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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总

1.0.1 为加强混凝土质量控制,促进混凝土技术进步,确保混
凝土工程质量,制定本标准:∷ ∷∷∷ ∷Ⅱ ∷ |Ⅱ  ∴∷.

⒈⒍’ 本标淮适用于建设⊥程∷的普通混凝土质量控制∫ ∷Ⅱ ∶

1.⒋∷j∷混凝芏质皇控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淌应待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Ⅱ Ⅱ∷∷∷∷∷∷∷ ∷ Ⅱ∷∷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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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材料质量控制

2.1 水  泥

2.1.1 水泥品种与强度等级的选用应根据设计、施工要求以及

工程所处环境确定。对于一般建筑结构及预制构件的普通混凝

土,宜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高强混凝土和有抗冻要求的混凝土

宜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有预防混凝土碱-骨料反

应要求的混凝土工程宜采用碱含量低于 0.6%的水泥;大体积混

凝土宜采用中、低热硅酸盐水泥或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水泥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和 《中热硅酸盐

水泥 低热硅酸盐水泥 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GB⒛0的有关

规定。

2.1.2 水泥质量主要控制项目应包括凝结时间、安定性、胶砂

强度、氧化镁和氯离子含量,碱含量低于 0.6%的水泥主要控制

项目还应包括碱含量,中 、低热硅酸盐水泥或低热矿渣硅酸盐水

泥主要控制项目还应包括水化热。

2.1.3 水泥的应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宜采用新型干法窑生产的水泥。

2 应注明水泥中的混合材品种和掺加量。

3 用手生产混凝土的水泥温度不宜高于 sO℃ 。

2.2 粗 骨 料

2.2.1 粗骨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

及检验方法标准》JGJ52的规定。

2.2.2 粗骨料质量主要控制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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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的粗骨料主要控制项目还应包括岩石抗压强度。

2

2.2.3 粗骨料在应用方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混凝土粗骨料宜采用连续级配。

2 对于混凝土结构,粗骨料最大公称粒径不得大于构件截

面最小尺寸的 1/4,且不得大于钢筋最小净间距的 3/4;对混凝
土实心板,骨料的最大公称粒径不宜大于板厚的 1/3,且不得大

于⑽mm;对于大体积混凝土,粗骨料最大公称粒径不宜小

于 31.5mm。

3 对于有抗渗、抗冻、抗腐蚀、耐磨或其他特殊要求的混

凝土,粗骨料中的含泥量和泥块含量分别不应大于 1.0%和
0.5%;坚固性检验的质量损失不应大于 8%。

4 对于高弭混凝土,粗骨料的岩石抗压强度应至少比混凝
土设计强度高30%;最大公称粒径不宜大于25rrun,针片状颗粒

含量不宜大于 5%且不应大于 8%;含泥量和泥块含量分别不应

大于 0.5%和 0.2%。

5 对粗骨料或用于制作粗骨料的岩石,应进行碱活性检验 ,

包括碱-硅酸反应活性检验和碱-碳酸盐反应活性检验;对手有预

防混凝土碱-骨料反应要求的混凝土工程,不宜采用有碱活性的

粗骨料。

2.3细 骨 料

2.3· 1 细骨料应符合现行行皿标准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

及检验方法标准》JGJ52的规定;混凝土用海砂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 《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⒛ 6的有关规定。
2.3.2 细骨料质量主要控制项 目应包括颗粒级配、细度模数 1

含泥量、泥块含量、坚固性、氯离子含量和有害物质含量;海砂

主要控制项目除应包括上述指标外尚应包括贝壳含量;人工砂主

要控制项目除应包括上述指标外尚应包括石粉含量和压碎值指

严
,人工砂

丰翠控刽项目可不包括氯离子含量和有害物质含量。

么3.3 细骨料的应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泵送混凝土宜采用中砂,且 300um筛孔的颗粒通过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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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少于 15%。

2 对于有抗渗、抗冻或其他特殊要求的混凝土,砂中的含

泥量和泥块含量分别不应大于 3.0%和 1.0%;坚 固性检验的质

量损失不应大于 8%。

3 对于高强混凝土,砂的细度模数宜控制在 2.6~⒊ 0范围

之内,含泥量和泥块含量分别不应大于 2.0%和 0.5%。

4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用砂的氯离子含量分别不应

大于 0.06%和 0。 ∞%。

5 混凝土用海砂应经过净化处理。

6 混凝土用海砂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 0.03%,贝 壳含量应

符合表 2.3.3△ 的规定。海砂不得用于预应力混凝土。

7 人工砂中的石粉含量应符合表 2.3.3乇 的规定。

表 2.3。 ⒊2 人工砂中石粉含Ⅱ (%)

8 不宜单独采用特细砂作为细骨料配制混凝土。

9 河砂和海砂应进行碱-硅酸反应活性检验;人工砂应进行

碱-硅酸反应活性检验和碱-碳酸盐反应活性检验;对于有预防混

凝土碱-骨料反应要求的工程,不宜采用有碱活性的砂。

2.4∷ 矿物掺合料

2.4.1 用于混凝土中的矿物掺合料可包括粉煤灰、粒化高炉矿

渣粉、硅灰、沸石粉、钢渣粉、磷渣粉;可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矿物掺合料按一定比例混合使用。粉煤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4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1596的 有关规定,粒化
高炉矿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
炉矿渣粉》GB/T18⒁ 6的有关规走,钢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用于水泥和揖凝土中的钢渣粉》GB/T⒛妁1的有关规定 ,

其他矿物掺合料应符合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并满足混凝土性
能要求;矿物掺合料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材料放
射性核素限量》GB ss66的 有关规定。
2· 4.2 粉煤灰的主要控制项目应包括细度、需水量比、烧失量
和三氧化硫含量,C类粉煤灰的主要控制项目还应包括游离氧化
钙含量和安定性;粒化高炉矿渣粉的主要控制项目应包括比表面
积、活性指数和流动度比;钢渣粉的主要控制项目应包括比表面
积、活性指数t流动度比、游离氧化钙含量、三氧化硫含量、氧
化镁含量和安定性;磷渣粉的主要控制项目应包括细度、活性指
数、流动度比、五氧化二磷含量和安定性;硅灰的主要控制项目
应包括比表面积和二氧化硅含量。矿物掺合料的主要控制项目还
应包括放射性。
2· 4.3 矿物掺合料的应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掺用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宜采用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
酸盐水泥。               ∷

2 在混凝土中掺用矿物掺合料时,矿物掺合料的种类和掺
量应经试验确定。

3 矿物掺合料宜与高效减水剂同时使用。
4 对于高强混凝土或有抗渗、抗冻、抗腐蚀、耐磨等其他

特殊要求的混凝土,不宜采用低于Ⅱ级的粉煤灰。
5 对于高强混凝土和有耐腐蚀要求的混凝土,当需要采用

硅灰时,不宜采用二氧化硅含量小于 gO%的硅灰。

2.5 夕卜  力日  剂

甲.5.1 外加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外加剂》GB⒛%、

《混凝土防冻剂》JC留5和 《混凝土膨胀剂》GB⒛绍9的有关规定。

表 2.3。 3-1 混凝土用海砂的贝壳含量 (按质量计,%)

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 C55~oω C35~C30 C25'ˇ C15

贝壳含量 ≤ 3 ≤ 5 ≤8 ≤10

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 C55~C30 ≤C25

石粉含量
MB(1.4 ≤⒌0 ≤ 7,0 ≤10.o

MB≥ 1.4 ≤ 2.0 ≤ 3,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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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外加剂质量主要控制项目应包括掺外加剂混凝土性能和

