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11页：通用硅酸盐的水泥代号

12页：按水化速率可排列成：铝酸三钙＞铁铝酸四钙＞硅酸三钙＞硅酸二钙。

按 终强度可排列成：硅酸二钙＞硅酸三钙＞铁铝酸四钙＞铝酸三钙。而水泥的凝结时间，早期

强度主要取决于铝酸三钙和硅酸三钙。

14页：水泥中碱含量按计 算值表示。

硅酸盐水泥初凝不小于 45min，终凝不大于 390min；普通硅酸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

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初凝不小于 45min，终凝不大于 600min。

（1）当化学指标、物理指标中的安定性、凝结时间和强度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时为合格品。

（2）当化学指标、物理指标中的安定性、凝结时间和强度中的任何一项技术要求不符合标准要

求时为不合格品。

15页：凡氧化镁、三氧化硫、初凝时间、安定性中的任何一项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均为废品。

凡比表面积、终凝时间、烧失量、混合材料名称和掺加量、水化热、强度中的任一项不符合标准

规定时为不合格品。水泥包装标志中水泥品种、生产者名称和出厂编号不全的也不属于不合格品。

17页：宜选用标准稠度低且强度等级不低于 42.5的中热硅酸盐水泥、标准稠度低且强度等级不

低于 42.5 的普通硅酸盐水泥，且生产上述两种水泥的熟料，其铝酸三钙含量宜在 6%~12%范围内，

不宜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或复合硅酸盐水泥。

18 页：水泥进货时的全面验收指标是：不溶物、三氧化硫、烧失量、氧化镁、氯离子安定性、

凝结时间、水泥胶砂强度以及熟料中的铝酸三钙含量。（2）水泥的组批原则是：以同一厂家同期

出厂的同品种、同强度等级、同一出厂编号的水 尼为一批。但一批的总量：袋装水泥不超过 200t，

散装水泥不超过 500t。

19页：水泥取样，至少 12kg

水泥体积安定性是指水泥在凝结硬化过程中，体积变化的均匀性。

安定性的试验方法有标准法和代用法，当有争议时，以标准法为准。

20页：

1.当两个试件煮后增加距离（C‐A）的平均值不大于 5.0mm时，该水泥安定性合格。

2.当两个试件煮后增加距离的（C‐A）的平均值大于 5.0mm时，应用同一样品立即重做一次试验。

再如此，以复验结果为准。



21页：水泥净浆达到标准稠度时，所需的拌和水量（以占水泥重量的百分率表示），称为标准稠

度用水量。

水泥凝结时间是指水泥从加水到水泥浆失去可塑性所需的时间。凝结时间分为初凝时间和终凝时

间。

稠度试验：试验室温度为（20±2）℃，相对湿度应不低于 50%；水泥试样、拌和水、仪器和用

具的温度应与试验室一样。湿气养护箱的温度为（20±1）℃，相对湿度不低于 90%。试验用水

必必须是洁净的饮用水，如有争议时应以蒸馏水为准。

22 页：水泥的强度主要取决于水泥熟料矿物成分的相对含量和水泥的细度。水泥的强度受到温

度、湿度、龄期、加水量、试件尺寸、试验方法等许多因素的影响。

23页：胶砂强度测试用到下列设备

1.行星式搅拌机

2.振实台

3.抗折强度试验机

4.抗压强度试验机

胶砂制作，按照水灰比 0.5 和流动度不小于 180mm来确定。

24页：将做好标记的试件立即水平或竖直放在（20±1）℃代水中养护，水平放置时刮平面应朝

上。试件放在不易腐烂的篦子上，并彼此间保持一定间距，以让水与试件的六个面接触。养护期

间试件之间间隔或试体上表面的水深不得小于 5mm。

试体龄期是从水泥加水搅拌开始试验时算起。不同龄期强度试验在下列时间里进行。24h±5min；

48h±30min；72h±45min；7d±2h;＞28d±8h

25页：

抗折强度：用规定的设备以中心加荷法测定抗折强度。在折断后的棱柱体上进行抗压试验，受压

面是试体成型时的两个侧面，面积为 40mm×40mm。每个龄期取出三条试件先做抗折强度试验。

将试体的一个侧面放在试验机支撑圆柱上，试体长轴垂直于支撑圆柱，通过加荷圆柱以 50±

10N/s的速率均匀地将荷裁垂首地加在棱柱体相对侧面上，直至折断。

以一组三个棱柱体抗折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当三个强度值中有超出平均值±10%时，应

剔除后再取平均值作为抗折强度试验结果。各试体的抗折强度记录精度至 0.1MPa，抗折强度试

验结果计算至 0.1MPa。

抗压强度：在整个加荷过程中以 2400±200N/s的速率均匀地加荷直至破坏。以一组三个棱柱体

上得到的六个抗压强度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为试验结果。

26页：细度

对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以比表面积表示细度，要求不小于 300m2/kg；对矿渣硅酸盐

