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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材料》

前言

　　本书以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委员会制定的“土木工程材料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结合最新规
范和标准，适应土木工程专业的建筑工程、交通土建等专业方向，并兼顾建筑学专业及土建类其他相
关专业建筑材料课程的需要，具有较宽的专业适用面。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2009年以来，国
家又有一批新的设计、施工规范和材料标准出台，原有的规范、标准有的也作了更新，这些内容需要
及时反映到新教材中去。为此，本教材全部按照国家和行业最新的现行标准、规范编写，如《建筑砂
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70-2009）、《冷轧带肋钢筋》（GB 13788-2008）、《塑性体改性
沥青防水卷材》（GB 18243-2008）等。　　（2）本书定位为非研究型的实用型教材，既有较完整的
理论，又强调了工程实用性，并能反映当代材料科学的最新技术。　　（3）很多的《土木工程材料
》教材，往往只适应于建筑工程专业方向，仍属《建筑材料》教材的内容，而不能真正适应交通土建
等专业方向，专业适应面窄。本教材克服了这个缺点，特别适应未分专业方向时的土木工程专业的教
学。　　（4）本书删除和缩减了已显陈旧的或不常用的一些传统材料，更新和补充了新型土木工程
材料。　　（5）本书各章精选了各种类型的练习题，’并在书后附有答案，非常实用并有利于学生
自学。练习题题型多样，可供学生参加各类考试前训练使用。　　（6）本书对各行业技术标准不统
一的现状有所交代，提示学生根据工程实际选用。　　本书由山东理工大学的贾致荣担任主编，河南
大学的贺东青、河南城建学院丁凌凌、陕西理工学院的孟宏睿、长江大学的龚平为副主编，皖西学院
的钱红梅参编。各章编写人员为：绪论、第1章、第6章由贾致荣编写，第2章由孟宏睿编写，第3章
（3.1）、第4章由贺东青编写，第3章（3.2～3.4）、第8章由钱红梅编写，第5章、第7章由龚平编写，
第9章、土木工程材料试验由丁凌凌编写。全书由贾致荣统稿。　　同济大学严作人教授审阅了本书
，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电力出版社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可用作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土木、建筑类其他相关专业教学用书，以及自学
考试、职业教育等用书。本书还可供从事土建工作的科研、设计、施工、管理和监理人员参考。　　
由于材料科学发展迅速，新材料、新制品、新工艺不断涌现，有一些行业技术标准也不统一，加之我
们水平所限，书中疏漏和不妥之处难免，谨请广大读者和老师们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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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材料》

内容概要

《土木工程材料》根据土木工程专业的培养要求并融合最新技术标准编制。《土木工程材料》在紧扣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操作的前提下，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用性，追求“知识、能
力、素质”的有机统一，兼顾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土木工程材料》以土木工程材料的性能及合理使用为中心，全书共ll章，包括：绪论、材料的基本
性质、建筑钢材、无机胶凝材料、水泥混凝土与砂浆、墙体材料、沥青与沥青混合料、木材、建筑塑
料与胶粘剂、建筑功能材料及土木工程材料试验。各章附有内容提要和学习要求，精选了各种类型的
复习思考题，并在书后附有答案。
《土木工程材料》可用作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土木、建筑类其他相关专业教学用书
，以及自学考试、职业教育等用书。《土木工程材料》还可供从事土建工作的科研、设计、施工、管
理和监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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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材料》

章节摘录

　　3.宏观结构　　材料的宏观结构是指用肉眼或放大镜能够分辨的粗大组织。土木工程材料常见的
宏观结构形式有：密实结构、多孔结构、纤维结构、层状结构、散粒结构、纹理结构。　　（1）密
实结构。密实结构的材料内部基本上无孔隙，结构致密，如钢材、石材、玻璃和塑料等，具有吸水率
低、抗渗性好、强度较高等性质。　　（2）多孔结构。多孔结构指材料孔隙率高的结构，如石膏制
品、加气混凝土、多孔砖等类材料，质轻，吸水率高，抗渗性差，但保温、隔热、吸声性好。　　
（3）纤维结构。纤维结构是由人工或天然纤维物质构成的结构，纤维之间存在相当多的孔隙，如木
材、竹、玻璃纤维、石棉等。一般平行纤维方向的抗拉强度较高，质轻、保温、绝热、吸声性能好。
　　（4）层状结构。层状结构是天然形成或人工采用粘结等方法将材料叠合成层状的结构，如胶合
板、纸面石膏板、泡沫压型钢板复合墙等，各层材料性质不同，但叠合后材料综合性质较好，扩大了
材料的使用范围。　　（5）散粒结构。散粒结构指松散颗粒状的材料，有密实颗粒和轻质多孔颗粒
之分。前者如砂子、石子等，因其致密，强度高，适合做混凝土骨料；后者如陶粒、膨胀珍珠岩等，
因具多孔结构，适合做绝热材料。散粒结构的材料颗粒间存在大量的空隙，其孔隙率主要取决于颗粒
大小的搭配。　　（6）纹理结构。天然材料在生长或形成过程中，自然造成的天然纹理，如木材、
大理石、花岗石等板材，或人工制造材料时特意造成的纹理，如人造石材、复合地板等，这些天然或
人工造成的纹理，使材料具有良好的装饰性。　　应该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结构层次的划分
、认识和理解并不一致，如有的并不是将结构分成上述三个层次，而是四个层次（把亚微观结构细分
），甚至两个层次（将亚微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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