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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１９４５—１９９９《蒸压灰砂砖》，与ＧＢ／Ｔ１１９４５—１９９９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蒸压灰砂实心砌块和大型蒸压灰砂实心砌块的内容（见３．１和４．１）；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

———取消了按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的等级划分；本标准按外观标示尺寸大小，对产品进行实心

砖、实心砌块和大型实心砌块的分类（见４．１、６．１和６．２，１９９９年版的５．１）；

———取消了抗折强度值要求（见１９９９年版的５．３）；

———增加了吸水率、线性干燥收缩率、碳化系数、软化系数、放射性核素限量的要求（见６．５、６．６、

６．８、６．９和６．１０）；

———增加了实心砖（不包括标准砖）、实心砌块、大型实心砌块的抗压强度检测方法（见７．３、附录Ａ

和附录Ｂ）；

———修改了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的判定规则，由原标准二次判定方法，变更为一次判定方法

（见８．５．１，１９９９年版的７．５）。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苏科建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武义昌晟建材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砌块协会、中

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西安有限公司、中国砖瓦工业协会、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海砌建

材有限公司、昆山宏兴建材有限公司、上海立胜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杜建东、易燕、张有棠、王博、张德明、费宏亮、周炫、黄燕、张倩、张跃芝、吴澄宇、

于献青、王君若、李水根、黄华兰、黄林、毕立国、丁慧。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１９４５—１９８９、ＧＢ／Ｔ１１９４５—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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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压灰砂实心砖和实心砌块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蒸压灰砂实心砖和实心砌块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标记、一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和随行文件及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构筑物用蒸压灰砂实心砖和蒸压灰砂实心砌块。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５４２　砌墙砖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１１１　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

ＧＢ６５６６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ＧＢ／Ｔ１６７５３　硅酸盐建筑制品术语

ＧＢ／Ｔ１８９６８　墙体材料术语

ＧＢ５０１７６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ＪＧＪ６３　混凝土用水标准

ＪＣ／Ｔ６２１　硅酸盐建筑制品用生石灰

ＪＣ／Ｔ６２２　硅酸盐建筑制品用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６７５３和ＧＢ／Ｔ１８９６８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大型蒸压灰砂实心砌块　犪狌狋狅犮犾犪狏犲犱狊犪狀犱犾犻犿犲狊狅犾犻犱犾犪狉犵犲犫犾狅犮犽

空心率小于１５％，长度不小于５００ｍｍ或高度不小于３００ｍｍ的蒸压灰砂砌块，以下简称大型实心

砌块。

４　分类与标记

４．１　规格

蒸压灰砂实心砖（代号ＬＳＳＢ）、蒸压灰砂实心砌块（代号ＬＳＳＵ）、大型蒸压灰砂实心砌块（代号

ＬＬＳＳ），应考虑工程应用砌筑灰缝的宽度和厚度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后，在订货合约中确定其标示

尺寸。

４．２　等级

按抗压强度分为 ＭＵ１０、ＭＵ１５、ＭＵ２０、ＭＵ２５、ＭＵ３０５个强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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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颜色