外加剂匀质性两方面,混凝土性能方面的主要控制项目应包括减

水率1凝结时间差和抗压强度比,外加剂匀质性方面的主要控制

项目应包括 pH值、氯离子含量和碱含量;引气剂和引气减水剂

主要控制项目还应包括含气量;防冻剂主要控制项目还应包括含

气量和 50次冻融强度损失率比;膨胀剂主要控制项目还应包括

凝结时间、限制膨胀率和抗压强度。

2.5.3 外加剂的应用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外加剂应

用技术规范》GB sOu9的 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

Ⅱ 1 在混凝土中掺用外加剂时,外加剂应与水泥具有良好的

适应性,其种类和掺量应经试验确定。

2 高强混凝土宜采用高性能减水剂;有抗冻要求的混凝土

宜采用引气剂或引气减水剂;大体积混凝土宜采用缓凝剂或缓凝

减水剂;混凝土冬期施工可采用防冻剂。

3 外加剂中的氯离子含量和碱含量应满足混凝土设计要求。

4 宜采用液态外加剂。

2。 6 水

2.6.1 混凝土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s3的有关规定。

2.6.2 混凝土用水主要控制项 目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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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混凝土骨料为碱活性时,主要控制项目还应

包括碱含量。

2.0.3 混凝土用水的应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未经处理的海水严禁用于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

2 当骨料具有碱活性时,混凝土用水不得采用混凝土企业

生产设备洗涮水。

6

3 混凝土性能要求

3.1 拌合物性能

3.1.1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应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混凝土拌合
物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
验方法标准》GB/T sO忱 0的有关规定;坍落度经时损失试验方
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

3.1.2 混凝土拌合物的稠度可采用坍落度、维勃稠度或扩展度
表示。坍落度检验适用于坍落度不小于 10mm的混凝土拌合物 ,

维勃稠度检验适用于维勃稠度 5s~30s的混凝土拌合物,扩展度
适用于泵送高强混凝土和自密实混凝土。坍落度、维勃稠度和扩
展度的等级划分及其稠度允许偏差应分别符合表 3.1.2-1、

表 3.1.2饣 、表 3.1.2碍 和表 3.1.2妞 的规定。
表 3.1。 zˉ1 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  表 3.1。 9-2 混凝土拌合物的维勃

等级划分

等级 坍落度 (mm)

sl 10^ˇ 40

s2 50^ˇ 90

s3 100^ˇ 15o

⒐ 160-210

s5 彡≥220

稠度等级划分

等级 维勃稠度 (s)

Vo ≥ 31

V1 30^ˇ 21

、
'2 20^ˇ 11

V3 10~ˇ 6

、⒎4 59~3

表 3.1。 z-s 混凝土拌合物的扩展度等级划分

等级 扩展度 (n,m) 等级 扩展度 (mm)

F1 ≤弘o 豇 490-550

F2 350^ˇ 碴10 F5 560-620

F3 420冖 座̌80 F6 ≥630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www.biao-zhun.cn  标准下载网



www.bzfxw.com

表 3.1.z-4 混凝土拌合物稠度允许偏差

拌合物性能 允许偏差

坍落度 (mm)
设计值 ≤≤40 50^ˇ 90 ≥≥100

允许偏差 +
_

±20 ±30

维勃稠度 (s)
设计值 ≥11 lO-ˉ 6 ≤ 5

允许偏差 ± 3 ± 2
+
一

扩展度 (mm)
设计值 ≥350

允许偏差 +
_

3.1.3 混凝土拌合物应在满是施工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

较小 的坍落度;泵 送混凝土拌合物坍落度设计值不宜大

于 1sOmm。

3.1.4 泵送高强混凝土的扩展度不宜小于 500mm;自 密实混凝

土的扩展度不宜小于 600mm。

3.1.5 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经时损失不应影响混凝土的正常

施工。泵送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经时损失不宜大于 30mm/h。

3.1.6 混凝土拌合物应具有良好的和易性,并不得离析或泌水。

3.1.7 混凝土拌合物的凝结时间应满足施工要求和混凝土性能

要求。

3.1.8 混凝土拌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最大含量应符合表 3.1.8

的要求。混凝土拌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含量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水运工程混凝土试验规程》JTJ270中混凝土拌合物中氯离子

含量的快速测定方法或其他准确度更好的方法进行测定。

表 3.1.8 混凝土拌合物中水溶性氮离子最大合量

(水泥用量的质量百分比,%)

环境条件
水溶性氯离子最大含量

钢筋混凝土 预应力混凝土 素混凝土

干燥环境

1.00潮湿但不含氯离子的环境

潮湿且含有氯离子的环境、盐渍土环境

除冰盐等侵蚀性物质的腐蚀环境

3.1.9 掺用引气剂或引气型外加剂混凝土拌合物的含气量宜符

合表 3.1.9的规定。

表 3.1.9 混凝土含气墨

粗骨料最大公称粒径 (nm, 混凝土含气量 (%)

≤ 5.5

≤ 5.0

≤ 4.5

3.2力 学 性 能

3.2.1 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应满足设计和施工的要求。混凝土力

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

方法标准》GB/T50081的有关规定。

3.2.2 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MPa)划

分 为 C10、  C15、  C20、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C85、 C90、 C95不旧C100。

3.2.3 混凝土抗压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

定标准》GB/T∞107的有关规定进行检验评定,并应合格。

3.3 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

3.3.1 混凝土的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应满是设计要求。试验方

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GB/Tm⒅2的有关规定。

3.3.2 混凝土的抗冻性能、抗水渗透性能和抗硫酸盐侵蚀性能

的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3.3.2的规定。

表 3.3.2 混凝土抗冻性能、抗水渗透性能和

抗硫酸盐侵蚀性能的等级划分

抗冻等级 (快冻法 ) 抗冻标号(慢冻法 ) 抗渗等级 抗硫酸盐等级

F50 F250 D50 P4 Ks30

F100 F300 D100 P6 K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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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混凝土抗碳化性能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3.3.4的规定。

I0

续表 3.3.2

抗冻等级 (快冻法) 抗冻标号(慢冻法 ) 抗渗等级 抗硫酸盐等级

F150 F350 D150 P8 Ksg0

F200 F400 D200 P10 Ks120

)F400 亠>D200
P12 Ks150

>P12 )Ks150

3.3.5 混凝土早期抗裂性能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3.3.5的规定。

3.3.6 混凝土耐久性能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
评定标准》JCJJ/T193的有关规定进行检验评定,并应合格。

3.3.3 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的等级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采用氯离子迁移系数 (RCM法 )划分混凝土抗氯离

子渗透性能等级时,应符合表 3.3.3o1的 规定 ,且混凝土龄期应

为 84d。

表 3.3。 sˉ1 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的等级划分 (RCM法 )

2 当采用电通量划分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等级时,应

符合表 3.3.3乇 的规定 ,且混凝土龄期宜为 28d。 当混凝土中水

泥混合材与矿物掺合料之和超过胶凝材料用量的 sO%时 ,测试

龄期可为 56d。

表 3.3。 s-2 混凝土抗氮离子渗透性能的等级划分 (电通量法)

表 3.3.5 混凝土早期抗裂性能的等级划分

等级 L-I LⅡ LⅢ LⅣ L-V

单位面积上的

总开裂面积

C(mm2/m2)
01000 700≤C(100C 400≤C(⒛ o lO0≤C(⒃ 0 C(1oo

等级 RCˇ⒈I RCM Ⅱ RCM-Ⅲ RCM Ⅳ RCM Ⅴ

氯离子迁移系数

DRcM(RCM法 )

(× 10ˉvm2/s)

DRcM≥4.5
3.5≤DRcM

(4,5

2,5≤DRcM

(3.5

1.5≤ Dr【 cˉM

(2.5
D鼬亻(1.5

等级 Q-I α Ⅱ 0Ⅲ α IV 0Ⅴ

电通量 馘

(C)
Qs≥钔00

2000≤α

((4000

1000≤α

(zO00

500≤α

(1000
Qs((500

表 3.3.4 混凝土抗碳化性能的等级划分

等级 T-I T-Ⅱ T-Ⅲ 孓 Ⅳ T-Ⅴ

碳化深度 J(-, J≥30 ⒛≤d<so 10≤d(⒛ o.1≤d(10
'<0.1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www.biao-zhun.cn  标准下载网



4 配合比控制

4.0.1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配

合比设计规程》Jq55的有关规定。

4.0.2 混凝土配合比应满足混凝土施工性能要求,强度以及其

他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4.0.3 对首次使用、使用间隔时间超过三个月的配合比应进行

