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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我国混凝土科学技术的先驱与奠基人吴中伟先生到江西庐山出席高强高性能混凝土学会
组织的会议时，以“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混凝土的发展方向”为题做了一个重要的报告。
他指出：“科学技术的任务已从过去‘最大限度向自然索取财富’变为合理应用资源，保护环境，保
持生态平衡”。
在详细论述绿色高性能混凝土（GHPC）内涵的同时，他语重心长地提出：“混凝土能否长期维持作
为最主要的建筑结构材料，关键在于能否成为绿色材料，GHPC是混凝土的发展方向，是混凝土的未
来”；“GHPC将是多少代混凝土工作者的奋斗目标”。
吴先生逝世至今已经整十年，在纪念这位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混凝土事业的先辈时，这本题名为《
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技术与工程应用》的书问世了，两位作者让我来写序，藉此重温吴先生的教导，反
复思考，写下一点体会。
　　高强混凝土只是简单地将人们熟知的、传统的一个性能参数作为量化评价指标，从而可以为结构
设计人员提供选取的直观依据。
高性能混凝土（HPC）则是充分考虑了现今范围宽广的不同工程和环境条件的不同，对新拌与硬化混
凝土性能要求迥异的前提下，所提出新的概念和定义。
美国混凝土学会（ACI）在1998年将HPc的定义整理发表时，曾强调指出：“HPc的特性，是针对一定
的应用和环境所要求的”，也就是说，HPC并不是一类具有特定性能的混凝土。
举个例子，1998年笔者到加拿大出席HPC国际研讨会时，主办方为与会代表演示了用HPC修补繁忙的
城市街道路面的过程，为了尽量缩短交通中断时间，它使用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浇筑配制得异常干硬的
新拌水泥}昆凝土（外观与沥青混凝土近似）。
在将其从翻斗车卸到准备好的基层上之后，经摊铺机压实，再用振动碾反复滚压几遍，整个过程仅约
半小时，该路段就修补完毕，可以立即开放交通。
鉴于当地冬季气温很低且多雪，该混凝土里掺用了自行研发适用于干硬拌和物的新型引气剂，以保证
需要的含气量，抵御盐冻侵蚀。
主办方为代表们演示的另一个HPC范例，是采用自密实混凝土（SCC）浇筑一段连续壁，尽管SCC无
需振捣，可以避免引发噪声，又可免除拌和物瞬间液化出现泌水、离析的弊病，已为代表们熟知，但
是这类富浆拌和物里的气泡和自由水较多，影响硬化后混凝土的密实度是许多代表的疑虑。
演示时使用了操作简便且可反复几次的新型透水模板垫层，引起了许多代表的高度关注。
因为用了这种材料可以使表层混凝土内的气泡和自由水逸出，从而显著提高密实度、大大改善外观。
　　充分认识了HPc的内涵所在，就不难理解它的应用，尤其是在绝大部分工程普遍采用的设计要求
为中低强度等级混凝土应用中，通过大幅度地减少熟料水泥用量，掺用不同种类和掺量的矿物掺合料
，以及外加剂与其他组分材料，并且与工程的设计、施工各个环节紧密结合，不仅是满足不同工程与
环境条件要求HPc必要的技术路线，其实也就是实现节能减排、减少污染，使混凝土成为GHPC，即
绿色材料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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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结了作者近年来对绿色高性能混凝土领域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与资料对绿色高
性能混凝土做了系统和全面的论述。
全书共分12章，内容包括概论、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的理论要点、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用水泥、绿色高性
能混凝土用骨料、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用化学外加剂、矿物细粉掺合料、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设
计、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的性能、大掺量矿物细粉活性粉末混凝土、建筑垃圾再生混凝土优化技术、绿
色高性能混凝土的典型工程应用、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技术发展的障碍及对策等。
    本书可供混凝土结构设计单位、混凝土原材料供应企业、混凝土搅拌站、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
测与建筑质量管理机构、政府建设管理部门的科研、技术与管理人员，以及高等学校的教师、研究生
、本科生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硕士研究生课程、本科生选修课程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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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二次添加聚羧酸系减水剂应听从专家指导并经严格试验　　根据GB50119-2003《混凝土外加剂
应用技术规范》，当掺加泵送剂的混凝土运送至浇筑现场时，混凝土坍落度损失过大，以至于不适于
泵送施工时，可以采用二次添加泵送剂的方法，将一定量泵送剂掺入混凝土运输搅拌车中快速运转，
至搅拌均匀，测定坍落度符合要求后进行泵送和浇筑。
　　原则上，掺加聚羧酸系减水剂的混凝土，也可采取上述方法。
但是由于混凝土拌和物性能对聚羧酸系减水剂的掺量相当敏感，一旦过量很易造成离析、泌水，甚至
分层。
实际施工时，关于聚羧酸系减水剂二次添加与否、二次添加的数量等，应遵照专家意见，并进行严格
试验，充分验证其可行性后方可进行。
　　8.严格控制振捣半径和振捣时间　　由于掺加聚羧酸系减水剂制备的混凝土坍落度一般较大，再
加上拌和物黏度较低，所以混凝土拌和物浇筑后的振捣半径和振捣时间应通过实验确定，或应听从专
家指导。
振捣半径过小，或振捣时间过长，都很易造成混凝土含气量严重下降、骨料相与浆体相严重分层等结
构缺陷。
　　9.加强初期养护，严防开裂　　任何场合下，对于任何混凝土拌和物来说，浇筑后的初期和后期
养护均十分重要。
　　聚羧酸系减水剂对混凝土干缩性能影响较小，或者说掺加聚羧酸系减水剂不过分增加混凝土的干
缩，决不代表掺加聚羧酸系减水剂的混凝土可以放松甚至取消养护。
与掺加其他外加剂的混凝土一样，掺加聚羧酸系减水剂的混凝土浇筑振捣密实后的表面二次抹压、薄
膜覆盖或喷雾等，对防止其塑性收缩裂缝非常有效。
而连续的7d或14d的保湿养护则不仅是混凝土强度正常增长的需要，也是防止其干燥收缩裂缝的保障
。
　　为增强掺加聚羧酸系混凝土的抗开裂性，同时掺加一定量的纤维同样十分必要，且这种混凝土仍
然需要良好的湿养护，才能确保结构物不开裂。
　　10.施工、管理单位应与混凝土制备者和外加剂供应者密切合作　　工程中难免会碰到各种技术难
题、面临技术争论甚至因工程事故引发的矛盾纠纷。
相信参与工程的各方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和保证工程质量。
聚羧酸系减水剂生产和应用于实际工程的历史很短，积累的工程经验相当有限，容易出现应用方面的
难题甚至会导致工程事故。
此时，施工单位或管理单位会同混凝土制备者、聚羧酸系减水剂生产供应者以及水泥／掺合料生产供
应者，从技术角度密切协作、深入分析，以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技术与工程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