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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0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

划�第一批�>的通知》�建标[2010] 43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材料�4 混凝土性能�

5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6 混凝土制备与运输�7 施工�8 质量检验与验收�附录

A�附录 B。 

本规程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程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厦

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厦门市湖滨南路 62号�邮编�

3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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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自密实混凝土在工程中的应用�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工

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自密实混凝土工程和预制自密实混凝土构件的材料、配合比设计、施工及

验收。 

1.0.3  自密实混凝土的材料、配合比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自密实混凝土试验实验室仪器配置表 

1�自密实混凝土坍落扩展度测定仪       

 

2�自密实混凝土 J环流动障碍高差仪�J环流动仪�    

 

3�自密实混凝土 L型仪     

 

4�自密实混凝土 V形仪�V型箱� 

                       
5�自密实混凝土 U形仪�U型箱�A型欧洲标准�B型日本标准�           
 

6�orimet流速测定仪 

 

7.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稳定性检测筒 

 

8�自密实混凝土全量检测仪  

 

9�自密实混凝土沉降趋向试验筒      

 

10�自密实混凝土压力泌水力试验仪    

 

11�自密实混凝土弹性模量测定仪    

 

12�自密实混凝土刀口约束早期开裂试验设备�模具� 

 

13�自密实混凝土平板约束早期开裂试验模具 

 

14�自密实混凝土静态抗离析性能试验柱模 

 

15�自密实混凝土样品收集板   单 

 

 

16�自密实混凝土双卧轴强制式搅拌机�60升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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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自密实混凝土抗压抗折力学性试验机  

 

18�自密实混凝土填充箱�K型箱� 

 

 

19�自密实混凝土竖向膨胀率试验仪 

 

20�GTM筛稳试验   

术支持�沧州方圆建筑公路试验仪器厂   http;//www.czfyyqc.cn. 

咨询热线�0317-4690164      1383370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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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自密实混凝土  self-compacting concrete 

具有高流动性、均匀性和稳定性�浇筑时无需外力振捣�能够在自重作用下流动密实的

混凝土。 

2.1.2  自密实性能  self-compacting ability 

混凝土浇筑时不加振捣即能依靠其自重均匀地填充到模板各处的性能。 

2.1.3  胶凝材料  binder 

混凝土中水泥和矿物掺合料的总和。 

2.1.4  扩展时间  slump-flow time T50 

用坍落度筒测量混凝土坍落扩展度时�自坍落度筒提起开始计时至拌合物坍落扩展度达

到 500mm的时间�s�。 

2.1.5  J-环扩展度  J-Ring flow 

指 J-环扩展度实验中�混凝土停止流动后�展开圆形的最大直径和与最大直径呈垂直方

向的直径的平均值�mm�。 

2.1.6  浮浆百分比  static segregation percent 

筛析实验中�混凝土静置 120s±5s后�流过标准筛的浆体质量与混凝土质量的比例�%�。 

2.2  符号 

2.2.1  自密实性能 

SF——混凝土坍落扩展度� 

VS——T50流动时间� 

PA——混凝土坍落扩展度与J-环扩展度之差� 

SR——混凝土浮浆百分比� 

ƒm——混凝土粗骨料振动离析率。 

2.2.2  体积 

Vg——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粗骨料的体积� 

Vm——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砂浆的体积� 

Vp——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去除粗、细骨料后剩下的浆体体积� 

Vb——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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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水的体积� 

Va——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引入的空气体积� 

Vs——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砂的体积。 

2.2.3  质量  

mg——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粗骨料的质量� 

ms——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细骨料的质量� 

mb——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的质量� 

mw——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用水的质量。 

2.2.4  密度 

ρw——拌合水的表观密度� 

ρb——胶凝材料的表观密度� 

ρc——水泥表观密度�  

ρm——矿物掺合料表观密度� 

ρg——粗骨料的表观密度� 

ρs——砂的表观密度。 

2.2.4  强度  

fcu,0——混凝土配制强度值。 

2.2.5  其他 

β——单位体积自密实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占总胶凝材料的质量分数� 

Φs——单位体积砂浆中砂所占的体积分数� 

γ——矿物掺合料胶凝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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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 

3.1  胶凝材料 

3.1.1  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 的规定�当采用其他品种水泥

时�其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 

3.1.2  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硅灰等矿物掺合料�其性能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

的要求。当采用其它掺合料时�应通过充分试验进行验证。 

3.2  骨料  

3.2.1  粗骨料宜采用连续级配或 2 个及以上单粒径级配搭配使用�最大公称粒径不宜大于

20mm�对于结构紧密的竖向构件、复杂形状的结构以及有特殊要求的工程�粗骨料的最大

公称粒径不宜大于 16mm。粗骨料的针片状颗粒含量、含泥量及泥块含量�应符合表 3.2.1

的要求�其他性能及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

准》JGJ52中的相关规定。 

表 3.2.1  粗骨料的性能指标 

项目 针片状颗粒含量 含泥量  泥块含量 

指标 ≤8% ≤1.0% ≤0.5 % 

3.2.2  轻粗骨料宜采用连续级配�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3.2.2的要求�其它性能及试验方法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 1部分�轻集料》GB/T I 7431.1和行业标准《轻

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JGJ51中的相关规定。  

表 3.2.2  轻粗骨料的性能相关指标 

项目 密度等级 最大粒径 粒型系数 24h吸水率 

指标 ≥700 ≤16mm ≤2.0 ≤10% 

3.2.3  细骨料宜选用级配Ⅱ区的中砂�天然砂的含泥量、泥块含量应符合表 3.2.3-1的要求�

人工砂的石粉含量应符合表 3.2.3-2 的要求�当人工砂中含泥量很低�MB≤1.0��在配制

C25及以下混凝土时�经试验验证能确保混凝土质量后�其石粉含量可放宽到 15%。试验应

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52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表 3.2.3-1  天然砂的含泥量和泥块含量指标 

项目 含泥量 泥块含量 

指标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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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2  人工砂的石粉含量 

项  目 

指  标 

≥C60 C55�C30 ≤C25 

石粉含量 

MB�1.4�合格�  ≤5.0%  ≤7.0% ≤10.0% 

MB≥1.4�不合格� ≤2.0%  ≤3.0% ≤5.0% 

3.3  外加剂 

3.3.1  外加剂宜选用高性能减水剂或高效减水剂。外加剂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外加剂》GB 8076和《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中的相关规定。 

