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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范 的公告

建标 号

现批准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 为行业标准 编号为

年 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其中 第

条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原行业标准 轻

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 同时废止

本规程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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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号文的要求 规程编制组经广

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外先进标准 并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对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

进行了修订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按新修订的水泥和轻骨料等标准 对轻骨料混凝土原材

料提出新的要求 与有关新修标准相一致

调整了轻骨料混凝土的密度等级和强度等级 密度等级

新增了 级和 级 强度提高到 和

重新标定了结构轻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收缩和徐变

等技术指标 取消了弯曲强度和抗剪强度指标

新增了 级和 级保温轻骨料混凝土的热物理系数

新增了对干湿循环部位轻骨料混凝土的抗冻指标 明确

了轻骨料混凝土的抗渗性应满足工程设计的要求

根据国外有关标准 对轻骨料混凝土耐久性设计的有关

指标 最大水灰比和最小水泥用量 按不同环境条件作了调整

突出了松散体积法设计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的实用性和

可靠性 并根据实际经验 对混凝土稠度 用水量和粗细骨料总

体积等有关设计参数做了相应调整

根据国内外实际经验 放宽了对轻骨料混凝土中粉煤灰

掺量的要求

根据工程需要 新增了轻骨料混凝土工程验收的条文

新增了附录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和附录 泵送

轻骨料混凝土

本规程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并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主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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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规程主编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规程参加单位 陕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黑龙江寒地建

筑科学研究院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辽宁省建设科学

研究院 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榆树庄构件厂 哈尔滨金

鹰建筑节能建材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大地陶粒有限公司 金

坛海发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宜昌宝珠陶粒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 丁威 龚洛书 周运灿 刘巽伯 陈

烈芳 沈玄 董金道 陶梦兰 宋淑敏 杨正宏 鞠东岳 尤志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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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总则

术语 符号

术语

符号

原材料

技术性能

一般规定

性能指标

配合比设计

一般要求

设计参数选择

配合比计算与调整

施工工艺

一般要求

拌和物拌制

拌和物运输

拌和物浇筑和成型

养护和缺陷修补

质量检验和验收

试验方法

一般规定

拌和方法

干表观密度

吸水率和软化系数

导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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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膨胀系数

附录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

附录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

本标准用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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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促进轻骨料混凝土生产和应用 保证技术先进 安全

可靠 经济合理的要求 制订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无机轻骨料混凝土及其制品的生产 质量

控制和检验

热工 水工 桥涵和船舶等用途的轻骨料混凝土可按本规程

执行 但还应遵守相关的专门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

轻骨料混凝土性能指标的测定和施工工艺 除应符合本

规程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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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符号

术 语

轻骨料混凝土

用轻粗骨料 轻砂 或普通砂 水泥和水配制而成的干表

观密度不大于 的混凝土

全轻混凝土

由轻砂做细骨料配制而成的轻骨料混凝土

砂轻混凝土

由普通砂或部分轻砂做细骨料配制而成的轻骨料混凝土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

用轻粗骨料 水泥和水配制而成的无砂或少砂混凝土

次轻混凝土

在轻粗骨料中掺入适量普通粗骨料 干表观密度大于

小于或等于 的混凝土

混凝土干表观密度

硬化后的轻骨料混凝土单位体积的烘干质量

混凝土湿表观密度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经捣实后单位体积的质量

净用水量

不包括轻骨料 吸水量的混凝土拌和用水量

总用水量

包括轻骨料 吸水量的混凝土拌和用水量

净水灰比

净用水量与水泥用量之比

总水灰比

总用水量与水泥用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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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球型轻骨料

原材料经造粒 煅烧或非煅烧而成的 呈圆球状的轻骨料

普通型轻骨料

原材料经破碎烧胀而成的 呈非圆球状的轻骨料

碎石型轻骨料

由天然轻骨料 自燃煤矸石或多孔烧结块经破碎加工而成

的 或由页岩块烧胀后破碎而成的 呈碎石状的轻骨料

符 号

轻骨料混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的导温系数计算值

轻骨料混凝土在干燥状态下的导温系数

轻骨料混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的比热容计算值

轻骨料混凝土在干燥状态下的比热容

轻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轻骨料混凝土的试配强度

轻骨料混凝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集料用量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细集料用量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附加水量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净用水量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总用水量

轻骨料混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 周期为 的蓄热

系数

轻骨料混凝土在干燥状态下 周期为 的蓄热系数

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 以体积砂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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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骨料体积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细骨料体积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细骨料总体积

