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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混凝土外加剂的应用已有80多年的历史，随着外加剂新品种不断出现和性能提高，目前使用已相
当广泛，是优质混凝土必不可少的组分，被人们称为混凝土的第五组分。
工业发达国家混凝土中有50％～80％掺有各种外加剂，我国掺外加剂的混凝土也达到40％左右。
混凝土外加剂品种多样，功能各异。
在混凝土中，使用外加剂的主要目的有：　　①改善新拌和硬化混凝土的性能，特别是混凝土的耐久
性；　　②促进混凝土新技术的发展，如商品混凝土、泵送混凝土、自流平混凝土、水下混凝土及喷
射混凝土等；　　③化学外加剂还促进工业副产品在胶凝材料系统中更多的应用，有助于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在不断探求降低成本和高耐久性前提下，可以预料，外加剂在未来的混凝土生产中将起到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研究、生产和应用外加剂的单位较多，许多单位都有本单位的研究、生产和应用成果及经验
，但各单位在深度和广度上是不一致的。
根据化学工业出版社的要求，遂组织了从事外加剂研究较早并卓有成效的单位与人员参加了手册的编
写，目的是将我国的外加剂生产技术作较全面的总结和介绍，以实现成果的交流与共享，推动我国外
加剂行业更好的发展。
编著单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是国内开展外加剂研究最早的单位之一，成果较多，制定了多
项混凝土外加剂国家与行业标准，近期又主持第二次全面修订GB 8076国家标准，该标准新增了国内新
近开发的高性能减水剂的检测方法与性能指标；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是目前国内集外加剂研究、生
产和应用于一体的企业之一，科技力量雄厚，是国内知名企业，高效减水剂被国家评为名牌产品，产
品广泛用于国内各类重点及大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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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混凝土外加剂手册》较全面地介绍了各种混凝土外加剂的品种、性能、技术指标、生产技术、
使用方法和贮存等内容，并对外加剂应用及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通过外加剂在一些重大工
程中的应用实例，分析了混凝土工程质量事故的原因。
　　《混凝土外加剂手册》内容全面，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可供从事建筑设计，外加剂研究、生产和
应用，以及混凝土材料设计、施工、管理和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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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0.2 泵送剂的组成　　泵送剂通常不是单一一种外加剂就能满足性能要求，而是要根据泵送剂
的特点由不同的作用的混凝土外加剂复合而成。
其复配比例应根据不同的使用工程、不同的使用温度、不同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同的泵送工艺等条
件来确定。
其主要由以下几种组分组成。
　　（1）普通减水剂　　能够在混凝土用水量不变的条件下提高混凝土的流动性，以利于泵送的顺
利进行。
应用最多的就是木质素磺酸钙与木质素磺酸钠。
经改性的木质素磺酸盐掺量达到0.5％～0.6％时，其减水率达到15％以上，而没有其他的不良效果。
　　（2）高效减水剂　　如萘系减水剂、三聚氰胺减水剂、聚羧酸系减水剂等，这些减水剂减水率
高，能够配置高强、大坍落度、自流平泵送混凝土，但是这些减水剂如萘系、三聚氰胺减水剂经时坍
落度损失较大，而聚羧酸系减水剂则属于低坍落度损失外加剂，而且减水效果更好，更适用于配制低
水灰比的高性能混凝土，目前我国正在推广使用聚羧酸系外加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聚羧酸系高效减
水剂必将是泵送剂中的最主要的成分。
　　（3）缓凝剂　　由于萘系等高效减水剂坍落度损失大的原因，在泵送剂中往往都要复配缓凝剂
来解决这个问题。
用作缓凝剂的有羟基羧酸类物质、多羟基碳水化合物、木质素磺酸盐、无机盐类和糖类等。
许多有机缓凝剂兼有减水、塑化作用，有些缓凝型外加剂在低掺量时是缓凝剂，高掺量时是缓凝减水
剂，不可截然分开。
目前我国使用较多的缓凝剂就是糖类缓凝剂，主要是葡萄糖酸钠，其缓凝效果好，掺量范围一般
在0.03％～0.07％（按水泥掺量计），在掺量适宜的条件下还有增加混凝土强度的作用，但是如果掺量
过量时会引起强度下降，而且随着掺量变化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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