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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在高琼英教授主编的第一、二版的基础上加以修订补充的。
前两版从1997年至2006年已发行了30余万册，在此特向广大读者表示真诚感谢。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教学改革的需要，编者在第二版的框架内又作了若干重要修订补充。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根据科学技术进步的新进展以及新出台的国家标准和规范，对原书进
行了更新和审订。
　　2．为适应普通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扩大专业面的改革需要，扩充了必备的相关工程材料知识。
如水利工程中的“中、低热水泥”、“防水混凝土”等；道路工程中的路面水泥混凝土组成设计和沥
青混合料及其配合比设计等。
　　3．对一些重点章节，如材料的基本性质，水泥、混凝土及沥青混合料等，较为详细地讲述了必
备的基本概念和工程知识。
对应用性较强的部分注意引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技术规范及设计程序，以便读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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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专科“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教材。
全书共分14章，主要介绍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石材、气硬性胶凝材料、水泥、混凝土及砂浆、墙体
与屋面材料、建筑钢材、木材、建筑塑料、防水材料、绝热材料和吸声材料、建筑装饰材料等常用建
筑材料的基本组成、性能、技术要求和应用范围，以及建筑材料试验和有关材料质量控制等内容。
为了方便教学和复习，每章均有内容提要，以示明该章的要点。
正文后有小结和复习思考题，对于品种繁多的材料，如水泥、墙体材料和防水材料等章的后面还列有
品种、性能、使用范围对比表，以便总结和查阅。
　　本书采用了最新标准和规范，注意了深度和广度之间的适当平衡，在重点讲述建筑材料的基本性
质、水泥及混凝土等的基础上，广泛介绍了国内目前房屋建筑中常见的各种建筑材料及其发展中的有
关新材料、新技术，以利于开阔新思路和合理适用建筑材料。
　　编写中注意了理论联系实际、精练、实用以及专科教学特点。
本书除供“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学生使用外，也可供高等职业学校、成人高校等相关专业教学及从事
建筑施工的技术人员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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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我国建筑材料及建材工业的发展　　材料科学和材料品种都是随着社会生产力
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发展的。
自古以来，我国劳动者在建筑材料的生产和使用方面都曾经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如始建于公元前475年的万里长城，所使用的砖石材料就达1亿m3；山西五台山木结构的佛光寺大殿已
有千余年历史；河北赵县的安济桥，距今约有1400年历史，仍完好无损。
据考证，安济桥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空腹式石拱桥，无论在选材、结构受力还是在艺术造型和经济上
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该桥已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选定为第12个国际历史上土木工程里程碑。
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民在建材生产、施工和使用方面的智慧和技巧。
　　自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国建筑材料生产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
自1995年后，我国的水泥、平板玻璃、建筑卫生陶瓷和石墨、滑石等部分非金属矿产品产量一直居世
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建材生产大国。
但必须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差距还不小，主要表现在：能源消耗大；劳动生产率低；污染
环境严重；科技含量低；产品创新、市场应变能力差等。
因此，国家及时地制定了建材工业“由大变强，靠新出强”的方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经过努力，建材工业的整体格局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比如主要建材产品产量继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而产品质量、品种档次、配套能力等得到了较大的提
高，尤其是优质水泥、优质玻璃及加工玻璃、优质建筑及卫生陶瓷、新型建材与制品等均得到了较快
发展；建材工业的产品结构、经济效益和经济运行质量也得到了提高，在由大变强的发展方向上前进
了一大步。
但是建材工业的现状离国家的要求和人民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在国际竞争能力方面也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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