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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是按照建筑与装饰材料在工程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进行编写。全书共分“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基本

性能”、“胶凝材料”、“建筑结构材料”、“建筑功能材料”四大模块，１５个教学任务，分别介绍了建筑与装饰材料

基本性能的认识、气硬性胶凝材料的选择与应用、水硬性胶凝材料的选择与应用、普通混凝土的选择与应用、

金属材料的选择与应用、墙体材料及屋面材料的选择与应用、建筑砂浆的选择与应用、建筑石材的选择与应

用、建筑玻璃的选择与应用、建筑卫生陶瓷的选择与应用、有机高分子材料的选择与应用、建筑防水材料的选

择与应用、绝热与吸声材料的选择与应用、建筑木材及其制品的选择与应用、建筑装饰材料的选择与应用。

书中主要介绍了各种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品种、技术要求、性能及其选择与应用，对于试验（检测）训练内容

参见孙咏梅、纪明香主编的配套教材《建筑与装饰材料习题及实训手册》。本书尽力采用当前新标准、新规范，

每个任务前均有任务简介、任务目标，任务后有“本任务小结”及“应用案例与发展动态”。本书附有光盘。

本书的使用对象主要是高职院校相关专业在校学生，也可供中职学校在校学生及工程技术人员在岗培

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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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前言

在高职高专各相关专业中，要求学生掌握“建筑材料”或“建筑与装饰材料”的有关知识，其

实质主要是满足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了解并掌握土木工程中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品种、规格、

性能，由此在土木工程实践中能够正确选用材料；二是了解并掌握建筑与装饰材料的标准、规

范及品质指标，由此在土木工程实践中能够准确检测、判断材料是否符合工程要求。

自２００８年《建筑与装饰材料》与配套教材《建筑与装饰材料习题及实训手册》出版以来，相

关学校选用本套书籍作为教材或作为图书馆的藏书，由此该书多次重印。在使用过程中教师

和学生们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按照全国高职高专材料教指委关于教材建设和改革的要求，应

出版社之邀，本书进行修改后再次出版。再版教材主要体现如下几个特点。

１．常用建筑材料按照《建筑材料术语标准》（ＪＧＪ／Ｔ　１９１—２００９）进行规范。

２．按照近年建材新标准、新规范的实施，重新编排教材内容。

３．书后附有建筑材料标准目录，便于学生学习查找。

４．按照以行动为导向的任务驱动模式编写教材，在四个模块下，设置十五个分任务。

再版后，以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为目标，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为统领，每个任务学

习后，均提供“应用案例与发展动态”，以帮助学生了解工程实践和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发展方

向。同时由孙咏梅、纪明香主编的《建筑与装饰材料习题及实训手册》也作了相应的修订，以配

套使用。

《建筑与装饰材料》由隋良志、李玉甫主编，王璐、隋桂梅、冯伟东任副主编，孙咏梅、纪明

香、关升、于永鲲参编。具体编写分工为：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隋良志编写绪论、任务１、

任务１５、附录及全书统稿；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李玉甫编写任务４；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王璐编写任务２、任务５；鸡西矿业集团隋桂梅编写任务３、任务１０；哈尔滨兴旺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冯伟东编写任务１２、任务１３；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孙咏梅编写任务７；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纪明香编写任务１１；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关升编写任务６、任务

８；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于永鲲编写任务９、任务１４。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新标准、新规范不断修改，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批评

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１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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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类

型。自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以来，教育部明确要求加大课程建

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高等职业院校要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

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务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改革教学

方法和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本书是根据２００７年教育部高职高专材料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大纲审定会议（邢

台会议）要求编写的。在编写中努力适应高职高专教育教学发展的需要，充分体现现代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是一本非常实用的高职高专教学用书。

在高职高专材料类、土建施工类、工程管理类、建筑设计类、房地产类、公路运输类、铁道

运输类等相关专业中，均要求学生掌握“建筑材料”或“建筑与装饰材料”的有关知识。但是，高

职高专相关专业由于学制的限制，此类课程的学时并不是很多，且建筑与装饰材料品种不断更

新，性能各异，实践性强，多学科知识渗透，同学们在学习中普遍反映不易掌握。有鉴于此，笔

者根据多年教学的体会，按建筑与装饰材料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构建教学模块，即按“建筑与