颜色分为本色（Ｎ）、彩色（Ｃ）两类。

４．４　标记

产品按代号、颜色、等级、规格尺寸和标准编号的顺序进行标记。

示例１：

规格尺寸２４０ｍｍ×１１５ｍｍ×５３ｍｍ，强度等级 ＭＵ１５的本色实心砖（标准砖），其标记为：

ＬＳＳＢＮ　ＭＵ１５　２４０×１１５×５３　ＧＢ／Ｔ１１９４５—２０１９

示例２：

规格尺寸２９５ｍｍ×２４０ｍｍ×１９５ｍｍ，强度等级 ＭＵ２０的彩色实心砌块，其标记为：

ＬＳＳＵＣ　ＭＵ２０　２９５×２４０×１９５　ＧＢ／Ｔ１１９４５—２０１９

示例３：

规格尺寸９９７ｍｍ×２００ｍｍ×４９７ｍｍ，强度等级 ＭＵ２５的本色大型实心砌块，其标记为：

ＬＬＳＳＮ　ＭＵ２５　９９７×２００×４９７　ＧＢ／Ｔ１１９４５—２０１９

５　一般要求

５．１　使用

产品不应用于长期受热２００℃以上，受急冷急热和有酸性介质侵蚀的建筑部位。

５．２　孔洞

当开孔方向与使用承载方向一致时，其孔洞率不宜超过１０％。

５．３　原材料

５．３．１　生石灰应符合ＪＣ／Ｔ６２１的规定。

５．３．２　砂应符合ＪＣ／Ｔ６２２的规定。

５．３．３　配料拌合水应符合ＪＧＪ６３的规定。

５．３．４　颜料、外加剂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并不对产品性能产生有害影响。

５．３．５　原材料的放射性，均应符合ＧＢ６５６６的规定。

５．３．６　主要原料的有效组分及配比参照参见附录Ｄ。

５．４　设计

产品使用时的铺浆面（含砌体竖灰缝面），可设计成凹凸表面。

５．５　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要点参见附录Ｄ。

６　技术要求

６．１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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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外观质量

项目名称 允许范围

弯曲／ｍｍ ≤２

缺棱掉角 三个方向最大投影尺寸／ｍｍ

实心砖（ＬＳＳＢ） ≤１０

实心砌块（ＬＳＳＵ） ≤２０

大型实心砌块（ＬＬＳＳ） ≤３０

裂纹延伸的投影尺寸累计／ｍｍ

实心砖（ＬＳＳＢ） ≤２０

实心砌块（ＬＳＳＵ） ≤４０

大型实心砌块（ＬＬＳＳ） ≤６０

６．２　尺寸允许偏差

６．２．１　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名称 实心砖（ＬＳＳＢ） 实心砌块（ＬＳＳＵ） 大型实心砌块（ＬＬＳＳ）

长度

宽度
±２ ±２

±３

±２

高度 ±１ ＋１，－２ ±２

６．２．２　同一批次产品，其长度、宽度、高度的极值差，均应不超过２ｍｍ。

６．２．３　产品上有贯穿孔洞时，其外壁厚应不小于３５ｍｍ。

６．３　颜色

彩色产品的颜色应基本一致，无明显色差。对本色产品不作规定。

６．４　强度等级

强度等级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强度等级 单位为兆帕

强度等级
抗压强度

平均值 单个最小值

ＭＵ１０ ≥１０．０ ≥８．５

ＭＵ１５ ≥１５．０ ≥１２．８

ＭＵ２０ ≥２０．０ ≥１７．０

ＭＵ２５ ≥２５．０ ≥２１．２

ＭＵ３０ ≥３０．０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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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吸水率

吸水率应不大于１２％。

６．６　线性干燥收缩率

６．６．１　型式检验的线性干燥收缩率（犛０）应不大于０．０５０％。

６．６．２　出厂检验的线性干燥收缩率（犛犖），与最近一次同块型有效型式检验时的线性干燥收缩率犛０ 的

比值，犛犖／犛０ 比值应不小于０．５（年平均相对湿度７０％及以上地区）或０．７（年平均相对湿度７０％以下地

区）。

６．７　抗冻性

抗冻性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抗冻性

使用地区ａ 抗冻指标 干质量损失率ｂ／％ 抗压强度损失率／％

夏热冬暖地区 Ｄ１５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Ｄ２５

寒冷地区ｃ Ｄ３５

严寒地区ｃ Ｄ５０

平均值≤３．０

单个最大值≤４．０

平均值≤１５

单个最大值≤２０

　　
ａ 区域划分执行ＧＢ５０１７６的规定。

ｂ 当某个试件的试验结果出现负值时，按０．０％计。

ｃ 当产品明确用于室内环境等，供需双方有约定时，可降低抗冻指标要求，但不应低于Ｄ２５。

６．８　碳化系数

碳化系数应不小于０．８５。

６．９　软化系数

软化系数应不小于０．８５。

６．１０　放射性核素限量

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ＧＢ６５６６的规定。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