开盘鉴定,开盘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生产使用的原材料应与配合比设计一致。

2′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应满足施工要求。

3 混凝土强度评定应符合设计要求。

4 混凝土耐久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4.0.4 在混凝土配合比使用过程中,应根据混凝土质量的动态

信息及时调整。

5 生产控制水平

5.0.1 混凝土工程宜采用预拌混凝土。

5.0.2 混凝土生产控制水平可按强度标准差 (o和实测强度达

到强度标准值组数的百分率 (P)表征。

5.0.3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ω 应按式 (5.0.3)计算,并宜符

合表 5.0.3的规定。

σ =

∑
'△

—9t,m艮 u

氵==1

m-1
(5.0.3)

式中:σ——混凝土强度标准差,精确到 0.1NIPa;

五ui—
—统计周期内第 犭组混凝土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值 ,

精确到 0,lMPa;

御抵——统计周期内m组混凝土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的平

均值,精确到 0.1MPa;

m——统计周期内相同强度等级混凝土的试件组数 ,彳 值

不应小于 30。

表 5。 0.3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bPa)

§.0.4 实测强度达到强度标准值组数的百分率 (P)应按公式

5.0.4计算,且 P不应小于 95%。

生产场所
强度标准差σ

<C20 C20~C40 ≥C碴 5

预拌混凝土搅拌站

预制混凝土构件厂
≤ 3.0 ≤ 3.5 ≤ 4.0

施工现场搅拌站 ≤ 3.5 ≤ 奎,0 ≤4.5

I2
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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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鱼 ×100%
饣

式中:P——统计周期内实测强度达到强度标准值组数的百分率 ,

精确到 0.1%;

幻——统计周期内相同强度等级混凝土达到强度标准值的

试件组数。

5.0.5 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和预制混凝土构件厂的统计周期可取

一个月;施工现场搅拌站的统计周期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不

宜超过三个月。

(5。 0.4)

Ι4
Ι5

6 生产与施工质量控制

6.1-般 规 定

6.1.1 混凝土生产施工之前,应制订完整的技术方案,并应做

好各项准备工作。
′6.1.2 混凝土拌合物在运输和浇筑成型过程中严禁加水。

6.2 原材料进场

6.2.1、 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时,供方应按规定批次向需方提供质

量证明文件。质量证明文件应包括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

与合格证等,外加剂产品还应提供使用说明书。

6.2.2原材料进场后,应按本标准第 7.1节的规定进行进场

检验。

6.2.3 水泥应按不同厂家、不同品种和强度等级分批存储 ,并
应采取防潮措施;出现结块的水泥不得用于混凝土工程;水泥出

厂超过 3个月 (硫铝酸盐水泥超过 绣Φ ,应进行复检,合格者

方可使用。

6.2.4 粗、细骨料堆场应有遮雨设施,并应符合有关环境保护

的规定;粗、细骨料应按不同品种、规格分别堆放,不得混人

杂物。

6.2.5 矿物掺合料存储时,应有明显标记,不同矿物掺合料以

及水泥不得混杂堆放,应防潮防雨,并应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规

定;矿物掺合料存储期超过 3个月时,应进行复检,合格者方可

使用。

6.2.6 外加剂的送检样品应与工程大批量进货ˉ致,并应按不

t同的供货单位、品种和牌号进行标识,单独存放;粉状外加剂应
I防

止受潮结块,如有结块,应进行检验,合格者应经粉碎至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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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O0um筛孔后方可使用;液态外加剂应储存在密闭容器内 ,

并应防晒和防冻,如有沉淀等异常现象,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

使用。

6.3 计

6.3.1 原材料计量宜采用电子计量设备。计量设备的精度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搅拌站 (楼 )》 GB/T10171的 有关规

定,应具有法定计量部门签发的有效检定证书,并应定期校验。

混凝土生产单位每月应自检 1次 ;每一工作班开始前,应对计量

设备进行零点校准。

6.3.2 每盘混凝土原材料计量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3.2的规

定,原材料计量偏差应每班检查 1次。

表6.3.2 各种原材料计蚤的允许偏差 (按质量计,%)

6.3.3 对于原材料计量,应根据粗、细骨料含水率的变化,及

时调整粗、细骨料和拌合用水的称量。

6.4 搅

6.4.1 混凝土搅拌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搅拌机》

G马/T叮绲 的有关规定。混凝土搅拌宜采用强制式搅拌机。

6.4.2 原材料投料方式应满足混凝土搅拌技术要求和混凝土拌

合物质量要求。

6.4.3 混凝土搅拌的最短时间可按表 6.4.3采用;当搅拌高强

混凝土时,搅拌时间应适当延长;采用自落式搅拌机时,搅拌时

间宜延长 30s。 对于双卧轴强制式搅拌机,可在保证搅拌均匀的

情况下适当缩短搅拌时间。混凝土搅拌时间应每班检查 2次。

Ι6

原材料种类 计量允许偏差 原材料种类 计量允许偏差

胶凝材料 +
_

拌合用水 十

_

粗、细骨料 ± 3 夕卜力日剂 ± 1

表 6.4.3 混凝土搅拌的最短时间 (0

混凝土坍落度

(nlm)
搅拌机机型

搅拌机出料量 (D

<<250 250^ˇ 500 ≥>500

≤⑽ 强制式

)题0且(100 强制式

彡≥100 强制式

注:混凝土搅拌的最短时间系指全部材料装人搅拌筒中起,到开始卸料止的时间。

6.4.4 同一盘混凝土的搅拌匀质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混凝土中砂浆密度两次测值的相对误差不应大于 0.8%。

2 混凝土稠度两次测值的差值不应大于表 3.1.24规定的

混凝土拌合物稠度允许偏差的绝对值。

6.4.5 冬期施工搅拌混凝土时,宜优先采用加热水的方法提高

拌合物温度,也可同时采用加热骨料的方法提高拌合物温度。当

拌合用水和骨料加热时,拌合用水和骨料的加热温度不应超过表

6.4.5的规定;当骨料不加热时,拌合用水可加热到 60℃ 以上。

应先投人骨料和热水进行搅拌,然后再投人胶凝材料等共同

搅拌。

表 6.4.5 拌合用水和骨料的最高加热温度 (℃ )

6.5 运  输

6.0.1 在运输过程中,应控制混凝土不离析、不分层,并应控

制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满足施工要求。

6.5.2 当采用机动翻斗车运输混凝土时,道路应平整。

6.5.3 当采用搅拌罐车运送混凝土拌合物时,搅拌罐在冬期应

有保温措施。

6.5.4∶ 当采用搅拌罐车运送混凝土拌合物时,卸料前应采用快

采用的水泥品种 拌合用水 骨料

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

Ι7

www.biao-zhun.cn  标准下载网



档旋转搅拌罐不少于 20s:因运距过远、交通或现场等问题造成

坍落度损失较大而卸料困难时,可采用在混凝土拌合物中掺人适

量减水剂并快档旋转搅拌罐的措施,减水剂掺量应有经试验确定

的预案。                        ∷

6.5.5 当采用泵送混凝土时,混凝土运输应保证混凝土连续泵

送 ,.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JGJ/T

10的有关规定。

6.5.6 混凝土拌合物从搅拌机卸出至施工现场接收的时间间隔

不宜大于 gOmin。

6.6浇 筑 成 型

6.6.1 浇筑混凝土前,应检查并控制模板、钢筋、保护层和预

埋件等的尺寸、规格、数量和位置,其偏差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sO⒛ 4的有关规定 ,

并应检查模板支撑的稳定性以及接缝的密合情况,应保证模板在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不失稳、不跑模和不漏浆。

6.6.2 浇筑混凝土前,应清除模板内以及垫层上的杂物;表面

千燥的地基土、垫层、木模板应浇水湿润。

⒍6.3 当夏季天气炎热时,混凝土拌含物人模温度不应高于

35℃ ,宜选择晚间或夜间浇筑混凝土;现场温度高于 35℃ 时 ,

宜对金属模板进行浇水降温,但不得留有积水,并宜采取遮挡措

施避免阳光照射金属模板。

6.6.4 当冬期施工时,混凝土拌合物人模温度不应低于 5℃ ,

并应有保温措施。

6.6.5 在浇筑过程中,应有效控制混凝土的均匀性、密实性和

整体性 J

6.6.6 泵送混凝土输送管道的最小内径宜符合表 6.6.6的规定 ;