3.3.2  掺用改善拌合物性能的其他外加剂时�应通过充分试验进行验证�其性能应满足现行

相关标准的要求。 

3.3.3  掺用膨胀剂时�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膨胀剂》GB23439 中的相关规

定。 

3.4  拌合用水 

3.4.1  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63的相关规定。 

3.5  其它 

3.5.1  根据工程需要�自密实混凝土加入钢纤维、合成纤维时�其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纤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221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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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凝土性能 

4.1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 

4.1.1  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除满足凝结时间、泌水、粘稠性和保水性等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

能外�还应满足混凝土自密实性能。 

4.1.2  新拌混凝土自密实性能应满足建�构�筑物的结构和施工要求。 

4.1.3  混凝土自密实性能包括填充性、间隙通过性和抗离析性�性能分级及指标测试方法可

表 4.1.3的规定进行�其具体测试方法应按本规程附录 A进行。 

表 4.1.3  混凝土拌合物自密实性能指标  

检测性能 

性能指标测

试方法 

测试值 性能等级 性能指标 

填充性 

坍落扩展度 坍落扩展度 

SF1 550 mm ~650 mm 

SF2 660 mm ~750 mm 

SF3 760 mm~850 mm 

T50 扩展时间 VS 2 s≤T50≤5 s 

间隙通过性 J环扩展度 

坍落扩展度与有环条件下

的扩展度差值 

PA1 25 mm�PA1≤50 mm 

PA2 0 mm ≤PA2≤25mm 

抗离析性 

筛析法 浮浆百分比 

SR1 ≤20% 

SR2 ≤15% 

跳桌法 离析率 ƒm ≤10% 

4.1.4  自密实性能指标分为必控指标和可选指标�自密实混凝土应根据结构形状、尺寸、配

筋状态、施工方式等特点�按表 4.1.4选择自密实性能指标。 

表 4.1.4 混凝土自密实性能指标应用范围 

性能指标 等级 应用范围 说明 

填充性 

SF1 

1. 从顶部浇筑的无配筋或配筋较少的混凝土结构物�如�平板�。 

2. 泵送浇筑施工的工程。 

3. 截面较小�无需水平长距离流动的竖向结构物�如�桩和一些深基础�。 

必控指标 SF2 适合大多的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 

SF3 

适用于结构紧密的竖向构件、形状复杂的结构等�粗骨料最大公称粒径宜小于

16mm�。 

VS 对于配筋较多的结构或要求具有较高混凝土外观性能应严格控制。 

间隙通过性 

PA1 适用于钢筋净距 80mm至 100mm。 

可选指标 

PA2 适用于钢筋净距 60mm至 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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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离析性 

SR1 适用于流动距离小于 5m、钢筋净距大于 80mm的薄板结构和竖向结构。  

可选指标 

SR2 

适用于流动距离超过 5m、且钢筋净距大于 80mm的竖向结构。也适用于流动距

离小于 5m、钢筋净距小于 80mm 的竖向结构�但流动距离超过 5 米�SR 值宜

小于 10%。 

注�1  只有在少量或没有加筋的情况下�间隙通过性可不必作为自密实混凝土的性能指标�对于钢筋净

距小于 60mm 宜进行模拟实验�对于钢筋净距大于 80mm 的薄板结构或钢筋净距大于 100mm的其他结构

可不做此项要求。 

2  要求高填充性�坍落扩展度指标为 SF2或 SF3�的自密实混凝土�应做此项要求。 

4.2  硬化混凝土的性能 

4.2.1  硬化混凝土力学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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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应根据所应用结构形式的特点、施工工艺以及环境因素对自密实

混凝土的技术要求进行设计�在综合考虑混凝土自密实性能、强度、耐久性以及其他必要的

性能要求基础上�提出初始配合比�经实验室试配调整得出满足工作性要求的基准配合比�

并进一步经强度、耐久性复核得到生产配合比。 

5.1.2  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宜采用绝对体积法。自密实混凝土水胶比宜小于 0.42�胶凝

材料用量宜控制在 450kg/m
3
~550kg/m

3。 

5.1.3  自密实混凝土宜采用通过增加胶凝材料的方法适当增加浆体体积或通过添加外加剂

的方法来改善浆体的粘聚性和流动性。 

5.1.4  钢管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应采取减少收缩的措施。 

5.2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5.2.1  初始配合比设计宜符合下列步骤和要求� 

1  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确定拌合物中粗骨料体积、砂浆中砂的体积分数、水胶

比、胶凝材料中矿物掺合料的用量和胶凝材料用量等参数。 

2  确定粗骨料体积�Vg�及质量�mg� 

①单方混凝土中粗骨料绝对体积用量�Vg�可按表 5.2.1选用。 

表 5.2.1  单方混凝土中粗骨料体积用量 

流动性指标 SF1 SF2 SF3 

单方混凝土中粗骨料绝对体积用量�m
3
� 0.32�0.35 0.30�0.33 0.28�0.32 

②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粗骨料的质量�mg�根据粗骨料绝对体积�Vg�和表观密

度�ρg��并按下式计算� 

   
g g g

m V �� �                    �5.2.1-1� 

3  砂浆体积�Vm��可按下式计算� 

                                     1
m g

V V� �                         �5.2.1-2� 

4  砂浆中砂的体积分数�Φs��可取 0.42�0.45。 

5  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砂用量�ms�可根据砂浆体积�Vm�及砂浆中砂的体积分

数�Φs�、砂的表观密度�ρs��并按下列公式计算� 

                                     Φ
s m s

V V� �                       �5.2.1-3� 

                                     
s s s

m V �� �                        �5.2.1-4� 

式中�Vs——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砂的密实体积�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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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砂质量�kg�。 

6  浆体体积�Vp��可按下式计算� 

                                     
p m s

V V V� �                    �5.2.1-5� 

7  胶凝材料表观密度�ρb�可根据矿物掺合料和水泥的相对含量及各自的表观密度�

并按下式计算� 

                                   
1

( 1 )b

m c

�
� �

� �

�
�

�

               �5.2.1-6� 

式中�ρb——胶凝材料表观密度�kg/m
3�� 

  β——自密实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占胶凝材料的质量分数�%�� 

ρm——矿物掺合料表观密度�kg/m
3�� 

ρc——水泥表观密度�kg/m
3�。 

8  自密实混凝土配制强度 fcu,0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相关规定进行计算。 

