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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从事混凝土的生产与施工、质量检测的过程中，深感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人员对混凝土相关技术
了解不多、重视不足，甚至设计混凝土配合比的试验人员对混凝土的理论掌握不够深入，在混凝土施
工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不能分析原因，极少能够做到事前控制与过程中调整。
　　目前有关混凝土方面的图书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有关混凝土原材料的，水泥、外加剂类占大
多数，从某种材料单一分析其对混凝土的影响，重点多在产品本身技术的提高与性能改进；第二类是
有关配合比设计的，罗列了各种不同种类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方法，重在配合比的设计计算；第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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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十章，主要介绍混凝土的配制技术、施i技术、质量检测、通病预防。
第一章主要介绍混凝土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目前较注重的高性能混凝土、活性粉末混凝土、智能混凝土
、生态混凝土。
第二章分新拌混凝性能、物理力学性能、耐久性能、变形性能和混凝土结构五个方面介绍混凝土的主
要性能以及影响各种性能的因素。
第三章主要介绍混凝土的各组分材料的性质及其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发展沿革以及配合比设计的方法步骤。
第五章介绍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最基本的四组份（水泥、砂、石、水）体系、五组份（水泥、砂、石
、水、外加剂）体系、六组份（水泥、砂、石、水、外加剂、掺合料）体系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
基本方法。
第六章介绍几种特种性能、特种材料、特种施工方法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第七章介绍了配合比设计的相关技术，其中主要介绍了正交试验设计及一元回归分析。
第八章对泵送混凝土、大体积混凝土及寒冷、炎热条件下混凝土的施工注意事项进行了分析。
第九章主要介绍了常用的几种混凝土质量无损检测方法。
第十章对断桩、泵送不良、裂缝、蜂窝麻面等混凝土经常发生的质量事故及通病介绍了产生的原因、
处理方法及预防措施。
    书的第一、二、四、五章、第三章第1、4、5节、第六章1～3节、第八章第1、2、4节由侯永生编写
。
第六章第6节、第七章、第九章第1、4、6节及附录1～J由刘桂君编写。
第三章第2、3节、第六章第4、5节、第八章第3节、第九章第2、3节、第十章及附录A～H由王联芳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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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在建筑工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尤其是建筑胶凝材料基本上经历了从天然到人造，从单一到
复合，从无机到有机，从气硬性胶凝材料到水硬性胶凝材料，从低强度到高强度，从小规模到大工业
化发展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
　　一、黏土胶结材料　　黏土是人类最先使用的天然胶结材料，在公元前一8000年左右的中东、古
埃及地区已使用日晒土坯。
将黏土用水拌和成泥，成型后用太阳晒干作为墙体材料。
在我国，距今5 000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大多发现日晒土坯。
至今，我国北方地区仍有使用模具压制土坯作为墙体的建筑材料。
　　七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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