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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我国公路工程中对混凝土外加剂的使用要求，在有关科研成果和多年生产、使用实践

的基础上制定的，制定时参考了GB 8076-1997((混凝土外加剂》。本标准与国标GB 8076-1997((混凝土

外加剂》的主要不同点有:
    — 增加了引气高效减水剂、引气缓凝高效减水剂;
    — 用于道面混凝土的外加剂增加了抗折强度比、磨耗量的技术指标;

      一-所有外加剂只有一档技术指标，相当于GB8076-1997一等品或高于一等品，取消了合格品的
技术指标，不再考虑分级;

    — 所有含高效减水的剂种，减水率指标由不小于12%提高到不小于巧%，其中引气高效减水剂

和引气缓凝高效减水剂减水率指标由不小于12%提高到不小于18%;
    — 所有剂种的收缩率比均有调整，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 除缓凝减水剂、缓凝剂外的所有剂种均提出了抗冻等级的要求;

    — 增加了外加剂碱含量的指标;
    — 当混凝土外加剂用于路面或桥面时，其基准混凝土和掺外加剂混凝土的用水量，应使混凝土坍

落度控制在40mm士lomm;其它情况混凝土坍落度仍控制在80aun士loamio
    本标准由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r}交通部科技教育司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龙游五强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徐州超力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西安大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柯杰外加剂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方兴化学建材

有限公司、北京新桥技术发展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付智、夏玲玲、牛开民、李昌铸、缪昌文、陈自森、吴建华、王念、柯科杰、薛宗武、
赵之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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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混凝土外加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混凝土中外加剂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工程用普通减水剂、高效减水剂、缓凝剂、缓凝减水剂、缓凝高效减水剂、引气剂、

引气减水剂、引气高效减水剂、引气缓凝高效减水剂、早强剂和早强减水剂共十一种混凝土外加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8075 混凝土外加剂的分类、命名与定义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8077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能试验方法

    GB/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4684 建筑用砂

    GB/T 14685 建筑用卵石、碎石
    JTJ 053 公路土程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技术规定
    TGT 63 混凝土拌合用水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8075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引气高效减水剂air entraining admixture and superplasticimr

兼有引气和高效减水功能的外加剂。

J
胜

勺

﹄

 
 
 
 
 
 

:

3

3

引气缓凝高效减水剂air entraining and retarding superplasticizer
兼有引气、缓凝和高效减水功能的外加剂。

4 技术要求

4.1 外加剂的使用技术要求

    外加剂掺人混凝土后提高混凝土性能，掺外加剂混凝土性能指标见表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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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匀质性指标
    匀质性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匀质性 指标

项 目 指 标

含固量或含水量
a)液体外加剂，应在生产控制值相对量的3%以内

b)固体外加剂，应在生产控制值相对量的5%以内

密度 对液体外加剂，应在生产厂所控制值的t 0.02岁。衬以内

氯离子含量 应在生产控制值相对量的5%以内

水泥净浆流动度 应不小于生产控制值的95%

细度 0.315- 方孔筛，筛余应小于 10%

Px值 应在生产控制值土1以内

表面张力 应在生产控制值士1.5以内

还原糖 应在生产控制值士3%以内

总碱量(Na20+0.658K20) 应在生产控制值的相对量的5%以内

硫酸钠 应在生产控制值的相对量的5%以内

应在生产控制值士1.5%以内砂浆减水率

5 试验方法

5.1 材料

5.1.1 水泥

    采用GB8076规定的基准水泥。在因故得不到基准水泥时，可采用C,A含量6%一8%，总碱量

(Na2O十0.658K20)不大于0.6%的熟料，以二水石膏、矿渣共同磨制的强度等级不小于42.5级的普通硅
酸盐水泥。但仲裁仍需用基准水泥。

5.1.2 砂

    符合GB/T 14685要求的细度模数为2.6一2.9的中砂。

5.1.3 石子

    符合GB/T 14685粒径为4. 75mm _ 16mm(方孔筛)，采用二级配，其中4.75mm - 9.5二 占40%,9

Sirun一16mm占60%。如有争议，以卵石试验结果为准。

5.1.4 水

    符合JGJ 63要求。

5.1.5 外加剂

    需要检测的外加剂。

5.2 配合比

    基准混凝土配合比按」GJ 55进行设计。

5.2.1水泥用量
    采用卵石时，310 kg/.'士5kg/m3;采用碎石时330 k酬耐士5甲耐。

5.2.2 砂率

    基准混凝土和掺外加剂混凝土的砂率为36%一40%，但掺引气型外加剂的混凝土砂率应比基准混

凝土低1%一3%.
5.2.3 外加剂掺量

    按产品推荐掺量。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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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用水量

