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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3_85_E7_94_9F_E6_c63_536795.htm 一、提出筒装生料砂

浆技术方案的原由 近年来，在建设工程施工中，推广应用预

拌砂浆、干粉砂浆，统称预拌（商品）砂浆，有了可喜的进

展。但在日常工程质量监督检查中发现，当前的在建工程特

别是市郊的中小型工程项目，应用预拌（商品）砂浆的覆盖

面不广、使用率不高，有的区域尚处于空白状态。究其原因

，经调查研究发现，目前有几种情况已不同程度地成为影响

建筑砂浆商品化进展的难点。 1、预拌（商品）砂浆成本问

题。 由于预拌（商品）砂浆成份配比中掺加料、外加剂较多

，生产工艺处理环节多，预拌砂浆进场应用环节辅助措施多

，因此，出现实际应用成本较高的现象。但当前建设工程特

别是郊区中、小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确定，对应预拌（商

品）砂浆与传统现场搅拌砂浆的增差价尚未引起重视。 2、

预拌砂浆的应用问题。 由于砂浆的应用特别是砌筑砂浆、抹

灰砂浆目前还都是手工操作，操作人员单位时间内用量少、

消耗慢。因此，砂浆的随拌随用工艺早已成为砂浆应用技术

的一般规律。当前面临的问题是，预拌砂浆用搅拌运输车运

至施工现场后，如何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以确

保在较长、较慢的施工过程中，砂浆不离析、不泌水，砂浆

中水分不蒸发，砂浆不凝结。按照有关规定，预拌砂浆进场

后必须储存在不吸水的密闭容器内。但该密闭容器应有哪些

构造措施和运作方法，才能确保砂浆的流动性、保水性和可

操作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3、预拌砂浆的质量



检验和质量处理问题。 按照新版国家建筑工程系列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规定，砂浆中若掺入缓凝剂等外加剂，应先检验和

试验符合要求后，方可使用；如果掺入有机塑化剂之类的外

加剂，还应有砌体强度的型式检验报告。当前，预拌砂浆中

普遍掺有缓凝剂之类的外加剂，能否切实做到上述规定要求

？如在专业生产单位已经检验和试验，到了施工现场是否还

需进行复验、复试？如何操作？预拌砂浆进场后，若出现严

重泌水现象，或砂浆稠度失控现象，按规定要求必须进行品

质检验或砂浆重塑处理，对此如何具体实施和控制？这些都

是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4、干粉砂浆的保质问题。 按规定

干粉砂浆的保质期为3个月。超过3个月后如何处置？有的检

测单位提出，因为干粉砂浆中各材料成份已经搅拌混合，若

要进行质量检测，应检测哪些项目和内容，采用哪种检测方

式和方法，检测结果如何判定处理等，也是急需明确的实际

问题。 上述问题，已引起工程建设参与各方不同程度的反响

和关注；也已引起有关各方和专业行家的重视和关心。为了

积极推进建筑砂浆商品化的科学发展，本着实事求是、求真

务实的科学原则，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探索，立足于改善

和优化建筑砂浆商品化供应技术，特提出筒装生料砂浆技术

方案或称简装生料砂浆技术工艺。拟将该技术作为建筑砂浆

商品化的一种新工艺技术，也作为由传统性现场搅拌砂浆向

预拌（商品）砂浆发展的过渡技术。 二、筒装生料砂浆技术

方案的要点 （一）总体要求 1、基本原则 有利于保护环境质

量的技术对策：实施生料砂浆筒装化、不扬尘、无污染，提

升文明施工水准，保护大气环境质量；有利于保证砂浆应用

质量的技术措施：采用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技术工艺，舍



弃和防止不切实际、难以操作的复杂化技术；有利于控制砂

浆应用成本的技术手段：对无特殊要求的生料砂浆，实施“

五不措施”：①砂浆配料不掺保水增稠材料和外加剂；②对

砂不作干燥处理；③生料砂浆装筒，不加水、不搅拌；④现

场应用随拌随用，不需储存设施、不作储存处理，不隔夜使

用；⑤空筒回收，不丢失、不损坏，重复使用。 （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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