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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是建筑装饰装修的物质基础，要创造满足人们多形式、多层次、多风格的要求
，充分体现个性化、人性化的建筑空间和环境，主要是通过装饰装修材料的质感、纹理、色彩来实现
其各种风格的装饰效果及不同的使用功能。　　不同的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具有不同的性能、质量标准
及应用范围和施工方式。只有了解、熟悉和掌握了建筑装饰装修材料的这些基本知识，才能根据装饰
工程类别、装饰装修部位和使用条件，选择合格材料，以达到理想的装饰装修效果。　　随着房地产
业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装饰装修材料的种类越来越多，更新越来越快，急需汇集
国内外最新的相关信息提供给需求者。为方便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和材料营销、材料质检与验收
等人员以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我们精心编写了《建筑装饰装修材料便携手册》一书。　　本
手册以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相关的学术著作、产品说明书为依据，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
常用建筑装饰装修材料的名称、品种、规格、结构、理化性能及相关技术要求。　　本手册内容丰富
、信息量大、实用性强，是装饰装修设计、施工、管理等各使用部门，以及大专院校师生必备的工具
书和参考资料。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虽作了最大努力去收集素材、筛选资料
，但门类多、涉及面广，产品更新换代快，很难将所有装饰装修材料一一编入，作到尽善尽美。书中
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本书引用了一些书刊、杂志资料，在
此谨向它们的作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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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装饰装修材料便携手册》介绍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中常用的、重要的材料，有石材、石膏材料
、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地板类装饰材料、木质饰面材料、铝合金及塑料门窗、玻璃、顶棚装饰材料
、墙面装饰板材、油漆、涂料、胶粘剂、塑料管、金属材料、地毯与壁毯、照明电器、散热器与地热
地面采暖材料等共十八大类，内容包括各类饰材的性能、品种、规格、型号、标准以及生产厂家等，
以表格为主，辅以必要的文字说明，叙述简单扼要，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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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装饰装修材料一般是指主体结构工程完工后，进行室内外墙面、顶棚、地面的装饰和室内外
空间布置所需的材料，它是既达到装饰目的，又可以满足一定使用要求的功能性材料。　　建筑装饰
装修材料是集材质、工艺、造型设计、色彩、美学于一体的材料。　　一个时代的建筑物很大程度上
受到建筑材料，特别是受到建筑装饰装修材料的制约，并反映着时代的特征。因此，建筑装饰装修材
料足建筑物的重要物质基础。　　颜色是材料对光谱选择吸收的反映。不同颜色的材料给人以不同的
感觉，如：红色、橘红色的材料给人一种温暖、热烈、喜庆的感觉；绿色、蓝色的材料给人一种宁静
、清凉、寂静的感觉。　　光泽度是材料表面方向性反射光线的性质。材料表面越光滑，则光泽度越
高。当为定向反射时，材料表面具有镜面特征，称为镜面反射。不同的光泽度，可改变材料表面的明
暗程度，并可以扩大视野或创造不同的虚实对比。　　透明性足光线能够透过材料的性质，材料可分
为透明体（可透光、透视）、不透明体（既小透光也不透视）和半透明体（介于透明体和不透明体之
间）。利用不同的透明度可隔断或调整光线的明暗，造成特殊的光学效果，也可使物像清晰或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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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结合最新国家标准、规范，材料品种齐全、信息量大，表格式数据清晰、易查找。　　本手册以
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相关的学术著作、产品说明书为依据，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常用建
筑装饰装修材料的名称、品种、规格、结构、理化性能及相关技术要求。本手册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实用性强，是装饰装修设计、施工、管理等各使用部门，以及大专院校师生必备的工具书和参考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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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材料承担建筑的一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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