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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1版出版后已多次重印，被全国几十所高校选作教材，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本书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以更好地适应拓宽后的土木工程专业&ldquo;大土木&rdquo;
的需要，实现&ldquo;知识、能力、素质&rdquo;的有机统一。
为了加强创新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本书作了如下改进：1.每章之首增设置了&ldquo;历史
回顾&rdquo;专栏。
该专栏是介绍历史上一些与该章学习内容相关的实例，引导学生思考，以利于自主学习。
2.每章原&ldquo;创新漫谈&rdquo;专栏改为&ldquo;创新能力培养&rdquo;专栏，把培养创新能力贯穿于
土木工程材料的学习中。
3.按我国有关的新标准、新规范对内容更新，并注意反映本学科国内外的新成就。
4.本书对第l版的原有特色也予以强化：（1）每章均有学习指导，指出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目标，并
提出学习建议；（2）每节均有工程实例分析，以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3）实验部分提出了几项综合设计实验，并设置问题与讨论；（4）突出了土木工程材料的环
保问题，以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5）每章设置练习题并在书后附参考答案，以方便学生学习。
本书由苏达根主编。
绪论、第l章至第5章由苏达根（华南理工大学）修订；第6章由邹桂莲、苏达根（华南理工大学）修订
；第7章由张志杰、黄承亚（华南理工大学）修订；第8章由林少敏（韩山师范学院）、柯昌君（长江
大学）修订；第9章由钟明峰（华南理工大学）、何娟（广州大学）修订；试验部分由苏达根（华南
理工大学）、程从密（广州大学）、张慧珍（广东工业大学）、苏倩（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修订
。
华南理工大学黎鹏平、区翠花、赵一翔、钟小敏、董桂洪、鲁建军、王功勋、袁秀霞、王小波、赵勇
、许红金、唐正宇等也参加了部分工作或提出宝贵意见。
华南理工大学王端宜教授审阅了本书，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
华南理工大学等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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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土木工程专业的培养要求并在第1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本书的指导思想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更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增强综合素质。
    本书共11部分，包括：绪论，土木工程材料基本性质，建筑金属材料，无机胶凝材料，混凝土与砂
浆，砌体材料，沥青和沥青混合料，合成高分子材料，木材，建筑功能材料及土木工程材料试验。
除绪论、土木工程材料试验外，各章均有学习指导、历史回顾、创新能力培养、练习题，在书后附练
习题参考答案；各节均有工程实例分析。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教材，与《土木工程材料网络课程》或《
土木工程材料CAI课件》配套使用效果更好。
此外，本书还可供土木工程设计、施工、科研、管理和监理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木工程材料>>

作者简介

苏达根，广东佛山人，1948年生，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为土木工程材料和废物综合利用。
近年来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优秀教学成果奖5项，1996年获广州市“科学技术突出贡献金鼎奖”
，1999年获“广东省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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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按主线有重点地点面结合学习“土木工程材料”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学习时
需以材料组成、结构、性能与应用为主线.重点是掌握性能与应用，而对材料的生产只作一般性的了解
。
土木工程材料种类繁多，需要学习和研究的内容范围很广。
因此，对其学习不必面面俱到，平均分配力量，而应有重点地、点面结合地进行学习。
本书每章均有学习指导，指出了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学习难点，并提出了学习建议。
本书在内容安排上根据轻重已作了详略的处理，如墙体材料突出了新型墙体材料，而对普通粘土烧结
砖予以淡化等。
本课程的学习重点是掌握土木工程材料的性能及其应用。
但不可满足于知道该材料具有哪些性质、有哪些表象，重要的是理解形成这些性质的内在原因、外部
原因和这些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更好地应用，并注意对各材料的性能比较，注意其异同点，具
体的数据懂得查找即可。
2.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有机统一学习本课程不仅仅是为了掌握有关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更重要的
是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提高综合素质。
本书每节均有工程实例分析，这是为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
的。
建议在阅读案例的基本情况后，先联系有关的知识独立思考，然后阅读其原因分析，且应当多观察身
边的工程实际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
本书所选案例中有些是往届学生的课程小论文，相信对同学们的学习也会有所启迪。
在学习完每一章后，对习题与讨论亦应认真思考，并可对照所附参考答案。
这些习题大多源自工程实际，在此过程中不仅可加深基本原理、基本知识的理解，而且有利于分析解
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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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木工程材料(第2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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