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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市政工程建设中，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是市政工程施工最直接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者。
工程现场管理人员的工作方法将直接影响市政工程的质量、工期和成本。
对市政工程项目实行有目标的组织协调控制是市政工程现场管理人员的一项十分关键的工作。
　　当好一名合格的市政工程现场管理人员，不但自己要有过硬的技能，而且还要具备科学的管理能
力。
在各种工程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已得到广泛应用的今天，市政工程现场管理人员应怎样
做好市政工程准备工作，怎样向施工人员交代清楚各项工作的要求和方法，以及怎样在市政工程项目
实施过程中按照施工组织设计和有关技术、经济文件的要求，围绕着质量、工期、成本等制定管理目
标，在每个阶段、每个工序、每项施工任务中严格协调控制，使工程中的人、财、物和各种关系能够
保持最好的结合，确保市政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等，是市政工程现场管理人员应具备的重要技能。
　　《市政工程管理人员职业技能全书》结合市政工程建设领域最新版的标准规范，对市政工程施工
现场管理人员应具备的技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丛书还对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工作时常用的表格进行了收集整理，并进行了示范性的填写。
　　《市政工程管理人员职业技能全书》共包括以下分册：　　1.施工员　　2.质量员　　3.安全员　
　4.造价员　　5.资料员　　6.材料员　　7.测量员　　8.监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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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员》根据市政工程施工要求，从市政材料管理人员的角度出发，系统地介绍了材料管理人
员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
《材料员》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材料基础知识、市政工程材料管理、工程标准计量知识、市政工程土方
材料、市政工程胶凝材料、市政工程混凝土及砂浆、市政工程沥青及其混合料、市政工程钢材、市政
工程防水材料、市政工程墙体材料、市政工程电气材料、市政工程管道材料、市政工程耐火防腐材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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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市政工程胶凝材料　　工程建设中将能够把砂、石子、砖、石块等散粒材料或块状材料黏
结成为一个整体的材料，统称为胶凝材料。
胶凝材料的品种繁多，按化学成分，将胶凝材料分为有机胶凝材料和无机胶凝材料。
有机胶凝材料常用的有各种沥青、树脂、橡胶等。
无机胶凝材料按硬化条件分为气硬性胶凝材料和水硬性胶凝材料。
气硬性胶凝材料只能在空气中凝结硬化，也只能在空气中保持和发展其强度，即气硬性胶凝材料的耐
水性差，不宜用于潮湿环境。
市政工程建设中常用的气硬性胶凝材料有石膏、石灰、水玻璃、菱苦土等。
水硬性胶凝材料既能在空气中硬化，又能在水中更好地硬化，并保持和发展其强度，即水硬性胶凝材
料的耐水性好，可用于潮湿环境或水中。
常用的水硬性胶凝材料有各种水泥。
　　第一节 水泥　　一、水泥的分类　　水泥是当代最重要的工程材料之一，在市政工程建设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
　　水泥属于无机水硬性材料，它不仅能够在空气中凝结硬化，也能在水中凝结硬化，并保持和发展
其强度。
未与水拌合前呈粉末状，拌合后经物理、化学变化过程后，能由塑性浆体变成坚硬的石状体（硬化）
。
　　按水泥的用途和性能可分为通用水泥、专用水泥和特种水泥。
按矿物组成可分为硅酸盐水泥、铝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铁铝酸盐水泥、少熟料或无熟料水泥。
生产工艺，又可分为回转窑水泥、立窑水泥和粉磨水泥。
