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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材料》

前言

本书以土木工程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编写，适应“大土木”的需求，同时
兼顾建筑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及地下工程等多学科要求，有较宽的专业知识面。教材紧紧围绕
专业需求，从课程实际学时数出发，在保证内容完整的基础上，力求简明、实用、重点突出；着重于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基本技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本书全部采用国家或行业颁布的最新标准、规
范或规程，同时在内容上力求推陈出新。每章后附有适量的复习思考题，以方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
解、巩固和提高；同时，设置了开放讨论内容，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学生的
知识面。 本书由程云虹（东北大学）和陈四利（沈阳工业大学）担任主编，丛树民（沈阳大学）担任
副主编。程云虹负责编写绪论，第1章，第2章22节，第3章32节、33节、35节），第4章，第5章，第6
章63节、64节、第7章711节、712节、723节、725节、727节，第10章101节及第11章；陈四利负责编写
第2章21节，第3章34节、36节、37节，第6章65节、66节，第7章721节、722节、724节、726节，第8章，
第9章，第10章102节，103节；丛树民负责编写第2章23节，第3章31节、38节、39节，第6章61节、62节
，第7章713—716节，第10章104节。另外，李亚洲、秦志生、刘佳、侯建龙及徐龙硕等参加了书稿的
整理及校对工作。 由于土木工程材料发展非常快，不断有新材料出现，国家及行业技术标准在不断更
新，再加上编者水平和时间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恳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
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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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木工程材料》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为11章，内容包括土木工程材料的
基本性质、水泥混凝土、砂浆、砌筑材料、土木工程钢材、沥青及沥青混合料、木材、合成高分子材
料、建筑功能材料、常用土木工程材料的试验方法。 
《土木工程材料》可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土木工程设计、
施工、科研及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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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9.3.1 纤维的种类纤维混凝土中常用的纤维按其材料性质可分为金属纤维、无机非金
属纤维、天然有机纤维和合成有机纤维。金属纤维包括钢纤维、不锈钢纤维等；无机非金属纤维包括
石棉、矿棉、玻璃纤维、碳纤维等；天然有机纤维包括纤维素纤维、木质素纤维、麻纤维等；合成有
机纤维包括聚丙烯纤维、尼龙纤维、芳纶纤维等。最常用的纤维是钢纤维和合成有机纤维。纤维按弹
性模量的大小可分为高弹模纤维和低弹模纤维两类，高弹模纤维是指弹性模量高于混凝土材料的纤维
，如钢纤维、玻璃纤维、碳纤维等；低弹模纤维是指弹性模量低于混凝土材料的纤维，如聚丙烯纤维
、尼龙纤维等。3.9.3.2 纤维的作用（1）阻裂作用纤维可阻止水泥基体中微裂缝的产生与扩展，这种阻
裂作用既存在于水泥基体的未硬化的塑性阶段，也存在于水泥基体的硬化阶段。（2）增强作用水泥
基体抗拉强度低，纤维能有效地保持和提高水泥基体的抗拉强度。（3）增韧作用在荷载作用下，当
水泥基体发生开裂，纤维可横跨裂缝承受拉应力并可使复合材料具有一定的延性，即增加了材料的韧
性。在纤维混凝土中，纤维能否同时起到以上三方面的作用，或只起到其中两方面或单一作用，主要
取决于纤维的含量、几何形状、长径比及弹性模量等。各种纤维混凝土的最佳纤维掺量和纤维长径比
应通过试验确定。纤维混凝土目前主要用于对抗冲击、抗裂性能要求较高的工程和具有复杂应力结构
的构件，如路面、桥面、机场道面、断面较薄的轻型结构、压力管道及屋面、地下、游泳池等刚性防
水结构等。随着纤维混凝土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类纤维性能的改善和成本的降低，纤维混凝土将在土
木工程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3.9.4 聚合物混凝土聚合物混凝土是由有机聚合物、无机胶凝材料、骨
料结合而成的新型混凝土。聚合物混凝土可分为聚合物浸渍混凝土、聚合物水泥混凝土和聚合物胶结
混凝土三种。3.9.4.1 聚合物浸渍混凝土聚合物浸渍混凝土是以硬化的混凝土为基材，将有机单体浸入
混凝土中，并用加热或辐射等方法使浸入的单体聚合而制成的一种混凝土。在聚合物浸渍混凝土中，
聚合物与水泥凝胶体相互穿插，形成了连续的空间网络，同时聚合物起到填充混凝土内部孔隙和微裂
纹的作用。聚合物在混凝土中的填充和固化作用使得聚合物浸渍混凝土具有高强度、耐蚀、抗渗、耐
磨、抗冲击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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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木工程材料》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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