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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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章，主要介绍了土木工程材料
的基本性质、气硬性胶凝材料、水泥、水泥混凝土、沥青材料、沥青混合料、建筑钢材、木材、砌筑
材料、工程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建筑功能材料等内容。《土木工程材料》可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类、工民建类、建筑学类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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