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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55-2000) 经建设部 2000 年 12 月 28 日以

建标[2000]302号文批准 业已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 施工 科研 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

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本规程修订组按章 节 条的顺序编制了条文说明 供国内

使用者参考  

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欠妥之处 请将意见函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普

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修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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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3 本条提出了配合比设计的步骤和要求 配合比设计必须要经过计算 试配和

调整三个阶段 以根据所使用的原材料实际品质 科学地确定合理的配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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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符号  

2.1 术    语  

本节给出了各种混凝土的定义 它们是: 

2.1.1 普通混凝土的干密度范围是与国际上的 CEB-FIP 模式规范(混凝土结构)相一

致的 凡用普通砂 石制作的混凝土 其干密度均不会超出 2000 2800kg/m3这一范

围  

根据我国砂 石情况统计分析 规定的 2000 2800kg/m3的范围在我国是合适的  

2.1.6 抗渗混凝土的定义给出了需作抗渗试验的最小抗渗等级 P6以下的抗渗要求

对普通混凝土来说比较容易满足 作为特殊要求的混凝土 进行配合比设计时应当

从 P6开始  

2.1.7 抗冻混凝土的定义给出了需作抗冻试验的最小抗冻等级 F50 以下的抗冻要

求 一般混凝土很容易满足 在配合比设计方面不用增加特殊的要求或步骤  

2.1.8 高强混凝土的等级规定是参照 CEB-FIP模式规范的规定和目前我国混凝土技

术发展水平订定的 在 CEB-FIP 模式规范中明确定义高强混凝土为 具有特征强度

高于 50MPa 的混凝土 这个定义用的标准试件为 150mm 300mm 圆柱体 如果

换算成以边长 150mm的立方体试件为基准 它相当于特征强度高于 60MPa的混凝土

本规程将 C60及以上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定为高强混凝土  

2.1.9 泵送混凝土的定义规定了泵送时的最小坍落度不低于 100mm 是参考新修订

的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而修改的  

2.1.10 大体积混凝土的定义增加了 实体最小尺寸 的 部位 概念 使某些开孔

的或变截面结构能比较确切地予以判别 并增加了在最小尺寸达不到 1m 但预计会

因水泥水化热引起混凝土内外温差较大而导致裂缝的结构也应按大体积混凝土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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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凝土配制强度的确定  

3.0.1 为了使所配制的混凝土在工程中使用时 其强度标准值具有不小于 95%的强

度保证率 配合比设计时的混凝土配制强度应比设计要求的强度标准值为高 本条

根据混凝土强度等级的定义以及其他规范 标准的规定提出了配制强度的取值及计

算方法  

3.0.2 本条是指配制强度计算公式中的 大于 符号的使用条件  

3.0.3 本条是与 3.0.1条相辅的 它提出了计算混凝土配制强度所必需的强度标准差

的确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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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的基本参数  

4.0.1 JGJ55-81 中就给出了混凝土用水量选用表 经近二十年的应用 证明基本上

符合实际 本次修订增加了粗骨料最大粒径为 31.5mm的塑性混凝土的用水量  

4.0.3 随着混凝土技术的发展 外加剂和掺合料的应用日益普遍 因此 其掺量也

是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需要选定的一个重要参数 但因外加剂的型号 品种甚多

性能各异 掺合料的品种逐渐增加 有的正在制定标准 无法在本规程中统一规定

本条仅作原则规定 具体掺量按有关产品标准或专门的应用规程中的规定确定  

4.0.4 JGJ55-81 规定没有反映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的耐久性问题 近年来人们对这

一问题的认识日益提高 国外各标准中也均把耐久性问题列为混凝土的一个重要性

能指标 已经认为不是对特殊要求的混凝土才要考虑耐久性 而应对所有混凝土均

应予以考虑 因此 本条规定所有混凝土在配合比设计时都应当按该混凝土使用时

所处的环境条件 考虑其满足耐久性要求所必要的水灰比及水泥用量值  

表 4.0.4是采用了欧洲混凝土协会(CEB)和国际预应力混凝土协会(FIP)1990年模

式规范中的规定 它分类细致 科学 控制指标合理 在 CEB-FIP 模式规范中 对

混凝土所处的环境分为 5类 9级 并就每级环境对混凝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最大水