    当外加剂用于路面或桥面时，其基准混凝土和掺外加剂混凝土的用水量，应使混凝土坍落度控制在

40mm士1Omm;其它情况，混凝土坍落度控制在80mm士lommo

5.3 混凝土搅拌

    采用60L单卧轴强制式混凝土搅拌机，全部材料及外加剂一次投人，拌和量应不少于151,，不大于
45L,搅拌3min,出料后在铁板上用人工翻拌2一3次。

    各种混凝土材料及试验环境温度均应保持在20℃土5 9C o
5.4 试件制作及试验所需试件数量

5.4.1 试件制作混凝土试件制作及养护按」TJ 053进行。

5.4.2 试验项目及所需数量详见表30

                                表3 试验项目及所需数量

5.5 混凝土徉台物

5.5.1 减水率测定
    减水率为坍落度基本相同时基准混凝土和掺外加剂混凝土单位用水量之差与基准混凝土单位用水

量之比。当外加剂用于路面或桥面时，基准混凝土和掺外加剂混凝土的坍落度应控制在40mm t 1Omm,
其它情况混凝土坍落度控制在80} t lomm，坍落度的测定方法按」TJ053执行。减水率按式(1)计算，

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Wa =

  式中:

  WR— 减水率，%;

  Wo— 基准混凝土单位用水量，kg,/耐;
20

W,一W,

Wo
x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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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掺外加剂混凝土单位用水量，kg/矽 0

    试验时，每批混凝土拌合物取一个试样，减水率 Wg以三批三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计，精确到小数
点后一位。若试验中三个试样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有一个与中间值之差超过中间值的15%时，则把最大

值与最小值一并舍去，取中问值作为该组试验的减水率。

    如最大值和最小值与中间值之差均大于中间值的巧%时，则试验结果无效，应该重做。

5.5.2 泌水率比测定

    泌水率比按式(2)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B.
B*,=不丁x 100 ‘

      万e
(2)

    式中:

    BR- 泌水率比，%;

    H,- 掺外加剂混凝土泌水率，%;

    B,— 基准混凝土泌水率，%。

    泌水率的测定和计算方法如下:
    先用湿布润湿容积为5L的带盖筒(内径为185mm，高200mm)，将混凝土拌合物一次装人，在振动台

上振动20s，然后用抹刀轻轻抹平，加盖以防水分蒸发。试样表面应比筒口边低约20mm。自抹面开始计
算时间，在前60min，每隔lomin用吸液管吸出泌水一次，以后每隔20min吸水一次，直至连续三次无泌

水为止。每次吸水前5rnin，应将筒底一侧垫高约20mm，使筒倾斜，以便于吸水。吸水后，将筒轻轻放平
盖好。将每次吸出的水都注人带塞的量筒，最后计算出总的泌水量，准确至1g，并按式((3)、式〔4)计算
泌水率 :

一
        yw

b=(户 W/万)丙 xiw

    式中:

    B— 泌水率，%;

    vw 泌水总质量，影

    W 混凝土拌合物的用水量，9;

    ‘— 混凝土拌合物的总质量，g+

    ‘w 试样质量，9。

                                        Ga.=G，一G·，···，，，······，·，····························，·⋯ (4)

    式中:

    G,— 筒及试样质量，9;

    Go— 筒质量，g.

    试验时，每批混凝土拌合物取一个试样，泌水率B以三批三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计，精确到小数点

后一位。若试验中三个试样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有一个与中间值之差超过中间值的巧%时，则把最大值

与最小值一并舍去，取中间值作为该组试验的泌水率。
    如最大值和最小值与中间值之差均大于中间值的巧%时，则试验结果无效，应该重做。

5.5.3 含气量
    按GBJ80用气水棍合式含气量测定仪，并按该仪器说明进行操作。混凝土拌合物一次装满并稍高

于容器，掺非引气型外加剂的混凝土用振动台振实15s一208,掺引气型外加剂的混凝土先用振动台振实
15s-20s，再用高频插人式振动捣器在容器电G"部位垂直插捣lose

