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混凝土碳化理论与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混凝土碳化理论与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7345190

10位ISBN编号：7807345195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黄河水利出版社

作者：袁群，何芳婵，李杉　编著

页数：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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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混凝土碳化理论与研究>>

前言

　　混凝土结构是当前世界上应用最普遍的结构形式之一，我国每年用在混凝土结构上的费用达2 000
亿元以上。
过去，人们认为混凝土是一种耐久性良好的建筑材料，从而忽视了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问题，为此已
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近十年来，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研究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影响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因素很多，其中混凝土碳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全国32座大型混凝土坝及46座钢筋混凝土闸、涵、渡槽的调查中发现，碳化病害占调查总数的40％
～50％。
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甚至70年代建造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程度不同地受到了碳化效应的影响，而
且日趋严重。
混凝土碳化造成的碱度降低是钢筋锈蚀的重要前提，而钢筋锈蚀又将导致混凝土保护层开裂、钢筋与
混凝土之间黏结力破坏、钢筋受力截面减小、结构耐久性降低等不良后果。
因此，进行混凝土碳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报道，在19世纪中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均浓度为280×10-6，2005年已达到了379×10-6，预
计到2100年将上升到650×10-6。
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大将加剧混凝土结构的碳化，对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带来更为不利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混凝土碳化问题的研究非常关注，仅1991～1998年期间，据“美国工程索引
（EI）”和中文科技期刊文摘收录的以“碳化”为主题发表的文章就有300多篇。
这些研究，对认识碳化的机理、延缓碳化的发展、评估碳化的危害以及对碳化结构的维修等方面都具
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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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混凝土碳化理论与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混凝土碳化的机理、碳化的检测、碳化混凝土的性质、碳化
的危害、碳化对结构性能的影响、碳化深度预测以及碳化的防护措施等。
其中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践应用，可供从事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港口工程、桥梁工程、市政工程
等专业的设计、施工人员借鉴，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以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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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群，男，汉族，1966年生，湖南省洞口县人，博士，教授级高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
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郑州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钢筋混凝土基本理论、钢筋混凝土结构老化病害质量检测评估、桩基工程等。
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八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交通部规
范项目、水利部水利技术开发基金项目、治黄技术开发基金项目、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21项，
其中8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2种。
联合培养研究生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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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老混凝土的黏结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目前在机场跑道、道桥路面等大面积混凝土修补补强
中，在老混凝土上铺筑新混凝土还是有效且常用的方法，而修补补强成败的关键是新老混凝土的黏结
质量。
以往，人们常根据经验对新老混凝土结合面进行处理，缺乏对其黏结力学性能的系统研究和分析，结
果由于新老混凝土黏结破坏导致补强加固失败的事故时有发生，因此对新老混凝土的黏结性能进行研
究是非常必要的。
1995年，国家在基础性研究重大项目（攀登计划B）《重大土木与水利工程安全性与耐久性的基础研究
》中，也设立了“新老混凝土的黏结机理和测试方法研究”课题。
然而实践表明，仅仅研究新老混凝土的黏结问题还不能满足工程需要。
在实际工程中，老混凝土的外层一般都已碳化，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先将碳化层彻底清除，然后再浇筑
新混凝土。
由于清除碳化混凝土的工作非常费时、费工，严重影响了修补工程的施工进度。
尤其当混凝土保护层已完全碳化时，剔除钢筋后面的碳化混凝土难度非常大，并且也破坏了混凝土与
钢筋的黏结，对施工期结构的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如果能不清除碳化混凝土，而直接在碳化混凝土上浇筑修补混凝土，将大大简化施工程序，提
高施工效率，但是这种方法的关键是碳化混凝土与修补混凝土的黏结性能能否满足要求。
目前，针对碳化混凝土与新混凝土黏结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成果还不系统，下面仅介绍同济大学所
做的工作。
他们的研究重点是碳化混凝土与新混凝土的抗剪性能，共浇筑16个碳化混凝土与新混凝土黏结抗剪试
件（见表4-6），试件尺寸及加载示意见图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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