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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材料》是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
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
干意见》（教高[2006]16号）等文件精神，由全国水利水电高职教研会拟定的教材编写规划，在中国
水利教育协会指导下，由全国水利水电高职教研会组织编写的第二轮水利水电类专业规划教材。
第二轮教材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主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体现出实用性、实践性、创新性的教材特
色，是一套理论联系实际、教学面向生产的高职高专教育精品规划教材。
　　编写《建筑材料》的指导思想是结合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不仅培养学生掌握
有关的专业知识，更注重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所以把与《建筑材料》配套使用的《建筑材料实训指
导》一书重点推出；为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章节均有工程
实例分析；为使学生在学习时目标明确，每章开头均有学习指导，指出了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目标
；每章在配套教材《建筑材料实训指导》里设置了类型多样的习题，以方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进一步
理解和巩固。
《建筑材料》尽量采用新标准、新规范，并简要介绍了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各专业可根据自身的教学目标及教学学时，对教材内容进行取舍。
　　《建筑材料》编写人员及编写分工如下：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利职业学院武桂芝（绪论、第一章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张守平（第二章、第三章），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刘进宝、陈谨（
第四章），沈阳农业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孟祥礼（第五章、第十章），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英明（第六章），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杜旭斌（第七章），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张信（第八章、第
十一章），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刘微微（第九章）。
《建筑材料》由武桂芝、张守平、刘进宝担任主编，武桂芝负责全书统稿，由孟祥礼、张信担任副主
编，由黑龙江农垦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孙家国担任主审。
　　由于建筑工程材料品种繁多，新材料发展快，且各行业技术标准不完全一致，又限于编者水平有
限，故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师生、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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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职高专水利水电类专业规划教材，是根据全国水利水电高职教研会制定的建筑材料课程
教学大纲编写完成的。
本书共十一章，包括：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气硬性胶凝材料、水泥、混凝土、砂浆、砌体材料、建
筑钢材、沥青及沥青混合料、合成高分子材料(包括土工织物)、木材、建筑功能材料。
本书各章均有学习指导和工程实例分析。
本书配套教材《建筑材料实训指导》(孟祥礼、高传彬主编，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与本书同时出版。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水利水电工程、水利工程施工、工业与民用建筑、给水排水工程、农田水
利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土木建筑类其他专业、中等专科学校相应专业的师生及相关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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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溶解期　　水泥加水拌和后，水化反应首先从水泥颗粒表面开始，水化生成物迅速溶解于周围
水体。
新的水泥颗粒表面与水接触，继续水化反应，水化产物继续生成并不断溶解，如此继续，水泥颗粒周
围的水体很快达到饱和状态，形成溶胶结构。
　　2.凝结期　　溶液饱和后，继续水化的产物逐渐增多并发展成为网状凝胶体（水化硅酸钙、水化
铁酸钙胶体中分布有大量的氢氧化钙、水化铝酸钙及水化硫铝酸钙晶体）。
随着凝胶体逐渐增多，水泥浆体产生絮凝并开始失去塑性。
　3.硬化期　凝胶体的形成与发展，使水泥的水化反应越来越困难。
随着水化反应继续缓慢地进行，水化产物不断生成并填充在浆体的毛细孑L中，随着毛细孔的减少，
浆体逐渐硬化。
　　硬化后的水泥石结构由凝胶体、未完全水化的水泥颗粒和毛细孔组成。
　　（三）影响水泥凝结硬化的主要因素　　影响水泥凝结硬化的因素，除水泥熟料矿物成分及其含
量外，还与下列因素有关。
　　1.细度　　细度指水泥颗粒的粗细程度。
细度越大，水泥颗粒越细，比表面积越大，水化反应越容易进行，水泥的凝结硬化越快。
　　2.用水量　　水泥水化反应理论用水量约占水泥质量的23％。
加水太少，水化反应不能充分进行；加水太多，难以形成网状构造的凝胶体，延缓甚至不能使水泥浆
硬化。
　3.温度和湿度　水泥的水化反应随温度升高，反应加快。
负温条件下，水化反应停止，甚至水泥石结构有冻坏的可能。
水泥水化反应必须在潮湿的环境中才能进行，潮湿的环境能保证水泥浆体中的水分不蒸发，水化反应
得以维持。
　4.养护时间（龄期）　保持合适的环境温度和湿度，使水泥水化反应不断进行的措施，称为养护。
水泥凝结硬化过程的实质是水泥水化反应不断进行的过程。
水化反应时间越长，水泥石的强度越高。
水泥石强度增长在早期较快，后期逐渐减缓，28 d以后显著变慢。
据试验资料显示，水泥的水化反应在适当的温度与湿度的环境中可延续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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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职高专水利水电类专业规划教材：建筑材料》是结合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不仅培养学生掌握有关的专业知识，更注重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
　　为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章节均有工程实例分析；为使
学生在学习时目标明确，每章开头均有学习指导，指出了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目标；每章在配套教
材《建筑材料实训指导》里设置了类型多样的习题，以方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进一步理解和巩固。
《全国高职高专水利水电类专业规划教材：建筑材料》尽量采用新标准、新规范，并简要介绍了新材
料、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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