9  确定水胶比�mw/mb� 

①根据工程所使用的原材料�通过建立的水胶比与自密实混凝土抗压强度关系式来计算

得到水胶比。  

②当不具备上述试验统计资料时�可按下式计算� 

                        
2.1

)1(42.0
/

0,
�

���
�

cu

ce

bw
f

f
mm

���
            �5.2.1-7� 

式中�  fce——为水泥的28d实测抗压强度�MPa��当水泥28d抗压强度未能进行实测时�

可采用水泥强度等级对应值乘以1.1得到的数值作为水泥强度值代入上式� 

β——自密实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占胶凝材料的质量分数�当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

矿物掺合料时�可以β1、β2、β3表示�并进行相应计算�根据自密实混凝土工作性、耐久性、

温升控制等要求�合理选择胶凝材料中水泥、矿物掺合料类型�矿物掺合料占胶凝材料用量

的质量分数β不宜小于0.2。�� 

γ——为矿物掺合料的胶凝系数�对于石灰石粉�β≤0.2�、I 级或 II 级粉煤灰�β

≤0.3�、S95或 S105级矿渣粉�β≤0.4��分别可取 0.2、0.4和 0.9� 

mb——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的质量�kg�� 

mw——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用水量�kg�。 

10  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的质量�mb�可根据自密实混凝土中的浆体体

积�Vp��由胶凝材料的表观密度�ρb�、水胶比�mw/mb�等参数�并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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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

p a

b

w b

b w

V V
m

m m

� �

�
�

�

              �5.2.1-8� 

式中�Va——为引入空气的体积�对于非引气型的自密实混凝土�Va一般可取 10L� 

 ρw——为拌合水的表观密度�取 1000kg/m
3。 

11  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用水量�mw�可根据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胶凝材料

用量�mb�以及水胶比�mw/mb��并按下式可计算� 

  )/(
bwbw

mmmm ��               �5.2.1-9� 

12  每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水泥的质量�mc�和矿物掺合料的质量�mm�可根据每

立方米自密实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的质量�mb�和胶凝材料中矿物掺合料的质量分数�β��

并按下列公式计算� 

                                  ���
bm

mm                       �5.2.1-10� 

                                  
mbc

mmm ��                      �5.2.1-11� 

13  根据试验�选择外加剂的品种和用量�外加剂用量按下式计算� 

���
bca

mm                      �5.2.1-12� 

式中�mca——每立方自密实混凝土中外加剂用量�kg�� 

α——外加剂掺量�以占胶凝材料总量的质量百分数表示�%��应由试验确定。 

5.2.2  试拌、调整与确定 

1  混凝土试配时应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原材料�每盘混凝土的最小搅拌量不宜小于

25L。 

2  试配时�首先应进行试拌�然后检查拌合物自密实性能必控指标�再检查拌合物自

密实性能可选指标。当试拌得出的拌合物自密实性能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在水胶比不变、胶

凝材料用量和外加剂用量合理的原则下调整胶凝材料用量、外加剂用量或砂的体积分数等�

直到符合要求为止。然后提出供混凝土强度试验用的基准配合比。 

3  混凝土强度试验时至少应采用三个不同的配合比。当采用不同的配合比时�其中一

个应为本规程 5.2.2中第 3条确定的基准配合比�别外两个配合比的水胶比宜较基准配合比

分别增加和减少 0.02�用水量与基准配合比相同�砂的体积分数可分别增加或减少 1%。  

4  制作混凝土强度试验试件时�应验证拌合物自密实性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并以结

果作为代表相应配合比的混凝土拌合物的性能。 

5  进行混凝土强度试验时�每种配合比至少应制作一组�三块�试件�标准养护到 28d

或设计强度要求的龄期时试压�也可同时多制作几组试件�按《早期推定混凝土强度试验方

法标准》JGJ/T15早期推定混凝土强度�用于配合比调整�但最终应满足标准养护 28d或设

计规定龄期的强度要求。如有耐久性要求时�还应检测相应的耐久性指标。 

6  根据试配结果对基准配合比进行调整�直至拌合物自密实性能和硬化后混凝土性能

都满足相应规定为止�获得生产配合比。 



- 12 - 

7  对于应用条件特殊的工程�可对确定的配合比进行模拟试验�以检验所设计的配合

比是否满足工程应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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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混凝土制备与运输 

6.1  一般规定 

6.1.1  自密实混凝土宜采用集中搅拌方式生产�生产过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

GB/T14902的要求。 

6.2  原材料检验与贮存 

6.2.1  自密实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时�供方应按批次向需方提供质量证明文件。 

6.2.2  原材料进场后�应按批次进行进场验收检验�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胶凝材料、外加剂的检验项目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2  粗、细骨料的检验项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

标准》JGJ52的要求�其中人工砂检验项目还应包括MB值� 

3  其它原材料应按各种原材料在混凝土中应用的有关标准执行。 

6.2.3  原材料进场后�应按种类、批次分开贮存与堆放�适量储备�标识明显�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水泥、掺合料及其它粉料应按生产厂家、品种及等级分别贮存�并应防止受潮和污

染。 

2  骨料宜采用仓储或带棚堆场贮存。不同品种、规格的骨料应分别贮存�堆料仓应设

有分隔区域。 

3  外加剂应按生产厂家、品种分别贮存�采取遮阳、防水等措施。外加剂储存过久或

遇有可能影响其质量的情况时�使用前应复检。 

6.3  生产与计量 

6.3.1  原材料的计量应按质量计�计量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3.1的规定。 

表 6.3.1  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 

序号 原材料品种 胶凝材料�%� 骨料�%� 水�%� 外加剂�%� 掺合料�%� 

1 每盘计量允许偏差 ±2 ±3 ±1 ±1 ±2 

2 累计计量允许偏差 ±1 ±2 ±1 ±1 ±1 

注�1  现场搅拌时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应满足每盘计量允许偏差要求� 

2  累计计量允许偏差是指每一运输车中各盘混凝土的每种材料计量称的偏差。该项指标仅适用于

采用计算机控制计量的搅拌站。 

6.3.2  自密实混凝土搅拌时间宜比普通混凝土适当延长。 

6.3.3  生产过程中�每台班骨料至少检测一次含水率。当骨料含水率有显著变化时�应增加

测定次数�并应依据检测结果及时调整材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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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高温施工时�生产自密实混凝土原材料入机温度应符合表 6.3.4规定�必要时应对原