轻骨料混凝土的温度线膨胀系数

粉煤灰取代水泥百分率

粉煤灰的超量系数

配合比设计的校正系数

轻骨料混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的导热系数计算值

轻骨料混凝土在干燥状态下导热系数

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观密度

轻骨料的堆积密度

轻骨料的颗粒表观密度

轻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轻骨料混凝土的软化系数

轻粗骨料 吸水率

轻砂 吸水率

轻骨料混凝土的饱和吸水率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原 材 料

轻骨料混凝土所用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硅酸盐水

泥 普通硅酸盐水泥 和 矿渣硅酸盐水泥 火山灰

质硅酸盐水泥和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的要求

当采用其他品种的水泥时 其性能指标必须符合相应标准的

要求

轻骨料混凝土所用轻骨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轻集料

及其试验方法第 部分 轻集料 和 膨胀珍

珠岩 的要求 膨胀珍珠岩的堆积密度应大于

轻骨料混凝土所用普通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普通混

凝土用砂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 的要求

混凝土拌和用水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拌和用水

标准 的要求

轻骨料混凝土矿物掺和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用于水

泥和混凝土的粉煤灰 粉煤灰在混凝土和砂浆中应

用技术规程 粉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

和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的要求

轻骨料混凝土所用的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

土外加剂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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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性 能

一 般 规 定

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

定

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划分为

轻骨料混凝土按其干表观密度可分为十四个等级 表

某一密度等级轻骨料混凝土的密度标准值 可取该密度

等级干表观密度变化范围的上限值

表 轻骨料混凝土的密度等级

密度等级
干表观密度的变化范围

密度等级
干表观密度的变化范围

轻骨料混凝土根据其用途可按表 分为三大类

表 轻骨料混凝土按用途分类

类别名称
混凝土强度等级
的合理范围

混凝土密度等级
的合理范围

用 途

保温轻骨料
混凝土

主要用于保温的围护结
构或热工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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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名称
混凝土强度等级
的合理范围

混凝土密度等级
的合理范围

用 途

结构保温轻
骨料混凝土

主要用于既承重又保温
的围护结构

结构轻骨料混

凝土

主要用于承重构件或构

筑物

性 能 指 标

结构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值应按表 采用

表 结构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值

强 度 种 类 轴心抗压 轴心抗拉

符 号

混凝土强度等级

注 自燃煤矸石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应按表中值乘以系数 浮石或火

山渣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应按表中值乘以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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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轻骨料混凝土弹性模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在缺乏试

验资料时 可按表 取值

表 轻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强度等级
密 度 等 级

注 用膨胀矿渣珠 自燃煤矸石作粗骨料的混凝土 其弹性模量值可比表列数值

提高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收缩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且计算

后取值和实测值不应大于表 的规定值

式中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收缩值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随龄期变化的收缩值

龄期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收缩值修正系数 可

按表 取值

计算参数 当初始测试龄期为 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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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始测试龄期为

时 取

表 收缩值与徐变系数的修正系数

影响因素 变化条件
收 缩 值 徐变系数

符 号 系 数 符 号 系 数

相对湿度

截面尺寸 体积 表

面积

养护方法
标准的

蒸养的

加荷龄期

粉煤灰取代水泥率

表 不同龄期的收缩值

龄 期 终极值

收缩值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徐变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且计

算后取值和实测值不应大于表 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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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徐变系数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随龄期变化的徐变

系数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徐变系数的修正系

数 可按表 取值

计算参数 当加荷龄期为 时 取

表 不同龄期的徐变系数

龄 期 终极值

徐变系数

轻骨料混凝土的泊松比可取

轻骨料混凝土温度线膨胀系数 当温度为 范围

时可取 低密度等级者可取下限值

高密度等级者可取上限值

轻骨料混凝土在干燥条件下和在平衡含水率条件下的各

种热物理系数应符合表 的要求

表 轻骨料混凝土的各种热物理系数

密度等级

导热系数 比热容 导温系数 蓄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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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密度等级

导热系数 比热容 导温系数 蓄热系数

注 轻骨料混凝土的体积平衡含水率取

用膨胀矿渣珠作粗骨料的混凝土导热系数可按表列数值降低 取用或经

试验确定

轻骨料混凝土不同使用条件的抗冻性应符合表 的

要求

表 不同使用条件的抗冻性

使 用 条 件 抗 冻 标 号

非采暖地区

采暖地区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

干湿交替部位和水位变化的部位

注 非采暖地区系指最冷月份的平均气温高于 的地区

采暖地区系指最冷月份的平均气温低于或等于 的地区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抗碳化耐久性应按快速碳化标准试

验方法检验 其 的碳化深度值应符合表 的要求

表 砂轻混凝土的碳化深度值

等 级 使用条件 碳化深度值 不大于

正常湿度 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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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等 级 使用条件 碳化深度值 不大于

正常湿度 室外

潮湿 室外

干湿交替

注 正常湿度系指相对湿度为

潮湿系指相对湿度为

碳化深度值相当于在正常大气条件下 即 的体积浓度为 温度

为 环境条件下 自然碳化 年时轻骨料混凝土的碳化深度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抗渗性应满足工程设计抗渗等级和

