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木工程材料实用技术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土木工程材料实用技术手册>>

13位ISBN编号：9787112132546

10位ISBN编号：7112132541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陈宝璠

页数：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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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材料实用技术手册>>

内容概要

《土木工程材料实用技术手册(精)》是以土木工程材料现行国家最新标准、规范、工艺和新技术推广
等内容为依据，以土木工程材料的组成、性能和性能检测为重点编写而成的。
全书内容包括两大部分，共22章，旨在提高广大从事土木工程的工程技术人员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
力和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各专业方向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

《土木工程材料实用技术手册(精)》内容翔实，实用性强，技术先进，使用方便，可作为质监部门、
建设部门、监理部门以及从事土木工程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工具书和自学读
本，以及相关资格考试的理想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各专业方向的教材和理想参考
书；还可作为独立学院或有关土木工程培训部门培养应用型人才或培训应用型技术人员的教材和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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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采用100mm×100mm×400mm的棱柱体试件，以龄期28d后进行试验，试件饱和吸
水后承受反复冻融循环，一个循环在2～4h内完成，以相对动弹性模量值不小于600，而且质量损失率
不超过5％时所承受的最大循环次数表示，如F50、F100、F150等。
 根据快速冻融最大次数，按以下公式可以求出混凝土的抗冻耐久性系数： Kn=Pn×N/300 式中Kn——
混凝土耐久性系数； N——满足快冻法控制指标要求的最大冻融循环次数，次； Pn——经n次冻融循
环后试件的相对动弹性模量，％。
 （3）提高混凝土抗冻性的措施 1）降低混凝土水胶比，降低孔隙率。
 2）掺加引气剂，保持含气量在4％～5％。
 3）提高混凝土强度，在相同含气量的情况下，混凝土强度越高，抗冻性越好。
 3.混凝土的碳化与钢筋锈蚀 （1）混凝土碳化的定义 混凝土的碳化是指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与水泥石中
的水化产物在有水的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碳酸钙和水的过程。
碳化过程是二氧化碳由表及里向混凝土内部逐渐扩散的过程。
未经碳化的混凝土pH=12～13，碳化后pH=8.5～10，接近中性。
混凝土碳化程度常用碳化深度表示。
 （2）混凝土保护钢筋不生锈的原因 混凝土保护钢筋不生锈是因为混凝土孔隙中的水溶液通常含有较
大量的Na+、K+、OH—及少量Ca2+等离子存在，能保持离子电中性OH—浓度较高，即pH较大的缘
故。
在这样的强碱环境中，钢筋表面生成一层厚20～60A的致密钝化膜，使钢材难以进行电化学反应，即
电化学腐蚀难以进行。
一旦这层钝化膜遭到破坏，钢筋的周围又有一定的水分和氧气时，混凝土中的钢筋就会腐蚀。
 （3）混凝土碳化的影响 1）使混凝土的碱度降低，减弱了对钢筋的保护作用。
 2）引起混凝土显著收缩，使混凝土表面产生拉应力，导致混凝土的表面产生微细裂纹，从而使混凝
土的抗拉和抗折强度下降。
 3）水泥石中的水化产物分解。
 以上三方面是不利的影响，当然也有有利的方面——碳化可使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提高，这是因为碳化
反应生成的水分有利于水泥的水化作用，而且反应生成的碳酸钙减少了水泥石内部的孔隙。
但总体上弊大于利。
 （4）影响碳化的因素 1）外部环境 ①二氧化碳的浓度。
二氧化碳浓度越高将加速碳化的进行。
近年来，工业排放二氧化碳量持续上升，城市建筑混凝土碳化速度在加快。
 ②环境湿度。
水分是碳化反应进行的必需条件。
相对湿度为502～75％时，碳化速度最快。
 2）混凝土内部因素 ①水泥品种与掺合料用量。
在混凝土中随着胶凝材料体系中硅酸盐水泥熟料成分减少，掺合料用量的增加，碳化加快。
 ②混凝土的密实度。
随着水胶比降低，孔隙率减少，二氧化碳气体和水不易扩散到混凝土内部，碳化速度减慢。
 （5）钢筋锈蚀及对混凝土的影响 当钢筋表层保护膜破坏时，在氧气、水分存在的条件下，钢筋表面
发生电化学腐蚀，阳极铁离子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氧化亚铁、氢氧化铁等腐蚀物。
钢筋锈蚀后，有效直径减小，直接危及混凝土结构的安全性；同时，钢筋锈蚀后，锈蚀生成物的体积
膨胀，致使混凝土保护层顺筋开裂，混凝土自身免疫性大幅度降低，品质迅速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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