材料采取控温措施。 

 

表 6.3.4  原材料最高入机温度 

原材料 最高入机温度�℃� 

水泥 60 

骨料 30 

水 20 

粉煤灰等掺合料 60 

6.3.5  冬期施工时�宜对拌合水、骨料进行加热�但拌合水温度不宜超过 60℃、骨料不宜

超过 40℃�水泥、外加剂、掺合料不得直接加热。 

6.4  运输 

6.4.1  运输应采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并应采取防晒、防寒等措施。 

6.4.2  运输车在接料前应将车内残留的混凝土清洗干净�并将车内积水排尽。 

6.4.3  运输过程中�搅拌车的滚筒应保持匀速转动�速度应控制在 3r/min�5r/min�并严禁

向车内加水。 

6.4.4  运输车从开始接料至卸料的时间不宜大于 90min�如需延长运送时间�应采取相应的

有效技术措施�并应通过试验验证。 

6.4.5  卸料前�运输车罐体宜快速旋转 20s以上方可卸料。 

6.4.6  当混凝土自密实性能不能满足要求时�可加入适量的与原配合比相同成分的外加剂�

外加剂掺入后搅拌运输车滚筒应快速旋转�外加剂掺量和旋转搅拌时间应通过试验验证。 

6.4.7  自密实混凝土的供应速度应保证施工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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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 

7.1  一般规定 

7.1.1  自密实混凝土施工前应根据工程结构类型和特点、工程量、材料供应情况、施工条件

和进度计划等确定施工方案�并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针对性交底。 

7.1.2  自密实混凝土施工应加强过程监控�并根据监控情况及时调整施工措施。 

7.2  模板施工 

7.2.1  模板及其支撑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JGJ162规定�

其中新浇筑混凝土对模板的最大侧压力按 c
�

H�液体压力�计算。 

7.2.2  模板的支撑立柱应置于坚实的地�基�面上�模板体系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刚

度和稳定性�能可靠地承受浇筑混凝土的自重、侧压力、风荷载及施工荷载。 

7.2.3  对外观有严格要求的现浇或预制构件�应严格选择模板的材质和脱模剂种类。 

7.2.4  成型的模板应拼装紧密�不得漏浆�并能保证构件尺寸、形状正确� 

1  斜坡面混凝土的外斜坡表面应支设模板� 

2  混凝土上表面模板应有抗自密实混凝土浮力的措施� 

3  浇筑形状复杂或封闭模板空间内混凝土时�应在模板上适当部位设置排气口和浇注

观察口。 

7.2.5  模板及其支架拆除的顺序及安全措施应按施工技术方案执行。 

7.2.6  拆模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要求�

对薄壁、异型等构件宜延长拆模时间。  

7.3  浇筑 

7.3.1  高温施工时�混凝土入模温度不宜超过 35℃�冬期施工时�混凝土入模温度不宜低

于 5℃。 

7.3.2  大体积自密实混凝土入模温度宜控制在 30℃以下�混凝土在入模温度基础上的绝热

温升值不宜大于 50℃�混凝土的降温速率不宜大于 2.0℃/d。 

7.3.3  浇筑时应根据浇筑部位的结构特点及混凝土自密实性能选择适当机具与浇筑方法。 

7.3.4  浇筑混凝土时现场应有专人进行监控�当运抵现场的混凝土坍落扩展度低于设计要求

下限值时�应采取可靠的方法调整坍落扩展度。在降雨、雪时不宜在露天浇筑混凝土。 

7.3.5  泵送施工时�输送泵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JGJ/T10相关

规定。泵送轻骨料自密实混凝土所用的轻粗骨料在使用前�宜采用浸水、洒水或加压预湿等

措施进行预湿处理。 

7.3.6  自密实混凝土泵送和浇筑过程应保持其连续性�减少分层�保持混凝土流动性。 

7.3.7  大体积自密实混凝土采用整体分层连续浇筑或推移式连续浇筑时�应缩短间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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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前层混凝土初凝之前浇筑次层混凝土�同时应减少分层浇筑的次数。 

7.3.8  自密实混凝土浇筑最大水平流动距离应根据施工部位具体要求而定�最大不宜超过

7m。布料点应结合自密实性能选择适宜的间距�必要时可通过试验确定混凝土布料点下料

间距。 

7.3.9  柱、墙模板内的混凝土浇筑倾落高度应在 5m以下�当不能满足规定时�应加设串筒、

溜管、溜槽等装置。 

7.3.10  对于浇筑结构复杂、配筋密集的混凝土构件时�为防止产生浇筑不均匀及表面气泡�

可在模板外侧进行辅助敲击。 

7.3.11  型钢混凝土结构应均匀对称浇筑�防止扭曲变形。 

7.3.12  钢管自密实混凝土结构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设计要求或在钢管适当位置设置排气孔�排气孔孔径宜为 20mm� 

2  混凝土最大倾落高度不宜大于 9m�倾落高度大于 9m时应采用串筒、溜槽、溜管等

辅助装置进行浇筑� 

3  混凝土从管底顶升浇筑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在钢管底部设置进料管�进料管应设止流阀门�止流阀门可在顶升浇筑的混凝土

达到终凝后拆除� 

2)应控制混凝土顶升速度�有效保证混凝土的顶升或停止过程� 

3)浇筑完毕 30min后�应观察管顶混凝土有无回落下沉�若有下沉�则用人工补浇管

顶混凝土。 

7.3.13  自密实混凝土宜避开高温时段浇筑。当水分蒸发速率过快时�应在施工作业面采取

挡风、遮阳等措施。 

7.3.14  除上述规定外�其他按普通混凝土有关标准规定执行。 

7.4  养护 

7.4.1  应综合考虑自密实混凝土性能、现场条件、环境温湿度、构件特点、技术要求、施工

操作等因素制定养护方案。 

7.4.2  自密实混凝土浇筑完毕�应及时采用覆盖、蓄水、薄膜保湿、喷涂或涂刷养护剂等养

护措施�养护时间不得少于 14d。 

7.4.3  大体积自密实混凝土养护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GB50496 的有关规定。对裂缝有严格要求的部位应再适