有关标准的要求

次轻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值 弹性模量 收缩 徐变等有

关性能 应通过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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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比设计

一 般 要 求

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主要应满足抗压强度 密度

和稠度的要求 并以合理使用材料和节约水泥为原则 必要时尚

应符合对混凝土性能 如弹性模量 碳化和抗冻性等 的特殊要

求

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应通过计算和试配确定 混凝土

试配强度应按下式确定

式中 轻骨料混凝土的试配强度

轻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即强度等

级

轻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应根据同品种 同强度等级轻骨料混

凝土统计资料计算确定 计算时 强度试件组数不应少于 组

当无统计资料时 强度标准差可按表 取值

表 强度标准差

混凝土强度等级 低于 高于

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中的轻粗骨料宜采用同一品种的轻

骨料 结构保温轻骨料混凝土及其制品掺入煤 炉 渣轻粗骨料

时 其掺量不应大于轻粗骨料总量的 煤 炉 渣含碳量

不应大于 为改善某些性能而掺入另一品种粗骨料时 其

合理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在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中加入化学外加剂或矿物掺和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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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其品种 掺量和对水泥的适应性 必须通过试验确定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和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

符合附录 和附录 的规定

设计参数选择

不同试配强度的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可按表

选用

表 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

混凝土试配强度 轻 骨 料 密 度 等 级

注 表中横线以上为采用 级水泥时水泥用量值 横线以下为采用 级水

泥时的水泥用量值

表中下限值适用于圆球型和普通型轻粗骨料 上限值适用于碎石型轻粗骨

料和全轻混凝土

最高水泥用量不宜超过

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中的水灰比应以净水灰比表示 配

制全轻混凝土时 可采用总水灰比表示 但应加以说明

轻骨料混凝土最大水灰比和最小水泥用量的限值应符合表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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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轻骨料混凝土的最大水灰比和最小水泥用量

混凝土所处的环境条件 最大水灰比
最小水泥用量

配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不受风雪影响混凝土 不作规定

受风雪影响的露天混凝土
位于水中及水位升降范围内的

混凝土和潮湿环境中的混凝土

寒冷地区位于水位升降范围
内的混凝土和受水压或除冰盐

作用的混凝土

严寒和寒冷地区位于水位升
降范围内和受硫酸盐 除冰盐
等腐蚀的混凝土

注 严寒地区指最寒冷月份的月平均温度低于 者 寒冷地区指最寒冷月

份的月平均温度处于 者

水泥用量不包括掺和料

寒冷和严寒地区用的轻骨料混凝土应掺入引气剂 其含气量宜为

轻骨料混凝土的净用水量根据稠度 坍落度或维勃稠度

和施工要求 可按表 选用

表 轻骨料混凝土的净用水量

轻骨料混凝土用途
稠 度

维勃稠度 坍落度

净用水量

预制构件及制品

振动加压成型

振动台成型

振捣棒或平板振动器振实

现浇混凝土

机械振捣

人工振捣或钢筋密集

注 表中值适用于圆球型和普通型轻粗骨料 对碎石型轻粗骨料 宜增加

左右的用水量

掺加外加剂时 宜按其减水率适当减少用水量 并按施工稠度要求进行调整

表中值适用于砂轻混凝土 若采用轻砂时 宜取轻砂 吸水率为附加水

量 若无轻砂吸水率数据时 可适当增加用水量 并按施工稠度要求进行

调整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可按表 选用 当采用松散体

积法设计配合比时 表中数值为松散体积砂率 当采用绝对体积

法设计配合比时 表中数值为绝对体积砂率

表 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

轻骨料混凝土用途 细骨料品种 砂率

预制构件
轻 砂

普通砂

现浇混凝土
轻 砂

普通砂

注 当混合使用普通砂和轻砂作细骨料时 砂率宜取中间值 宜按普通砂和轻

砂的混合比例进行插入计算

当采用圆球型轻粗骨料时 砂率宜取表中值下限 采用碎石型时 则宜取

上限

当采用松散体积法设计配合比时 粗细骨料松散状态的

总体积可按表 选用

表 粗细骨料总体积

轻粗骨料粒型 细骨料品种 粗细骨料总体积

圆球型
轻 砂

普通砂

普通型
轻 砂

普通砂

碎石型
轻 砂

普通砂

当采用粉煤灰作掺和料时 粉煤灰取代水泥百分率和超

量系数等参数的选择 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粉煤灰在混凝土和砂

浆中应用技术规程 的有关规定执行

配合比计算与调整

砂轻混凝土和全轻混凝土宜采用松散体积法进行配合比

计算 砂轻混凝土也可采用绝对体积法 配合比计算中粗细骨料

用量均应以干燥状态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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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松散体积法计算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根据设计要求的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混凝土的用