水泥、火山灰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以筛余表示细度，80μm 方

孔筛筛余不大于 10%或 45μm方孔筛筛余不大于 30%。

27页：本法是釆用 45μm方孔筛和 80μm方孔筛对水泥试样进行筛析试验，用筛上筛余物的质

量百分数来表示水泥样品的细度。为保持筛孔的标准度，在用的试验筛应用已知筛余的标准样品

来标定。



28页：水泥试验筛子标定，使用 100次需要标定。

29页：《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GB/T2419—2005）进行检测。

方法原理：测量一定配比的水泥胶砂在规定振动状态下的扩展范围来衡量其流动性。用卡尺测量

胶砂底面互相垂直的两个方向直径，计算平均值，取整数，单位为毫米。

30页：烧失量

试样在（950±25）℃的高温炉中灼烧，驱除二氧化碳和水分，同时将存在的易氧化的元素氧化。

试验次数规定为两次，用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表示测定结果。

恒重的定义

31页：硫酸钡重量法测三氧化硫含量：用氯化钡溶液沉淀硫酸根

碱含量是选择性指标。水泥中碱含量 按计算值表示。氧化钾和氧化钠的测定采

用火焰光度法（基准法）进行测定。

样品测定时，试样经氢氟酸一硫酸蒸发处理除去硅.用热水浸取残渣.以氨水和碳酸铵分离铁、铝、

钙、镁。滤液中的钾、钠用火焰光度计进行测定。

32页：

氯离子的检测有两种方法，其中硫氰酸氨容量法是基准法，磷酸蒸馏—汞盐滴定法是代用法。

水泥水化热的检测有溶解热法和直接法两种方法，其中溶解热法为基准法，当两种方法的测定结

果有争议时，以溶解热法为准。

第三章：

34页：

粒径 150μm~4.75mm者称为细集料；粒径大于 4.75者称为粗集料。

35页：集料含泥过高，会使混凝土的强度、抗冻及抗渗性能明显下降�海砂中的氯盐含量过多，

则会引起混凝土中钢筋锈浊。

I 类砂适合配制各种混凝土，包括强度为 60MPa 以上的高强度混凝土；II 类砂适合配制强度在

60MPa以下的混凝土以及有抗冻、抗渗或其他耐久要求的混凝土；III 类砂通常只适合配制强度

低于 30MPa的混凝土或建筑砂浆。

37页：

（2）对细骨料的质量要求，主要是杂质和有害物质含量、级配、骨料活性和坚固性的要求，但

对海砂，还加上了氯离子含量的限制要求；对机制砂或混合砂，还有石粉含量、总压碎指标值、

砂的氯离子含量等的限制要求。

（3）对高性能混凝土，海砂不应作为细骨料；高性能混凝土宜采用级配良好且细度模数为

3.2~2.6的中粗砂；细骨料中杂质含量和石粉含量的限制比普通混凝土要严格。

（4）对有防腐蚀要求和海水环境中的混凝土，不得或严禁采用有碱活性的细骨料；对淡水环境

且无

防腐蚀要求的混凝土，可采用有碱活性的细骨料，但需采取措施经试验验证合格后方可使用。

（5）对大体积混凝土，宜采用级配稳定的中砂，细骨料的含泥量限制不考虑混凝土强度等级或

有无抗冻性等因素，均统一要求为“含泥量不应大于 3%，其中泥块含量不应大于 1%”。



38页：按细度模数的大小，可将砂分为粗砂、中砂、细砂、特细砂。

细度模数为：3.7~3.1 的是粗砂 3.0~2.3 的是中砂 2.2~1.6 的是细砂 1.5~0.7 的是特细砂。轻物质

是指表观密度小于 2000kg/m³的物质。对轻物质含量，不管混凝土有无抗冻性，强度等级如何，

均规定不大于 1.0%，相当于国际中 I类砂的标准

39页：含泥量是指粒径小于 75μm的颗粒含量。

泥块含量是指砂中原粒径大于 1.18mm，经水洗、手捏后变成小于 600μm颗粒的含量。

颗粒状硫化物或硫酸盐及有机质对水泥有腐蚀作用。砂中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无论混凝土的强

度等级如何、有无抗冻性要求，均规定不大于 1.0%；对有机物含量，无论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如