混凝土输送泵的泵压应与混凝土拌合物特性和泵送高度相匹配 ;

泵送混凝土的输送管道应支撑稳定,不漏浆,冬期应有保温措

施,夏季施工现场最高气温超过 仞℃时,应有隔热措施。

Ι8

表 6.6.6 泵送混凝土输送管道的最小内径 (硎ω

粗骨料最大公称粒径 输送管道最小内径

6.6.7 不同配合比或不同强度等级泵送混凝土在同一时间段交

替浇筑时,输送管道中的混凝土不得混人其他不同配合比或不同

强度等级混凝土。

6.6.8 当混凝土自由倾落高度大于 3.0血 时,宜采用串筒、溜

管或振动溜管等辅助设备。

6.6.9 浇筑竖向尺寸较大的结构物时,应分层浇筑,每层浇筑

厚度宜控制在 ⒛0mm~35omm;大 体积混凝土宜采用分层浇筑

方法,可利用自然流淌形成斜坡沿高度均匀上升,分层厚度不应

大于 500mm;对于清水混凝土浇筑,可多安排振捣棒,应边浇

筑混凝土边振捣,宜连续成型。

6.6.10 自密实混凝土浇筑布料点应结合拌合物特性选择适宜的

间距,必要时可以通过试验确定混凝土布料点下料间距。

6.6。 Ⅱ 应根据混凝土拌合物特性及混凝土结构、构件或制品的

制作方式选择适当的振捣方式和振捣时间。

6.6.⒚ 混凝土振捣宜采用机械振捣。当施工无特殊振捣要求

时,可采用振捣棒进行捣实,插人间距不应大于振捣棒振动作用

半径的一倍,连续多层浇筑时,振捣棒应插人下层拌合物约
∞mm进行振捣;当浇筑厚度不大于 ⒛0mm的表面积较大的平

面结构或构件时,宜采用表面振动成型;当采用干硬性混凝土拌

合物浇筑成型混凝土制品时,宜采用振动台或表面加压振动

成型。

6.6.B 振捣时间宜按拌合物稠度和振捣部位等不同情况,控制

在 10s~30s内 ,当混凝土拌合物表面出现泛浆,基本无气泡逸

出,可视为捣实。

6.6.⒕ 混凝土拌合物从搅拌机卸出后到浇筑完毕的延续时间不

宜超过表 6.6.14的 规定。

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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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M 混凝土拌合物从搅拌机卸出后到浇筑完毕的延续时闾 (min)

混凝土生产地点
气  温

≤25℃ >25℃

预拌混凝土搅拌站

施工现场

混凝土匍品厂

6.6.15 在混凝土浇筑同时,`应制作供结构或构件出池、拆模、

吊装、张拉、放张和强度合格评定用的同条件养护试件,并应按

设计要求制作抗冻、抗渗或其他性能讨验用的试件。

6.6.“ ∷
在混凝土浇筑及静置过程中,应在混凝土终凝前对浇筑

面进行抹面处理。

6.6。 四 混凝土构件成型后,在强度达到 1.2MPa以前,不得在

构件上面踩踏行走。

6.7 养  护

6.7.1 生产和施工单位应根据结构、构件或制品情况、环境条

件、原材料情况以及对混凝土性能的要求等,提出施工养护方案

或生产养护制度,并应严格执行。

6.7.2 混凝土施工可采用浇水、覆盖保湿、喷涂养护剂、冬季

蓄热养护等方法进行养护;混凝土构件或制品厂生产可采用蒸汽

养护、湿热养护或潮湿自然养护等方法进行养护。选择的养护方

法应满足施工养护方案或生产养护制度的要求。

6.7.3 采用塑料薄膜覆盖养护时,混凝土全部表面应覆盖严密 ,

并应保持膜内有凝结水;采用养护剂养护时,应通过试验检验养

护剂的保湿效果。

6。 7.4 对于混凝土浇筑面,尤其是平面结构,宜边浇筑成型边

采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湿。

6.7.5 混凝土施工养护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于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

20

泥配制的混凝土,采用浇水和潮湿覆盖的养护时间不得少于 7d。

2 对于采用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复

合硅酸盐水泥配制的混凝土,或掺加缓凝剂的混凝土以及大掺量

矿物掺合料混凝土,采用浇水和潮湿覆盖的养护时间不得少

于 14d。

3 对于竖向混凝土结构,养护时间宜适当延长。

6.7.6 混凝土构件或制品厂的混凝土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采用蒸汽养护或湿热养护时,养护时间和养护制度应满

足混凝土及其制品性能的要求。

2 采用蒸汽养护时,应分为静停、升温、恒温和降温四个

养护阶段。混凝土成型后的静停时间不宜少于 ⒛,升温速度不

宜超过 25℃ /h,降温速度不宜超过 ⒛℃/h,最高和恒温温度不

宜超过 65℃ ;混凝土构件或制品在出池或撤除养护措施前,应

进行温度测量,当表面与外界温差不大于 ⒛℃时,构件方可出

池或撤除养护措施。

3 采用潮湿 自然养护时,应符合本节第 6.7.2条 ~第

6.7.5条的规定。

6.7.7 对于大体积混凝土,养护过程应进行温度控制,混凝土

内部和表面的温差不宜超过 25℃ ,表 面与外界温差不宜大

于 20℃ 。

6.7.8 对于冬期施工的混凝土,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日均气温低于 5℃时,不得采用浇水自然养护方法。

2 混凝土受冻前的强度不得低于 5MPa。

3 模板和保温层应在混凝土冷却到 5℃ 方可拆除,或在混

凝土表面温度与外界温度相差不大于 ⒛℃时拆模,拆模后的混

凝土亦应及时覆盖,使其缓慢冷却。

4 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等级的 sO%时 ,方可撤除养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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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凝土质量检验

7.1 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检验

7.1.1 原材料进场时,应按规定批次验收型式检验报告、出厂
检验报告或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外加剂产品还应具有使用说
明书。

7.1.2 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时应进行检验,检验样品应随机抽取。
7.1.3 混凝土原材料的检验批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散装水泥应按每 sOOt为∷个检验批;袋装水泥应按每
⒛Ot为一个检验批;粉煤灰或粒化高炉矿渣粉等矿物掺合料应
按每 200t为一个检验批;硅灰应按每 30t为 一个检验批;砂、
石骨料应按每 400m3或 600t为一个检验批;外加剂应按每 50t

为一个检验批;水应按同一水源不少于一个检验批。
2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时,可将检验批量扩大一倍。
1)对经产品认证机构认证符合要求的产品。
2)来源稳定且连续三次检验合格。
3)同一厂家的同批出厂材料,用于同时施工且属于同一

工程项目的多个单位工程。
3 不同批次或非连续供应的不足一个检验批量的混凝土原

材料应作为一个检验批。

7· 1.4 原材料的质量应符合本标准第 2章的规定。

'   7.2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检验

7.2.1 在哇产施工过程中,应在搅拌地点和浇筑地点分别对混
凝土拌合物进行抽样检验。

7· 2.2 混凝土拌合物的检验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混凝土坍落度取样检验频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

″

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50107的有关规定。
2 同一工程、同一配合比、采用同一批次水泥和外加剂的

混凝土的凝结时间应至少检验 1次。

3 同一工程、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的氯离子含量应至少检
验 1次 ;同一工程、同一配合比和采用同一批次海砂的混凝土的
氯离子含量应至少检验 1次。

7.2.3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应符合本标准第 3.1节的规定。

7.3 硬化混凝土性能检验

7.3.1 硬化混凝土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强度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
定标准》GB/T∞ 107的有关规定,其他力学性能检验应符合设
计要求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耐久性能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耐久性
检验评定标准》Jα/T193的有关规定。