    试验时，每批混凝土拌合物取一个试样，含气量以三批二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计，精确到小数点后

一位。若试验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中有一个与中问值之差超过中间值的0.5%时，将最大值与最小值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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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舍去，取中间值作为该组试验含气量的试验结果。

    如最大值和最小值与中间值之差均大于中间值的0.5%，试验结果无效，应该重做。

5.5.4 凝结时间差测定
    凝结时间差按式(5)计算:

                                        ,}T= T，一T,····‘·····，······························，··⋯ (5)

    式中:

    AT- 凝结时间之差，min;

    T, 掺外加剂混凝土的初凝或终凝时间，min;

    T,— 基准混凝土的初凝或终凝时间，rruno

    凝结时间采用贯人阻力仪测定，仪器精度为5N,凝结时间测定方法如下:
    将混凝土拌合物用5mm(圆孔筛)振动筛筛出砂浆，拌匀后装人上口内径为160nun，下口内径为

150mm，净高150mm冈U性不渗水的金属圆筒，试样表面应低于筒口约 lomm，用振动台振动实(约 3s

5s)，置于20̀1; t 3℃的环境中，容器加盖。一般基准混凝土在成型后3h - 4h，掺早强剂的混凝土在成型
后1h - 2h,掺缓凝剂的混凝土在成型后4h -- 6h开始测定，以后每0. .5h或1h测定一次，但在临近初、终

凝时，应缩短测定间隔时间。每次测点应避开前一次测孔，其净距为试针直径的两倍，但至少不小于
15mm,试针与容器边缘之距离不小于25mmo测定初凝时间用截面积为loom.'的试针，测定终凝时间

用20. Z的试针。贯人阻力按式(6)计算。

。 尸

re二万 ‘’‘’“““‘’““”””’“
(6)

    式中:

    R 贯人阻力值，MPa;

    P— 贯人深度达25二 时所需的净压力，N;

    A— 贯人仪试针的截面积，mm"
    根据计算结果，以贯人阻力值为纵坐标，测试时间为横坐标，绘制贯人阻力值与时间关系曲线，求出

贯人阻力值达到3.5MPa时对应的时间作为初凝时间、贯人阻力值达28MPa时对应的时间作为终凝时

间，凝结时间从水泥与水接触时开始计算。

    试验时，每批混凝土拌合物取一个试样，凝结时间R以三批三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计。若试验中

三个试样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有一个与中间值之差超过30min时，则把最大值与最小值一并舍去，取中间
值作为该组试验的凝结时间。

    如最大值和最小值与中间值之差均大于30min时，则试验结果无效，应该重做。

5.6 硬化混凝土

5.6.1 抗压强度比测定

    抗压强度比以掺外加剂混凝土与基准混凝土同龄期抗压强度之比表示，按式(7)计算。

R=S̀  x100.，..⋯⋯，..⋯，，.‘
      乃,

(7)

    式中:

    Rq— 抗压强度比，%;

    S,— 掺外加剂混凝土的抗压强度，MPa;

    S— 基准混凝土的抗压强度，MPa.

    掺外加剂与基准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试件的成型和养护按JTJ 053的规定进行，抗压强度试验和计算

按川 053的规定进行。试验结果以三批试验测值的平均值表示，每批试验的取样量按表二中规定的数
量。三批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有一个与中间值的差值超过中间值的巧%，则把最大值和最小值一并舍
去，取中间值作为试验结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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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两批测值与中间值的差均超过中间值的15%，则试验结果无效，应该重做。
5.6.2抗折强度比测定

    抗折强度比以掺外加剂混凝土与基准混凝土同龄期抗折强度之比表示，按式(8)计算。

。 Yt ，。
几下=一 x ii凡i⋯ ⋯

        少。
(8)

    式中:

    凡— 抗折强度比，%;
    为— 掺外加剂混凝土的抗折强度，MPa;

    Yl 基准混凝土的抗折强度，MPa.
    掺外加剂与基准混凝土的抗折强度试件的成型和养护按JTJ 053的规定进行，抗折强度试验和计算

按」TJ 053的规定进行。

    试验结果以三批试验测值的平均值表示，每批试验的取样量按表三中规定的数量。三批中的最大
值或最小值有一个与中间值的差值超过中间值的15%，则把最大值和最小值一并舍去，取中间值作为
试验结果。