何、有无抗冻性要求，均规定当用比色法试验时，颜色不应深于标准色，当深于标准色时，应进

行砂浆强度（按水泥胶砂方法）对比试验，相对抗压强度不应低于 95%。

40 页：砂的坚固性是检验砂在气候、环境变化或其他物理因素作用下，抵抗碎裂的能力。对有

抗冻性要求和强度大于等于 C30 混凝土，如对所用砂的坚固性有怀疑时，应用硫酸钠溶液法进

行检验，经浸烘 5次循环的失重率不应大于 8%，相当于 II 类以上砂的质量要求。

41 页：海水环境工程或有防腐蚀要求的混凝土严禁或不得采用活性细骨料，淡水环境工程且无

防腐蚀要求的混凝土，可采用活性骨料，但应采用碱含量小于 0.6%的水泥并采取其他措施，经

试验验证合格后可使用。

42页：

人工砂的检测项目除应包括上述指标外尚应包括石粉含量和压碎值指标，人工砂的检测项目可不

包括氯离子含量和有害物质含量。

固结排水和倒滤层用砂必检：筛析、含泥量、渗透系数

43页：只有堆积密度、机制砂的坚固性、不用缩分。

45页：含泥量测试：两个试样，算数平均值，修约值比较。差值超 0.5%，重新试验。

46页：含泥块量测试：两个试样，算数平均值，修约值比较。差值超 0.4%，重新试验。

47页：石粉含量：亚甲蓝值测定。MB＜1.4，石粉为主。否则，泥粉为主。

48页：云母是挑出来的。

49页：有机物含量结果判定：试样上部的溶液颜色浅于标准色，表示试样有机物含量合格。

50页：氯离子测试，用铬酸钾做指示剂，呈现砖红色为终点。

碱活性：化学方法和砂浆长度法测试。

51页：

砂的碱活性测试：水泥采用含碱量大于 1.2%的高碱水泥。

养护测量：基准长度的定义。每个试件需要进行挠度和外观检测。



52页：膨胀率计算的公式和字母的意义，会计算。

坚固性：对天然砂，坚固性指标只有一个，对机制砂或混合砂，坚固性指标还有“总压碎值”。

相对应得坚固性的试验方法有“硫酸钠溶液”和“压碎指标法”。

53页：表格 3—15坚固性用硫酸钠浸泡，循环 5次，用到了氯化钡。

54页：压碎值：加荷速度 500N/S，加载到 250kn，持续 5s。同样的速度卸荷载。

三份试样取平均值。

砂料的表现密度大小取决于组成的矿物密度和内部孔隙的多少，多数天然砂的表观密度为

2600~2700kg/m³。密度大则说明颗粒坚硬致密，可配置高强度混凝土。表观密度也是采用绝对