3 长期性能检验规则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耐久性检
验评定标准》JGJ/T193中耐久性检验的有关规定执行。
7.3.2 混凝土力学性能应符合本标准第 3.2节 的规定;长期性
能和耐久性能应符合本标准第 3.3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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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坍落度经时损失试验方法 本标准用词说明

土}∶ 衾霪莺霉霪孟暑霪意霉答蜃篝琶墁备璀黔喜碹混凝⊥拌     靳   未同如角名霞磊氛挚?夺怀f条
文
I区犁
对待|I要↑

严呷程度
(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sOOs0的有关规定 |

口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A.0.3 检测混凝土拌合物卸出搅拌机时的坍落度

千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标准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

亍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关规定执行,应在坍落度试验后立即将混凝土拌合

的容器内密闭搁置 1h,然后,应再将混凝土拌合物倒人搅拌机     }      3)表 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内搅拌 ⒛s,卸出搅拌机后应再次测试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      I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A.0,4 前后两次坍落度之差即为坍落度经时损失,计算应精确    i      O表 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 用

到5mm。                        ∷        I          “可”。        、

I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 ′

             ∷    合⋯⋯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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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164-zO11,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⒛11年 4月 2日 以第 969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原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sO164-92的基

础上修订而成。上∵版的主编单位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参加

单位有:西安冶伞建筑学院、北京市第一建筑构件厂、上海市建

工材料公司、中建三局深圳工程地盘管理公司、上海市建筑构件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主要起草人有:韩素芳、

耿维恕、钟炯垣、曹天霞、胡企才、彭冠群、许鹤力、吴传义 。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增加氯离子含量等质量控制

指标;修订了混凝土拌合物稠度等级划分;补充混凝土耐久性质

量控制指标;修订了混凝土生产控制的强度标准差要求;修订了

混凝土组成材料计量结果的允许偏差;修订了混凝土蒸汽养护质

量控制指标;增加混凝土质量检验等内容。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

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中混凝土质量控制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

国外先进技术标准,通过试验取得了混凝土质量控制的重要技术

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生产、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

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混凝土质量控制

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供使

用者参考。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各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

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J总贝刂·⋯̈ ¨̈ ·̈̈·⋯·̈·̈ ·̈·̈·̈ ∴̈●̈¨̈ ¨̈ ¨̈ ·̈̈·̈ ·̈̈ ·̈̈ 31

原材料质量控制⋯⋯⋯⋯⋯⋯⋯⋯¨⋯⋯⋯⋯⋯⋯⋯⋯⋯ 32

2,1 水泥 ¨̈ ··⋯⋯⋯⋯⋯⋯·⋯⋯⋯⋯⋯⋯⋯⋯⋯⋯ ·̈⋯⋯ 32

2.2 粗骨料 ⋯ Ⅱ̈ ¨̈ ¨̈ ¨̈ ¨̈ ¨̈ ¨̈ ¨̈ ¨̈ ¨̈ ¨̈ ¨̈ ¨̈ ¨̈ ·32

2.3 细骨料 ¨̈ ¨̈ ¨̈ ⋯ ¨̈ ¨̈ ¨̈ ¨̈ ⋯̈ ¨̈ ¨̈ ¨̈ ●̈ ●̈ ●̈ ●·̈ 33

2.4 矿物掺合料¨̈ ¨̈ ¨̈ ¨̈ ¨̈ ¨̈ ¨̈ ⋯̈⋯̈ ∵̈̈ ¨̈ ¨̈ ¨̈ ·̈34

2,5 夕卜加剂 ·̈ ·̈·⋯⋯··̈ ·̈̈ ¨̈ ·̈·̈ ⋯̈·̈ ¨̈ ¨̈ ·̈ ·̈̈ ¨̈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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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检验 ·̈⋯⋯̈ ¨̈ ⋯ ⋯̈ ¨̈ ¨̈ ¨̈ ⋯̈⋯·48

嘏A罕簋靓揣邕溢葙∷∷∷∷∷∷∷∷∷￡

3C, 3i

】∷总 △ 则

1.0.1 混凝土质量控制是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体现着混凝土

工程的整体技术水平,对于保证混凝土工程质量和促进混凝土技

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   ∷   ∷

Ij⒍ 2 混凝土质量控制包括对现浇∷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的质量

控制,除一些特殊
:专

业工程外 ,∷ 建设行业一般混凝土工程都

适用。               ∷ ∷ ∷      ∷

I∷ ①.3 与本标准有关的、难以详尽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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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材料质量控制

2.1 水  泥

2.1.1 在混凝土工程中,根据设计、施工要求以及工程所处环

境合理选用水泥是十分重要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胶

砂强度较高并掺加混合材较少,适合配制高强度混凝土,可掺用

较多的矿物掺合料来改善高强混凝土的施工性能;由 于掺加混合
材较少,有利于配制抗冻混凝土。有预防混凝土碱-骨料反应要

求的混凝土工程,采用碱含量不大于 0.6%的低碱水泥是基本要

求。采用低水化热的水泥,有利于限制大体积混凝土由温度应力

引起的裂缝。

2.1.2 水泥质量主要控制项目为混凝土工程全过程中质量检验的
主要项目。细度为选择性指标,没有列人主要控制项目,但水泥

出厂检验报告中有细度检验内容;三氧化硫、烧失量和不溶物等
化学项目可在选择水泥时检验,工程质量控制可以出厂检验为

依据。

2.1.3 新型干法窑生产的水泥的质量稳定性较好;现行国家标
准 《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已经规定检验报告内容应包括混

合材品种和掺加量,落实这一规定对混凝土质量控制很重要;当
前建设工程对水泥的需求量很大,存在水泥出厂运到工程现场时

温度过高的情况,水泥温度过高时拌制混凝土对混凝土性能不

利,应予以控制。

2.2 粗 骨 料

2.2.1 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
准》JGJ52的 内容不仅包括骨料一般质量及检验方法,还包括
了不同混凝土强度等级和耐久性条件下对骨料的要求。

32

2.2.2 粗骨料中有害物质含量没有列人主要控制项目,实际工

程中一般在选择料场时根据情况需要才进行检验。

2.2.3 连续级配粗骨料堆积相对紧密,空 隙率比较小,有利于

节约其他原材料,而其他原材料一般比粗骨料价格高,也有利于

改善混凝土性能。混凝土中粗骨料最大公称粒径应考虑到结构或

构件的截面尺寸以及钢筋间距,粗骨料最大公称粒径太大不利于

混凝土浇筑成型;对于大体积混凝土,粗骨料最大公称粒径太小

则限制混凝土变形作用较小。对于有抗渗、抗冻、抗腐蚀、耐磨

或其他特殊要求的混凝土,坚固性检验是保证粗骨料性能稳定的

重要方法。高强混凝土对粗骨料要求较高,如果粗骨料粒径太大

或 (和 )针片状颗粒含量较多,不利于混凝土中骨料合理堆积和

应力合理分布,直接影响混凝土强度;骨料含泥 (包括泥块)较

多将明显影响高强混凝土强度;工程实践表明,用于高强混凝土

的岩石的抗压强度比混凝土设计强度高 30%是可行的。对于有

预防混凝土碱-骨料反应要求的混凝土工程,避免采用有碱活性

的粗骨料是首选方案。

2.3 细 骨 料

2.3.1 当采用海砂作为混凝土细骨料时,质量控制应执行现行

行业标准 《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206的 规定,该规范

规定了用于混凝土的海砂的质量标准。除此之外,一般细骨料应

执行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52的规定。

2.3.2 我国长期持续大规模建设,河砂资源日益枯竭,人工砂

取代河砂用作混凝土细骨料是大势所趋。我国人工砂质量问题主

要是石粉含量高、颗粒级配差和细度模数偏大,采用高水平的制

砂设备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虽然设备投人大,但可以节约大量胶

凝材料并提高混凝土性能,总体核算,十分经济。人工砂与碎石

往往处于同一石料场,通常在选择料场时根据情况需要才检验氯

离子含量和有害物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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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对于混凝土,尤其是对于有特殊性能要求的混凝土,如
有抗渗、抗冻要求的混凝土和高强混凝土等,含泥 (包括泥块 )

