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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等专业对本课程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的要求，结合近年来我们在课程建设方面取得的经验，重新修订了
本教材。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体现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目标；收集采用了新的标
准和规范，继续强调对节能环保绿色建材的推广应用，加强对建材质量性能检测试验能力的培养，注
意与工程实践的结合，增加了综合实训内容。
　　本教材绪论，第2、13章和试验七由范文昭编写；第1、3、4、5章由范红岩编写；第7、8、9章，
建筑材料试验和综合实训由宋岩丽编写；第6、10、ll、12章由陈立东编写。
范文昭担任主编，范红岩、宋岩丽担任副主编。
　　主要由以上教师开发的2006年国家精品课程“建筑材料”，网址：WWW．sxatc．com点击“精
品课程”，可供师生共享。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配有多媒体课件，请选用本教材的老师与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联系有关赠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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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材料(第3版)》是根据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等专业对建筑材料课程的
基本要求编写的。
主要介绍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天然石材、气硬性胶凝材料、水泥、混凝土、建筑砂浆、墙体材料与
屋面材料、建筑钢材、木材、防水材料、绝热与吸声材料、建筑塑料、建筑装饰材料等常用建筑材料
的种类、名称、规格、质量标准、检测试验方法、保管及应用，以及新材料发展动态等内容。
为了便于学习和复习，每章前列出内容提要，说明本章应该掌握和了解的要点，每章后有小结和复习
思考题。
编写过程中力求内容适用和新颖，注意能力培养。
全书采用了现行规范、现行标准及法定计量单位。
　　《建筑材料(第3版)》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建筑工程施工或经济管理类专业教
材，也可用作职业岗位培训教材或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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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轻骨料混凝土的施工与普通混凝土基本相同，但因轻骨料具有表观密度小、吸水能力强等性能，
故施工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应对轻粗骨料的含水率及其堆积密度进行测定。
　　（2）必须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防止轻骨料上浮或搅拌不均。
　　（3）拌合物在运输中应采取措施减少坍落度损失和防止离析。
当产生拌合物稠度损失或离析较严重时，浇筑前应采用二次拌和，但不得二次加水。
拌合物从搅拌机卸料起到浇入模内止的延续时间不宜超过45min。
　　（4）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应采用机械振捣成型。
对流动性大、能满足强度要求的塑性拌合物以及结构保温类和保温类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可采用插
捣成型。
干硬性轻骨料混凝土拌合物浇筑构件，应采用振动台或表面加压成型。
浇筑上表面积较大的构件，当厚度小于或等于200mm时，宜采用表面振动成型；当厚度大于200mm时
，宜先用插入式振捣器振捣密实后，再表面振捣。
用插入式振捣器振捣时，插入间距不应大于棒的振动作用半径的1倍。
连续多层浇筑时，插人式振捣器应插入下层拌合物约50ram。
振捣延续时间应以拌合物捣实和避免轻骨料上浮为原则。
振捣时间应根据拌合物稠度和振捣部位确定，宜为10-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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