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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建筑垃圾排放量逐年增长，可再生组分比例也不断提高。
然而，大部分建筑垃圾未经任何处理，被运往郊外或城市周边进行简单填埋或露天堆存，这不仅浪费
了土地和资源，还污染了环境；另外，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建筑业对砂石骨料的需求量不断增长。
长期以来，由于砂石骨料来源广泛易得，价格低廉，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材料因而随意
开采，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山体滑坡，河床改道，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
生产和利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实现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废弃混凝土制备的骨料称为再生混凝土骨料（简称再生骨料）。
仅仅通过简单破碎和筛分工艺制备的再生骨料颗粒棱角多、表面粗糙、组分中还含有硬化水泥砂浆，
再加上混凝土块在破碎过程中因损伤累积在内部造成大量微裂纹，导致再生骨料自身的孔隙率大、吸
水率大、堆积密度小、空隙率大、压碎指标高。
这种再生骨料制备的再生混凝土用水量较大、硬化后的强度低、弹性模量低，而且抗渗性、抗冻性、
抗碳化能力、收缩、徐变和抗氯离子渗透性等耐久性能均低于普通混凝土。
另一方面，由于废弃混凝土质量差异较大，通过简单工艺制备的再生骨料性能差异也较大，不便于再
生骨料的推广应用。
为了提高再生混凝土的性能，须对简单破碎获得的低品质再生骨料进行强化处理，即通过改善骨料粒
形和除去再生骨料表面所附着的硬化水泥石，提高骨料的性能。
强化后的再生骨料不仅性能显著提高，而且不同强度等级废混凝土制备的再生骨料性能差异也较小，
有利于再生骨料的质量控制，便于再生混凝土的推广应用。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再生混凝土性能与应用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分别介绍了废混凝土的循环利用情况、再生骨料制备技术、再生骨料的基本性能、再生骨料标准
、再生粗骨料在混凝土中的应用、再生细骨料在砂浆和混凝土中的应用、再生粉体在砂浆和混凝土中
的应用、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的制备等内容。
本书对于提高再生骨料和再生混凝土质量，推动再生骨料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供从事固体废物研
究开发、生产应用以及教学、培训和管理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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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影响蒸压砖强度的因素非常复杂。
就物理方面来说，砖的含水率和成型压力都能显著影响砖的强度。
粉料存在一个最优含水率，过高或过低都会使砖坯的压实功增大，从而影响砖的压实密度。
在一定范围内，压力与坯体密度和制品的强度呈正比，当成型压力提高到某一点时，混合料就会产生
弹性阻抗，随着压力的卸除，混合料的弹性回复以及物料内被压缩残余空气的膨胀，将使砖坯膨胀层
开裂，超过极限成型压力时，砖坯的密度和强度反呈下降趋势。
当然，极限成型压力还与颗粒级配、含水率、加压方式及加压速度等因素有关。
砖坯强度的产生有颗粒之间的机械咬合力、在分子力作用下颗粒之间的内聚力、在均匀物料胶体颗粒
靠近时形成的非常细的毛细管中的液体张力。
压力的作用主要是增加颗粒之间机械咬合力。
就化学方面来说，蒸压粉煤灰砖物理力学性能的优劣取决于反应所生成的水化硅酸钙的质量和数量。
就其数量而言，与CaO和Ca（OH）的分散度有关。
因此，要求钙质材料尽可能细，硅质材料也要有一定细度。
增加硅质材料（如石英）的比表面积，可以提高其活性，这是因为磨细的过程中，粒子的表面层呈无
定形态。
硅质材料除了细度外，还应有一定的级配，使骨料问的空隙率达到最小。
石油焦渣中含有大量石膏，本身就具有水硬性。
从x衍射图像中可见，再生粉体中有大量的硅以SiO形式存在；由激光粒度仪分析可知，再生粉体含有
大量粒径小于10um的颗粒，这说明再生粉体中含有大量超细的SiO颗粒。
研究表明，加超细SiO，可消耗掉ca（OH），生成更多的托贝莫来石和C-S-H凝胶，有助于其强度提
高；可使密实度提高，有助于提高孔壁的密实度，从而提高制品强度；密实度提高，纤维状的托贝莫
来石等水热反应生成物在生长过程中受到空间的限制其晶体大小受到影响，从而更容易形成小晶体并
在空间上互相连接而形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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