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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预拌混凝土越来越普及，各种新材料层出不穷，混凝土组分也由以前的四组分混凝土转变成
今天的含有多达六组分或更多组分的现代混凝土，混凝土配合比计算也越来越复杂，我国现有的混凝
土配合比设计规范已经不能满足高性能混凝土配制及施工的实际需要，传统观念下以水灰比（水胶比
）决定强度的假设为基础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技术规程在许多方面已经不符合多组分混凝土材料自身
性能和特点。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为了满足预拌混凝土技术的发展需求，我们组织各方编写了本手册。
　　本书共分三章，第1章为编制和使用说明，第2章为本手册编制的理论依据，详细介绍了多组分混
凝土强度理论的数学模型，提出了混凝土的强度由硬化砂浆的强度σf、胶凝材料的填充强度贡献率u
和硬化砂浆的密实度m决定的观点，实现了多组分混凝土的强度计算、工作性与耐久性之间的量化计
算，为混凝土强度的早期预测及配合比设计的准确进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依据此项理论提出了多组
分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石子填充法。
第3章为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计算表。
　　本手册依据多组分混凝土配合比理论，结合国内外配合比最新计算方法，并根据全国各地混凝土
企业在配合比应用上各种经验进行总结编制而成，目的是减少试验和施工人员在现代多组分混凝土配
合比设计时的计算工作和提供参考依据。
如有与国家规范、标准要求或者实际不符的，应按国家规范和标准或实际应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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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多组分混凝土强度理论的数学模型，提出了混凝土的强度由硬化砂浆的强度、胶凝材
料的填充强度贡献率和硬化砂浆的密实度决定的观点。
并根据此观点，计算了传统四组分普通混凝土，掺外加剂五组分高性能混凝土，掺粉煤灰六组分高性
能混凝土，掺矿渣粉六组分高性能混凝土，掺矿渣粉、粉煤灰七组分高性能混凝土，掺矿渣粉、硅灰
七组分高性能混凝土，掺复合料六组分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
随书配有多组分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软件的光盘，供企业读者使用。
     全书采用文字说明与图表相结合的形式，简捷明了，方便实用，可供建筑施工、科研、混凝土企业
等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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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将上述模型经过数学推导可以得到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水泥、掺和料、砂、石、外加剂和拌和用
水量等组成材料的准确计算公式，确定了混凝土各组分与设计参数之间的定量关系，从而提高多组分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自2000年以来，采用该理论模型进行配合比设计配制的C100高性能混凝土、纤维防裂混凝土和自
密实混凝土经过在国家大剧院、奧运国家体育场、老山自行车馆和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等重点工程的
应用，验证了多组分混凝土强度理论数学模型的正确性和结合混凝土体积组成石子填充模型用于混凝
土配合比设计的可行性，取得了良好的技术效果。
　　2.2 石子填充法配合比设计方法2.2.1 混凝土体积组成　　现代混凝土在施工过程中是以塑性或流
动性状态进行施工，当混凝土各种原材料经拌和后，以塑性或流动性状态存在经过运输、浇筑、振捣
成型和养护后进人使用状态的混凝土以硬化形态出现，这时硬化混凝土由粗骨料和硬化砂浆、气孔、
水组成。
硬化砂浆、气孔和水所占的体积正好是粗骨料（石子）的空隙。
我们认为：混凝土由硬化砂浆和石子两部分组成，石子作为砂浆的填充料，当压碎指标小于8％时，
石子的强度可视为大于混凝土的设计强度，因此可判定其在混凝土中只占体积不影响强度；硬化砂浆
的理论强度、胶凝材料填充强度贡献率、密实度决定混凝土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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