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试验，按ＧＢ／Ｔ４１１１进行。

７．２　颜色

从批量中随机抽取样品，装饰面朝上随机并列平放在地上，在自然光照下，距离样品１．５ｍ处目测。

７．３　抗压强度

７．３．１　标准砖的抗压强度试验，按ＧＢ／Ｔ２５４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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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　实心砖和实心砌块的抗压强度试验，按ＧＢ／Ｔ４１１１进行。当实心砌块标示尺寸或预期破坏荷载

超出压力试验机能力时，可按７．３．３进行，并在试验报告中标明。

７．３．３　大型实心砌块的抗压强度试验：

ａ）　型式检验和仲裁检验按附录Ａ进行；

ｂ） 出厂检验除可按附录Ａ进行外，也可参见附录Ｂ进行。

注１：附录Ｂ是向生产企业提供一种产品抗压强度的快速、经济的试验方法。

注２：生产企业要有相应措施来保证，采用附录Ｂ进行产品出厂检验后，所标注的产品抗压强度推定值能够符合该

强度等级的型式检验值要求。企业可积累按附录Ａ“取芯法”与附录Ｂ“回弹法”检测值的相关性数据，并建立

相应的曲线。

７．４　吸水率、抗冻性、碳化系数、软化系数

７．４．１　吸水率、抗冻性、碳化系数、软化系数试验，按ＧＢ／Ｔ４１１１进行，抗压强度按７．３的规定进行。

７．４．２　大型实心砌块、超出检测设备能力的实心砌块，抗冻性、碳化系数、软化系数试验时，先按附录Ａ

对试件的要求，进行试件制作，并在报告上标注清楚试件获取方法、尺寸等信息。

７．４．３　大型实心砌块的吸水率试验，宜先按附录Ａ要求获取试件。

７．５　线性干燥收缩率

７．５．１　型式检验的线性干燥收缩率（犛０）试验按ＧＢ／Ｔ４１１１进行，并在报告中给出测试简图。实心砖试

件应采用整块砖；实心砌块和大型实心砌块试件尺寸，统一采用裁切试件，试件尺寸为长（３００±１０）ｍｍ、

宽和高（１００±１０）ｍｍ。

７．５．２　出厂检验的线性干燥收缩率（犛犖）试验参见附录Ｃ进行。

７．６　放射性核素限量

放射性核素限量试验按ＧＢ６５６６规定进行。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检验类型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８．１．１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强度等级、线性干燥收缩率（犛犖）。

８．１．２　型式检验

检验项目包括第６章技术要求的全部项目。有下列之一情况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常生产后，原材料、配比及生产工艺改变时；

ｃ）　正常生产时，每一年至少进行一次；

ｄ）　产品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８．２　取样方法

８．２．１　取样（封样）应在厂区合格产品堆场中随机抽取。

８．２．２　出厂检验中的抗压强度等级试验，应在产品出蒸压釜７ｄ后、销售出厂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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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　仲裁检验的取样（封样）方式和时间，应由当事双方提前约定。

８．２．４　检测线性干燥收缩率的样品，宜在产品出蒸压釜后的２４ｈ内封样，并用保鲜袋（或保鲜膜）密封

包装。线性干燥收缩率试验的初始读数基准时间点，不应超过产品出蒸压釜后２４０ｈ。

８．３　组批规则

按强度等级分批验收。以同一批原材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规格尺寸，强度等级相同的１０万块且

不超过１０００ｍ３ 的产品为一批，不足１０万块亦按一批计。

８．４　抽样规则

８．４．１　每批随机抽取，进行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检验，抽样数要求见表５。

表５　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检验

产品种类 实心砖（ＬＳＳＢ） 实心砌块（ＬＳＳＵ） 大型实心砌块（ＬＬＳＳ）

产品抽样数／块 ５０ ３２ ２０

８．４．２　从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检验合格的同批产品中，抽取样品进行颜色和其他项目检验：

ａ）　颜色检验

平铺面积应不小于１ｍ２，且不少于４块。

ｂ）　其他项目检验

试件数量见表６。

表６　其他项目检验 单位为个

检验项目 试件数量

抗压强度 ５

线性干燥收缩率 ３

吸水率 ３

抗冻性 １０

碳化系数 １２

软化系数 １０

放射性核素限量 ２

８．４．３　从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检验合格的同批产品中，抽取样品分别制作表６检验项目用试件