当延长养护时间。 

7.4.4  对于平面结构构件�混凝土浇筑收浆和抹压后�应及时采用塑料薄膜覆盖严密�并保

持塑料薄膜内有凝结水。混凝土强度达到 1.2N/mm
2后�用麻袋或草袋覆盖浇水养护�条件

许可时宜蓄水养护。 

7.4.5  垂直结构构件拆模后�表面宜用麻袋或棉被覆盖并浇水养护�也可涂刷养护剂。 

7.4.6  冬期施工不能向裸露部位的自密实混凝土直接浇水养护�应用保温材料和塑料薄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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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温、保湿养护�保温材料的厚度应经热工计算确定。 

7.4.7  采用蒸汽养护的预制构件�养护制度应进行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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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检验与验收 

8.1  质量检验 

8.1.1  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除应检验氯离子总含量等普通混凝土检验项目外�还应检验自密

实性能指标�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自密实性能指标检验应包括坍落扩展度和 T50扩展时间�其它自密实性能

指标检验及频率按合同规定进行。 

2  出厂坍落扩展度和 T50扩展时间检验时�同配合比的混凝土检验不应少于 1 次�

当一个工作班相同配合比的混凝土不足 50m
3时�其取样检验不得少于 1次。  

3  交货时的自密实混凝土坍落扩展度和 T50扩展时间检验频率应与强度检验频率一

致。 

4  实测坍落扩展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混凝土拌合物不得发生外沿泌浆和中心骨料堆

积现象。 

8.1.2  对掺引气型外加剂的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应检验其含气量�含气量检验应符合相关标

准和合同的规定。 

8.1.3  自密实混凝土应进行抗压强度试验�其试件留置方法和数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执行。 

8.1.4  对有设计要求耐久性的自密实混凝土�还应检验相关耐久性项目�其试件留置方法和

数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193的规定。 

8.1.5  混凝土自密实性能的试验方法应按本规程附录 A 进行�混凝土试件成型方法应按附

录 B 进行。拌合物的其它性能试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GB/T50080的相关规定执行。自密实混凝土的力学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应分

别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和《普通混凝土长期性

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2相关规定执行。 

8.2  检验评定 

8.2.1  自密实混凝土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50107 的规定

分批检验评定�并应满足设计要求。 

8.2.2  自密实混凝土耐久性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193

的规定检验评定�并应满足设计要求。 

8.3  工程验收 

8.3.1  自密实混凝土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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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新拌自密实混凝土自密实性能测试方法 

A.1  自密实混凝土坍落扩展度和 T50试验方法 

A.1.1  本方法用于测量新拌自密实混凝土的填充性能。 

A.1.2  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混凝土坍落度筒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坍落度仪》JG 3021相关规定。 

2  底板应为硬质不吸水的光滑正方形平板�边长为 1000mm�最大挠度不超过 3mm。

在平板表面标出坍落度筒的中心位置和直径分别为 500mm、600mm、700mm、800mm 及

900mm的同心圆�见图 A.1.2。 

 

图 A.1.2  底板 

3  铲子、抹刀、钢尺�精度 1mm�、秒表、盛料容器等辅助工具。  

A.1.3  试验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润湿底板和坍落度筒�在坍落度筒内壁和底板上应无明水�底板应放置在坚实的水

平面上�并把筒放在底板中心�然后用脚踩住两边的脚踏板�坍落度筒在装料时应保持在固

定的位置。 

2  在新拌混凝土试样不产生离析的状态下�将其填入坍落度筒内�利用盛料容器使内

盛的混凝土拌合物均匀流出�不分层一次填充至满�自开始入料至填充结束应在 1.5min 内

完成�且不施以任何捣实或振动。  

3  用刮刀刮除坍落度筒中已填充混凝土顶部的余料�使其与坍落度筒的上缘齐平后�

随即将坍落度筒沿铅直方向匀速地向上提起 30cm 的高度�提起时间宜控制在 3s 左右。待

混凝土的停止流动后�测量展开圆形的最大直径�以及与最大直径呈垂直方向的直径�测定

直径时量测一次即可。自坍落度筒提起至测量拌合物扩展直径结束应控制在 40s内完成。 

4  测定扩展度达 500mm的时间 T50时�应自坍落度筒提起时开始�至扩展开的混凝土

外缘初触平板上所绘直径 500mm的圆周为止�以秒表测定时间�精确至 0.1s。 

A.1.4  混凝土的扩展度为混凝土拌合物坍落扩展终止后扩展面相互垂直的两个直径的平均

值�应精确至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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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观察最终坍落后的混凝土状况�如发现粗骨料在中央堆积或最终扩展后的混凝土边

缘有较多水泥浆析出�表示此混凝土拌合物抗离析性不好�应予记录。 

A.2  自密实混凝土 J-环扩展度试验方法 

A.2.1  本方法适用于测试新拌自密实混凝土的间隙通过性。 

A.2.2  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J-环应由钢或不锈钢制得�并由 16个直径为 16mm的圆钢组成的仪器�其尺寸应符

合图 A.2.2要求。 

2  混凝土坍落度筒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坍落度仪》JG 3021 中相关技术要求

的规定。 

3  底板应为硬质不吸水的光滑正方形平板�边长为 1000mm�最大挠度不超过 3mm。 

4  铲子、抹刀、钢尺�精度 1mm�、盛料容器辅助工具。  

 

图 A.2.2  J-环的形状和尺寸 

A.2.3  试验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润湿底板、J-环和坍落度筒�在坍落度筒内壁和底板上应无明水�底板应放置在坚

实的水平面上�并把 J-环放在底板中心。 

2  将坍落度筒倒置在底板中心�并与 J-环同心。然后�将混凝土不分层一次填充至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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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抹刀刮除坍落度筒顶部的余料�使其与坍落度筒的上缘齐平后。刮除底板上坍落

