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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所以能凝结、硬化并获得强度，是由于水泥和水进行

水化作用的结果。水化作 用的速度在一定湿度条件下主要取

决于温度，温度愈高，强度增长也愈快，反之则慢。当 温度

降至00C以下时，水化作用基本停止，温度再继续降

至-2~-40C，混凝土内的水开始结冰，水结冰后体积增大8％

～9％，在混凝土内部产生冰晶应力，使强度很低的水泥石结

构内部产生微裂纹，同时减弱了水泥与砂石和钢筋之间的黏

结力，从而使混凝土强度降低。 受冻的混凝土在解冻后，其

强度虽能继续增长，但已不能达到原设计的强度等级。试验

证明，混凝土遭受冻结带来的危害，与遭冻的时间早晚、水

灰比等有关，遭冻时间愈早，水灰比愈大，则强度损失愈多

，反之则损失少。 经过试验得知，混凝土经过预先养护达到

一定强度后再遭冻结，其后期抗压强度损失就会减少。一般

把遭冻结其后期抗压强度损失在5％以内的预养强度值定为“

混凝土受冻临界强度”。 通过试验得知，该临界强度与水泥

品种、混凝土强度等级有关。对普通硅酸盐水泥和硅酸盐水

泥配制的混凝土，受冻临界强度定为设计的混凝土强度标准

值的30％；对矿渣硅酸盐水泥配制的混凝土，为设计的混凝

土强度标准值的40％，但不大于C10的混凝土，不得低于5N

／mm2。 混凝土冬期施工除上述早期冻害之外，还需注意拆

模不当带来的冻害。混凝土构件拆模后表面急剧降温，由于

内外温差较大会产生较大的温度应力，亦会使表面产生裂纹



，在冬期施工中亦应力求避免这种冻害。 为此，现行“混凝

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规定，凡根据当地%考\试大%

多年气温资料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稳定低于 50C时，就

应采取冬期施工的技术措施进行混凝土施工。从混凝土强度

增长情况看，混凝土在 50C环境下养护，其强度增长很慢。

而且在日平均气温低于 5℃时，最低气温已低于00C --1℃，

混凝土已有可能受冻。 快把结构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吧！ 

混凝土冬期施工方法有：蓄热法、掺外加剂法、蒸汽养护法

和电热法。 蓄热法是应用最多、最经济的方法。室外最低气

温不低于-15℃，地面以下的工程或表面系数不大于5的结构

，应优先采用蓄热法。该法的实质，是利用加热原材料(水泥

除外)所预加的热量及水泥水化热，再用适当保温材料覆盖，

防止热量过快散失，延缓混凝，土的冷却速度，使混凝土在

正温条件下增长强度以达到预定值，使其不小于混凝土受冻

临界强度。 掺外加剂法，即在混凝土拌制过程中，掺人具有

早强、抗冻、催化、减水等作用的外加剂，以降低混凝土的

冰点，使之在负温下能加速硬化以达到要求的强度。 蒸汽养

护法，即利用低压(不高于0．07MPa)饱和蒸汽对所浇筑的混

凝土进行加热养护。此法消耗能源多，费用高。 电热法，是

利用电流通过不良导体(混凝土)所发出的热量来养护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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