时，同一性能检测用试件，应来自不同的样品。

８．５　判定规则

８．５．１　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根据６．１和６．２规定的技术指标进行检验，其中不合格品数为犱，按下

列规则判定：

ａ）　实心砖（ＬＳＳＢ）：犱≥７时，判定本批次产品不合格，反之判合格；

ｂ）　实心砌块（ＬＳＳＵ）：犱≥５时，判定本批次产品不合格，反之判合格；

ｃ）　大型实心砌块（ＬＬＳＳ）：犱≥３时，判定本批次产品不合格，反之判合格。

８．５．２　当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符合第６章各项技术要求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反之判不合格。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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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标志和随行文件

９．１　产品出厂时，生产厂家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其内容包括：

ａ）　厂名和商标（如有）；

ｂ）　生产批编号和本批的数量；

ｃ）　产品标记、生产日期和出厂日期；

ｄ）　出厂检验结果；

ｅ）　检验部门和检验人员签章。

９．２　产品标识应能清晰表明企业和产品质量信息。标识数量，实心砖不少于１０％，实心砌块和大型实

心砌块不少于２０％。

１０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１０．１　产品出蒸压釜后，线性干燥收缩率（犛犖）满足要求，或在工厂堆放不少于１５ｄ、且出厂检验项目全

部满足要求后方可出厂。

１０．２　产品应按规格、等级分批分别堆放，不应混杂。

１０．３　产品堆放、运输及砌筑时，应有防雨措施。

１０．４　实心砖装卸时严禁扔摔，不应采用翻斗车倾卸。实心砌块和大型实心砌块宜采用专用托盘运输、

叉车装卸；砌块垛的包装应牢固，保证运输时不会摇晃、碰撞。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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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大型蒸压灰砂实心砌块强度试验方法　取芯法

