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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再生混凝土材料、结构和应用等方面所开展的初步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全书分为11章，分别是绪论、废混凝土与再生集料、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再生混凝土微观结构与
破坏特征、再生混凝土基本力学性能、再生混凝土耐久性能、再生混凝土构件基本性能、再生混凝土
结构性能、再生混凝土应用与示范、再生混凝土效益分析与管理政策以及再生混凝土应用技术指南。
这些内容，是在认真学习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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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4　再生混凝土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今后发展趋势预测　　1.4.1存在的主
要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再生混凝土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得到很大的发展。
然而，目前再生混凝土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材料性能上，有关其结构性能的研究比较少。
再生混凝土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进一步加强。
　　（1）再生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方法还须进一步的研究。
借鉴轻集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方法，需制作每lm3再生混凝土的用水量和水泥用量的表格。
这是一项大工程，因为这需要大量配合比的试验数据才能完成。
　　（2）关于再生混凝土的耐久性能、抗火性能等的研究至今仍较为薄弱，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待进
一步展开。
　　（3）关于再生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抗弯、抗剪、抗冲切及抗震等）及变形性能（挠度
及开裂等）的研究和设计方法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再生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及设计有待进一步研究，这是再生混凝土运用于结构所必须解决的
关键环节之一。
　　1.4.2发展趋势预测　　（1）再生混凝土高性能化　　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建筑
废物尤其是废混凝土等的再生循环利用研究开展得较早，目前废混凝土的再生利用率均在90％以上。
而我国目前建筑废物资源化再生循环利用步伐缓慢，综合高效利用率尚不足5％。
为此，将再生混凝土粗集料应用于商品混凝土，开发商品再生混凝土，可极大地推广再生混凝土在工
程中的应用，提高废混凝土作为一种资源循环再生利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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