐蚀类型　　①软水（溶出性）侵蚀　　水泥的水化产物必须在一定浓度的氢
氧化钙溶液中才能稳定存在。
如果溶液中的碱度小于水化产物所要求的极限浓度时，水化产物将被溶解或分解，造成水泥石结构的
破坏。
　　雨水、雪水、蒸馏水、工厂冷凝水、含碳酸盐甚少的河水与湖水等都属于软水。
当水泥石长期处于软水环境中时，氢氧化钙会被溶出（氢氧化钙的溶解度为1.3g／L以上）。
在静水或无压的情况下，由于氢氧化钙溶解度小、易达饱和，溶出仅限于表层，影响不大；但在流水
及压力水作用下，氢氧化钙将被不断溶解流失，使水泥石碱度不断降低，进而引起其他水化产物的分
解溶蚀。
例如，高碱性的水化硅酸盐、水化铝酸盐等分解成为低碱性的水化产物，最后会变成胶结能力很差的
产物，使水泥石结构遭受破坏，这种现象称为溶析。
　　如果环境水中含有重碳酸盐，则重碳酸盐与水泥石中的氢氧化钙起作用，生成几乎不溶于水的碳
酸钙，反应式如下：　　Ca（OH）2+Ca（HCO3）2→2CaCO3+2H20　　碳酸钙沉积在水泥石孔隙内
起密实作用，阻止外界水的继续侵入及内部氢氧化钙的扩散析出。
利用此原理，对需与软水接触的混凝土，若预先在空气中硬化，存放一段时间后使之形成碳酸钙外壳
，可对溶出性侵蚀起到一定的阻止作用，或者人为进行混凝土表面的碳化处理，以减缓软水的溶出性
腐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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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系列教材：建筑材料学》是根据“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
等专业的特点，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工科类建筑材料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编写而成的
。
主要阐述工业与民用建筑、交通土建等工程中所必须掌握的建筑材料知识，重点突出水泥、混凝土、
建筑钢材及沥青材料等有关内容，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国内外出现并在工程中应用的新材料和新技术，
以适应当前建筑工程发展的要求。
每章后均列有复习思考题，可帮助学生归纳总结，加深印象，检验学习掌握的程度。
由于建筑材料课程强调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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