途 确定粗细骨料的种类和粗骨料的最大粒径

测定粗骨料的堆积密度 筒压强度和 吸水率 并测定

细骨料的堆积密度

按本规程第 条计算混凝土试配强度

按本规程第 条选择水泥用量

根据施工稠度的要求 按本规程第 条选择净用水

量

根据混凝土用途按本规程第 条选取松散体积砂率

根据粗细骨料的类型 按本规程第 条选用粗细骨

料总体积 并按下列公式计算每立方米混凝土的粗细骨料用量

式中 分别为每立方米细骨料 粗骨料和粗

细骨料的松散体积

分别为每立方米细骨料和粗骨料的用量

砂率

分别为细骨料和粗骨料的堆积密度

根据净用水量和附加水量的关系按下式计算总用水量

式中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总用水量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净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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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立方米混凝土的附加水量

附加水量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的规定

按下式计算混凝土干表观密度 并与设计要求的干表观

密度进行对比 如其误差大于 则应按下式重新调整和计算

配合比

式中 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观密度

采用绝对体积法计算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根据设计要求的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密度等级和

混凝土的用途 确定粗细骨料的种类和粗骨料的最大粒径

测定粗骨料的堆积密度 颗粒表观密度 筒压强度和

吸水率 并测定细骨料的堆积密度和相对密度

按本规程第 条计算混凝土试配强度

按本规程第 条选择水泥用量

根据制品生产工艺和施工条件要求的混凝土稠度指标

按本规程第 条确定净用水量

根据轻骨料混凝土的用途 按本规程第 条选用砂

率

按下列公式计算粗细骨料的用量

式中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细骨料绝对体积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水泥用量

水泥的相对密度 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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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密度 可取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轻粗骨料绝对体积

细骨料密度 采用普通砂时 为砂的相对密度 可

取 采用轻砂时 为轻砂的颗粒表观密度

轻粗骨料的颗粒表观密度

根据净用水量和附加水量的关系 按下式计算总用水量

附加水量的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的规定

按下式计算混凝土干表观密度 并与设计要求的干表观

密度进行对比 当其误差大于 则应重新调整和计算配合

比

根据粗骨料的预湿处理方法和细骨料的品种 附加水量

宜按表 所列公式计算

表 附加水量的计算

项 目 附加水量

粗骨料预湿 细骨料为普砂

粗骨料不预湿 细骨料为普砂

粗骨料预湿 细骨料为轻砂

粗骨料不预湿 细骨为轻砂

注 分别为粗 细骨料的 吸水率

当轻骨料含水时 必须在附加水量中扣除自然含水量

粉煤灰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计算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基准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计算应按本规程第 条

或第 条的步骤进行

粉煤灰取代水泥率应按表 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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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粉煤灰取代水泥率

混凝土强度等级
取代普通硅酸盐水泥率 取代矿渣硅酸盐水泥率

注 表中值为范围上限 以 级水泥为基准

的混凝土宜采用 级粉煤灰 的素混凝土可采用 级粉

煤灰

在有试验根据时 粉煤灰取代水泥百分率可适当放宽

根据基准混凝土水泥用量 和选用的粉煤灰取代水

泥百分率 按下式计算粉煤灰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

根据所用粉煤灰级别和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粉煤灰的超

量系数 可在 范围内选取 并按下式计算粉煤灰

掺量

分别计算每立方米粉煤灰轻骨料混凝土中水泥 粉煤灰

和细骨料的绝对体积 按粉煤灰超出水泥的体积 扣除同体积的

细骨料用量

用水量保持与基准混凝土相同 通过试配 以符合稠度

要求来调整用水量

配合比的调整和校正方法同本规程第 条

计算出的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必须通过试配予以调整

配合比的调整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以计算的混凝土配合比为基础 再选取与之相差

的相邻两个水泥用量 用水量不变 砂率相应适当增减 分别按

三个配合比拌制混凝土拌和物 测定拌和物的稠度 调整用水

量 以达到要求的稠度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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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校正后的三个混凝土配合比进行试配 检验混凝土拌

和物的稠度和振实湿表观密度 制作确定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值

的试块 每种配合比至少制作一组

标准养护 后 测定混凝土抗压强度和干表观密度

最后 以既能达到设计要求的混凝土配制强度和干表观密度又具

有最小水泥用量的配合比作为选定的配合比

对选定配合比进行质量校正 其方法是先按公式

计算出轻骨料混凝土的计算湿表观密度 然后再与拌

和物的实测振实湿表观密度相比 按公式 计算校正

系数

式中 校正系数

按配合比各组成材料计算的湿表观密度

混凝土拌和物的实测振实湿表观密度

分别为配合比计算所得的粗骨料 细骨

料 水泥 粉煤灰用量和总用水量

选定配合比中的各项材料用量均乘以校正系数即为最终

的配合比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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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工 艺