犃．１　主要仪器设备

犃．１．１　取芯机应具有足够的刚度，操作灵活，固定和移动方便，并带有水冷却系统。钻芯取样宜采用人

造金刚石薄壁钻头，钻头胎体不应有肉眼可见的裂缝、缺边、少角、倾斜及喇叭口变形。

犃．１．２　加工芯样用的切割机和磨平机，应具有冷却系统和牢固夹紧芯样的装置。

犃．１．３　芯样宜采用补平装置（或磨平机）进行芯样端面加工，补平装置除应保证芯样端面的平整外，还

应保证芯样端面与芯样的轴线垂直。

犃．１．４　材料试验机的示值相对误差不应超过±１％，其量程选择应能使试件的预期破坏荷载落在满量

程的２０％～８０％。试验机的上、下压板应有一端为球绞支座，并可以随意转动。

犃．１．５　钢直尺：分度值为１ｍｍ。

犃．１．６　游标卡尺：分度值为０．０２ｍｍ。

犃．１．７　游标量角器：分度值为０．１°。

犃．１．８　塞尺。

犃．２　试件制备

犃．２．１　每个验收批次的砌块强度等级试件数量为５个，从该批尺寸和外观质量合格的砌块中，随机抽

取６块（其中１块备用）。

犃．２．２　试件直径为（７０±５）ｍｍ，高径比（高度与直径之比）以１．０为基准，亦可采用高径比０．８～１．２的

试件。

犃．２．３　从待检的６块砌块中随机选择５块，在每块上各钻取一个芯样，共计５个。每个芯样试件取好

后，编号备用。

犃．２．４　钻芯取样时，应避开砌块内可能存在的孔洞。

犃．２．５　试件的两个端面宜采用磨平机磨平。

犃．２．６　试件在进行抗压强度试验前，应在温度（２０±５）℃、相对湿度不大于８０％的环境下，调至恒重方

可进行。如需尽早进行抗压强度试验，则可使用电风扇以加快室内空气流动速度。当样品２ｈ后的质

量损失不超过前次质量的０．２％、且用肉眼观察样品表面无水分或潮湿现象时可认为是恒重。不准许用

烘干箱干燥样品。

犃．２．７　在进行抗压强度试验前，应对试件进行下列几何尺寸的检验：

ａ）　直径，用游标卡尺测量试件的中部，在相互垂直的两个位置分别测量，取其算术平均值，精确至

０．５ｍｍ，当沿试件高度的任一处直径与平均直径相差大于２ｍｍ时，该试件作废。

ｂ）　高度，用钢直尺在试件由底至面相互垂直的两个位置分别测量，取其算术平均值，精确至

１ｍｍ。

ｃ）　垂直度，用游标量角器测量两个端面与母线的夹角，精确至０．１°，当试件端面与母线的垂直度

偏差大于１．５°时，该试件作废。

ｄ）　平整度，用钢直尺紧靠在试件端面上转动，用塞尺测量钢直尺和试件端面之间的缝隙，取其最

大值，当此缝隙大于０．２ｍｍ时，该试件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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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　试验步骤

犃．３．１　将试件放在试验机下压板上时，要尽量保证试件的圆心与试验机压板中心重合。

犃．３．２　试验机加荷应均匀平稳，不应发生冲击或振动。加荷速度以１ｋＮ／ｓ～３ｋＮ／ｓ为宜，直至试件破

坏为止，记录极限破坏荷载犉ｃ。

犃．４　试件破碎后的检查

犃．４．１　检查破碎后的试件，当发现含有蜂窝和孔洞等缺陷时，该试件试验结果无效。

犃．４．２　当出现无效试件时，应启用备用试件（或重新取样）进行抗压强度试验，补足试验数量。

犃．５　结果计算

犃．５．１　单个试件的抗压强度推定值（犳ｃｕｃｏｅ）按式（Ａ．１）计算，精确至０．１ＭＰａ。

犳ｃｕｃｏｅ＝１．２７３
犉ｃ


２×ηＡ×ηｋ …………………………（Ａ．１）

　　式中：

犳ｃｕｃｏｅ———单个试件的抗压强度推定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犉ｃ ———极限破坏荷载，单位为牛顿（Ｎ）；

 ———试件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ηＡ ———不同高径比试件的换算系数，可按表Ａ．１选用；

ηｋ ———换算系数，换算成边长１５０ｍｍ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推定值，ηｋ＝１．１２。

表犃．１　η犃 值

高径比 ０．８ ０．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ηＡ ０．９０ ０．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７

犃．５．２　试验结果以５个试件抗压强度推定值的算术平均值和单个试件的最小值来表示，精确至

０．１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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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大型蒸压灰砂实心砌块的回弹法强度试验方法

犅．１　仪器设备

回弹仪、碳化深度测量仪，应满足ＪＧＪ／Ｔ２３的要求。

犅．２　砌块数量

１０块。

犅．３　试验步骤

犅．３．１　每个砌块相当于ＪＧＪ／Ｔ２３中的“一个测区”，测点应按侧面积比例、均匀分布于砌块的几个面上

（回弹仪垂直于砌块使用时承载方向），测点区域应平整。

犅．３．２　测量回弹值时，试件应稳固，不应导致晃动；回弹仪轴线应始终垂直于检测面，并应缓慢施压、准

确读数。

犅．３．３　每一测区应读取１６个回弹值，每一测点的回弹值读数应精确至１。相邻测量点的净距离不宜小

于２０ｍｍ，同一测点应只弹击一次。

犅．３．４　回弹值测量完毕后，应在测区上测量碳化深度值，测点数不少于３个，取平均值作为该测区的碳

化深度值（犱ｍ），精确至０．５ｍｍ。

犅．３．５　碳化深度值的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可采用工具在测区表面形成直径约１５ｍｍ的孔洞，其深度应大于砌块的实际碳化深度；