度筒周围的多余混凝土�以防止影响到自密实混凝土流动。随即将坍落度筒沿铅直方向连续

地向上提起 229mm±76mm左右的高度�提起时间宜控制在 3s±1s左右。自开始入料至提起

坍落度筒应在 2.5min内完成。 

4  待混凝土的流动停止后�测量展开圆形的最大直径�d1��以及与最大直径呈垂直方

向的直径�d2��J-环扩展度按下式计算� 

J-环扩展度 = 1 2

2

d d�
 

5  自密实混凝土间隙通过性性能指标�PA�根据附录 A.1“自密实混凝土坍落扩展度

和 T50试验方法”的测试混凝土坍落扩展度�并按下式计算�  

PA=坍落扩展度——J-环扩展度 

6  目视检查 J-环加筋杆附近是否有骨料堵塞的现象。 

A.3  自密实混凝土抗离析性试验方法 

A.3.1  本方法适用于测试新拌自密实混凝土抗离析性能。 

A.3.2  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称——称量 10kg�感量 5g� 

2  试验筛——5mm方孔直径的 350mm标准筛及托盘各一个� 

3盛料器——10L盛料器�应图 A.3.2相关要求�  

 

图 A.3.2  盛料器形状和尺寸 

5  辅助工具——铲子�塑料桶�勺子�橡胶手套等。 

A.3.3  试验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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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 10L±0.5L混凝土置于盛料器中�放罢在水平位置上�静置 15min±0.5min。 

2  先将标准筛放在托盘上并一起放在称上去皮�然后将容量筒上部混凝土 4.8kg±0.2 kg

移出�倒人方孔筛�称量倒入标准筛中混凝土的质量m0。 

3  静置 120s±5s后�先把筛及筛上的混凝土移走�称量筛孔流到托盘上的浆体质量 m1。 

4  用浆体通过标准筛量反映混凝土离析性。 

A.3.4  混凝土拌合物浮浆百分比�SR�应按下式计算� 

1

0

100%
m

SR
m

� �  

式中�SR——浮浆百分比�%�� 

m1——通过标准筛的水泥浆质量�g�� 

m0——倒入标准筛混凝土的质量�g�。 

A.4  拌合物稳定性跳桌试验方法 

A.4.1  本方法适用于测试新拌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稳定性。 

A.4.2  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拌合物稳定性检测筒由硬质、光滑、平整的金属板制成�检测筒内径为 115mm�

外径为 135mm�分三节�每节高度均为 100mm�并用活动扣件固定�见图 A.4.2。 

 

图 A.4.2 稳定性检测筒尺寸 

2  跳桌�振幅为 25mm 士 2mm�、抹刀、5mm 筛子、台秤、天平、海绵和料斗等辅

助工具。 

A.4.3  试验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首先将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用料斗装入稳定性检测筒内�平至料斗口�垂直移走料

斗�静置 l min�用抹刀将多余的拌合物除去并抹平�要轻抹�不允许压抹。 

2  将稳定性检测筒放置在跳桌上�每秒钟转动一次摇柄�使跳桌跳动 2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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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节拆除稳定性检测筒�并将每节筒内拌合物装人孔径为 5mm的圆孔筛子中�用

清水冲洗拌合物�筛除浆体和细骨料�将剩余的粗骨料用海绵拭干表面的水分�用天平称其

质量�精确到 1g�分别得到上、中、下三段拌合物中粗骨料的湿重�m1、m2和 m3。 

A.4.4  粗骨料振动离析率应按下式计算� 

3 1 100%
m

m m
f

m

�
� �  

式中�ƒm——粗骨料振动离析率�%�� 

m ——三段混凝土拌合物中湿骨料质量的平均值�g�� 

m1——上段混凝土拌合物中湿骨料的质量�g�� 

m3——下段混凝土拌合物中湿骨料的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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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自密实混凝土试件成型方法 

B.0.1  本方法适用于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及力学性能、长期性和耐久性试件成型试验

装料。 

B.0.2  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试模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2  根据需要准备盛料容器� 

3  配备铲子、抹刀、橡胶手套等其它辅助工具。 

B.0.3  混凝土试件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成型前�应检查试模尺寸�并对试模表面涂一薄层矿物油或其他不与混凝土发生反

应的脱模剂。 

2  在试验室拌制混凝土时�其材料用量应以质量计�称量的精度�水泥、掺合料、水

和外加剂为±0.5%�骨料为±1%。 

B.0.4  取样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50080 中的相关

规定�对新拌自密实混凝土进行取样�并装入盛料器里。 

B.0.5  试验成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取样或试验室拌制的自密实混凝土应在拌制后尽短的时间内成型�一般不宜超过

15min。 

2  取样或拌制好的混凝土拌合物应至少用铁锨再来回拌三次�装入盛料器里。 

3  将混凝土拌合物不分层一次装入试模�装料时宜用抹刀沿各试模壁插捣�并使混凝

土拌合物高出试模口。 

注�自密实混凝土成型时不应使用振动台或插捣方法成型。 

4  刮除试模上口多余的混凝土并用抹刀抹平。 



- 25 -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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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50107 

2.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0 

3.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 

4.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2 

5.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50119 

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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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 

9. 《混凝土外加剂》GB8076 

10. 《混凝土膨胀剂》GB23439 

11. 《预拌混凝土》GB/T14902 

12.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 1部分�轻集料》GB/T I7431.1 

13.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JGJ/T10 

14.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JGJ51 

15.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52 

16.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 

17.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63 

18.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JGJ162 

19.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193 

20. 《纤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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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 XXX—XXXX��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XX年 XX月

XX日以第 XX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中自密

实混凝土工程应用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试验取得了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的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

条文规定�《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条文

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

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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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近年来自密实混凝土在工程中的应用越来越多�但尚无专门的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

的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指导自密实混凝土的生产和应用�无法为自密实混凝土在建筑工程

中的广泛应用提供技术依据。因此�制定本规程是非常必要。 

1.0.2  本条主要是明确自密实混凝土适用范围。自密实混凝土适用于现场浇筑的自密实混凝

土工程和生产预制自密实混凝土构件�尤其适用于浇筑量大、振捣困难的结构以及对施工进

度、噪音有特殊要求的工程。 

1.0.3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与其它标准、规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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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2.1.2  强调自密实混凝土的特点。 

2.1.3  根据《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对胶凝材料的定义。  

2.1.4  本条对扩展时间进行定义。 

2.1.5  本条根据美国 ASTM标准《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Passing Ability of Self-Consol

idating Concrete by J-Ring》C1621/C1621M-09b对 J-环扩展度的定义。 

2.1.6  本条根据欧洲自密实混凝土指南《The European Guidelines for Self-Compacting 

Concrete–Specification, Production and Use》对浮浆百分比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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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 

