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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钢筋混凝土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大宗的人造建筑材料，其广泛应用于建筑、市政、地下、水工、
海工等工程中。
一般来说，钢筋混凝土结构具有良好的长期性能与高耐久性。
然而，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经常因结构设计不合理、施工缺陷以及各种环境条件下的
物理、化学或生物侵蚀等原因而在服役期间发生劣化，有的甚至达不到预期寿命而破坏。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因不同环境下暴露条件的相互作用，涉及不同的材料以及结构，钢筋混凝土中钢
筋腐蚀和混凝土的劣化是非常复杂的；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每年因钢筋混凝土的腐蚀或破坏
损失费用相当高。
我国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刚开始几十年，大量的混凝土基础设施工程正在建设中，但因混凝土结构的腐
蚀破坏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并逐渐引起人们重视。
研究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修补原理、技术与材料对保证我国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的长期耐久性与使用寿
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混凝土修补是一门应用科学，它涉及混凝土基本理论、物理化学、结构力学、电化学等多门学科知识
。
混凝土修补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从整体论来认识与实现混凝土修补，涉及混凝土结构的现状评估
、修补体系的选择、修补技术的实施、可能的加固保护与修补效果评估等方面。
随着最近几十年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混凝土技术也在快速发展。
混凝土修补也应被重新认识、评估并充分考虑到混凝土技术的发展趋势。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科学的角度阐述混凝土修补的基本原理、修补方法、技术与修补材料，并提供国
内外混凝土修补领域的最新进展。
本书有意重点讨论了混凝土的劣化与修补，因此钢筋本身的腐蚀过程没有被重点论述。
本书对混凝土的修补技术主要侧重于混凝土的非结构性修补技术，更多的有关混凝土结构加固技术可
参考其他资料文献。
本书不是一本纯理论应用的书籍，而是从混凝土基本理论出发，深入浅出地阐述混凝土的基本知识、
混凝土各种劣化机理与现象；从整体方法论角度，分析阐述了混凝土修补的基本原则、试验方法与步
骤；阐述了修补材料的选择方法、分类及其基本性能；并以图解方式重点阐述了各类混凝土修补技术
、修复防护技术的原理及其工程应用实践知识。
本书分类讨论混凝土修补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解释问题发生的原因以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本书提供的混凝土修补实用建议、设计细部、实例和参考数据可帮助相关人员完成混凝土修补工作。
本书将专业理论基础与专业实践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先进性与趣味性。
本书可供从事混凝土材料、混凝土结构修补与修复等研究、教学、设计、施工、生产的科技人员、大
专院校师生和研究生参考。
本书由同济大学蒋正武博士主编、审阅，编著的具体分工为：同济大学蒋正武（第1章、第3章、第5章
～第8章）；中南大学龙广成博士（第4章、第9章）；同济大学孙振平博士（第2章）。
本书的内容不仅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混凝土修补相关领域的理论教学、科研与工程实践的积累，也是参
考国内外大量的资料文献编著而成。
在此一并向相关作者与研究机构表示谢意。
另外，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难免，还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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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混凝土修补：原理、技术与材料》从科学的角度阐述混凝土修补的基本原理、修补方法、技术
与修补材料，重点讨论了混凝土的劣化与修补，《混凝土修补——原理、技术与材料》对混凝土的修
补技术主要侧重于混凝土的非结构性修补技术。
全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混凝土基本理论出发，深入浅出地阐述混凝土的基本知识、混凝土各种劣
化机理与现象；分析阐述了混凝土修补的基本原则、试验方法与步骤；阐述了修补材料的选择方法、
分类及其基本性能；并以图解方式重点阐述了各类混凝土修补技术、修复防护技术的原理及其工程应
用实践知识。
《混凝土修补：原理、技术与材料》可供从事混凝土材料、混凝土结构修补与修复等研究、教学、设
计、施工、生产的科技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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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概述　　钢筋混凝土是人类使用的最大宗建筑结构材料。
随着现代混凝土技术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混凝土被广泛应用于港口、大坝、公路、桥梁、市
政等现代化工程建设中。
然而，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受到各种环境条件，如大气、水等物理、化学或生物的侵蚀作用，即使结
构设计合理、施工正确，其在服役期间也往往发生劣化、未达到预期寿命而破坏。
据报道，美国承包人联合会估计美国现有的混泥土基础设施的修补和改造将耗时19年并花费3.3万亿美
元以上。
在英国，需要重修或大修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占总量的36％以上。
在我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侵蚀破坏也十分严重，且随着我国的基本建设的全面开展，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修补、修复与防护等问题将会日益突出。
在21世纪，世界上基础设施面临着改造和修复的工程将大大超过新建建筑的工程量。
另外，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大多数正在被修补的混凝土结构不能达到它们的设计寿命，也不能达到预
期标准的使用效果。
因此，对混凝土结构进行修补、采取有效防护技术以防止混凝土的环境侵蚀、维护混凝土的使用性能
，对保证并提高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与使用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不仅是保证建筑物在使用寿命期间的安全性，而且也可大大减少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也符合
混凝土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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