体积法计算每立方米混凝土材料用量的基本数据。

55 页：堆积密度又分为松散堆积密度和紧密堆积密度，同样空隙率也分松散堆积时的空隙率和

紧密堆积时的空隙率。

56 页：碎石外形粗糙能与水泥浆紧密结合，用碎石制成的混凝土强度比卵石混凝土更；卵石外

形光滑，拌制混凝土时、相对移动容易，混凝土的和易性更好。

59页：

（2）对粗骨料的质量要求，主要是强度、级配、针片状、杂质或有害物质含量、密度、碱活性

和坚固性的要求；

（3）对高性能混凝土， 大粒径不宜大于 25mm，骨料应采用连续级配；

（4）对有防腐蚀要求和海水环境中的混凝土，不得或严禁采用可能发生碱—骨料反应的活性粗

骨料。对淡水环境且无防腐蚀要求的混凝土，可采用有碱活性的细骨料，但需釆取措施经试验验

证合格后方可使用。

（5）对大体积混凝土，宜选用线膨胀系数较小的碎石，粗骨料的含泥量限制不考虑混凝土强度

等级，均统一要求为“含泥量不应大于 1%，其中泥块含量不应大于 0.5%，有抗冻性要求时含泥

量不应大于 0.7%，其中泥块含量不应大于 0.2%”

强度是表征骨料坚硬程度的指标。对碎石，可用岩石抗压强度或压碎值指标进行检验，对卵石，

用压碎值进行检验。

60页：骨料的针状颗粒，是指颗粒的长度大于该颗粒所属粒级的平均粒径的 2.4倍者，片状是指

颗粒的厚度小于平均粒径的 0.4倍者。平均粒径是指该粒径级上、下限粒径的平均值。

骨料中的山皮水锈颗粒，是指风化面积超过 1/6〜1/4的颗粒。

坚固性：

卵石、碎石在自然风化和其他外界物理化学因素作用下抵抗破碎的能力称为坚固性，它间接反映

骨料的强度。

规定：对粗骨料的坚固性有怀疑时，应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检验，经浸烘 5次循环后的失重率有

抗冻要求的混凝土应不大于3%，强度等级大于或等于C30的混凝土应不大于5%对高性能混凝土，

应不大于 3%。

61页：

粗骨料的杂质含量包括：总含泥量、泥块含量、水溶性硫酸盐和硫化物、有机物含量。

粗骨料的碱活性判断，是指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由碎石、卵石制备的试件无裂缝、酥裂、交替