一 般 要 求

大孔径骨料混凝土的施工应符合附录 的规定 轻骨料

混凝土的泵送施工应符合附录 的规定

轻骨料进厂 场 后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轻集料及其

试验方法 的要求进行检验验收 对配制结

构用轻骨料混凝土的高强轻骨料 还应检验强度等级

轻骨料的堆放和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轻骨料应按不同品种分批运输和堆放 不得混杂

轻粗骨料运输和堆放应保持颗粒混合均匀 减少离析

采用自然级配时 堆放高度不宜超过 并应防止树叶 泥土

和其他有害物质混入

轻砂在堆放和运输时 宜采取防雨措施 并防止风刮飞

扬

在气温高于或等于 的季节施工时 根据工程需要 预

湿时间可按外界气温和来料的自然含水状态确定 应提前半天或

一天对轻粗骨料进行淋水或泡水预湿 然后滤干水分进行投料

在气温低于 时 不宜进行预湿处理

拌和物拌制

应对轻粗骨料的含水率及其堆积密度进行测定 测定原

则宜为

在批量拌制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前进行测定

在批量生产过程中抽查测定

雨天施工或发现拌和物稠度反常时进行测定

对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 可不测其含水率 但应测定其湿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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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密度

轻骨料混凝土生产时 砂轻混凝土拌和物中的各组分材

料应以质量计量 全轻混凝土拌和物中轻骨料组分可采用体积计

量 但宜按质量进行校核

轻粗 细骨料和掺和料的质量计量允许偏差为 水

水泥和外加剂的质量计量允许偏差为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必须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

在轻骨料混凝土搅拌时 使用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 宜

采用图 的投料顺序 使用未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 宜采

用图 的投料顺序

图 使用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时的投料顺序

图 使用未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时的投料顺序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轻骨料混凝土全部加料完毕后的搅拌时间 在不采用搅

拌运输车运送混凝土拌和物时 砂轻混凝土不宜少于 全

轻或干硬性砂轻混凝土宜为 对强度低而易破碎的轻骨

料 应严格控制混凝土的搅拌时间

外加剂应在轻骨料吸水后加入 当用预湿处理的轻粗骨

料时 液体外加剂可按图 所示加入 当用未预湿处理的

轻粗骨料时 液体外加剂可按图 所示加入 采用粉状外

加剂 可与水泥同时加入

拌 和 物 运 输

拌和物在运输中应采取措施减少坍落度损失和防止离析

当产生拌和物稠度损失或离析较重时 浇筑前应采用二次拌和

但不得二次加水

拌和物从搅拌机卸料起到浇入模内止的延续时间不宜超

过

当用搅拌运输车运送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 因运距过远

或交通问题造成坍落度损失较大时 可采取在卸料前掺入适量减

水剂进行搅拌的措施 满足施工所需和易性要求

拌和物浇筑和成型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浇筑倾落的自由高度不应超过

当倾落高度大于 时 应加串筒 斜槽或溜管等辅助

工具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应采用机械振捣成型 对流动性大

能满足强度要求的塑性拌和物以及结构保温类和保温类轻骨料混

凝土拌和物 可采用插捣成型

干硬性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浇筑构件 应采用振动台或

表面加压成型

现场浇筑的大模板或滑模施工的墙体等竖向结构物 应

分层浇筑 每层浇筑厚度宜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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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筑上表面积较大的构件 当厚度小于或等于 时

宜采用表面振动成型 当厚度大于 时 宜先用插入式振

捣器振捣密实后 再表面振捣

用插入式振捣器振捣时 插入间距不应大于棒的振动作

用半径的一倍 连续多层浇筑时 插入式振捣器应插入下层拌和

物约

振捣延续时间应以拌和物捣实和避免轻骨料上浮为原则

振捣时间应根据拌和物稠度和振捣部位确定 宜为

浇筑成型后 宜采用拍板 刮板 辊子或振动抹子等工

具 及时将浮在表层的轻粗骨料颗粒压入混凝土内 若颗粒上浮

面积较大 可采用表面振动器复振 使砂浆返上 再作抹面

养护和缺陷修补

轻骨料混凝土浇筑成型后应及时覆盖和喷水养护

采用自然养护时 用普通硅酸盐水泥 硅酸盐水泥 矿

渣水泥拌制的轻骨料混凝土 湿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用粉煤

灰水泥 火山灰水泥拌制的轻骨料混凝土及在施工中掺缓凝型外

加剂的混凝土 湿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轻骨料混凝土构件用

塑料薄膜覆盖养护时 全部表面应覆盖严密 保持膜内有凝结

水

轻骨料混凝土构件采用蒸汽养护时 成型后静停时间不

宜少于 并应控制升温和降温速度

保温和结构保温类轻骨料混凝土构件及构筑物的表面缺

陷 宜采用原配合比的砂浆修补 结构轻骨料混凝土构件及构筑

物的表面缺陷可采用水泥砂浆修补

质量检验和验收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的检验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检验拌和物各组成材料的称量是否与配合比相符 同一