3.1 胶凝材料 

3.1.1  本条规定了自密实混凝土所用的水泥品种。当有特殊要求时�可根据设计、施工要求

以及工程所处环境确定。自密实混凝土宜选用通用硅酸盐水泥�不宜采用铝酸盐水泥、硫铝

酸盐水泥等凝结时间短、流动性经时损失大的水泥。 

3.1.2  自密实混凝土可掺入粉煤灰、磨细矿渣粉、硅粉等矿物掺合料�并应符合相关矿物掺

合料应用技术规范以及相关标准的要求。不同的矿物掺合料对混凝土工作性和物理力学性

能、耐久性所产生的作用既有共性�又不完全相同。因此�应依据混凝土所处环境、设计要

求、施工工艺要求等因素�经试验确定矿物掺合料种类及用量。当使用磨细矿化碳酸钙、石

英粉等其它掺合料时�应考虑掺合料的粒径分布、形状和需水量�减少对混凝土拌合物需水

量/敏感度的影响�并通过实验验证�方可使用。  

3.2  骨料 

3.2.1  在满足自密实混凝土性能的前提下�可根据优质、经济、就地取材的原则选择天然骨

料、人工骨料或两者混合使用来制备自密实混凝土。粗骨料最大粒径对自密实混凝土工作性

能影响较大�根据国内外标准相关规定和工程实际经验�粗骨料最大粒径不宜超过 20mm。

欧洲《自密实混凝土规范和指南》中对配筋密集、形状复杂的结构或有特殊要求的工程�要

求自密实混凝土坍落扩展度在 750mm�850mm 或 850mm 以上�粗骨料的最大粒径不宜大

于 16mm。 

粗骨料中针片状颗粒含量对自密实混凝土间隙通过性影响较大�将增加拌合物的流动阻

力�同时�对混凝土强度等性能也存在不利影响。《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CECS203:2006 规定粗骨料中针、片状含量不宜超过 8%�而《自密实混凝土设计与施工指

南》CCES02-2004 规定粗骨料中针、片状含量不宜超过 10%。因此�编制组开展了关于针

片状颗粒对自密实混凝土自密实性能相关性的主要试验研究结果见表 3-1和表 3-2。 

表 3-1  验证实验混凝土基准配合比 

系列 强度 

每立方混凝土材料用量�kg/m
3

� 

水 水泥 矿粉 粉煤灰 砂子 石子 外加剂 

BZA C60 163 316 132 79 805 880 1.24% 

BZB C60 164 318 106 106 817 853 1.22% 

BZC C30 166 207 46 207 805 880 0.9% 

表 3-2  验证实验自密实混凝土测试结果 

编号 

石子针片

状含量含

量�%� 

坍落扩展

度(mm) 

J-环扩展

度(mm) 

J-环扩展

度与坍落

扩展度差

值(mm) 

T50(s) 

离析性百

分比(%) 

7d抗压

MPa 

28d抗压

MPa 

拌合物中

粗骨料堆

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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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A-1 6 760 760 0 1.75 17.93 36.3 50.8  

BZA-2 7 755 745 10 2.1 12.70 40.3 56  

BZA-3 8 755 750 5 1.82 18.11 38.5 52.3  

BZA-4 9 760 750 10 2.33 16.39 42.6 57.5  

BZA -5 10 770 735 35 1.87 20.14 45.3 55.8 轻微 

BZC-1 5 655 650 5 3.35 3.52 21.6 31.7  

BZC-2 6 650 640 10 2.9 4.40 22.9 32.5   

BZC-3 7 680 670 10 3.92 8.01 26.6 37.5  

BZC-4 8 725 690 35 2.45 15.59 20.2 30.1 轻微 

BZC-5 9 657.5 645 22.5 3.49 5.86 29.4 44  

BZB-11 6 667.5 662.5 5 3.56 6.56 43.7 53.97  

BZB-12 7 660 655 5 2.78 5.19 46.4 60.48  

BZB-13 8 650 640 10 4.43 4.76 40.12 53.67  

BZB-14 9 700 625 65 2.11 13.6 41.26 55.56 严重 

BZB-15 10 665 630 35 3.87 2.1 39 51.89 轻微 

由表 3.2-1 和表 3.2-2 可看出�当胶凝材料用量较多时�粗骨料的针、片状颗粒含量控

制在 8%以下�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易满足相关要求�当胶凝材料用量较低时�粗骨料的针、

片状颗粒含量过高�易造成拌合物粗骨料堆积�混凝土拌合物间隙通过性下降。结合试验验

证结果�本规程确定粗骨料针、片状颗粒含量上限值为 8%。 

粗骨料含泥量、泥块含量等性能指标对自密实混凝土性能也有较大影响�本规程按《普

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52-2006 相关要求严格取值�规定含泥量、泥

块含量应小于 1.0%、0.5%。 

3.2.2  轻粗骨料吸水率的大小�不仅影响轻骨料混凝土的性能�还将影响正常泵送施工。根

据国内相关研究情况�编制组开展了关于轻骨料吸水率对自密实混凝土自密实性能相关性试

验�研究结果见表 3-3和表 3-4。  

表 3-3  试验采用轻粗骨料性能指标 

种类 密度等级 最大粒径(mm) 筒压强度(MPa) 24h吸水率�%� 

圆形海泥陶粒 1000 ≤16 6.733 11.31 

椭圆形陶粒 900 ≤20 6.421 12.22 

圆形淤泥陶粒 1100 ≤16 7.653 18.9 

碎石形页岩陶粒 900 ≤20 9.46  7.385 

表 3-4  试验混凝土基准配合比 

种类 编号 

每立方混凝土材料用量�kg/m
3

� 陶粒预湿

时间 
水 水泥 粉煤灰 矿粉 砂子 陶粒 外加剂 

圆形淤泥陶粒 LSCC-1 174 338 145 0 793 560 5.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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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淤泥陶粒 LSCC-2 174 338 145 0 793 560 5.55 0.5 

