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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筑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建筑防水材料的技术要求和产品质量要
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提高建筑防水材料检验人员的技术水平，方便检验人员工作，特编写了《建筑防
水材料试验室手册》一书，以适应建筑防水材料发展的需要。这是继《环氧胶粘剂》、《石油沥青及
其在建筑中应用》、《沥青防水材料性能与检验》、《聚合物沥青及其建筑防水材料》之后出版的又
一部技术专著。尤其是《石油沥青及其在建筑中应用》一书，在1983年出版以后，在建筑防水材料行
业曾引起很大的反响，并于1987年再版发行。《聚合物沥青及其建筑防水材料》一书又受到同行专家
们的较高评价。这些图书的出版为我国建筑防水材料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积极
推动作用，为我国建筑防水材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本书主要介绍了建筑防水材料试验室的
建设、所需的设置与设备、检测仪器与仪表、建筑防水材料所用的原材料。包括沥青材料、高分子材
料、辅助材料的技术标准与试验方法；沥青防水卷材、聚合物沥青防水卷材、建筑防水涂料、建筑防
水密封材料与胶粘剂、建筑刚性防水材料、建筑沥青混凝土和沥青砂浆、瓦类防水材料等技术标准与
试验方法。尽量做到在本手册中可以查阅到建筑防水材料相关的试验方法。对检测人员所必须掌握的
基本知识，如产品抽样方法、检测数据的读取与记录、数据的计算与处理、国家标准计量单位、常用
计量单位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建筑防水材料是门综合性学科，现已不单纯是沥青和沥青防水材料
学，还涉及合成树脂与塑料工艺学、合成橡胶与橡胶工艺学、合成树脂与涂料工艺学、水泥与水泥混
凝土性能学、材料力学等，可以说是不少学科都已逐渐渗透到建筑防水材料方面，出现了许多边缘性
学科。因此，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共促建筑防水材料的发展。为此，要想把《建筑防水材料试验室手册
》编写得既系统又完善并非易事。随着建筑防水材料日新月异的发展，建筑防水材料技术标准和试验
方法亦随着不断更新，建筑防水材料试验仪器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建筑防水材料试验室手册》也
需要不断进行增补和更新。希望同行的后起之秀们，能在本手册的基础上，不断提出增补和修改意见
，使本手册真正成为建筑防水材料科技工作者一本必备的较好的参考用书。　　在编写过程中，曾得
到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山西唐太沥青技术公司的支持，特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
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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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防水材料试验室手册》较全面地介绍了建筑防水材料试验室的建设、设置和设备、仪器和仪表
、建筑防水材料常用的原材料(包括沥青材料、高分子材料、辅助材料)的技术标准与试验方法；沥青
防水卷材、聚合物沥青防水卷材、高分子防水卷材、建筑防水涂料、建筑防水密封材料与胶粘剂、建
筑刚性防水材料、建筑沥青混凝土和沥青砂浆等技术标准和检验方法。同时对试验人员所必备的基本
知识，如抽样方法、试验数据的读取和记录、数据的处理和计算等做了叙述。
《建筑防水材料试验室手册》可供从事建筑防水材料的科研、教学、检验、生产和施工有关工程技术
人员学习，亦可作为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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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防水材料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科学领域比较广泛，不单纯是沥青材料学，还涉及无机
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无机合成化学、有机合成化学、橡胶与橡胶工艺学、合成树脂与塑料
工艺学、合成树脂与涂料工艺学、水泥与水泥混凝土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电气仪表、机械设计
等。电子计算机技术也逐渐在建筑防水材料行业得到应用和发展，促进了建筑防水材料生产自动化，
建筑防水材料检验仪器和设备的智能化，大大提高了建筑防水材料的生产速度和产品质量，加快了建
筑防水材料的检验速度和检测结果的精确度。研究和开发建筑防水材料需多学科的知识，需要多学科
人才共同合作才能促进建筑防水材料更快的发展。　　第一节建筑防水材料的发展　　一、从茅草屋
到陶瓦的出现　　避风雨，抗寒暑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在远古时期以洞为屋，栖息食宿。后又出
现挖掘地穴，逢雨或夜晚人穴栖息。在多雨的地区不可能挖穴，为防止野兽侵害，改在树上筑巢，有
“冬则住营窟，夏则住槽巢”之说。窟与巢均为避风雨和栖息之处。　　大约在五万年前，随着人类
生活区域的扩大，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经验丰富，开始由洞穴或从树枝上向地面移建，出现用树木搭建
成的两角落地的“人”字屋，上披野草、树皮作为防水材料。雨水顺所披野草、树皮直流而下，既保
温又防水。我们祖先发明的“筑土构木”的方法，就地取材建造房屋就是例证。直到现在某些地区仍
有以谷草为房顶的大坡度草屋。在有些山区，还采用天然的石板干铺在屋面上，建成石板防水屋面。
在1979年去贵州考察时，曾在贵州边远山区见到过这种石板屋面。　　随着陶器的出现，人类发明了
瓦。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应用了各种形式的黏土烧制瓦，制瓦技术日趋完善。　　早期的陶瓦质疏
、吸水多、表面粗糙、流水缓慢；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在瓦坯涂釉后，再经高温处理的玻化琉璃
瓦，从而增加了瓦的防水性能和美观，一直沿用了4000年之久。许多千年以上的古代建筑得以保存到
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琉璃瓦的使用。　　此外，还有木瓦、竹瓦、铜瓦、铁瓦等。宠大的
瓦氏家族垄断建筑防水材料达数千年之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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