配合比每台班不得少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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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拌和物的坍落度或维勃稠度以及表观密度 每台班

每一配合比不得少于一次

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的检验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其检验评

定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执行

每 盘 且不超过 的同配合比的混凝土 取样

次数不得少于一次

每一工作班拌制的同配合比混凝土不足 盘时 取样

次数不得少于一次

混凝土干表观密度的检验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其检验结

果的平均值不应超过配合比设计值的

连续生产的预制厂及预拌混凝土搅拌站 对同配合比的

混凝土 每月不得少于四次

单项工程 每 混凝土的抽查不得少于一次 不足

者按 计

轻骨料混凝土工程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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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 方 法

一 般 规 定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性能 力学性能 收缩和徐变等长

期性能 以及碳化 钢锈和抗冻等耐久性能指标的测定 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拌和物性能试验方法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和 普通混凝土长

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的有关规定

与轻骨料特性有关的干表观密度 吸水率 软化系数

导热系数和线膨胀系数等混凝土性能指标的测定应符合本章的规

定

拌 和 方 法

配合比中各组分材料的质量计量允许误差 粗 细骨料

和掺和料为 水 水泥和外加剂为

试验室拌制轻骨料混凝土时 拌和量不应小于搅拌机公

称搅拌量的三分之一

轻骨料混凝土应按下列步骤拌和

采用干燥或自然含水的轻粗骨料时 先将轻粗骨料 细

骨料和水泥加入搅拌机内 加入二分之一拌和用水 搅拌

后 再加入剩余拌和水量 继续拌 即可

采用经过淋水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时 先将轻粗骨料滤

去明水 与细骨料 水泥一起拌和约 后 再加入拌和用水

量 继续拌和 即可

掺和料或粉状外加剂可与水泥同时加入 液状外加剂或

预制成溶液的粉状外加剂 宜加入剩余拌和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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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表 观 密 度

干表观密度可采用整体试件烘干法或破碎试件烘干法测

定

当采用整体试件烘干法测定干表观密度时 可把试件置

于 的烘箱中烘至恒重 称重 并测定试件的体积 应

按公式 计算干表观密度

当采用破碎试件烘干法测定干表观密度时应按下列试验

步骤进行

在做抗压试验前 先将立方体试件表面水分擦干 用称

量为 感量 的托盘天平称重 求出该组试件自然含水时

混凝土的表观密度 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自然含水时混凝土的表观密度

自然含水时混凝土的质量

自然含水时混凝土试件的体积

将做完抗压强度的试件破碎成粒径为 以下的

小块 把 块试件的破碎试料混匀 取样 然后将试样放在

烘箱中烘干至恒重

按下式计算出轻骨料混凝土的含水率

式中 混凝土的含水率 计算精确至

所取试样质量

烘干后试样质量

按下式计算出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观密度

式中 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观密度 精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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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含水状态下轻骨料混凝土的表观密度

吸水率和软化系数

吸水率和软化系数试验所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托盘天平 称量 感量

烘箱 可恒温

压力试验机 测力精度不低于

吸水率和软化系数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试件的制作和养护按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的要求进行 采用边长为 立方体试件时 每

组为 块 采用边长为 立方体试件时 每组为 块

标准养护 后 取出试件在 下烘至恒重

取 块 或 块 试件作抗压强度试验 绝干状态混凝土的抗压

强度

取其余 块 或 块 试件 先称重 确定其质量平均

值 然后 将它们浸入温度为 的水中 浸水时间分别

为 每到上述各时间 将

试件取出 擦干 称重 确定其质量平均值 随后 再浸入水

中 直至 时 将试件取出 擦干 称重 确定其质量平均

值

在称得浸水时间为 时试件的质量平均值后 即进行

抗压强度试验 确定饱水状态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按下列公式计算轻骨料混凝土的吸水率及软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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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烘至恒重试件的质量平均值

浸水时间为 时试件的质量平均值

浸水时间为 时试件的质量平均值

浸水时间为 时的吸水率

浸水时间为 时的吸水率

软化系数

绝干状态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饱水状态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导 热 系 数