外溢等现象，在规定的试验龄期的膨胀率应小于 0.10%，则骨料不具备碱活性，否则是具有碱活

性。

63页：

（1）每次新进一批不同产源的粗集料，都应进行一次全面的质量检验。全面的质量检验指标即

包括‐强度、颗粒级配、软弱颗粒含量、含泥量、泥块含量、针片状颗粒含量、山皮水锈颗粒含

量、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有机物含量、坚固性、碱活性、表观密度。

（2）每批次细集料的复验，必检项目有：颗粒级配、针片状颗粒含量、含泥量、泥块含量、压

碎值指标和坚固性，用于高强混凝土的粗骨料主要控制项目还应包括岩石抗压强度。

（一）组批原则

根据《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2008）：

（1）对拌制混凝土用碎石，以同一产地、同一规格，每 400m³或 600t 为一批，不足 400m³或

600t也按一批计�当质量比较稳定进料数量较大时，可定期捡验。

（2）对拋回填和砌筑用碎石，结合工程用量，以数量 2000〜3000t 为一批，不足 2000t 也按一

批计。

69页：

岩石抗压强度：

试样尺寸 500mm立方体。或者直径和高度均为 50mm的圆柱体。六个试块。

分别测定垂直和平行层理的值。加压速度 0.‐1.0MPa/s。

71页：表观密度有标准法和简易法。 大粒径大于 37.5mm不宜用简易法。

72页：

1.强度的要求

《防波堤设计与施工规范》规定：岩石单轴饱和极限抗压强度，对于护面块石和需要进行夯实的

基床块石应不低于 50MPa，对于垫层块石和不进行夯实的基床块石应不低于 30MPa。对堤心石

和填料，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降低要求。

1必检项目有：表面风化、规格

其他检测项目：岩石抗压强度、级配（设计有要求时）。

2.检测频率

（1）岩石强度：以每一产源为一批；

（2）规格和级配：可结合工程用量，以数量 5000〜10000m3为一批，不足 5000m³也按一批计。

第四章：

73页：理想的混凝土拌和用水是饮用水和自来水。

混凝土不得采用沼泽水，工业废水和含有有害杂质的水。

75页：混凝土拌和用水的检测项目是：PH值、不溶物含量、可溶物含量、硫酸根离子含量、氯

离子含量、水泥凝结时间差和水泥胶砂强度比。

非生活饮用水，开工前检验。水源有改变或者对水质有怀疑，应及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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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质检验水样不应少于 5L；用于测定水泥凝结时间和胶砂强度的水样不应少于 3L；

（2）采集水样的容器应无污染；容器应用待采集水样冲洗三次再灌装，并应密封待用；

（3）地表水宜在水域中心部位、距水面 100mm以下采集，并应记载季节、气候、雨量和周边

环境的情况；

（1）地表水每 6个月检验一次；

（2）地下水每年检验一次；

（3）再生水每 3个月检验一次；在质量稳定一年后，可每 6 个月检验一次；

（4）混凝土企业洗刷水每 3个月检验一次；在质量稳定一年后，可一年检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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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的检验方法有试纸法、玻璃电极法和比色法，水运工程混凝土拌和用水的 PH 值检测，应采

用玻璃电极法。

水的颜色、浊度、胶体物质、氧化剂、还原剂及较高含盐量均不会干扰 PH 值的测定，但在 PH

值小于 1的强酸中，会有所谓的酸误差，PH 值大于 10的碱溶液，会有钠误差。温度影响电 极

的电位和水的电离平衡。应注意样品和标准溶液的温度误差应控制在±1℃之内。

要配置甲乙丙三种标准溶液。

玻璃电极在蒸馏水中浸泡 24小时以上。

禁用无水乙醇、脱水洗涤剂处理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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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盐的测定方法有硫酸钡重量法、各种容量法以及铬酸钡比色法和硫酸钡比浊法。拌和用水中

硫酸盐的测定方法只能采用硫酸钡重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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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盐测定：水样中二氧化硅浓度超过 25mg/L时，要加盐酸。

有不溶解的硫酸盐，加入碳酸钠。

水中不溶物，又叫悬浮物，是指水样通过孔径为 0.45μm 的滤膜，截留在滤膜上并在（103℃

~105℃）烘干至恒量的固体物质。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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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按其主要使用功能分成四大类：

1改善混凝土拌和物流变性能的外加剂，包括各种减水剂和泵送剂等；

2调节混凝土凝结时间、硬化性能的外加剂，包括缓凝剂、促凝剂和速凝剂等；

3改善混凝土耐久性的外加剂，包括引气剂、防水剂和阻锈剂和矿物外加剂等

4改善混凝土其他性能的外加剂，包括膨胀剂、防冻剂、着色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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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与外加剂的适应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至少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

