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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混凝土辅助胶凝材料》主要介绍了石灰石粉、天然火山灰、粉煤灰、硅灰、矿渣及磷渣粉六种
辅助胶凝材料，从材料的组成、结构等特性出发，着重介绍不同辅助胶凝材料在混凝土中的作用机理
、特殊应用以及对混凝土性能的具体影响。
　　本书内容丰富，并配有大量的应用实例。
既可以作为建筑和土木工程师、建筑出版商、混凝土生产商的工具书，又可以用作混凝土专家、学者
、高校教师、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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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数华，工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副教授。
分别于2001年6月、2003年6月和2005年12月在武汉大学获工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6年1月
至2007年12月在清华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08年1月进入武汉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主要从事高性能水泥基材料、水工建筑材料及工业废渣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已出版专著2部、译著2郜、主编科技书1部、参编标准1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SCI、EI、ISTP
收录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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