较多都对混凝土性能有不利的影响。

当采用海砂作为混凝土细骨料时,首要是须采用专用设各对
海砂进行淡水淘洗并使之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海砂混凝土应用技
术规范》JGJ叩 6的要求。海砂的氯离宇含量控制比河砂严格得
多,河砂指标为 0。 OC%。 现行行业标准 《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
规范》JCJJ⒛ 6对贝壳含晕的控锏指标 (见本标准表 2.3.3-1)

比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52略宽,是经多年试验进行修正的。

对于人工砂中的石粉含量,根据我国人工砂生产现状和混凝
土质量控制要求,本标准表 2.3.3乇 中的控制指标是比较合理的,

既比较适合混凝土性能的要求,又可促进人工砂生产水平的提高 ,

因为目前我国许多地区人工砂的石粉含量大于 lO%,质量水平较
差。MB为人工砂中亚甲蓝测定值,测试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普洱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犯 的规定。

我国部分地区有特细砂资源,如重庆地区的特细河砂和云南
的特细山砂等,目前特细砂与人工砂混合使用效果较好,但如某

单独采用作为细骨料配制结构混凝土,混凝土收缩趋势较大,工
程质量控制难度较大。

对于有预防混凝土碱-骨料尿应要求的混凝土工程,避免采
用有碱活性的细骨料是首选方案。

2.4 矿物掺合料

2· 4.1 粉煤灰1粒化高炉矿渣粉、硅灰、钢渣粉、磷渣粉等矿
物掺合料为活性粉体材料,掺人混凝土中能改善混凝土性能和降
低成本,这些矿物掺合料列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在本条列出
的标准中包括了对这些矿物掺合料的质量规定。
2· ⒋2 列人的矿物掺合料的主要控制项目是在混凝土工程中质量
检验的主要项目,目前在实际工程中实行情况逐步规范。其他项

34

目可在选择矿物掺合料时检验,工程质量控制可以出厂检验为

依据。

2.⒋ 3 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中混合材掺量相对较少 ,

有利于掺加矿物掺合料,其他通用硅酸盐水泥中混合材掺量较

多,再掺加矿物掺合料易于过量。矿物掺合料品种多,质量差异

比较大,掺量范围较宽,用于混凝土时只有经过试验验证,才能

实施混凝土质量的控制。采用适宜质量等级的矿物掺合料,有利

于控制对性能有特殊要求的混凝土质量。

2.5  夕卜  力日  剂

2.5.1 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外加剂》GB gO76、 《混凝土防冻

剂》JC4%和 《混凝土膨胀剂》GB⒛鲳9是我国关于外加剂产

品的几本主要标准。

2.5.2 列人的外加剂的主要控制项目是在混凝土工程中质量检

验的主要项目,其他项目可在选择外加剂时检验,工程质量控制

可以出厂检验为依据。

2.5.3 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119

规定了不同剂种外加剂的应用技术要求。外加剂品种多,质量差

异比较大,掺量范围较宽,用于混凝土时只有经过试验验证,才
能实施混凝土质量的控制。含有氯盐配制的外加剂引起的钢筋锈

蚀问题对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具有严重的危害。液态外加

剂易于在混凝土中均匀分布。

2.6 水

2.6.1 混凝土用水包括拌合用水和养护用水。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63包括了对各种水用于混凝土的规定。
2.6.2 混凝土用水主要控制项目在实际工程基本落实。

2.6.3 未经处理的海水含有大量氯盐,会引起严重的钢筋锈蚀 ,

危承混凝土结构的安全性;混凝土企业设备洗涮水中碱含量高 ,

与碱活性骨料一起配制混凝土易产生碱-骨料反应。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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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凝土性能要求

3· 1 拌合物性能

3· 1· 1 混凝土设计和施工都会提出对坍落度等混凝土拌合物性
能的要求,如果混凝土拌合物出了问题,则硬化混凝土质量无法
保证,因此,混凝土抨合物性能是混凝土质量控制的重点之一。
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⒛ 未规定坍落度经时损失试验方法。
3· 1· 2 扩展度即坍落扩展度。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维勃稠
度、扩展度的等级划分以及稠度允许偏差与欧洲标准一致,也与
原标准差异不大。允许偏差是指可以接受的实测值与设计值的
差值。

3.1.3~3.1.7 这些条文的规定是工程实践的经验J总结,在执行
过程中已经取得了较好的质量控制效果。其中,泵送混凝土拌合
物稠度的控制指标允许存在本标准表 3。 ⒈⒉4中的允许偏差。自
密实混凝土的扩展度的控制指标略大于国外标准 550mm的 指
标,比较适合于我国工程实际情况。以拌合物坍落度设计值
180mm为例,正文表 3.1.2丬 规定其允许偏差为 30mm,则实际
控制范围应为 150mm~210mh。
3· 1· 8 按环境条件影响氯离子引起钢锈的程度简明地分为四类 ,

并规定了各类环境条件下的混凝土中氯离子暴大含量。本条规定
与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oo1o是 协调的 ,

也与欧美国家控制氯离子的趋势一致。测定混凝土拌合物中氯离
子的方法,与测试硬化后混凝土中氯离子的方法相比,时间大大
缩短,有利于混凝土质量控制。表 3。 l。 8中的氯离子含量系相对
混凝土中水泥用量的百分比,与控制氯离子相对混凝土中胶凝材
料用量的百分比相比,偏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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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本条规定是针对一般环境条件下混凝土而言。对处于潮
湿或水位变动的寒冷和严寒环境以及盐冻环境的混凝土可高于表
3.1.9的规定,但最大含气量宜控制在 7.0%以 内。

3.2力 学 性 能

3.2.1 混凝土的力学性能主要包括抗压强度、轴压强度、弹性
模量、劈裂抗拉强度和抗折强度等。

3.2.2 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系指按标准方法制作和养护的边
长为 150mm的立方体试件在 28d龄期用标准试验方法测得的具
有 95%保证率的抗压强度值 (以 MPa计 )。

3.2.3 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50107
规定了混凝土取样、试件的制作与养护、试验、混凝土强度检验

与评定,为各建设行业所采用。

3∶ 3 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

3.3.1 混凝土质量控制不仅仅是对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和力学性

能进行控制,还应包括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的控制,以往

对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控制重视不够。本标准中的长期性

能包括收缩和徐变。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控制以满足设计
要求为目标。

3.3.2 抗冻等级和抗渗等级的划分与我国各行业的标准规范是

协凋的,涵盖了各行业浚计标准划分的全部等级。混凝土工程的

结构 (包括构件)混凝土基本都采用抗冻等级 (快冻法),符号

为 F;建材行业中的混凝土制品基本还沿用抗冻标号 (慢冻法),

符号为 D;抗渗等级是采用逐级加压的试验方法,为各行业通用

的设计指标。          ∶

抗硫酸盐等级及其划分是在多年试验研究和工程实践的基础
上制定的,并已经列人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

准》Jq/T193;抗硫酸盐侵蚀试验方法也已经列人现行国家标
准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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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龆 。一般在混凝土处于硫酸盐侵蚀环境时会对混凝土抗硫酸
盐侵蚀性能提出设计要求。一般而言,抗硫酸盐等级为 KS1⒛

的混凝土具有较好的抗硫酸盐侵蚀性能,抗硫酸盐等级超过
K⒊ 50的混凝土具有优异的抗硫酸盐侵蚀性能。
3.3.3 按照氯离子迁移系数将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划分为
五个等级,从 I级到Ⅴ级,表示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越来越
高。同样,按电通量划分的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等级意义
类同。

与 I~Ⅴ级对应的混凝土耐久性水平推荐意见见表 1,该表
定性地描述了等级中代号所代表的混凝土耐久性能的高低。这种
定性评价仅对混凝土材料本身而言,至于是否符合工程实际的要
求,则需要结合设计和施工要求进行确定。