（1）水泥的影响因素：包括矿物组成、细度、游离氧化钙含量、石膏加入量及形态、水泥熟料

碱含量、碱的硫酸饱和度、混合材种类及掺量、水泥助磨剂等；

（2）外加剂的种类和掺量。如：萘系减水剂的分子结构，包括磺化度、平均分子量、分子量分

布、聚合性能、平衡离子的种类等；

（3）混凝土配合比，尤其是水胶比、矿物外加剂的品种和掺量；



（4）混凝土搅拌时的加料程序、搅拌时的温度、搅拌机的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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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水剂提高混凝土拌和物流动性的作用机理主要包括分散作用和润滑作用两方面。减水剂实际上

为一种表面活性剂，多为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有三种作用：

1分散作用

2静电斥力

3润滑作用

早强剂是指能加速混凝土早期强度发展的外加剂。

引气剂是指混凝土在搅拌过程中能引入大量均匀、稳定且封闭的微小气泡的外加剂。

缓凝剂是指能延长混凝土的初凝和终凝时间的外加剂。 常用的缓凝剂为木钙和糖蜜。

速凝剂是指能使混凝土迅速硬化的外加剂。一般初凝时间小于 5min终凝时间小于 10h。

防冻剂指能使混凝土在负温下硬化，并在规定养护条件下达到预期性能的外加剂。

膨胀剂是指能使混凝土产生一定体积膨胀的外加剂。掺入膨胀剂的目的是补偿混凝土自身收缩、

干缩和温度变形，防止混凝土开裂，并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和防水性能。

絮凝剂主要用以提高混凝土的黏聚性和保水性，使混凝土即使受到水的冲刷.水泥和集料 也不离

析分散。

阻锈剂是指能抑制或减轻混凝土中钢筋或其他预埋金属锈蚀的外加剂。钢筋或金属预埋件的锈蚀

与其表面保护膜的情况有关。

能改善混凝土拌和物泵送性能的外加剂称为泵送剂。所谓泵送性，是指混凝土拌和物具有能顺利

通过输送管道、不阻塞、不离析、塑性良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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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性能减水剂、高效减水剂、普通减水剂、引气减水剂、泵送剂、早强剂、缓凝剂这八类混凝

土外

加剂�它们匀质性指标主要指氯离子含量、总 碱量、含固量或含水率、密度、细度、PH 值、硫

酸钠含量 7个指标。

90页：

（1）引气剂：以同一厂家，每 5t 为一批，不足 5t 也按一批计�对于松香热聚物型引气剂每 1t

为一批，不足 1t也按一批计；

（2）减水剂、缓凝剂、早强剂：以同一厂家的掺量大于 1%的同品种、同一号，每 100t为一批，

不足 100t也按一批计；掺量小于 1%的，每 50t为一批，不足 50t也按一批计；

（3）速凝剂：以同一厂家，同品种、同一编号，每 60t为一批，不足 60t也按一批计；

（4）防冻剂、泵送剂：以同一厂家，同品种、同一编号，每 50t为一批，不足 50t 也按一批计；

（5）膨胀剂：以同一厂家，同品种、同一编号，每 100t为一批，不足 100t也按一批计；

（6）防水剂：以同一厂家，同品种、同一编号，每 30t为一批，不足 30t也按一批计。

92页：

外加剂的匀质性指标采用《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进行检测，每项指标的试验次数规定

为两次，用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表示测定结果。

含固量：用烘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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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测试三种方法：比重瓶，液体比重瓶，精密密度计算法。

用波美比重计直接测出。

细度：用孔径 0.315mm的筛子，人工筛。

PH值：在 25℃时，每相差一个单位，PH 值产生 59.15mv的电位差。

酸度计测出的为 PH值。

94页：表面张力，用无水乙醇做空白试验。

氯离子含量的测定有电位滴定法和离子色谱法。

硫酸钠含量的测定方法有重量法和离子交换法。发现絮凝物而不易过滤时改用离子交换重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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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净浆流动度