ｂ）　清除孔洞中的粉末和碎屑，且不应用水擦洗；

ｃ）　采用浓度为１％～２％的酚酞酒精溶液滴在孔洞内壁的边缘处，当已碳化与未碳化界线清晰

时，应采用碳化深度测量仪测量已碳化与未碳化交界面到砌块表面的最大垂直距离，精确至

０．５ｍｍ。

犅．４　结果计算

犅．４．１　回弹值计算

计算测区平均回弹值时，应剔除该测区回弹值中的３个最大值和３个最小值，其余的回弹值按式

（Ｂ．１）计算。

犚ｍ＝
∑
１０

犻＝１

犚犻

１０
…………………………（Ｂ．１）

　　式中：

犚ｍ ———测区平均回弹值，精确至０．１；

犚犻 ———第犻个测点的回弹值。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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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４．２　砌块强度的计算

犅．４．２．１　单个试件的强度换算值

单个试件的强度换算值（犳
ｃ

ｃｕ，犻
），根据式（Ｂ．１）计算得出单个试件的测区平均回弹值（犚ｍ）和Ｂ．３．４中

测得的该测区碳化深度值（犱ｍ），按ＪＧＪ／Ｔ２３中的强度换算表，查表或计算得出。当企业按ＪＧＪ／Ｔ２３

的方法建立了本企业回弹专用测强曲线，可按该曲线得出砌块的强度换算值。

犅．４．２．２　１０个试件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１０个试件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按式（Ｂ．２）和式（Ｂ．３）计算。

犿犳ｃｃｕ＝
∑
１０

犻＝１

犳
ｃ

ｃｕ，犻

１０
…………………………（Ｂ．２）

犛犳ｃｃｕ＝
∑
１０

犻＝１

（犳
ｃ

ｃｕ，犻
）２－１０×（犿犳ｃｃｕ

）２

９槡 …………………………（Ｂ．３）

　　式中：

犿犳ｃｃｕ
———１０个试件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精确至０．１ＭＰａ；

犳
ｃ

ｃｕ，犻
———单个试件的强度换算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精确至０．１ＭＰａ；

犛犳ｃｃｕ———１０个试件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单位为兆帕（ＭＰａ），精确至０．０１ＭＰａ。

犅．４．２．３　强度推定值

单个试件的强度推定值（犳ｃｕ，犻）和１０个试件的强度推定值（犳ｃｕ，ｅ）分别按式（Ｂ．４）和式（Ｂ．５）计算。

犳ｃｕ，犻＝犳
ｃ

ｃｕ，犻×λ …………………………（Ｂ．４）

犳ｃｕ，ｅ＝（犿犳ｃｃｕ－１．６４５犛犳ｃｃｕ）×λ ………………………（Ｂ．５）

　　式中：

犳ｃｕ，犻———单个试件的强度推定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精确至０．１ＭＰａ；

犳ｃｕ，ｅ———１０个试件的强度推定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精确至０．１ＭＰａ；

λ ———强度值调整系数，取值为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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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线性干燥收缩率快速试验的推荐性方法及应用

犆．１　适用范围

适用于蒸压灰砂实心砖和实心砌块的线性干燥收缩率快速试验测试。

犆．２　仪器设备

犆．２．１　干燥收缩率试验架如图Ｃ．１所示，试验架为钢质材料。底座，应水平及稳固；立柱和上横梁，应

具有足够的刚度。

　　说明：

１———底座；

２———立柱；

３———上横梁；

４———电子数显千分表；

５———钢质垫块，与试件接触面积应不小于试件一侧面积的１／３；

↑———产品的长度方向，一般与成型加压方向垂直。

图犆．１　干燥收缩率试验架

犆．２．２　钢直尺或钢卷尺：分度值１ｍｍ。

犆．２．３　电子数显千分表：分度值０．００１ｍｍ，可实时传输数据。

犆．２．４　数据采集器：可实时持续采集千分表数据，采集频次不低于１次／ｈ。

犆．３　试验室环境

试验室应具备环境的温、湿度调节控制条件。温度应可控制在（２０±３）℃，温度计读数误差应不大

于０．５℃；相对湿度应可控制在（５０±５）％，空气介质相对湿度读数误差不应超过±３％。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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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４　试件要求及数量

