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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材料是建筑工程专业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阐述常用建筑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的基本
组成、性质、应用及质量标准、检验方法、储运和保管知识等。
本书采用国家现行的标准和规范，按照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和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类专业的培养
目标及建筑材料教学大纲编写而成。
本书结合高职高专特点，强调实用性和适用性，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各种版本的《土木工程材料》《
建筑材料》等教材，在内容取舍上，注意突出常用材料和基本理论，删去或缩减了已过时的或不常用
的一部分传统材料，更新和补充了部分常用的新型材料，并对部分章节的编排进行了调整；在材料性
能的论述中，力求概念准确、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在论证方法上，注意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运用深入浅出的表述方法。
本书适用教学时数为60～70学时，为方便教学及扩大知识面，大部分章后都附有思考题，部分章后还
附有习题，以利于学生复习和自学。
　　为加强实用技能培养，本书专门配套出版《建筑材料实训》，从取样、试验仪器设备、试样准备
、方法步骤到数据处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
　　本书由河南焦作大学陈玉萍任主编，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赵书远、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焦有权任
副主编，代学灵担任主审。
编写人员如下：第2，7章——陈玉萍；第5章一赵书远；第10，11章——焦有权；第12章——袁金艳（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第3章——李娜（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第4章——朱忠业（郑州华信学’
院）；第1章——金涛（北京丰台城市园林建设学校）；第8章——李娜、金涛；第6章——高彦丛（北
京首钢工学院）；第9章一一王艳红（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近年来由于我国基础建设的迅猛发展，建筑材料随之也涌现出很多新品种，本书未能涵盖所有的
建筑材料，同时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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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是根据目前高职高专院校建筑工程
专业的教学基本要求，依据我国最新修订的相关规范、标准编写的。
       本书系统讲述了建筑工程中常用材料的基本性质、技术性能、质量标准及合理应用等内容，为突
出实用性，在主要介绍石灰、水泥、混凝土、砂浆、钢材的同时，对装饰材料、防水材料、其他功能
材料亦作了相应介绍。
    本书除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专业的教材外，还可作为土建类其他专业的教学用书，以
及土建类一般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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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 我国建筑材料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近年来，我国的水泥、平板玻璃、建筑卫生陶瓷和石墨
、滑石等部分非金属矿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建材生产大国。
但必须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差距还不小，主要表现在：能源消耗大；劳动生产率低；污染
环境严重；科技含量低；产品创新、市场应变能力差等。
总体来说建筑材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面I临着更高的要求，尤其需要注意：第一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
针，建立节约型生产体系；第二是大力发展无污染、绿色建材产品，同时要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与监
控管理体系；第三是采用高技术成果，推进建材工业的现代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能源和资源消
耗，大力发展功能型建筑材料，提供更多更好的建材产品，以满足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1.2 建筑材料在工程中的作用　　建筑材料是建筑工程的物质基础。
所有建筑都是由各种散体建筑材料经过缜密的设计和复杂的施工最终构建而成。
建筑材料的物质性还体现在其使用的巨量性，一幢单体建筑一般重达几百至数千吨甚至可达数万、几
十万吨，这决定了建筑材料在生产、运输、使用等方面与其他门类材料的显著不同。
建筑材料的发展赋予建筑物以时代的特性和风格，西方古典建筑的石材廊柱、中国古代以木架构成为
代表的宫廷建筑、当代以钢筋混凝土和型钢为主体材料的超高层建筑，都呈现了鲜明的时代感。
建筑设计理论不断进步和施工技术的革新不但受到建筑材料发展的制约，亦受到建筑材料发展的推动
。
大跨度预应力结构、薄壳结构、悬索结构、空间网架结构、节能型特色环保建筑的出现无疑都是与新
材料的产生密切相关的。
建筑材料科学、合理的运用直接影响到建筑工程的造价和投资。
在我国，一般建筑工程的材料费用要占到总投资的50％～60％，特殊工程的这一比例还要提高，对于
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建筑材料特性的深入了解和认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进而达到最
大的经济效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从事建筑工程的技术人员都必须了解和掌握建筑材料有关技术知识，而且应使所用的材料都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其效能，合理、经济地满足建筑工程上的各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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