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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强度试验的操作误差分析
’

徐凤广

(盐城工专建筑材料工程系
,

盐城
,

22 4 0 0 3)

摘 要 试验操作误差是影响水泥强度试脸结果准确性的 三个主要因素之一
,

减少试验操作

误差的关健是提高试验人 员的操作水平
,

稳定操作
。

研究水泥 强度试验过程 中会给强度带来误

差的操作
,

并对其所带来的误差进行分析
。

关键词 水灰比 泌水性 胶砂试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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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强度是评定水泥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

就水泥厂的化验室来说
,

对所产水泥的强度提

供准确可靠的数据
,

是关系到 整个工厂的经济效益和信誉
。

为了能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
,

就必

须克服水泥强度试验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
,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仪器设备
、

试验条件
、

试验操

作 三个方面
。

在仪器设备
、

试验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

减少试验人员的操作误差
,

就显得尤

为重要
。

现根据多年的实践和研究
,

对水泥强度试验中主要的操作误差作如下的讨论
。

1 试模的影响

试模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

l( )试模的挑选 每个试模 的重量应基本一致
,

因为试模的重量直接影 响振动台的振幅

( A ~ 厂
,
/ w )

,

因而影响试体的密实性
,

因此在选择试模时
,

应首先保证试模和下料漏斗的总

重量在 8
,

5士 0
.

S K g 之内
,

尤其是老式试模和不同厂家生产的试模之间重量相差较大
,

在试验

前应进行筛选以确保在上述重量范围内
。

( 2) 试模的安装 安装紧固后的试模隔板与端板的内壁各接触面应相互垂直
,

两最大对角

线的长度差不得超过 。
.

3m m
,

隔板最大撬起量不得大于 。
.

l m m
,

并保证不漏浆
。

因此
,

在安装

试模时
,

应在模板四周与底座接触处及两侧隔板端部与端板接触处均匀地涂上一层凡士林
,

否

则在胶砂成型过程中会漏浆
,

从而改变了原胶砂的水灰比及灰砂 比
,

严重影响水泥强度的准确

性
,

漏浆越多
,

影响越大
。

尤其对标准稠度用水量小和泌水性大的水泥影响更甚
。

( 3) 试模的涂油 试模安装好后
,

应在试模内侧面及每一角落涂上一层薄而均匀的机油
,

否则就会使脱模困难
。

涂油还要适量
,

时间要适宜
,

一般边成型边涂油
,

如果涂油时间太长
,

并

且涂的油又偏多
,

对于粘度低的机油或试验室温度偏高时
,

随着时间的延长
,

机油就会逐渐地

流淌到模子底部和四边周角处
,

而使试模成型后的胶砂试体底面及四边周角处形成大量的孔

洞
,

特别在四边周角处形成大量连续的锯齿形孔洞
,

孔洞的大小及数量与模子底部积油的多少

成正比
。

不仅如此
,

而且在油与水泥胶砂试体接触处
,

水泥的凝结硬化减慢
,

并且造成脱模时容

1 9 9 5一 0 6一 1 5



第 4期 徐凤广
.

水泥强度试验的操作误差分析

易操作损伤胶砂试体
,

使水泥强度的结果偏低
。

孔洞愈多
,

其值偏低愈大
,

尤其对抗折强度影响

更大
。

2 胶砂搅拌及刮平操作的影响

( 1 )刮锅与不刮锅 在胶砂搅拌过程中
,

在搅拌机叶片与锅接触处逐渐形成一圈砂浆层
。

由于这一圈砂浆层是在搅拌过程中逐渐地粘附到
罕

上形成的
,

因此它的组成是极不均匀的
·

经试验
,

如果在成型过程中
,

把这一圈砂浆层一起混入试模中成型
,

它象杂质一样夹杂在胶砂

中
,

会使强度对比值偏低
,

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尤其对抗折强度影响较大
,

因

它会导致胶砂试体产生不平常断裂
。

因此
,

正确的做法是在开机拌和 1~ 2 分钟时
,

用湿的小刀

刮一次锅壁
,

目的在于使粘在锅壁上的水泥砂浆一起进入锅内参加拌和
,

以保证锅内砂浆配合

比的均匀性
。

表 1 搅拌方式与强度的关系

搅搅拌方式式 抗折强度 ( M P a ))) 抗压强度 ( M P a )))

33333 天天 平均值值 2 8 夭夭 「平画面面
3 天 ( K N ))) 匡均倒倒

2 8 天 ( K N ))) 阵均值值
刮刮锅锅 4

.

666 4
.

666 7
.

555 7
.

666 6 3 6 444 2 5
.

444 1 0 9 1 000 4 4
.

666

44444
.

777 ( 1 0 0 ))) 7
.

777 ( 1 0 0 ))) 6 4 6 333 ( 1 0 0 ))) 1 1 2 1 1 555 ( 1 0 0 )))

44444
.

66666 7
.

55555 6 5 6 22222 1 1 1 1 1 44444

不不刮锅锅 4
.

777 4
.

444 7
.

222 7
.

333 5 5 6 111 2 4
.

777 1 0 4 1 1 000 4 3
.

444

44444
.

222 ( 9 5
.

7 ))) 7
.

111 ( 9 6
.

1 ))) 5 9 6 333 ( 9 7
.