犆．４．１　测试用试件应为出蒸压釜不超过４８ｈ、外观尺寸满足本标准要求，数量为每组３个。试件从出

蒸压釜到试验室，应采用不透气薄膜包裹，尽量密闭。

犆．４．２　大型实心砌块的试件采用７．５．１规定尺寸的裁切试件；也可采用取芯法获取的芯样试件，长度为

（２００±１０）ｍｍ，直径为１００ｍｍ。

犆．４．３　实心砌块块体过大，超出图Ｃ．１测量设备的允许范围时，也可采用Ｃ．４．２推荐的方法。

犆．５　试验步骤

犆．５．１　试验室内环境条件在试验周期内应保持在温度（２０±３）℃、相对湿度（５０±５）％。

犆．５．２　在试验室中调整试验架，应将试验架平放在稳固的基面上。调整试验架底座四角支座，使底座

面板水平，稳定不晃动。

犆．５．３　试件出蒸压釜、冷却至常温后，应立即密封移至试验室。在将试件放置于试验架前０．５ｈ内，打

开密闭包裹材料，完成对试件初始长度的测量。应在两条面中间各测一次长度，取平均值，作为试件初

始长度犔，精确至１ｍｍ。

犆．５．４　将各个试件放置于试验架上，应对中放置，高度为试件的长度方向。

犆．５．５　调节上横梁至合适位置（便于电子数显千分表的安装），调整水平并固定。

犆．５．６　安装固定电子数显千分表，测量杆应压缩至合适长度，连接数据采集器。

犆．５．７　检查组装好的试验架、试件和电子数显千分表，座基是否稳定，电子线路是否正常。

犆．５．８　记录下各电子数显千分表的初始读数犛１ 和时间，开始测试。试验过程中，应至少每天两次查看

试验进展情况。如有不正常应立即查找原因，必要时应重新试验。

犆．５．９　开始测试后，连续记录相应天数 （超过１２ｈ，但不超２４ｈ，也算１ｄ）。结束后，以电子数显千分

表最后两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试件干燥后电子数显千分表读数犛２。

犆．５．１０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严禁触碰试验架、试件和电子数显千分表。

犆．５．１１　也可在满足试验条件、内部空间足够放下图Ｃ．１所示试验架的恒温恒湿试验箱内，按Ｃ．５．１～

Ｃ．５．１０进行上述试验。

犆．６　结果计算

犆．６．１　单个试件的线性干燥收缩率（犛犖）按式（Ｃ．１）计算。

犛犖 ＝
犛１－犛２

犔
×１００ …………………………（Ｃ．１）

　　式中：

犛犖 ———线性干燥收缩率，％；

犖 ———实际测试的时长，天；

犛１ ———电子数显千分表初始读数，单位为毫米（ｍｍ）；

犛２ ———试件干燥后电子数显千分表读数，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 ———试件初始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犆．６．２　试验结果以３个试件线性干燥收缩率的算术平均值来表示，精确至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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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蒸压灰砂实心砖和实心砌块的生产工艺说明

犇．１　生产用原材料

犇．１．１　所使用砂子的ＳｉＯ２ 含量宜大于５０％。

犇．１．２　所使用生石灰的ＣａＯ含量宜大于７５％。

犇．１．３　砂子用量应不小于所有组成材料总用量的７５％（质量分数），生石灰用量应不小于所有组成材料

总用量的８％（质量分数）。

犇．１．４　允许掺加不超过所有组成材料总量１５％（质量分数）且符合ＪＣ／Ｔ４０９要求的粉煤灰。

犇．１．５　当掺加其他组成材料时，其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当采用无标准的原材料时，应用前应做

相应检验，符合要求方可使用。

犇．２　生产工艺

犇．２．１　蒸压灰砂实心砖和实心砌块应尽可能采用大吨位压力机进行坯体成型。

犇．２．２　蒸压灰砂制品的养护条件为：在不低于１７４．５℃湿热条件下的蒸养时间应不少于７ｈ。

犇．２．３　制品预养升温和降温时，升、降温速率不宜过大。

犇．２．４　产品标识宜采用喷墨方式，在产品蒸压养护后进行。所用墨料不应对产品使用过程中的粘结性

能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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