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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021_2022__E8_8F_B1_E

9_95_81_E6_B0_B4_E6_c41_65615.htm 我国镁质材料资源十分

丰富，其中菱镁矿的储藏量近30亿吨，氯化镁遍及沿海各盐

矿。镁质胶凝材料的开发与应用在我国起始于二十世纪初(见

相关链接：氯氧镁水泥又叫索瑞尔水泥和菱镁水泥)。“七五

”期间，国家投入了上千万巨资，设立了《镁水泥物理化学

基础及特性研究》重点科技攻关课题，并明确了制备性能稳

定的氯氧镁材料的最佳条件和技术。我国制定12项标准，规

范这种材料的生产，标准遍及建材、冶金、煤矿、市政、农

业、铁路、消防等行业部门，并于2000年在合肥成立了“国

家建材局镁质胶凝材料检测中心”，规范统一检测质量。氯

氧镁胶凝材料虽然工艺不十分复杂，生产能耗小，产品具有

节能、代木、节土、节水和生产成本低等特点，但是，由于

对形成的硬化镁水泥石的相组分、相结构及其强度来源与强

度的影响因素不十分清楚，特别是配料组分不科学、不合理

，出现返卤、泛霜、变形现象，导致产品性能下降。 有关部

门统计，目前我国镁质材料产品质量总体合格率大约只有60

％左右。如何使这个有利于节能与环保的建筑材料造福人民?

笔者分析国内当前镁质材料制品生产技术现状及所出现的缺

陷，提出采取的技术措施。 (一)返卤、泛霜的防治技术 泛霜

是镁质制品的重大质量缺陷，降低了产品强度与防水防湿性

能。返卤和泛霜都会影响产品外观，污染环境。 返卤原因及

防治技术： 1．把握动态科学的配比。 常温气凝的镁质材料

胶凝力学性能的主要相结构与相组分为



：5Mg(0H)2MgCl28H20。在生产中，MgO(氧化镁)的反应克

分子比是多少，这是技术的核心。它的用量确定是通过MgO

／MgCl2的不同克分子比的胶凝硬化体，分别测试不同龄期

的强度及防水性能，确定最佳组分的物理力学性能，同时

用X衍射及电子显微观察确定组分的相组成和最佳用量，作

为MgO／MgCl2的克分子比用量应大于5，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 作为确定配比用量的MgO应是活性MgCl2，即在常温下(10

℃。~35℃)和特定的时间内发生水化反应的氧化镁。作为刚

出厂的MgO含量在80％一85％的轻烧镁粉，其活性氧化镁的

含量大都是65~2％，若以轻烧粉中MgO含量作为配比的克分

子计算依据必然导致MgCl2的用量过剩。 在确定正确计算依

据的情况下还应注意轻烧氧化镁中的活性氧化镁含量不是一

成不变的，在储存过程中由于受潮或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形成

水镁石’Mg(OH)2从而降低了活性．MgO的含量，这种情况

在我国南方尤为突出。 因此生产企业必须不定期地测定轻烧

粉中的活性MgO含量、调整MgCl2的用量和配比组成，以动

态科学的配比克服返卤、泛霜一现象。 2．科学规范的成型

、养护工艺。 镁质材料的水化反应和硬化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部分生产者误把表面干固成型当成了水化反应完成，甚至

为了缩短生产周期，不控制升温速度或加热养护都是不正确

的。 镁质材料的水化反应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通常表面

干固脱模，仅是完成水化反应的17％左右。 脱模后要注意保

温、保湿养护，正确的做法是在成型温度10℃～35％：下，

体系反应温度不超过70℃，脱模后保持自身水化热和排湿的

情况下养护3～5天，然后进行干空养护。切忌在脱模后进行

干燥，否则未反应的MgCl2伴随水分的蒸发，迁移到制品的



表面，水分蒸发后留下MgCl2造成返卤，泛霜，同时强度要

损失10％～20％。在镁制材料制品的成型养护中还切忌采用

高浓度卤液和加热方式。 在生产过程中，不合理的工艺技术

会导致氯氧镁制品返卤、泛霜。如：搅拌不均匀，正确的搅

拌机应选择双轴且能白转与公转而且能变速，最高的搅拌速

度能达到90～110r／min，若采用单轴搅拌机也应考虑设置倒

顺开关和变速装置。生产中还切忌用MgCl2促凝液调整料浆

稠度。因为这破坏了组成的克分子比关系，必然导致镁质材

料中MgCl2过剩，如发生稠度变大的情况时，可用相当于料

浆量2％～5％的1．5％的浓度的磷酸溶液加以调节。 镁质材

料制品表面有多种原因，需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加以遏制：

NaCl霜，它的主要成分是NaCI和少量的KCl和MgCl26H2O，

这主要是组分中上述杂质含量较高，特别是MgCl26H20中的

含上述杂质较高，易于形成NaCl霜。限止NaCl的含量，自然

可减少这种霜的形成。 轻质填充料滑石粉、轻质碳酸钙的析

出物形成的霜，这种现象多发生在镁质料浆中加入了上述物

质。这需要在镁质材料料浆中尽量加入和轻烧粉比

重(d=1.6g/cm 轻质填充料滑石粉、轻质碳酸钙的析出物形成

的霜，这种现象多发生在镁质料浆中加入了上述物质。这需

要在镁质材料料浆中尽量加入和轻烧粉比重(d=1.6g/cm3

～1.9g／cm3)相当的填充料，减少料浆中的含水率。 Mg(OH)

：和Ca(0H)：霜的生成，是由于在轻烧粉原料中烧失量过大

或MgO的克分子用量过大，造成MgO的水化，形成Mg(0H)2

水镁石而表现出的白色形成物含量较大所造成的，控制轻烧

粉原料的CaO含量或是选用合格稳定的轻烧粉原料，就可以

制约这种霜的形成。 MgCl26H2O霜的形成与镁水泥浆料的配



比组成有直接关系，制约这种现象要从调整原材料配比，调

整养护制度，掺加外加剂等方面入手。 泡水处理法防止返卤

、泛霜值得商榷。一般认为将硬化固结后的镁质材料制品浸

泡在加入有漂白粉、碳酸钠和固色剂的水溶液中，浸泡处

理24～48小时，能够提高镁质材料的强度。笔者认为，泡水

破坏了镁质材料的水化过程，降低了材料的强度。特别是刚

硬化脱模的镁质材料其强度的形成率仅为37．5％左右

，MgCl2溶于水中更谈不上加强水化过程。同时，泡水增加

了工艺的复杂性，增加了浸泡设施的费用和人力，浸泡水的

排放增加了二次污染，泡水后增加了制品的干燥过程和干燥

能耗，加剧了制品使用后的收缩率和导致开裂等现象。因此

泡水不是理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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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