灰比和最小水泥用量限值) 本规程仅规定了其中的 3 类 4 级 即(1)干燥环境 (2)

潮湿环境(分 2 级)和(3)有冻害和除冰剂的潮湿环境 另外的 2 类 5 级 即(4)海水环

境(分 2级) (5)侵蚀性化学环境(分 3级) 因已超出普通混凝土的范畴 应在各有关

专业标准中予以规定  

4.0.5 引气剂能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抗冻性和抗渗性) 但其掺量必须适量 掺用

量过小 混凝土中形成的封闭微孔过少 起不到改善耐久性的作用 掺用量过大

则会降低混凝土的强度 对耐久性也会产生相反的影响 本条规定的最大及最小含

气量与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J119)的规定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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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混凝土配合比的计算  

5.0.1 混凝土配合比可以以干燥状态骨料为基准给出 也可以以饱和面干骨料为基

准给出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均采用干燥状态骨料为基准的配合比 根据这一情

况 本规程也以干燥状态的骨料为基准进行配合比计算 并规定骨料干燥状态的具

体指标  

5.0.3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大于等于 C60级时 灰水比与混凝土强度的线性关系较差

分散性较大 因此 鲍罗米公式仅适合 C60 级以下的混凝土 fce为水泥的 28d 实际

强度 编制 JGJ55-81 时 考虑到有时难以取得水泥的实际强度 给出了水泥的强度

等级值富余系数 rc 并在当时具体情况下建议在无统计资料时 rc可取等于 1.13 现

普遍反映 目前的水泥质量水平差异甚大 而且不是一个 1.13 所能概括 因此 本

规程保留水泥强度等级值的富余系数 rc fce=rc fce g 但不给出具体推荐数值 要求

各地可按水泥的品种 产地 牌号统计得出 考虑到目前使用 3d强度或快测强度公

式推定 28d强度的情况较多 因此 本规程增加了根据已有的 3d强度或快测强度推

定 28d强度关系式推定 fce值 但要注意留足强度富余  

5.0.4 由于我国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全面采用国际标准 与原方法测定同一个样

本水泥得出的强度不同 这就影响到求混凝土水灰比的鲍罗米公式中的回归系数

a(A)和 b(B) 为此 在全国六个大区 华东 华北 东北 西北 西南和华南组织

了三十一个试验单位进行大量试验 共用 84 个品牌水泥进行了 1184 次水泥强度和

3768 次混凝土强度试验 对其 28d 强度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求出在使用水泥新

标准条件下鲍罗米公式中的回归系数 a和 b 可供全国参考使用  

参加混凝土及水泥试验工作的除参编单位外 还有北京一建商品混凝土公司

北京二建搅拌站 北京六建中心试验室 北京六建商品混凝土公司 中建一局三公

司试验室 北京住总水泥公司试验室 北京住总三公司试验室 河北省第四建筑总

公司 石家庄建设集团公司 山东省建科院 深圳华泰企业公司 杭州华威混凝土

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筑构配件公司 沈阳市三建 辽宁省二建和济南四建集团公司

试验室等单位 此外 吴兴祖 王庚林 姚德正 于大忠和赵德光等五位同志在标

准编制过程中均给予许多支持和指导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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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混凝土配合比的试配 调整与确定  

6.1 试    配  

6.1.4 本条规定了试配时采用三个配合比的确定原则 考虑到在该三个配合比中的

水灰比变化范围内 其坍落度可能会有变化 此时仅用变动砂率可能调不过来 所

以允许适当增 减用水量予以调整  

6.1.6 本条规定了以标养 28d 强度作为调整确定设计配合比的依据 但又考虑到施

工生产中 水泥进厂(场)后等待混凝土 28d强度试验结果时间较长 目前多数单位以

快速试验或较早龄期(3d 或 7d)试压强度 和对混凝土强度进行动态控制的规律 调

整确定混凝土配合比 所以本条增加 需要时可同时制作一组或几组试件 供快速

检验或较早龄期试压 以便提前定出混凝土配合比供施工使用 但此时应考虑快测

推定带来的误差 留足强度富余  

6.2 配合比的调整与确定  

6.2.1 本条中的计算法是指用三个(或多个)灰水比与其对应的强度 按线性比例关

系求出与按本规程 3.0.1条确定的配制强度 fcu 0对应的灰水比 或选定三个(或多个)

