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胶凝材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胶凝材料>>

13位ISBN编号：9787512330771

10位ISBN编号：7512330774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侯云芬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2-08出版)

作者：侯云芬 编

页数：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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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凝材料>>

内容概要

　　近些年胶凝材料的快速发展，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材料品种、新的标准等不断出现，《胶凝
材料》正是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7章，具体内容包括：绪论、石膏、石灰、硅酸盐水泥、其他通用硅酸盐水泥、其他水泥、
新型胶凝材料。
每章后面还附有扩展阅读，以便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胶凝材料相关知识。
　　《胶凝材料》可供从事建筑材料研究的技术人员、工程应用人员、学生等学习和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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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碱对石灰石煅烧性能也有影响，较高的碱含量导致较小的收缩，某些情况下甚至石
灰石或生石灰在煅烧时出现膨胀。
 石灰石中所含的菱镁矿杂质，其分解温度比CaCO3低得多，前者在600～650℃时分解很快，此时所得
的MgO具有良好的消化性能。
但随着温度的升高，MgO变得紧密，甚至成为方镁石结晶体，其消化能力大大降低。
故当原料中菱镁矿含量增加时，在保证CaCO3分解完全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煅烧温度。
对于硅酸盐制品，为避免其体积安定性不良，应限制石灰石中菱镁矿的含量。
 综上所述，石灰石的煅烧温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石灰石成分、质量、块度的不同而作相应
的改变。
一般来说，石灰石的煅烧温度波动在1000～1200℃之间或者更高一些。
在硅酸盐制品中，还需要根据对石灰消化性能的要求，对其煅烧温度作必要的调整。
 3.2 生石灰的结构特点 正常温度和时间煅烧而成的生石灰，一般具有多孔结构，内部孔隙率大，表观
密度较小，晶粒细小，与水反应迅速，这种石灰称为正火石灰。
若煅烧温度低或时间短，则石灰石表层为正火石灰，而内部会有未分解的石灰石核心，这种石灰称为
欠火石灰。
若煅烧温度过高或高温持续时间过长，则会因高温烧结而使石灰内部孔隙率减少，体积收缩，晶粒变
得粗大，其结构较致密，与水反应速度很慢，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明显的水化效果，这种石灰
称为过火石灰。
 D.R.格拉森（D.R.Glasson）对煅烧石灰的研究表明，新制备石灰的“活性”，即其与水反应的能力，
主要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①内比表面积；②晶格变形程度。
形成CaO所用原材料的结构、煅烧温度、煅烧时间以及煅烧时环境的状态（在真空下或是在空气中煅
烧）对其活性都有巨大的影响。
 D.R.格拉森在试验中除了用碳酸钙加热分解获得Ca0以外，还用氢氧化钙和草酸钙进行热分解以获
得CaO。
他对整个煅烧过程进行研究后指出，不论原始材料是碳酸钙、氢氧化钙或草酸钙，它们均经过三个变
化阶段： （1）碳酸钙（或氢氧化钙）分解。
形成具有碳酸钙（或氢氧化钙）假晶的氧化钙，这时的产物仍然保持着碳酸钙（或氢氧化钙）晶格
，Ca2+和O2—均保持在原来的品格位置上，因此，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亚稳的氧化钙。
 （2）亚稳的氧化钙晶体再结晶成更稳定的氧化钙晶体，这时其内比表面积达到最高点。
同时经X-射线衍射图表明，不论何种原材料，不论什么温度，都得到相同面心立方体氧化钙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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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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