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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了抑制氯化钙对钢筋的锈蚀作用，常将氯化钙与阻锈剂亚硝酸钠（NaNO2）复合
使用。
 2）硫酸盐类早强剂。
硫酸盐类早强剂主要有硫酸钠、硫代硫酸钠、硫酸钙、硫酸铝、硫酸铝钾等，其中硫酸钠应用较多。
硫酸钠分无水硫酸钠（白色粉末）和有水硫酸钠（白色晶粒）。
硫酸钠的适宜掺量为水泥用量的0.5％～2％。
当掺量为1％～1.5％时，达到混凝土设计强度70％的时间可缩短一半左右。
 硫酸钠掺人混凝土后产生早强的原因，一般认为是硫酸钠与水泥水化产物氢氧化钙Ca（OH）2作用，
生成高分散性的硫酸钙，均匀分布在混凝土中，并极易与C3A反应，能使水化硫铝酸钙迅速生成。
同时，由于上述反应的进行，溶液中Ca（OH）2浓度降低，从而促使C3S水化加速，大大加快了水泥
的硬化，使混凝土早期强度提高。
 硫酸钠对钢筋无锈蚀作用，适用于不允许掺用氯盐的混凝土。
但由于它与Ca（OH）2作用生成强碱NaOH，为防止碱一骨料反应，硫酸钠严禁用于含有活性骨料的
混凝土，同时不得用于与镀锌钢材或铝铁相接触部位的结构、外露钢筋预埋件而无防护措施的结构、
使用直流电源的工厂及使用电气化运输设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硫酸钠早强剂应注意不能超量掺加，以免导致混凝土产生后期膨胀而开裂破坏，并防止混凝土表面产
生“白霜”。
 3）有机胺类早强剂。
有机胺类早强剂主要有三乙醇胺、三异丙醇胺等，其中早强效果以三乙醇胺为最佳。
三乙醇胺不改变水泥水化生成物，但能加速水化速度，在水泥水化过程中起催化作用。
 三乙醇胺为无色或淡黄色油状液体，呈碱性，能溶于水，无毒、不燃。
三乙醇胺掺量极少，掺量为水泥质量的0.02％～0.05％，能使混凝土早期强度提高。
 三乙醇胺对混凝土稍有缓凝作用，掺量过多会造成混凝土严重缓凝和混凝土后期强度下降，掺量越大
强度下降越多，故应严格控制掺量。
三乙醇胺单独使用时早强效果不明显，与其他外加剂（如氯化钠、氯化钙、硫酸钠等）复合使用效果
更加显著，故一般复合使用。
 （3）缓凝剂 缓凝剂是指能延缓混凝土凝结时间，并对混凝土后期强度发展无不利影响的外加剂。
缓凝剂主要有四类：糖类，如糖蜜；本质素磺酸盐类，如木钙、木钠；羟基羧酸及其盐类，如柠檬酸
、酒石酸；无机盐类，如锌盐、硼酸盐等。
常用的缓凝剂是木钙和糖蜜，基中糖蜜的缓凝效果最好。
 缓凝剂的作用原理十分复杂，至今尚没有一个比较完满的分析理论。
常有以下几种解释： 吸附理论认为缓凝剂通过离子键、氢键或偶极间作用被吸附在未水化水泥颗粒表
面上，产生屏蔽而防止水分子靠近，从而阻碍了水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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