2 ))) 1 1 6 1 1 222 ( 9 7
.

3 )))

44444
.

33333 7
.

66666 6 4 6 55555 1 0 1 0 44444

(z )试体的刮平操作 试体的刮平操作对强度值有较大的影响
。

刮平时应注意三忌
:

一忌

用力不均 ;二忌图快用力过大 ;三忌求光抹面次数过多
,

造成水泥净浆流失严重 (( 尤其对泌水

性大的水泥 )
。

正确的刮平方式应该是两手平拿刀把
,

用力要均匀
,

刀刃不能直接接触试模
,

要

高出试模一个砂粒
,

倾斜地刮
,

速度要均匀
,

动作要轻
,

原则上要尽量不影响下层胶砂
,

求平不

求光汝口果刮平方式不当
,

就会使原已振动密实的胶砂浆体松动
,

出现裂纹和缺陷
,

强度会明显

降低
,

同时为了稳定操作
,

减少误差
,

一定时期内操作人员还应相对稳定
。

( 3) 端模 无论是将振动好的胶砂试模从振动台上取下
,

还是将 已刮好并编号的胶砂试模

送至养护箱中进行养护
,

在这两个过程中一定要使胶砂试模处于平稳状态
。

一旦在搬动过程

中
,

试模处于倾斜晃动状态
,

其后果是使已振动密实的水泥胶砂浆体受到干扰和破坏
,

抗折
、

抗

压出现较大的波动
,

使强度对比值偏低
。

3 试体破型操作的影响

( l) 抗折强度的操作 无论是老式还是
:
新式抗折试验机

,

水泥胶砂试体的受力形式都是简

支梁的形式
。

这种梁受力作用后将产生变形
,

上部压缩
,

下部拉伸
,

两者有一个不变形的中间

层
。

由于水泥的抗拉强度远低于抗压强度 (仅为抗压强度的 1 8/ ~ 1 / 12 )
,

因而水泥胶砂试体的

破坏都是从下部拉伸区开始
,

因此我们在做抗折试验时
,

将试体表面擦净后
,

应检查试体两侧

面气孔情况
,

将气孔多的一面向上放入夹具内
,

作为压缩加荷面
,

气孔少的一面作为受拉面
,

这

样就可以减少气孔对抗折强度试验的影响
` ,

另一方面
,

在抗折试验时
,

标准要求试体放入夹具

内摆正
,

调整抗折夹具的手轮使标尺杠杆离开水平位置向上扬起一定的角度
,

在试体折断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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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达到水平
。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
,

应根据不同龄期
,

不同品种以及同一品种不同质量的水泥
,

对标尺杠杆离开水平位置向上扬起的角度 及时调整
,

以确保试体折断时杠杆达到水平状态
。

(2 )抗压强度的操作 抗 压强度值与加 表 2 加荷密度对抗压强度的影响

荷速度成正比
,

标准规定加荷速度为 5士 0
.

5

k N / s ,

不同的加荷速度
,

水泥强度值不同
,

其

结果如表 2 如示
。

部分水泥厂化验室操作人

员常常将试验机送油阀固定某一位置不动
,

其结果是
,

试体开始受压时加荷速 度小于规

定的加荷速度
,

而在试体接近破坏时加荷速

加加荷强度度 抗压强度度
33333 天天 2 8 天天

MMMMM P aaa
%%% M P

aaa
%%%

约约 3 k N /
sss 2 4

.

666 9 9
.

222 4 3
.

444 9 7
.

555

约约 s k N /
sss 2 4

.

888 1 0 0
.

000 4 4
.

555 1 0 0
.

000

约约 7 k N / sss 2 5
.

111 1 0 1
.

222 4 6
.

666 1 0 4
.

777
!!!!!!! 一 - 一

-

一 一一一一

度又降低
,

致使强度值偏低
。

这是因为试体接近破坏的过程正如钢筋拉伸的屈服过程
。

作用于

试体上的力大部分用于克服试体的变形
,

这 时压力表指针行走很慢
,

为了达到规定的加荷速

度
,

就应继续加大送油阀
,

才能保证加荷速度的恒定
。

而将送油阀固定在某一位置不动
,

这是不

正确的做法
。

由此可见
,

加荷速度是确保试验结果准确的关键
,

要控制好加荷速度
,

它包括两个

方面
:

起始速度 起始速度的大小以试体在无冲击情况下接触中压板
,

逐步施加载荷为准
,

并在

不大于试体强度值的 10 %时达到要求速度
。

保持速度 在达到要求载荷速度后要进行速度的保持
,

因此速度不能过快
。

如果过快
,

大

油缸活塞往往不能把油缸内的压力全部及时作用到试体上
,

而小油缸却将大油缸内的实际压

力及时反应到压力表盘上
,

从而出现了试体强度增
“

高
”
而不正确后果

。

但加荷速度也不能过

慢
,

速度越慢
,

其强度值偏低就越多
,

同时为了保证同一种材料每次试验结果的一致性
,

应保证

每次试验速度的统一
,

以避免 由于速度的不同而出现的对 比误差
。

4 结束语

水泥强度试验方法固然有国家标准
,

但是不可能在每一细节上都形成文字说明
,

因此这就

要求操作人员除了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定 的试验方法操作外
,

还应善于分析影响水泥强度试

验误差的各种影响因素
,

使误差严格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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