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质”、“胶凝材料”、“建筑结构材料”、“建筑功能材料”四大模块编写。为了使

学生更好的掌握相关内容，由孙咏梅老师主编的一本《建筑与装饰材料习题及实训手册》与本

教材配套，供读者在学习中使用。

本书由隋良志、刘锦子主编，孙咏梅、贺洪亮、赵北龙任副主编，纪明香、李玉甫、冯伟东、赵

金柱参编。具体编写分工为：隋良志编写绪论和第１章，并进行全书统稿；刘锦子编写第２、３

章；孙咏梅编写第７、１５章；贺洪亮编写第６、１３、１４章；赵北龙编写第５章；纪明香编写第１１

章；李玉甫编写第４、８章；冯伟东编写第１２章；赵金柱编写第９、１０章。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增加读者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我们将为教师提供一套包

括试验训练指导的视频讲解、教学课件和教学大纲的光盘增值服务（索取光盘请发邮件到ｃｃｓ－

ｈａｎ２００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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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绪　　论

０．１　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含义和分类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材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对材料的应用一直是社会文明
进程的里程碑。古代的石器、青铜器、铁器等的兴起和广泛利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
生产方式，对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这些具体的材料（石器、青铜器、铁器）被历
史学家作为划分某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自２０世纪下
半叶开始，历史进入新技术革命时代，材料、能源和信息被公认为现代文明的三大基础支柱。
材料科学的发展不仅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实
践方式和思维方式，由此极大推动着社会进步。

材料，一般是指可以用来制造有用的构件、器件或其他物品的物质。材料按组成、结构特
点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按功能分为结构材料、功能材料；按
用途分为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子材料、航空航天材料、核材料、能源材料、生物材料等。

０．１．１　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含义

广义的建筑材料是指建造一切土木工程中所有材料的统称，它是桥梁、房屋、道路、水利、
水运等一切土木工程的物质基础。它既包括构成建（构）筑物本身的材料（混凝土、钢材、木材、
砌体材料等），又包括施工过程中所用的材料（脚手架、模板等），以及各种配套器材（水、暖、电、
通风、消防设备等）。通常所指的“建筑材料”是狭义的，主要是指构成建（构）筑物本身的材料。

装饰材料是指依附于建筑物体表面起装饰和美化环境作用的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是建筑
材料中的一个类别，这一类别是建筑物的“外衣”，直观性很强。由于其近几年发展较快，品种
繁多，使用的量大、面广，因此深受人们的重视。

０．１．２　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分类

建筑与装饰材料的种类繁多，很难用一个标准进行科学分类。为了研究、应用和阐述方
便，可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如按照化学成分，可分为无机材料、有机材料以及复合材料
三大类；按照使用功能，可分为胶凝材料、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三大类。当然，每种大类下又可
分为很多种小类。

０．２　建筑与装饰材料在建筑工程中的作用

建筑材料是一切土木工程的重要物质基础，无论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１０１层，高４９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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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与宁波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长３６ｋｍ）、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装机容量１．８２×１０１１　ｋＷ，大
坝混凝土浇筑量达２．８×１０１１　ｍ３）等巨型工程，还是普通的民用建筑，都是由各种建筑材料组
成的。

在建筑工程造价中，材料费所占比例很大，一般在５０％～６０％，有的高达７５％。建筑与装
饰材料的品种、质量与规格，直接影响着工程结构形式和施工方法，也决定着工程的安全性、适
用性、耐久性、经济性和美观性。

０．３　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发展趋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品种与性能要求更加严格，不仅要经
久耐用，而且要轻质、高强、美观、多功能、环保、节能等。

０．４　建筑与装饰材料的技术标准简介

技术标准是从事产品生产、工程建设、科学研究以及商品流通领域中所必须共同遵循的技
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将我国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
四级。