表 1 等级代号与混凝土耐久性水平推荐意见

等级代号 I Ⅱ Ⅲ Ⅳ V

混凝土耐久性水平推荐意见 差 较差 较好 好 很好

混凝土氯离子迁移系数往往是针对海洋等氯离子侵蚀环境的
控制指标,此类环境的工程由于耐久性需要,混凝土中一般都掺
人较多的矿物掺合料,规定 84d龄期指标相对比较合理。目前
⒏d龄期指标已经被工程普遍采用,如我国杭州湾大桥和马来西
亚槟城第二跨海大桥等。一般而言,84d龄期的混凝土氯离子迁
移系数小于 ?。 5× 10_⒓ m2/s,表 明混凝土具有较好的抗氯离子
渗透性能;氯离子迁移系数小于 1.5× 1012m2/s,表 明混凝土
具有优异的抗氯离子渗透性能。

当采用电通量作为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的控制指标时 ,

对于大掺量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28d的试验结果可能不能准确
反映混凝土真实的抗氯离子渗透性能,故允许采用 56d的测试值
进行评定。本标准明确了大掺量矿物掺合料的涵义:混凝土中水
泥混合材与矿物掺合料之和超过胶凝材料用量的 50%。

本标准电通量的等级划分部分参照了ASTM C12o2o5的规

aQ8

定 (见表 2)。 我国其他有关标准也是参考该标准制订的。

表2 基于电通量的氯离子渗透性

3.3.4 快速碳化试验碳化深度小于 ⒛mm的混凝土,其抗碳化

性能较好,通常可满足大气环境下 50年 的耐久性要求。在大气

环境下,有其他腐蚀介质侵蚀的影响,混凝土的碳化会发展得快
一些。快速碳化试验碳化深度小于 10mm的混凝土的碳化性能

良好;许多强度等级高、密实性好的混凝土,在碳化试验中会出

现测不出碳化的情况。

3.3.5 混凝土早期的抗裂性能系统试验研究表明,单位面积上

的总开裂面积在 100mm2/m2以内的混凝土抗裂性能好;当单位

面积上的总开裂面积超过 1000mm2/〃 时 ,混凝土的抗裂性能

较差。由于试验周期短,可用于混凝土配合比的对比和筛选,对
混凝土裂缝控制具有良好的效果。

3.3.6 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臼/T
193包括了混凝土抗冻性能、抗水渗透性能、抗硫酸盐侵蚀性

能、抗氯离子渗透性能、抗碳化性能和早期抗裂性能的检验

评定。

电通量 (C) 丿)4000 2000^ˇ碴000 1000'`ˇ 2000 100^ˇ 1000 ((100

氯离子渗透性评价 高 中等 低 很低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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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比控制

4.0.1 多年以来,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Kj55在混凝土工程领域普遍采用,可操作性强,效果良好。
4· 0.2 混凝土配合比不仅应满足混凝土强度要求,还应满是混
凝土施工性能和耐久性能的要求。目前应通过配合比控制加强对
混凝土耐久性能的控制。
4· 0· 3 对于首次使用、使用间隔时间超过三个月的混凝土配合
比,在使用前进行配合比审查和核准是不可省略的。生产使用的
原材料应与配合比设计一致是指原材料的品种、规格、强度等级
等指标应相同。以水泥为例,即指采用同一厂家生产的同品种、
同强度等级和同批次水泥。
4.0.4 在混凝土配合比使用过程中,现场会出现各种情况,需
要对混凝土配合比进行适当调整,比如因气候或施工情况变化可
能影响混凝土质量,则需要适当调整混凝土配合比。

5 生产控制水平

5.0.1 预拌混凝土包括预拌混凝土搅拌站、预制混凝土构件厂

和施工现场搅拌站生产的混凝土,具体定义为:在搅拌站生产、

通过运输设备送至使用地点、交付时为拌合物的混凝土。

5.0.2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o、 实测强度达到强度标准值组数

的百分率 (P)是表征生产控制水平的重要指标。

5.0.3、 5。 0.4 按强度评价混凝土生产控制水平主要体现在:强

度满足要求,分散性小,且合格保证率高。因此,不仅仅要看混

凝土强度是否满足评定要求,还要看反映强度分散程度的标准差

的大小以及实测强度达到强度标准值组数的百分率,其中重点是

强度标准差指标。近年来,我国预拌混凝土生产质量控制水平得

到提高,全国范围统计的强度标准差基本可以达到修订前的标准

的优良水平,因此,本次修订取消了原有的强度标准差一般水

平,将强度标准差优良水平稍作调整后作为控制水平。

5.0.5 施工现场集中搅拌站的混凝土生产不及预拌混凝土搅拌

站和预制混凝土构件厂规律,因此,统计周期可根据实际情况延

长,但不宜超过 3个月。

4@ 4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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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与施工质量控制

6· 1一 般 规 定

6· 1· 1 完整的生产施工技术方案能够充分研究确定各个环节及
相互联系的控制技术 ,有利于唧好充分准备 ,保证混凝土工程的
顺利实施,进而保证混凝土工桂质量。
6· 1· 2 在生产施工过程中向混凝土拌合物中加水会严重影响混
凝土力学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对混凝土工程质量危害极
大,必须严格禁止。

6· 2 原材料进场

6· 2· 1 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时,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质量证明
来件应存档备案作为原材料验收文件的一部分。
6· 2· 2 原材料进场检验对于混凝土质量控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因为原材料质量是混凝土质量的基本保证。
6· 2· 3 水泥在潮湿情况下容易结块,水泥结块后质量受到影响 ;

水泥出厂超过 3个月 (硫铝酸盐水泥超过 45d)属 于过期,对质
量重新进行检验是必要的。
6· 2· 4 混凝土骨料含水情况变化是长期以来影响混凝土质量的
重要因素,很难在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对骨料含水情况变化做相应
的准确调控。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建造大棚等遮雨设
施,可大大提高混凝土质量的控制水平。建造大棚等遮雨设施一
次性投资有限,可节约大量调控付出的材料成本和为质量问题付
出的代价,经济上非常合算。目前国内许多搅拌站已经实施这一
措施。

6· 2· 5 工程中存在将矿物掺合料和水泥搞错的质量事故,因此 ,

区分矿物掺合料和水泥不得大意。

犭2

6· 2· 6 应杜绝外加剂送检样品与工程大批量进货不一致的情况。
粉状外加剂受潮结块会影响质量,混凝土拌合时也不利于均匀分
布;有些液态外加剂经过日晒和冻融后质量会下降,储存时应予
以注意。

6· 3 计  量

6· 3· 1 采用电子计量设备进行原材料计量对混凝土生产质量控
制意义重大,无论是规模生产可控性还是控制精度,都是现代混
凝土生产所要求的。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重视计量设各的自检和零
点校准,保证计量设各运行质量。
6· 3· 2 由于拌合用水和外加剂用量对混凝土性能影响较大,所
以本次修订提高拌合用水和外加剂计量控制水平 (原来允许偏差
为 2%),目 前计量设备可以满足要求。
6· 3· 3 在执行配合比进行计量时,粗、细骨料计量包含了骨料
含水,拌合用水计量则应把相当于骨料含水的水扣除。

6◆ 4 搅  拌

6· 4· 1 预拌混凝土搅拌站、

站都是采用强制式搅拌机 ,

搅拌机。

预制混凝土构件厂和施工现场搅拌
一些条件落后的情况还在使用自落式

6· 4· 2 原材料投料方式主要是指混凝土搅拌时原材料投料的顺
序以及顺序之间的间隔时间。
6· 4· 3 目前,预拌混凝土搅拌站、预制混凝土构件厂和施工现
场搅拌站基本采用双卧轴强锎式搅拌机,采用的搅拌时间一般都
少于表 6.4.3给 出的最短时间,但只要能保证混凝土搅拌均匀 ,

就是允许的。
6· 4· 4 本条规定旨在直接控制混凝土搅拌质量,并给出具体控
制指标。

6· 4· 5 在执行本条规定时,重点应注意通过骨料和热水搅拌使
热水降温后,再加

^水

泥等胶凝材料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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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运  输

