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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7_BB_93_E6_c58_524163.htm 1 产生气泡的原因 (1) 

级配不合理,粗级料过多,细级料偏少. (2) 骨料大小不当,针片状

颗粒含量过多. (3) 水泥用量相对较少的低标号混凝土. (4) 用

水量较大,水灰比较高的混凝土. (5) 与某些外掺剂以及水泥自

身的化学成分有关. (6) 使用表层刷油的钢模板成型的混凝土.

(7) 与混凝土浇筑中振捣不充分、不均匀有关。 2 机理分析

(1) 材料方面。气泡的形成主要是属于一种物理原因。根据集

料级配密实原理,在施工过程中,如果使用材料本身级配不合

理,粗集料偏多骨料大小不当,碎石材料中针片状颗粒含量过

多,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使用砂率比实验室提供的砂率要少,

细粒料不足以填充粗集料之间的空隙,导致集料不密实,形成自

由空隙,为气泡的产生提供了温床。水泥和水的用量多少,也是

导致气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实验室试配混凝土时,考虑水泥

用量主要是针对强度而言。如果在能够满足混凝土强度的前

提下,增加水泥用量,减少水的用量,气泡会减少,其原因是多余

水泥净浆可以填塞因集料级配不合理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空

隙,而水的减少可以使自由水形成的气泡(混凝土中水泡蒸发干

后,便成为气泡) 减少。 另外,在水泥用量较少的混凝土拌和过

程中,由于水和水泥的水化反应消耗部分用水较少,使得薄膜结

合水,自由水相对较多,从而让水泡形成的机率增大,这便是用

水量较大,水灰比较高的混凝土易产生气泡的原因所在。某些

混凝土外掺剂以及水泥自|百考试题|身的化学成分,也是导致

气泡产生的原因。虽然由于化学成分产生的气泡比物理原因



产生的气泡,在生产实践中出现的机率要小得多,但这也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原因。而且,其机理的复杂程度要比物理原因更甚

。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详细探讨。 (2) 工艺方面。在混凝土拌

和灌注过程中,容易混进一些空气。混凝土拌和物的气泡既不

能自行逸出,也不会靠本身的重量将这些气泡排出,所以后天的

振捣是使混凝土获得密实,排除气泡的重要手段。振捣时骨料

颗粒相互靠拢紧密,将空气带着一部分水泥浆挤到上部,气泡借

助震动力冒出来。振捣能否密实,气泡能否排出和许多因素相

关。 不同结构类型的混凝土要选用不同的振捣器,振捣器是种

类不同,性能显著不同。浅薄的结构,如桥面铺装层,一般用平

板振捣器,深厚的结构物,如基础墩台,梁等要用插入式(也叫内

震式) 振捣器,对于T形梁、箱梁和工字梁的腹板可配以附着式

振捣器。 振捣时间与气泡的排除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来讲,振

捣时间越长,力量越大,混凝土越密实。但时间过长,石子下沉,

水泥浆上浮,发生分层、泌水、离析现象,使有害气体集中于顶

部,形成“松顶”。时间过短,骨料颗粒还没有靠拢紧密,不能

将水和多余的空气排出,达不到密实的目的。对于流动性较大

的混凝土,震动力不能过大,时间不宜过长.对于干硬性混凝土,

则必须强力振捣。振实的标志是:在振捣过程中,当混凝土停止

下沉,表面不在出现气泡,就认为已经振实。 在一定条件下,延

长振捣时间,可以提高振捣效果,但不能增加有效范围。而有效

范围之内的气泡才能在振捣过程中排出,所以要选择合理的振

捣半径。提高振捣频率,能有效提高震动范围,而频率过大时,

振动范围反而又减小。在通常情况下,插入式振捣器的振捣半

径是45～75 cm ,插入间距大都限制在60 cm 以下。如前所述,不

同振捣方法,捣实的混凝土厚度不同。采用插入式振捣器时,分



层厚度不应大于振捣棒长度的0. 8 倍,采用表面振捣器时,分层

厚度不应大雨20 cm。振捣有效范围还跟混凝土的稠度有关。

一般震动波随着四周距离的延长而减弱,对于干硬性混凝土和

易性越差,震动能的衰减越大,有效距离越短,对于稀软性混凝

土则相反。 3 解决办法 (1) 把好材料关,严格控制骨料大小和

针片状颗粒含量,备料时要认真筛选,剔除不合格材料。 (2) 选

择合理级配,使粗集料和细集料比率适中。 (3) 选择适当的水

灰比,可以在实验室内多做几组,相互比较从中择优选用。在能

保证混凝土强度的前提下,建议采用标号较低或者相关物理技

术性能指标偏差小一些的水泥,以增大水泥用量。 (4) 努力降

低实际生产与实验之间的偏差。施工过程中要及时做好材料

含水量检测,应该做到每车集料都要过称,如能采用电子计量效

果更佳,采取质量比控制,并随时调整现场配合比,使用水量和

砂率不致发生较大偏差。 (5) 选用化学成分品质优良的|百考

试题|外掺剂和水泥。目前这方面的品牌很多,不能一概而论。

进行化学分析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对于实际生产,最简便易行的

办法莫过于多做几组试件,选取一种较好的用于生产。 (6) 高

度重视混凝土的振捣。如前机理分析所述,要选择适宜的振捣

设备,最佳的振捣时间,合理的振捣半径和频率,插入式振捣器

要快插慢拔。 (7) 模板应保持光洁,脱模剂要涂抹均匀但不宜

涂的太多太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