强度中的一个所对应的灰水比 该强度值应等于或稍大于混凝土配制强度 fcu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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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特殊要求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7.1 抗渗混凝土  

7.1.1 本条对配制抗渗混凝土所用的原材料作了一些特殊的规定 它们是: 

取消了水泥强度等级的限制 因为采用水泥新标准后 水泥最低强度等级为 32.5

级 约相当于原 425号水泥 再规定就没有意义了  

骨料含泥及泥块对混凝土抗渗都特别不利 其含量应予以限制  

正确使用防水剂 膨胀剂和引气剂都对提高混凝土的抗渗性能有好处 减水剂

在保持要求的混凝土性能前提下 可以减少混凝土的单位用水量 对其抗渗性也有

好处 所以推荐使用这些外加剂  

矿物掺合料能改善混凝土的孔结构 提高混凝土耐久性能 故抗渗混凝土都宜

掺用矿物掺合料  

7.1.2 本条对抗渗混凝土配合比的计算和试配作了一些特殊的规定 它们是: 

水泥用量及砂率不宜过小 以避免缺浆而影响混凝土的密实性 本次修订将砂

率提高到 45%  

抗渗混凝土的灰砂比以前一直规定为 1:2.0 1:2.5 但近年来由于混凝土强度等

级不断提高 合理灰砂比的范围有所变化 尤其对水泥用量较大的高强混凝土 灰

砂比有时会达到 1:1.0 而且这类混凝土抗渗性能很好 因此 本次修订取消对灰砂

比的限制  

抗渗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 先按常规计算满足强度要求所必需的水灰比 再用

表 7.1.2检验是否满足抗渗要求 其原则是试配用的三个水灰比都要小于表中规定的

限制 以便于以后配合比的确定  

7.1.4 抗渗混凝土试配时应进行抗渗试验 但试配时采用了三个(或多个)水灰比的

配合比 如果都作抗渗试验则显然工作量太大 因此本条规定用水灰比最大的配合

比作抗渗试验 如果该配合比能获通过 则其他的配合比就可以认为都能达到要求

如有经验 亦可采用基准配合比的混凝土作抗渗试验  

抗渗混凝土试配时所取的抗渗等级应比设计要求提高(0.2MPa) 即具有必要的富

余以保证所确定的配合比在验收时有足够的保证率  

7.2 抗冻混凝土  

7.2.1 本条对配制抗冻混凝土所用的原材料作了一些特殊的规定 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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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推荐使用混合材掺量少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 而火山灰质硅酸

盐水泥的需水量大 对抗冻性不利 不宜使用  

骨料中含有的泥及泥块均对混凝土抗冻性不利 对其含量应予以限制  

经常有因骨料坚固性不好而影响混凝土抗冻性的情况(尤其是使用一些风化比较

严重的骨料) 因此对抗冻要求较高的混凝土 其骨料应作坚固性检验  

7.2.2 抗冻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 先按常规计算出满足强度要求所必需的水灰比

再用表 7.2.2检验是否满足抗冻要求 其原则是试配用的三个水灰比都要小于表中规

定的限制 以便于以后配合比的确定  

7.2.3 抗冻混凝土试配时应进行抗冻试验 原 JGJ/T55-96规定试验所用试件是采用

水灰比最大的混凝土制作 本次修订取消了对此的限制 主要考虑混凝土的抗冻融

性较容易满足要求 若有经验 可用基准配合比混凝土的试件作抗冻试验  

7.3 高强混凝土  

7.3.1 本条对配制高强混凝土所用的原材料作了一些特殊的规定 它们是: 