6◆ 5.1 广泛采用的搅拌罐车是控制混凝土拌合物性能稳定的重
要运输工具。

6· 5.2 采用机动翻斗车运输混凝土时,如果道路颠簸,容易导
致混凝土分层和离析。

6· 5.3 由于要控制混凝土拌合物人模温度不低于 5℃ ,所以对
搅拌罐车的搅拌罐作出保温的规定。
6· 5.4 卸料之前采罚快档旋转搅拌的目的是将拌合物搅拌均匀 ,

利于泵送施工。搅拌罐车卸料困难或混凝土坍落度损失过大情况
时有发生,较多情况是现场施工组织不力,不能及时浇筑混凝土
而导致压车,这时可向罐车内掺加适量减水剂并搅拌均匀以改善
拌合物稠度,但是应经过试验确定。
6· 5.5 保证混凝土的连续泵送非常重要。尤其对大体积混凝土
和不留施工缝的结构混凝土等。
6.5.6 随着混凝土外加剂技术的发展,调整混凝土拌合物的可
操作时间并满足硬化混凝土性能要求比较容易实现,因此,控制
混凝土出机至现场接收不超过 90min是可行的。

6.6浇 筑 成 型

6· 6· 1 支模质量直接影响混凝土施工质量,如模板失稳或跑模
会打乱混凝土浇筑节奏,影响混凝土质量;支模质量也对混凝土
外观质量有直接影响。

6· 6.2 表面干燥的地基土、垫层、木模板具有吸水性,会造成
混凝土表面失水过多,容易产生外观质量问题。
6· 6· 3 混凝土拌合物人模温度过高,对混凝土硬化过程有影响 ,

加大了控制难度,因此,避免高温条件浇筑混凝土是比较合理的
选择。

6· 6.4 混凝土拌合物人模温度过低,对水泥水化和混凝土强度
发展不利,混凝土在冬期容易被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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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⒍5 混凝土浇筑质量控制目标为浇筑的均匀性、密实性和整
体性。

6.f.6 如果混凝土粗骨料粒径太大而输送管道内径太小,会突
出粗骨料与管道的摩阻力,混凝土的摩阻力也增大,在压力下 ,

影响浆体对粗骨料包覆,易于堵泵。
6.6.7 无论采用车泵还是拖泵,都应避免输送管道中的混凝土
混人其他不同配合比或不同强度等级混凝土,在工程中存在搞混
引起质量事故的问题。

6· 6· 8 当混凝土自由倾落高度过大时,采用串筒、溜管或振动
溜管等辅助设备有利于避免混凝土离析。
6.6.9 混凝土分层浇筑厚度过大不利于混凝土振捣,影响混凝
土的成型质量,清水混凝土可采用边浇筑边振捣以利于形成质量
均匀、颜色一致的混凝土表面。
6· 6.10 自密实混凝土浇筑布料点往往选择多个,可避免自密实
混凝土流动距离过远,影响混凝土的自密实效果。
6.6.1I~6.6.13 一般结构混凝土通常使用振捣棒进行插人振
捣,较薄的平面结构可采用平板振捣器进行表面振捣,竖向薄壁
且配筋较密的结构或构件可采用附壁振动器进行附壁振动,当采
用干硬性混凝土成型混凝土制品时可采用振动台或表面加压振
动。振捣 (动)时间要适宜,避免混凝土密实不够或分层。
6· 6.14 虽然通过混凝土外加剂技术,可以调整混凝土拌合物的
可操作时间并满足硬化混凝土性能要求,但控制混凝土从搅拌机
卸出到浇筑完毕的延续时间对混凝土浇筑质量仍然非常重要,抓
紧时间尽早完成浇筑有利于浇筑成型各方面的操作。
6· 6· 15 同条件养护试件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结构和构件实体的
混凝土质量情况。

6· 6.16 在混颦土终凝前对浇筑面进行抹面处理有利于抑制表面
裂缝,提高表面质量。
6· 6· 17 混凝土硬化不是时人为踩踏会给混凝土造成伤害;构件
底模及其支架拆除过早会使上面结构荷载和施工荷载对混凝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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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增大。混凝土在自然保湿养护下强度达到
1.2MPa的时间可按表 3估计。混凝土强度的发展还受混凝土强

度等级、配合比设计、构件尺寸、施工工艺等因素影响。

注:掺加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可适当增加时间。

6.7 养  护

6.7.1 混凝土养护是水泥水化及混凝土硬化正常发展的重要条

件,混凝土养护不好往往会前功尽弃。在工程中,制订施工养护

方案或生产养护制度应作为必不可少的规定,并应有实施过程的

养护记录,供存档各案。

6.7.2 养护应同时注意湿度和温度,原则是:湿度要充分,温
度应适宜。

6.7.3 混凝土成型后立即用塑料薄膜覆盖可以预防混凝土早期

失水和被风吹,是比较好的养护措施。对于难以潮湿覆盖的结构

立面混凝土等,可采用养护剂进行养护,但养护效果应通过试验

验证。

6.7.4 本规定可有效减少混凝土表面水分损失,有利于混凝土

表面裂缝的控制。

6.7.5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

水泥配制的混凝土,或掺加缓凝剂的混凝土以及大掺量矿物掺合

料混凝土中胶凝材料水化速度慢,达到性能要求的水化时间长 ,

涩6

因此,相应需要的养护时间也长。

6.7.6 采用蒸汽养护时,在可接受生产效率范围内,混凝土成

型后的静停时间长一些有利于减少混凝土在蒸养过程中的内部损

伤;控制升温速度和降温速度慢一些,可减小温度应力对混凝土

内部结构的不利影响;控制最高和恒温温度不宜超过 65℃ 比较

合适,最高不应超过 80℃ 。

6.7.7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控制,可有效控制混凝土内部温度应

力对混凝土浇筑体结构的不利影响,减小裂缝产生的可能性。

6.7.8 对于冬期施工的混凝土,同样应注意避免混凝土内外温

差过大,有效控制混凝±温度应力的不利影响。混凝土强度不低

于 5MPa即具有了一定的非冻融循环大气条件下的抗冻能力,这
个强度也称抗冻临界强度。     ·

表 3 混凝土强度达到 1.2DIPa的时间估计 (l· ,

水泥品种
外界温度 (℃ )

⒈~5 5~10 10^ˇ 15 15以上

硅酸盐水泥

普通硅酸盐水泥

矿渣硅酸盐水泥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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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凝土质量检验

7.1 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检验

7.1.1 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检验应包括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
报告或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的查验和收存。
7.1.2 应在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时检验把关 ,不合格的原材料不
能进场。

7.1.3 混凝土原材料每个检验批的量不能多于规定的量。
7· 1.4 符合本标准第 2章规定的原材料为质量合格 ,可以验收。

7.2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检验

7· 2.1 坍落度与和易性检验在搅拌地点和浇筑地点都要进行 ,

搅拌地点检验为控制性自检,浇筑地点检验为验收检验 ;凝结时
间检验可以在搅拌地点进行。

7.2.2 水泥和外加剂及其相容性是影响混凝土凝结时间的主要
因素,且不同批次的水泥和外加剂对混凝土凝结时间的影响可能
变化。对于海砂混凝土,关键是控制海砂的氯离子含量 ,因此 ,

相应于每批海砂的混凝土都应检验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7· 2.3 符合本标准第 3.1节规定的混凝土拌合物为质量合格 ,

可以验收。

7.3 硬化混凝土性能检验

7· 3· 1 戮国现行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107

和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q/T193中 包括了相应于混
凝土强度和混凝土耐久性的检验规则。
7· 3.2 符合本标准第 3.2节和第 3.3节规定的硬化混凝土为质
量合格,可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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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坍落度经时损失试验方法

A.0.1 坍落度经时损失是混凝土拌合物性能的重要方面,现行

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Os0

中尚未规定具体试验标准。

A.0。 2 取样与试样的制各与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

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sO⒅ o一致。

A.0.3 坍落度经时损失测定是在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拌

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调0中坍落度试验方法的基础

上进行的,试验条件与坍落度试验方法相同。本方法规定测定经

过 1h的坍落度损失为标准做法;如果工程需要,也可参照此方

法测定经过不同时间的坍落度损失。

A.0.4 坍落度经时损失可以为负值,表示经过一段时间后,混
凝土坍落度反而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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