　　二、水泥的主要性能指标　　1?密度　　密度是指水泥在自然状态下单位体积的质量。
分松散状态下的密度和紧密状态下的密度两种。
松散条件下的密度为900-1300kg/m3，紧密状态下的密度为1400-1700kg/m3，通常取1300kg/m3。
影响密度的主要因素为熟料矿物组成和煅烧程度、水泥的贮存时间和条件，以及混合材料的品种和掺
入量等。
　　2?凝结时间　　水泥的凝结时间分初凝时间和终凝时间。
自加水起至水泥浆开始失去塑性、流动性减小所需的时间，称为初凝时间；自加水起至水泥浆完全失
去塑性、开始有一定结构强度所需的时间，称为终凝时间。
　　水泥凝结时间与水泥的单位加水量有关，单位加水量越大，凝结时间越长，反之越短。
国家标准规定，凝结时间的测定是以标准稠度的水泥净浆，在规定温度和湿度下，用凝结时间测定仪
来测定。
所谓标准稠度，是指水泥净浆达到规定稠度时所需的拌合水量，以占水泥质量的百分比表示。
通用水泥的标准稠度一般在23%-28%之间，水泥磨得越细，标准稠度越大，标准稠度与水泥品种也有
较大关系。
　　水泥凝结时间在施工中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在初凝之前完成混凝土成形等各种工序，初凝时间不宜过快；为了使混凝土在
浇筑完毕后能尽早完成凝结硬化，产生强度，终凝时间不宜过长。
　　3?体积安定性　　水泥体积安定性是指水泥在凝结硬化过程中体积变化的均匀性。
如果水泥硬化后产生不均匀的体积变化，会使水泥制品、混凝土构件产生膨胀性裂缝，降低工程质量
，甚至引起严重事故，此即体积安定性不良。
　　引起水泥体积安定性不良的原因是由于其熟料矿物组成中含有过多的游离氧化钙（f-CaO）和游
离氧化镁（f-MgO），以及粉磨水泥时掺入的石膏超量所致。
熟料中所含的游离氧化钙（f-CaO）和游离氧化镁（f-MgO）处于过烧状态，水化很慢，它在水泥凝结
硬化后才慢慢开始水化，水化时体积膨胀，引起水泥石不均匀体积变化而开裂；石膏过量时，多余的
石膏与固态水化铝酸钙反应生成钙矾石，体积膨胀1.5倍，从而造成硬化水泥石开裂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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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游离氧化钙（f-CaO）引起的水泥安定性不良用沸煮法检验，沸煮的目的是为了加速游离氧化
钙（f-CaO）的水化。
沸煮法包括试饼法和雷氏法。
试饼法是将标准稠度水泥净浆做成试饼，连同玻璃在标准条件下（20℃±2℃，相对湿度大于90%）养
护24h后，取下试饼放入沸煮箱蒸煮3h之后，用肉眼观察未发现裂纹、崩溃，用直尺检查没有弯曲现
象，则为安定性合格，反之，为不合格。
雷氏法是测定水泥浆在雷氏夹中硬化沸煮后的膨胀值，当两个试件沸煮后的膨胀值的平均值不大
于5.0mm时，即判为该水泥安定性合格，反之为不合格。
当试饼法和雷氏法两者结论相矛盾时，以雷氏法为准。
　　由游离氧化镁（f-MgO）和三氧化硫（SO3）引起的体积安定性不良不便快速检验，游离氧化镁
（f-MgO）的危害必须用压蒸法才能检验，三氧化硫（SO3）的危害需经长期在常温水中才能发现。
这两种成分的危害，常用在水泥生产时严格限制含量的方法来消除。
　　4?强度等级　　水泥的强度是评定其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划分水泥强度等级的依据。
　　国家标准规定，采用水泥胶砂法测定水泥强度。
该法是将水泥和标准砂按质量1∶3混合，水灰比为0.5，按规定方法制成40mm×40mm×160mm的试件
，带模进行标准养护［（20±1）℃，相对湿度大于90%］24h，再脱模放在标准温度［（20±2）℃］
的水中养护，分别测定其3d和28d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
根据测定结果，可确定该水泥的强度等级，其中有代号R者为早强型水泥。
　　5?细度　　细度是指水泥颗粒的粗细程度，它对水泥的凝结时间、强度、需水量和安定性有较大
影响，是鉴定水泥品质的主要项目之一。
　　水泥颗粒越细，总表面积越大，与水的接触面积也大，因此水化迅速、凝结硬化也相应增快，早
期强度也高。
但水泥颗粒过细，会增加磨细的能耗和提高成本，且不宜久存，过细水泥硬化时还会产生较大收缩。
一般认为，水泥颗粒小于40μm时就具有较高的活性，大于100μm时活性较小。
通常，水泥颗粒的粒径在7-200μm范围内。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材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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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