方法提要：在水泥净浆搅拌机中，加入一定量的水泥，外加剂和水进行搅拌。将搅拌好的净浆注

入截锥圆模内，提起截锥圆模，测定水泥净浆在玻璃平面上自由流淌的 大直径。

水泥砂浆工作性

该指标是测定外加剂对水泥的分散效果，以水泥砂浆减水率表示其工作性，当水泥净浆流动度试

验不明显时可用此法。

碱含量

方法提要：试样用约 80℃的热水溶解，以氨水分离铁、铝；以碳酸钙分离钙、镁。滤液中的碱

（钾和钠），采用相应的滤光片，用火焰光度计分别进行测定钾和钠的含量。

掺外加剂混凝土的性能指标包括抗压强度比、收缩率比、相对耐久性、凝结时间差、泌水率比等，

其中前三项是必检项目。

基准水泥：42.5等级的 P.1型硅酸盐水泥。水泥比表面积 350+‐10

砂：2区中砂，细度模数 2.6‐2.9，含泥量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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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采用符合要求的公称容量为 60L 的单卧轴式强制搅拌机。搅拌机的拌和量应不少于

20L，不宜大于 45L。

1.坍落度和坍落度 1h经时变化量

每批混凝土取一个试样，坍落度和坍落度 1小时经时变化量均以三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表示。三

次试验的 大值和 小值与中间值之差有一个超过 10min 时，将 大值和 小值一并舍去，取

中间作为该批的试验结果； 大值和 小值与中间值之差均超过 10mm时，则应重做。坍落度

及坍落度 1小时经时变化量测定值以 mm表示，结果表达修约到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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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水率比又分常压泌水率比和压力泌水率比，只有泵送剂需要检测压力泌水率比。

常压泌水率：取 3个算数平均值，其中一个与平均值之差大于平均的 20%，则取两个相近结果的

平均值。

压力泌水率：加压至 3.5MPa。

98页：

外加剂凝结时间差测定：

初凝用 100mm2的针，终凝用 20mm2的针。



贯入阻力 3.5MPa，为初凝。

贯入阻力 28MPa，为终凝。从水泥与水接触开始计算凝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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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压强度比与减水率有密切关系，减水率愈大，抗压强度比值愈高。

收缩率比以 28d龄期时受检混凝土与基准混凝土的收缩率的比值表示。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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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率试验：试验以三个试件为一组，试件尺寸为 100mm×100mm×515mm。

基长应复测三次，取算术平均值。每次复测前，均应将试件稍加移动，然后恢复到原来位置，进

行测量。

自由膨胀试件测基长后，浸于 20±3℃水中养护，分别测定 3.7、14d 的长度，然后移入干缩室

（箱）内，存放方法同干缩试件的规定。经 28、90、180 测定试件长度。上述测长龄期，一律

从成型日算起。

相对耐久性指标是以掺外加剂混凝土冻融 200 次后的动弹性模量是否不小于 80%来评定外加剂

的质量。每批混凝土拌和物取一个试样，相对动弹性模量以三个试件测值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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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锈剂的质量验证项目有：钢筋在砂浆中的阳极极化试验、盐水浸烘试验、掺阻锈剂与未掺阻锈

剂的优质或高性能混凝土抗压强度比、掺阻锈剂与未掺阻锈剂的水泥初凝时间差和终凝时间差、

掺阻锈剂与未掺阻锈剂的优质混凝土的抗氯离子渗透性。

阳极极化试验：

适用于水泥终凝时间不大于 48小时的。

浸入溶液 85mm长的钢筋表面的电流密度保持恒定为 0.5uA/mm2。

V2达到 650mv，经过 15min电位跌落不超过 50mv的，可以认为是钝化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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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浸烘试验，结果分析：

保护层厚度小于原设计的 80%，试件作废。

浸烘 8次，掺阻锈剂与不掺的钢筋腐蚀失重率减少 40%以上的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