导热系数可采用热脉冲法进行测定 其适用于测定干燥

或不同含湿状况下轻骨料混凝土的导热系数 导温系数和比热

容

热脉冲法测定导热系数的装置由一个加热器和放置在加

热器两侧材料相同的三块试件以及测温热电偶组成 图

当加热器通以电流后 根据被测试件的温度变化可测出试件的导

热系数 导温系数和比热容 装置的各个部分应满足下列要求

加热器的厚度不应大于 且应有弹性 其面热容

量应小于 加热丝应选用电阻温度系数小的钅康

铜 锰铜等材料 加热丝之间的间距宜小于 整个面积发出

的热量应是均匀的 且对试件应为对称传热 加热器不应有吸湿

性 其尺寸宜与试件尺寸相同

热电偶直径宜选用 电势测量仪表的精度应为

在试验过程中 应保持测量装置电压恒定 稳定度应为

功率测量误差应小于

应设有试件夹紧装置 以保证相互间接触紧密



试件

热电偶

加热器

检测仪表

冰瓶

直流电源
标准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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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用热脉冲法测量导热系数装置示意图

导热系数测定所用试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试件以三块为一组 取自相同配合比的混凝土 各试件

间的表观密度差应小于

三块试件分别为 薄试件一块

厚试件二块

试件两表面应平行 厚度应均匀 薄试件不平行度应小

于试件厚度的 各试件的接触面应结合紧密

测量干燥状态的热物理系数时 试件应在 下

烘干至恒重 测量不同含湿状况的热物理性能时 应将干燥试件

培养至所需湿度后再进行测定 一组试件之间的湿度差应小于

在同一试件内湿度分布宜均匀

导热系数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称量试件质量 测量试件尺寸 计算混凝土的干表观密

度

将试件按图 所示安置完毕 当试件的初始温度在

内的变化小于 且薄试件上下表面温度差小于

时 可开始测定

接通加热器电源 并同时启动秒表 测量加热回路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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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时间 控制为 当薄试件上表面温度升

高 时 记录上表面热电势及相对应的时间 接着测量热

源面上的热电势及相对应的时间 其间隔不宜超过

关闭加热器 经 后 再测一次热源面上的热电

势和相对应的时间

导热系数试验结果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试件的干表观密度

式中 试件质量

试件体积

试件的质量含水率

式中 烘干至恒重试件的质量

某一含湿状态下试件的质量

表 函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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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 值的竖行为其首数 横行为其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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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的导温系数 导热系数及比热容应分别按下列公式

计算

函数 值的计算

式中 薄试件上表面过余温度 及相对

应的时间

升温过程中热源面上的过余温度

及相对应的时间

根据计算所得的 值 查表 求得 值

导温系数 的计算

式中 薄试件的厚度

薄试件上表面温度为 时的时间

函数 的自变量

导热系数 的计算

式中 降温过程中热源面上的过余温度

及相对应的时间

关闭热源相对应的时间

加热器的面积

导温系数

加热器的功率

通过加热器的电流

加热器的电阻

比热容 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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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导热系数

三块试件的平均表观密度

蓄热系数 的计算

每组试件应测量三次 当相对误差小于 时 取三次试

验平均值作为该组试件的热物理系数值

线 膨 胀 系 数

线膨胀系数测定时所用的试件应为

的棱柱体 每组至少三块 并应具有下列设备

人工气候箱 如无人工气候箱 亦可采用稳定性较好的

烘箱

电阻应变仪

测量温度用钅康铜 铜热电偶 试件成型时埋入混凝土内

及符合精度要求 精确至 的电位差计

石英管一根

线膨胀系数测定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试件应在恒温恒湿养护室养护到 龄期后 放入

的烘箱中加热 再在室内放置 以使其湿度达到平

衡

每个试件两侧各贴一个电阻片及一个热电偶 电阻片标

距应为 其电阻值应相同 贴片可采用 胶或其他在试

验温度范围内工作可靠的胶粘贴

热电偶应事先在恒温器中校核 求出温度与电位差的关

系 其温度读数应精确在

应在石英管上贴同样规格的电阻片 作电阻应变仪的补

偿之用 为检查试验工作是否正常 应同时准备已知线膨胀系数

的钢或铜等材料的试件 与混凝土试件同时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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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测量温度和变形的引出导线与仪器接通 经检验待

工作正常后 调零 记下初读数 随即开始升 降 温 每次升

降 温的幅度控制在 左右 升 降 温速度宜缓慢 到达

温度后要恒温到试件内外温差小于 时才能测数 每次恒温

时间宜为

记下所有各点的温度及变形读数后 即可继续升 降

温 整个试验的最低和最高温度差值应大于

线膨胀系数值的取用和计算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按测得的温度和变形的数据用回归分析法求得两者的关

系 温度和变形若呈直线关系 其斜率即为线膨胀系数值

数据不多时 也可用下式计算

式中 线膨胀系数

温度为 时的变形值

初始变形值 如电阻应变仪在 时调零

则

初始温度

测量时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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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

