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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工程质量对建筑物的实用性、安全性及耐久性有决定性的影响。

为确保混凝土的强度满足设计要求，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从混凝土施工强度的确定、原材料的

选择、水泥强度等级的选择、水泥用量的控制、砂石的级配、水量的调整、塌落度等几个现场制

备混凝土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作了简要叙述。

关键词：混凝土施工强度；砂石级配；水灰比；塌落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随着现代建筑业的发展，混凝土在建筑结构

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混凝土的施工，应保

证结构设计对混凝土强度等级的要求，还要保证

施工对混凝土和易性的要求，并应符合合理使用

材料，节约水泥的原则。必要时，还应符合抗冻、

抗渗的要求。现阐述混凝土制备过程中，应注意

的问题。

" 问题分析

"*" 混凝土配制施工强度确定

由于施工现场制作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受到

各方面自然条件的制约，不能达到实验室制作试

块的条件，施工的混凝土将发生变异，为了达到

.(/的保证率，混凝土的配制强度按下式确定：

!01*2"!01*3#"$+4(!
式中!01*2—混凝土的施工配制强度（5／66%）；

!01*3—设计的混凝土强度标准值（5／66%）；

! —施 工 单 位 的 混 凝 土 强 度 标 准 差（5／

66%）。

当施工单位具有近期的同一品种混凝土强度

的统计资料时，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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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01*&—统计周期内同一品种混凝土第&组

试件强度（5／66%）；

"!01—统计周期内同一品种混凝土(组强度

的平均值（5／66%）；

%—统计周期内相同混凝土强度等级的试件

组数，%$%(。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或,%(时，如计算

得到的!%%*(5／66%，取!7%*(5／66%；当混

凝土强度等级高于,%(时，如计算得到的!%$*#
5／66%时，取!7$*#5／66%，对预拌混凝土厂和

预制混凝土构件厂，其统计周期可取为一个月；对

现场拌制混凝土的施工单位，其统计周期可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宜超过$个月［"］。

"*% 原材料的选择

为了使搅拌好的混凝土，符合施工工艺对和

易性的要求，保证混凝土的施工质量，应正确选择

水泥的强度等级、砂石级配。

"*%*" 正确选择水泥的强度等级

当选用的水泥强度等级与设计混凝土的强度

之比大于%*%时，单位体积混凝土中水泥用量过

少，导致混凝土拌和物松散，不易粘结。

当选用的水泥强度等级与设计混凝土的强度

之比大于"*#时，单位体积混凝土中水泥用量过

多，导致混凝土拌和物粘聚力大，导致混凝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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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不易浇筑［!］。

"#!#! 确定合理的砂石级配

良好的砂石级配，是保证混凝土强度的关键。

当混凝土拌和物中砂、石级配较差时，空隙率大，

混凝土拌和物中水泥砂浆不能填满石子的空隙；

而混凝土配合比中砂率过小，很难将混凝土振捣

密实，最终都将影响混凝土质量。

"#$ 混凝土的施工配料

施工配料必须加以严格控制。因为影响混凝

土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称量不准；二是

未按砂、石骨料实际含水率的变化进行施工配合

比的换算。这样必然会改变原理论配合比的水灰

比、砂石比（含砂率）及浆骨比。当水灰比增大时，

混凝土粘聚性、保水性差。而且硬化后多余的水

分残留在混凝土中形成水泡，或水分蒸发留下气

孔，使混凝土密实性差，强度低。若水灰比减少

时，则混凝土流动性差，甚至影响成型后的密实，

造成混凝土结构内部松散，表面产生蜂窝、麻面现

象。同样含砂率减少时，砂浆量不足，会降低混凝

土流动性。所以，为了确保混凝土的质量，在施工

中必须及时进行施工配合比的换算和严格控制称

量。

"#$#" 施工配合比换算

在实际施工现场，混凝土的施工配合比应进

行换算，这是因为实验室配合比是根据完全干燥

的砂、石骨料制定的，但实际使用的砂、石骨料一

般都含有一些水分，并且现场砂、石骨料的含水量

又会随气候条件发生变化。所以施工时应及时测

定现场砂、石骨料的含水量，并将混凝土的实验室

配合比换算成在实际含水量情况下的施工配合

比。设实验室配合比为：水泥%砂子%石子&"%!%
"，水灰比为#／$，并测得砂子的含水量为!!，石

子的含水量为#"，则施工配合比应为："%（"’
#!）%（"’#"）［$］。

按实验室配合比每立方米混凝土水泥用量为

%（()），计算时确保混凝土水灰比（#／$）不变（!
为用水量），则换算后材料用量为：

水泥%%&&%，砂子%’&砂&%!（"’#!），石子

%’&石&%*（"’#"），水%#&&#+%!#!+%"#"

例 某 混 凝 土 实 验 室 配 合 比 为"%"#,!%
!#$-，水灰比为.#,!，每/$混凝土材料水泥用量

01.()，测得砂子含水量为02，石子含水量为

!2，则施工配合比为：

"%"#,!（"’02）%!#$-（"’!2）&"%"#,3%!#0!
每/$ 混凝土材料用量为：水泥：01.()，砂子：

-!1#3()，石子："""$#!()，水 ："34#0()。

"#$#! 严格控制混凝土中的水泥用量

近几年，由于结构设计中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越来越高，施工单位的混凝土强度标准差取值等

原因，工程结构中，每/$混凝土中水泥用量越来

越高。这一现象应辨证地分析，增加水泥用量，可

以延长建筑结构的寿命 。但水泥用量的增加导

致成本的增加，且容易出现碱5骨料反应。碱5骨

料反应指水泥中的碱和骨料中的活性氧化硅发生

反应，生成碱5硅酸盐凝胶并吸水产生膨胀压力，

致使混凝土产生开裂现象。例如，丰满水电站使

用0.多年就出现了碱5骨料反应破坏现象［0］。

"#$#$ 选择正确塌落度

匀质的混凝土拌和物，是介于固体和液体之

间的弹塑性物体。混凝土塌落度过大，在运输、浇

筑过程中，由于振动等力的作用，骨料上的粘着力

和内摩阻力将被削弱，由此骨料失去平衡状态，在

自重作用下向下沉落，质量越大，向下沉落的趋势

越强；由于水泥浆，粗、细骨料的质量不同，因而各

自聚集在一定位置，产生分层离析，导致结构构件

产生蜂窝、孔洞，影响混凝土的质量；混凝土塌落

度过小，为保证混凝土拌和物的匀质性，势必延长

搅拌时间。随着搅拌时间的延长，不坚硬的粗骨

料在大容量搅拌机中会产生脱角、破碎等现象，从

而改变施工配合比，砂石级配，影响混凝土的质

量。同时降低搅拌机的生产效率。

! 结束语

混凝土结构是现代建筑的主要承重结构。通

过以上分析，在混凝土制备过程中，应准确计算混

凝土的配合比；正确选择原材料的规格、级别；严

格控制混凝土的施工配合比，以满足结构和施工

对混凝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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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间含尘量低，工人工作环境大大改善

本机组实现了工艺流程连续化、自动化，妥善

解决了排尘、滤尘问题，使工作环境有很大改善，

车间空气平均含尘量达到!$%／$!，有较好的水

平。

!"! 自动化程度高，安全性好

采用吸落棉，自动打包，用工少，工人劳动强

度有了很大程度降低。采用了多道除金属器杂物

装置，很少发生事故。

& 结语

（’）()*++’型废棉处理联合机是一种比较

新的废棉处理系统，具有除尘效率高纤维损伤小

的优点。

（#）采用本系统，可以缓解原棉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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