取消了原 JGJ/T55-96 对水泥活性的限制 通过优选优质外加剂和掺合料 应用

42.5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 可以配制出高强混凝土  

粗骨料和其他非均质原材料一样 颗粒形状相同的情况下 颗粒强度与粒径成

反比 即加工的粒径越小 内部缺陷越少 在混凝土中受力越均匀 颗粒强度越高

粒形越接近圆形 受力状态亦越好 高强混凝土的强度逐渐趋近或超过粗骨料强度

粗骨料粒径应随混凝土的强度提高而减少 针片状含量也应减少  

细骨料的细度模数低于 2.6时 配制混凝土的需水量会增加 粗细骨料中的含泥

量 泥块含量同样会加大用水量和外加剂用量 加大混凝土干缩 降低混凝土耐久

性和强度 所以 随着混凝土强度的提高 含泥量和泥块含量限值降低  

高效减水剂是高强混凝土的特征组分 活性矿物掺合料的使用 可调整水泥颗

粒级配 起到增密 增塑 减水效果和火山灰效应 改善骨料界面效应 提高混凝

土性能 随着混凝土强度的提高 在保持胶结材料不超过限值时必须提高减水剂的

减水率  

7.3.2 鲍罗米公式(即 5.0.3-1式)在 C60及以上等级的混凝土强度 其线性关系较差

离散性也较大 因为这种高强混凝土一般都要采取一些增密措施 其强度变化规律

已经与鲍罗米公式相差较远 它们的水灰比只能按现有试验资料确定 然后通过试

配予以调整  

高强混凝土因水泥用量较多 其砂率可由试验确定  

7.3.3 高强混凝土试配时所用三个配合比的水灰比差值不能保持一般的 0.05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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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低水灰比值将会到达不可操作区 而高水灰比值则进入了非高强区 均失去了对

高强混凝土的代表性 因此 规定这一差值可缩小 但缩小差值后有时三个强度的

线性关系不易得到反映 此时就只能按试验结果凭经验确定设计配合比  

7.3.4 一些对普通强度等级混凝土影响不大的因素 对高强混凝土强度的影响往往

比较显著 因此最后还应经过一定数量的重复试验验证 以确保它的稳定性  

7.4 泵送混凝土  

7.4.1 本条对配制泵送混凝土所用的原材料作了一些特殊的规定 它们是: 

水泥不宜采用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因为它需水量大 易泌水  

粗骨料最大粒径与输送管径之比与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一致  

粉煤灰的掺入能减少混凝土对管壁的摩阻力 改善其可泵性 这在不少工程中

已经证实 但掺用的粉煤灰应符合 I 级的要求 质量差的粉煤灰掺入后会使混凝

土用水量增加 对强度和耐久性都不利  

7.4.2 在确定试配用坍落度时一定还要考虑坍落度的经时损失 本条规定了具体的

修正方法  

7.4.3 本条为泵送混凝土配合比计算时的一些要求 它们是: 

水灰比不能太大 否则浆体的粘度太小 制成的混凝土容易离析  

水泥用量(含矿物掺合料)不宜过小 否则含浆量不足 即使在同样坍落度情况下

混凝土显得干涩 不利于泵送  

混凝土含气量过大 在泵送时这些空气在混凝土中形成无数细小的可压缩体

吸收泵压达到高峰阶段的能量 降低泵送效率 严重时会引起堵泵  

本条规定对泵送混凝土含气量的限值是 4% 但规定的程度为 不宜 因为在

此限值时对泵送效果虽有影响 但一般情况下还不会引起堵泵 并且目前不少因耐

久性要求需要掺用引气剂的混凝土也需要采用泵送施工 故用 不宜 比较合适  

7.5 大体积混凝土  

7.5.1 从配合比设计的角度来说 对大体积混凝土主要采取四条措施: 

1 采用水化热低的水泥  

2 采用能降低早期水化热的混凝土外加剂  

3 采用掺合料  

4 采用一切措施增加骨料和掺合料用量 降低水泥用量  

前三项在本条中予以规定 后一项反映在 7.5.2条中  

7.5.3 大体积混凝土除 7.5.1及 7.5.2的规定外 配合比设计的其他方法 步骤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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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