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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介绍了高掺量粉煤灰固结材料试验的研究成果，包括高掺量粉煤灰建筑材料、高掺量粉煤灰
注浆材料和高掺量粉煤灰干粉砂浆材料。
高掺量粉煤灰标砖在粉煤灰掺量达到80％一85％的条件下，粉煤灰砖强度达到IOMPa（承重砖标准）
以上，冻融后强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25％，解决了粉煤灰材料抗冻性差的问题。
我们通过单轴、三轴力学试验研究了高掺量粉煤灰固结材料的力学性质，测定、分析和研究了高掺量
粉煤灰固结材料的主要力学参数和强度特性；重点试验研究了高掺量粉煤灰固结材料的强度变化规律
和影响因素。
通过x射线衍射、扫描电镜分析研究了高掺量粉煤灰固结材料的矿物成分和微观结构，参照前人对粉
煤灰的水化反应过程研究和热力学研究的研究成果说明高掺量粉煤灰固结材料的反应机理；介绍高掺
量粉煤灰建筑材料研究成果的应用，推荐生产工艺参数；介绍了采用北京真然绿色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的粉煤灰固化剂配制高掺量粉煤灰注浆材料的配制，以及对已研制成功的高掺量粉煤灰注浆材料的各
项性能的试验研究，包括该注浆材料浆液的初凝和终凝时间、黏度、密度、结石率、析水率及析水时
间，结石体的抗压强度、抗折强度等，并进行了与现有的最新型水泥一粉煤灰注浆材料的对比研究；
介绍了高掺量粉煤灰砂浆材料，通过正交试验方法如何配制不同强度等级的高掺量粉煤灰干粉砂浆。
同时，采用对比试验方法，系统研究粉煤灰干粉砂浆的主要性能，试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砂浆相比，
掺粉煤灰的干粉砂浆性能更优良，当粉煤灰以30％一45％取代水泥时，明显地改善了新拌砂浆的和易
性，并提高了收缩性能和耐久性，推荐介绍了高掺量粉煤灰干粉砂浆的生产和施工工艺。
课题组经过几年对高掺量粉煤灰固结材料的试验研究，形成了包括粉煤灰激活素、粉煤灰固化剂、高
掺量粉煤灰建筑材料、高掺量粉煤灰注浆材料和高掺量粉煤灰砂浆材料在内的一整套技术体系，本书
是对这一技术体系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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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高掺量粉煤灰固结材料试验的研究成果，包括高掺量粉煤灰建筑材料、高掺量粉煤灰
注浆材料和高掺量粉煤灰干粉砂浆材料。
　　本书为电厂、建材厂了解、掌握高掺量粉煤灰固结技术提供了完整的技术资料。
本书还可作为相关的研究院、所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本书对高等院校无机材料专业教师、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粉煤灰材料力学试验，使用X射线衍射、扫
描电镜分析试验技术研究无机材料的矿物成分、微观结构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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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文永，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1)采矿工程技术研究；(2)矿山充填材料与技术研究；(3)注浆材料与技术研究；(4)矿
山固体废料综合利用研究；(5)粉煤灰综合利用研究；(6)高性能混凝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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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表4-3中可看出，莫来石的衍射线强度值随粉煤灰固化剂掺量的增加而降低，说明莫来石在粉
煤灰建筑材料中的含量随粉煤灰掺量的增加而增加。
原始粉煤灰中的晶质矿物成分以莫来石为主，在粉煤灰与固结剂水化反应后，莫来石仍然是水化产物
的主要晶质矿物成分，只是在粉煤灰掺量降低时，莫来石含量有所降低。
粉煤灰中的莫来石属于惰性成分，因此它并未参加水化反应，只是简单地成为胶凝体矿物的一部分。
图4-3至图4-11是高掺量粉煤灰建筑材料的x射线衍射图。
图中标注了各个衍射峰所代表的晶质发育良好的矿物，其中主要晶体矿物为莫来石。
晶体矿物在高掺量粉煤灰建筑材料中只占少量，大量存在的是晶质发育不良的胶凝体矿物。
胶凝体矿物作为高掺量粉煤灰建筑材料的主要成分，是高掺量粉煤灰建筑材料宏观力学性能的基础。
胶凝体矿物的组成及其特性还需要深入研究。
各图中衍射峰出现的位置相同，峰值不同，说明高掺量粉煤灰建筑材料中的晶体矿物成分和凝胶矿物
成分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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