技术标准的表示方法由标准名称、代号、标准号、年代号组成。各级标准代号如表０－１
所示。

表０　１　各级标准代号

标准种类 代号 表示内容 示例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

ＧＢ 国家强制性标准

ＧＢ／Ｔ 国家推荐性标准

ＪＣ 建材行业标准

ＪＧＪ 建筑工程行业标准

ＳＬ 水利行业标准

ＹＢ 冶金行业标准

ＤＬ 电力行业标准

ＪＴ 交通行业标准

ＤＢ 地方强制性标准

ＤＢ／Ｔ 地方推荐性标准

ＱＢ 企业标准

　例１：

　《通用硅酸盐水泥》（ＧＢ１７５—２００７）

　标准名称：通用硅酸盐水泥

　代号：ＧＢ（国家强制性标准）

　标准号：１７５
　年代号：２００７年

　例２：

　《混凝土用水标准》（ＪＧＪ　６３—２００６）

　标准名称：混凝土用水标准

　代号：ＪＧＪ（行业标准）

　标准号：６３
　年代号：２００６年

　例３：《城市供热行业服务规范》（ＤＢ２３／Ｔ　１０５８—２００６）

　标准名称：城市供热行业服务规范

　代号：ＤＢ２３（地方标准）

　标准号：１０５８
　年代号：２００６年

　例４：《中国移动通信互联网短信网关接口协议》（ＱＢ—ＧＦ—０２８—２００３）

　标准名称：中国移动通信互联网短信网关接口协议

　代号：ＱＢ（企业标准）

　标准号：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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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建筑与装饰材料的选用原则

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品种繁多，在工程实践中选用材料的原则为：首先满足使用功能；其次
考虑合理的耐久性；第三注意材料的安全性，要有利于身心健康；第四考虑经济性，不但要考虑
一次性投资，而且还要考虑维护费用的大小；第五应考虑便于施工、满足装饰效果的要求。

０．６　本课程的学习目的及方法

本书主要讲述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品种、规格、技术性能、选用及保管等基本内容。学生通
过学习应能正确认识、合理选用建筑与装饰材料，获得主要建筑与装饰材料检测的基本技能，
并掌握建筑与装饰材料产品运输与保管的有关知识。

本课程实践性很强，学生在学习时要注意将理论知识落实在材料的选用、检测、验收等实
践操作技能上，应充分重视主要材料的试验训练。学生应在教师指导下，随时到建筑施工现场
或实训室、建材市场等进行对材料的认知实践。



　　　　

模块
１

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能

模块内容简介：
本模块为全书重点之一，主要介绍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能。内容包括材

料的组成与结构、材料的物理性质、材料的力学性质、材料的耐久性与装饰性以及
环境协调性等。

模块学习目标：
学生在学习完本模块后，应该认识到材料的一切性质是由材料的结构所决定

的，结构又是由材料的组成和材料的制造工艺决定的，即材料的性质是材料结构
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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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１ 建筑与装饰材料基本性能的认识

【任务简介】
本任务主要是介绍各种建筑与装饰材料的基本性能，通过材料组成、结构来反映材料

的性能，为学习各种材料奠定基础。
【任务目标】

１．掌握材料的组成、结构对性能的影响。

２．掌握材料的各项物理性能。

３．掌握材料的强度及影响因素。

４．了解材料的热工性、耐久性、装饰性、与环境协调性、防火性。

建筑与装饰材料在工程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讲就是其性质的外在表现。建筑与装饰材料
在建（构）筑物的部位不同、使用环境不同，所起的作用就不同。如梁、板、柱以及承重的墙体，

主要承受各种荷载作用；房屋屋面，主要承受风霜、雨雪的作用，且能保温、隔热、防水；而高层
建筑外墙的装饰，应主要注意光泽、质感、图案、花纹等。这就要求用于不同部位的材料应具有
相应的性质。材料的性质是由材料的组成与结构决定的（即结构决定性能），而结构又是由材
料的生产工艺及原料的成分决定的。学习时应抓住材料的“选择—结构—生产工艺—原料成
分”这条主线。