一 般 规 定

大孔径骨料混凝土按其抗压强度标准值 可划分为

和 五个强度等级 按其干

表观密度 可按本规程第 条划分密度等级

轻粗骨料技术要求

轻粗骨料级配宜采用 或 单一粒级

轻粗骨料的密度等级和强度应根据工程需要选用

轻粗骨料其他技术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轻集料及

其试验方法第 部分 轻集料 的有关规定

配合比计算与试配

混凝土的试配强度应按照本规程第 条计算

根据轻粗骨料的堆积密度 宜按下式 计算每立

方米混凝土的轻粗骨料用量

按体积计量时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轻粗骨料用量取一立方米

松散体积

根据混凝土要求的强度等级和轻粗骨料品种 水泥用量

可在 范围内选用 并可掺入适量外加剂和掺和

料

混凝土拌和物的用水量宜以水泥浆能均匀附在骨料表面

并呈油状光泽而不流淌为度 可在净水灰比 的范围

内选用一个试配水灰比 并可按下式计算拌和物的净用水量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式中 试配水灰比

当采用干燥骨料时 应根据净用水量加上轻粗骨料 吸水

量 按下式计算总用水量

振动加压成型的轻骨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宜采用干硬

性大孔混凝土拌和物 其用水量宜以模底不淌浆和坯体不变形为

准 可按本规程表 选用

配合比应通过试验确定 其试验与调整应按本规程

条进行

混凝土试件的成型方法 应与实际施工采用的成型工艺

相同

施 工 工 艺

拌和物各组分材料应按质量计量 轻粗骨料也可采用体

积计量

拌和物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拌制

当采用预湿饱和面干骨料时 粗骨料 水泥和净用水量

可一次投入搅拌机内 拌和至水泥浆均匀包裹在骨料表面且呈油

状光泽时为准 拌和时间宜为 采用干骨料时 先

将骨料和 总用水量投入搅拌机内 拌和 后 再

加入剩余水量和水泥拌和 拌制少砂大孔轻骨料混

凝土时 砂或轻砂和粉煤灰等宜与水泥一起加入搅拌机内

现场浇筑时 混凝土拌和物直接浇筑入模 依靠自重落

料压实 可用捣棒轻轻插捣靠近模壁处的拌和物 不得振捣

浇筑高度较高时 应水平分层和多点浇筑 每层高度不

宜大于 浇筑捣实后 表面用铁铲拍平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应采用振动加压成型

养护应按本规程第 节规定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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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验与验收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质量检验与验收应按本规程第

节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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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

一 般 规 定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宜采用砂轻混凝土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采用的轻粗骨料在使用前 宜浸水或

洒水进行预湿处理 预湿后的吸水率不应少于 吸水率

原 材 料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采用的水泥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

的要求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采用的轻粗骨料的密度等级不宜低于

级 当掺入轻细骨料时 轻细骨料的密度等级不宜低于

级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中的轻粗骨料应采用连续级配 公称

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粒型系数不宜大于

泵送砂轻混凝土的细骨料宜采用中砂 细度模数宜在

之间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普通混凝土用砂质量标

准及试验方法 的要求 其中 通过 颗粒含

量不应少于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宜掺用泵送剂 减水剂和引气剂等外

加剂 且可掺加 级粉煤灰 矿物微粉或其他矿物掺和料

外加剂和掺和料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配 合 比 设 计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除应满足轻骨料混凝土

设计强度 耐久性和密度的要求外 其拌和物还应满足混凝土可

泵性 粘聚性和保水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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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入泵时的坍落度值应根据泵送

的高度选用 宜为 含气量宜为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试配时要求的坍落度值应按下式计

算

式中 试配时要求的坍落度值

入泵时要求的坍落度值

试验时测得在预计时间内的坍落度经时损失值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不宜少于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体积砂率宜为 当掺用

粉煤灰并采用超量法取代水泥时 砂率可适当降低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步骤宜按本规程第 章

进行 其中 轻粗骨料吸水率应采用 吸水率 泵送轻骨料混

凝土配合比应根据具体施工条件进行试配和调整 并应进行试

泵

施 工 工 艺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施工工艺及其设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第 章和本规

程第 章的有关规定

拌制轻骨料混凝土之前 浸水预湿的轻骨料宜采取表面

覆盖 充分沥水等措施以控制轻骨料呈饱和面干状态 也可采用

测出预湿后轻骨料含水率的方法 以控制搅拌时的用水量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投料顺序和搅拌时间应符合本规程

第 章的有关规定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泵送施工时 应采取降低泵送阻力的

措施 输送管的管径不宜小于 所有管道内应清洁 泵送

开始前应先采用砂浆润滑管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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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验与验收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质量控制和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第 章的

要求和本规程第 节有关规定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各项性能的试验方法应按本规程第

章的有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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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应按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