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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陶瓷生产普遍存在能耗高和污染重的问题。
将清洁生产的理念和技术引入建筑陶瓷生产全过程，是实现建筑陶瓷行业节能减排和促进建筑陶瓷行
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本书共9章，系统介绍建筑陶瓷各个生产工序的工艺技术、污染排放、资源和能源消耗情况，结合国
内外建筑陶瓷生产和研究的最新成果，将清洁生产的核心理念——持续应用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融
入到建筑陶瓷的整个生产过程，对建筑陶瓷生产各个环节可能应用的先进工艺、新型设备、物质能量
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技术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为建筑陶瓷清洁生产的工艺技术、生产运营和组织管
理提供了全面参考。
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突出建筑陶瓷清洁生产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也强调建筑陶瓷
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性。

　　本书可供从事建筑陶瓷及环境保护领域的生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科研工作者、本科生和研究
生作为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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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建筑是人类永恒的物质追求，而建筑业则是人类永恒的事业。
现代建筑不再只是人类遮风避雨的场所，而是享受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乐园。
因此，对建筑进行装裱粉饰以增强建筑美感和提高居住舒适度是人类改善生活环境的重要活动。
其中，建筑陶瓷在建筑装饰中应用最为广泛，装饰效果最为丰富多样，已成为最重要的建筑装饰材料
。
1.1　建筑陶瓷概况1.1.1　建筑陶瓷的概念陶瓷（ceramics），陶器和瓷器的总称。
陶瓷的传统概念是指所有以黏土等无机非金属矿物为原料的人工工业产品。
它包括由黏土或含有黏土的混合物经混炼、成型、煅烧而制成的各种制品。
陶瓷产品种类繁多，物化性能多种多样，用途广泛，既可作为结构材料，也可作为功能材料；既能民
用，也可用于国防。
通常，按用途将用于建筑工程结构、建筑装饰的陶瓷产品归为一类，统称为建筑陶瓷（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ceramics），这是建筑陶瓷的广义概念。
广义建筑陶瓷可粗略地分为三类：砖瓦，主要指用于墙地砌筑、屋顶覆盖的陶瓷制品，如红砖、瓦片
等；陶瓷管，主要制品为下水道管、输水管、落水管、烟囱管等；陶瓷砖（ceramic tiles），或称墙地
砖（wall and floor tiles），是指用于建筑物的墙、地、柱、台等表面装饰性铺贴的片状陶瓷装饰材料。
狭义的建筑陶瓷专指陶瓷砖。
国家标准GB/T4100—2006《陶瓷砖》对陶瓷砖给出了严格的定义，陶瓷砖是指由黏土和其他无机非金
属原料制造的用于覆盖墙面和地面的薄板制品。
陶瓷砖在室温下通过挤压、干压或其他方法成型，干燥后，在满足性能要求的温度下烧制而成。
砖是有釉或无釉的，而且是不可燃、不怕光的。
本书所述建筑陶瓷为狭义的建筑陶瓷，即陶瓷砖，是一类专门用于建筑物的墙、地、柱、台等表面装
饰性铺贴的片状装饰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建筑陶瓷是陶瓷行业发展最快的一类产品。
据统计，1996年，全国建筑陶瓷产量为13.5亿平方米；2000年，上升为25亿平方米；2006年，上升为50
亿平方米；2008年，达到了60亿平方米以上，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以上。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陶?生产国和消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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