１．１　材料的组成与结构

１．１．１　材料的组成

材料的组成包括化学组成和矿物组成。它是决定材料各种性质的主要因素。

１）化学组成　无机非金属建筑材料的化学组成用各种氧化物的含量表示。金属材料以元
素含量来表示。化学组成决定着材料的化学性质，影响着材料的物理性质和力学性质。

２）矿物组成　材料中的元素或化合物以特定的结合形式存在，并决定着材料的许多重要
性质。

矿物组成，是无机非金属建筑材料中化合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化学组成不同，矿物就不
同。而相同的化学组成，在不同的条件下，结合成的矿物往往也是不同的。例如，化学组成为

ＣａＯ、ＳｉＯ２和 Ｈ２Ｏ的原料，在常温下硬化成石灰砂浆，而在高温高湿下硬化成灰砂砖。由于
两者矿物组成不同，其物理性质和力学性质截然不同。

金属材料和有机材料也与无机非金属材料一样，有各自的基本组成。材料的不同组成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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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着该材料的主要性质。例如，铁和碳元素结合成固溶体或者化合物以及二者的机械混合物，
是非合金（碳素钢）的基本组成，不同组成及不同含量的钢，性质有明显差别。所以说，认识各
类材料的基本组成，是了解材料本质的基础。

１．１．２　材料的结构

１．结构
材料的结构是决定材料性质的重要因素。材料的结构可分为宏观结构、细观结构和微观

结构三个层次，而且多数材料在前两个层次上都存在着孔隙。一般从这三个层次来观察材料
的结构及其与性质的关系。

（１）宏观结构（亦称构造）
用放大镜或肉眼即可分辨的毫米级组织称为宏观结构。宏观结构的分类及其相应的主要

特性见表１－１。
表１　１　材料的宏观结构及其相应的主要特性

材料的宏观结构 常用材料 主要特性

单
一
材
料

致密结构 　钢材、玻璃、沥青、部分塑料 　高强、不透水、耐腐蚀

多孔结构 　泡沫塑料、泡沫玻璃 　轻质、保温

纤维结构 　木材、竹材、石棉、岩棉、玻璃纤维、钢纤维 　高抗拉、轻质、保温、吸声

聚集结构 　陶瓷、砖、某些天然岩石 　强度较高

复
合
材
料

粒状聚集结构 　各种混凝土、砂浆、钢筋混凝土 　综合性能好、价格较低廉

纤维聚集结构
　岩棉板、岩棉管、石棉水泥制品、纤维板、纤

维增强塑料
　轻质、保温、吸声或高抗拉（折）

多孔结构 　加气混凝土、泡沫混凝土 　轻质、保温

迭合结构 　纸面石膏板、胶合板、各种夹芯板 　综合性能好

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组成材料构成的新材料，称为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取各组成材料之
长，避免单一材料的缺点，使其具有多种使用功能（如承受各种荷载、防水、保温、装饰、耐久等）
或者具有某项特殊功能。复合材料综合性能好，某些性能往往超过组成中的单一材料。

材料的宏观结构较易改变且常含有孔隙或裂纹等缺陷，对材料性能有较大影响。
（２）亚微观结构（亦称显微或细观结构）
由光学显微镜所看到的微米级组织称为亚微观结构。该结构主要涉及材料内部的晶粒等

的大小和形态、晶界和界面、孔隙、微裂纹等。
一般而言，材料内部的晶粒越细小、分布越均匀，则材料的强度越高、脆性越小、耐久性越

好；不同组成间的界面黏结或接触越好，则材料的强度、耐久性也越好。材料的亚微观结构相
对较易改变。

（３）微观结构
利用电子显微镜、Ｘ射线衍射仪、扫描隧道显微镜等手段来研究原子或分子级的结构称为

微观结构。微观结构的形式及其主要特性见表１－２。
无机非金属材料中的晶体（或非晶体），其键的构成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共价键和离子

键等共同组成，如方解石、长石及硅酸盐类材料等。这类材料的性质相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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