    如有两批测值与中间值的差均超过中间值的15%，则试验结果无效，应该重做。
5.6.3 收缩率比测定

    收缩率比以龄期28d掺外加剂混凝土与基准棍凝土干缩率比值表示，按(9)式计算。

RE=最‘100·····一 (9)

    式中 :

    RE— 收缩率比，%;

    e'- 掺加外加剂的混凝土的收缩率，%;

    。。— 基准混凝土的收缩率，%。

    掺外加剂与基准混凝土的收缩率试件的成型和养护按JTJ 053的规定进行，收缩率试验和计算按

JTJ 053的规定进行。每批混凝土拌合物取一个试样，以三批三个试样收缩率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5.6.4 磨耗量测定

    磨耗量是以试件磨损面上单位而积的磨耗量表示，按(10)式计一算。

‘。=MI -m2m2A“’‘’“’“’ (10)

    式中:

    ‘。— 单位面积的磨耗量，kg/m2;

    m; 试件的初始质量，吨;

    m2 试件磨损后的质量,kg;

    A 试件磨损面积，m2,

    混凝土试件的成型和养护按」TJ 053的规定进行，试验和计算按.JTJ 053的规定进行。每批混凝士

拌合物取一个试样，以三批三个试样磨耗量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三个试样有一个磨耗量值超过平均值的
15%时，应以剔除，取余下两个试样结果的平均值为试验结果，如两个试样的磨耗量超过平均值的15%

时，则试验结果无效，应该市做
5.6.5 冻融循环次数

    冻融循环次数是满足相对动弹性模量值不小于80%时的最大循环次数。

    棍凝土试件的成型和养护按」TJ 053的有关规定进行，试验和计算按JTJ 053的规定进行。每批混

凝土拌合物取一个试样，动弹性模量以三批三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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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碱含A

    是指外加剂所含各类钾盐、钠盐折合为Na2O的当量含量。试验和计算按GB8076进行。

5.8 钢筋锈蚀

    钢筋锈蚀采用钢筋在新拌砂浆中阳极极化电位曲线来表示，测定方法按GB8076进行。

5.9 外加剂匀质性
    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按GB/T 8077进行。总碱量测定方法按 GB8076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取样及编号

6.1.1试样分点样和混合样。点样是在一次生产的产品所得试样，混合样是三个或更多的点样等量均
匀混合而取得的试样。

6.1.2 生产厂应根据产量和生产设备条件，将产品分批编号，掺量大于等于1%的同品种的外加剂每

一编号为1201 ;掺量小于1%的同品种外加剂每一编号为60t，不足120t或60t的也可按一个批量计，同
一编号的产品必须混合均匀。

6.1.3 每一编号取样量不少于0.2t水泥所需用的外加剂量。

6.2 试样及留样

    矫一编号取得的试样应充分混匀，分为两等份，一份按表2中规定部分项目进行试验，另一份要密

封保存半年，以备有疑问时提交国家指定的检验机关进行复验或仲裁。
6.3 检验分类

6.3一1 出厂检验:每编号外加剂检验项目，根据其品种不同按表4进行检验。
6.3.2 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包括表2中匀质性及表1中新拌及硬化混凝土性能指标。有下列情况

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正常生产时，一年至少进行一次检验;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v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

6.4 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匀质性符合表2的要求，各种类型的减水剂的减水率、缓凝型外加剂的凝结时间差、引

气型外加剂的含气量及硬化混凝土的各项性能符合表1要求，则判定该编号外加剂为合格产品，如不符

合卜述要求时，则判该编号外加剂不合格。其余项目作为参考指标。
6.5 复验

    复验以封存样进行。如使用擎位要求现场取样，应事先在供货合同中规定，并在生产厂家和使用单

位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于现场取混合样，复验按照型式检验项目检验c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产.异，应有产品标牌，内容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净质量或体积(包括含量或浓度)、有无毒性、生
产厂名、生产日期、出厂编号及安全注意事项等。

7.2 包装

    粉状外加剂应采用塑料袋衬里的编织袋，每袋重20 kg - 50kgo液体外加剂应采用塑料桶、金属桶
包装或槽车运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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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运输和贮存
7.3.1 产品在运输贮存中不得污染、破损、不得与酸、碱等腐蚀物质混放。
7.3.2 应存放在专用仓库或固定的场所妥善保管，以易于识别，便于检查和提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