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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材料”课程是土建类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
它既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又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专业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达到的知识目标为：掌握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常用建筑材料及其制品的
主要技术要求、性能、基本用途、常见规格；熟悉有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了解常用材料检测的
取样方法、试验原理、数据处理及试验结果分析处理方法；了解建筑材料的生产、储运、验收、保管
及绿色环保性。
应达到的能力目标为：熟悉试验设备的性能及操作方法，掌握基本的测试技能；能在实际工作中科学
、经济、合理地选用建筑材料；通过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能掌握混凝土、砂浆配
合比设计等综合应用能力。
　　为此，我们分《建筑材料》、《建筑材料试验实习指导书与报告书》二部分编写，并根据立体化
教材要求制作了配套光盘，其内容包括：教学课件、电子教案、学习指导、习题与参考答案、模拟试
卷及参考答案等。
　　本立体化教材由王松成（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主编，林丽娟（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任副
主编。
全部内容由王松成统稿。
具体编写分工是：《建筑材料》教材由王松成编写绪论、第1～5章；林丽娟编写第6章、第7章、第10
章；朱利（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8章、第9章。
《建筑材料试验实习指导书与报告书》由刘冰梅（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主持编写，林丽娟参与编
写。
光盘由王松成主持编制，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温力、刘冰梅、徐美娟、朱利等参与制作。
　　本教材在编制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在此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立体化教材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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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材料(含试验实习指导书与报告书)》为《高职高专建筑工程类教材系列》之一，由纸质教
材和光盘组成。
纸质教材由《建筑材料》教材及与之配套的《建筑材料试验实习指导书与报告书》组成。
光盘内容有；教学课件（PPT和Authorware各一套，并附有制作的全部素材，可供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
要求进行二次加工制作）；分章节的学习指导、习题与思考题及习题与思考题参考答案；分章节的电
子教案；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等。
可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参考。
《建筑材料(含试验实习指导书与报告书)》共分十一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材料的基本性质、石材
、气硬性胶凝材料、水泥、混凝土、建筑砂浆、建筑钢材、木材、沥青和合成高分子材料、墙体材料
。
《建筑材料(含试验实习指导书与报告书)》可作为土建类专业的教材及建筑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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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1.7 水泥石腐蚀的防止措施　　1.根据侵蚀性介质选择合适的水泥品种　　如采用水化产物中氢
氧化钙含量少的水泥，可提高对淡水等侵蚀的抵抗能力；采用含水化铝酸钙低的水泥，可提高对硫酸
盐腐蚀的抵抗能力；选择混合材料掺量较大的水泥可提高抗各类腐蚀（除抗碳化外）的能力。
　　2.提高水泥的密实度，降低孔隙率　　硅酸盐水泥水化理论水灰比为0.22左右，而实际施工中水灰
比为O.40～0.70，多余的水分在水泥石内部形成连通的孔隙，腐蚀介质就易渗入水泥石内部，从而加
速了水泥石的腐蚀。
在实际工程中，可通过降低水灰比、仔细选择骨料、掺外加剂、改善施工方法等措施，提高水泥石的
密实度，从而提高水泥石的抗腐蚀性能。
　　3.加保护层　　用耐腐蚀的材料，如石料、陶瓷、塑料、沥青等覆盖于水泥石的表面，防止侵蚀
性介质与水泥石直接接触，达到抗侵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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