圆形淤泥陶粒 LSCC-3 174 338 145 0 793 560 5.55 1 

圆形淤泥陶粒 LSCC-4 175 360 103 51 805 543 6.2 2 

椭圆形陶粒 LSCC-5 174 330 167 0 796 593 5.72 0 

椭圆形陶粒 LSCC-6 174 330 167 0 796 593 5.72 0.5 

椭圆形陶粒 LSCC-7 186 510 22 0 796 593 6.12 1 

椭圆形陶粒 LSCC-8 179 410 103 0 796 593 5.90 2 

圆形海泥陶粒 LSCC-9 175 360 103 51 805 504 8.11 0 

圆形海泥陶粒 LSCC-10 175 360 103 51 805 504 5.45 1 

圆形海泥陶粒 LSCC-11 170 349 100 50 781 592 6.00 0.5 

圆形海泥陶粒 LSCC-12 158 296 182 0 769 551 6.2 2 

碎石形页岩陶粒 LSCC-13 175 360 103 51 805 557 5.45 0.5 

表 3-5  试验测试结果 

编号 

扩展度

�mm� 

J环扩展

度�mm� 

T50时间

�s� 

浮浆百分

比�%� 

1h扩展度

/mm 

1h扩展度

损失 

百分比

�%� 

备注�配 25L混凝土� 

LSCC-1 690 660 2.08 3.92 455 34.06  多加 1.67kg水�33.3g外加剂 

LSCC-2 630 640 2.86 14.97 485 31.75   

LSCC-3 670 660 2.27 16.39  465 30.60   

LSCC-4 680 680 3.22 13.34  505 26.47   

LSCC-5 690 685 3.13 1.07  545 21.88  多加 0.371kg水�50g外加剂 

LSCC-6 635 605 3.87 1.22  535 20.47  多加 18.3g外加剂 

LSCC-7 675 685 4.94 4.36  565 15.04   

LSCC-8 660 650 4.14 2.20  590 10.61   

LSCC-9 620 615 7.03 2.94  565 15.67  多加 40g外加剂 

LSCC-10 640 635 2.25 7.64  605 10.94   

LSCC-11 600 605 4.34 2.92  550 8.33   

LSCC-12 630 630 5.13 2.91  630 4.76   

LSCC-13 590 570 3.77 0.23  565 4.23   

由表 3-4和表 3-5试验结果可看出�陶粒的吸水率过大�导致拌合物坍落扩展度损失过

快�影响到自密实混凝土自密实性能。结合《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JGJ 51-2002相关规

定以及国内相关研究文献�因此�本规程规定轻粗骨料 24h 吸水率宜不大于 10%。当 24h

吸水率大于 10%时�应通过试验验证�确保满足可泵送施工要求。  

当采用密度等级过低的轻骨料配制自密实混凝土时�混凝土拌合物易产生离析�因此�

本规程规定轻粗骨料密度等级不宜低于 700级。轻骨料最大粒径、粒型系数按行业标准《轻

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JGJ 51-2002 相关要求严格取值�规定最大粒径不大于 16mm、粒型

系数不大于 2.0。 

3.2.3  本条规定自密实混凝土所用细骨料宜选用中砂。砂的含泥量、泥块对自密实混凝土自

密实性能影响较大�故本规程规定天然砂的含泥量、泥块含量不大于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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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考国内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2006和《人

工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1-2011对人工砂中石粉含量的规定�见表 3-6和表 3-7��

编制组对人工砂石粉含量开展验证试验。 

表 3-6  建设部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2006 

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 C55�C30 ≤C25 

石粉含量�%� 

MB�1.4 ≤5.0 ≤7.0 ≤10.0 

MB≥1.4 ≤2.0 ≤3.0 ≤5.0 

表 3-7 《人工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1-2011 

项  目 

指  标 

≥C60 C55�C30 ≤C25 

石粉含量�%� 

MB�1.4�合格�  ≤5.0  ≤7.0  ≤10.0  

MB≥1.4�不合格� ≤2.0   ≤3.0  ≤5.0  

编制组以胶凝材料用量、石粉含量、人工砂MB值为主要影响因素�开展人工砂石粉、

MB值对自密实混凝土自密实性能影响试验�试验方案见表 3-8、 表 3-9和表 3-10。编制组

通过清洗人工砂、石粉含量来控制人工砂MB值。 

表 3-8 人工砂的 MB测试结果 

编号 人工砂 石粉 (%) 亚甲基蓝�ml� MB值 

1 未洗 2 20 1 

2 未洗 3 20 1 

3 未洗 5 25 1.25 

4 洗过 7 10 0.5 

5 洗过 12 15 0.75 

7 洗过 15 15 0.75 

表 3-9  人工砂自密实混凝土验证试验基准配合比 

强度 每立方混凝土材料用量�kg/m
3
� 

水 水泥 矿粉 粉煤灰 人工砂 石子 外加剂 

C60 166 305 107 123 798 853 1.25% 

C55 168 280 50 170 818 854 1.23% 

C25 179 192 48 240 830 880 0.92% 

表 3-10  人工砂自密实混凝土验证试验方案 

编号 强度 

人工砂石粉含量

�%� 

人工砂 MB值 编号 强度 

人工砂石粉含

量�%� 

人工砂 MB

值 

BZYA-1 C25 10 <1 BZYB-1 25 4 ≥1 

BZYA-2 C25 12 <1 BZYB-2 25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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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YA-3 C25 15 <1 BZYB-3 25 6 ≥1 

BZYA-4 C55 8 <1 BZYB-4 55 2 ≥1 

BZYA--5 C55 10 <1 BZYB -5 55 3 ≥1 

BZYA--6 C55 12 <1 BZYB-6 55 4 ≥1 

BZYA-7 C60 6 <1 BZYB-7 60 1 ≥1 

BZYA-8 C60 7 <1 BZYB-8 60 2 ≥1 

BZYA-9 C60 8 <1 BZYB-9 60 3 ≥1 

表 3-11  洗过人工砂的自密实混凝土验证试验结果 

编号 
石粉含量

�%� 

坍落扩展

度(mm) 

J-环扩

展度

(mm) 

J-环扩展度与

坍落扩展度差

值(mm) 

T50(s) 

7d抗压

�MPa� 

28d抗压

�MPa� 
和易性 

BZYA-1 10  675 670 5 2.93 
22.9 32.2 良好 

BZYA-2 12  658 650 8 2.71 
25 37.8 良好 

BZYA-3 15  675 665 10 2.86 
19.3 30.9 良好 

BZYA-4 8  605 605 0 1.98 
35.4 50.9 良好 

BZYA-5 10  643 635 8 5.02 
36.8 49.6 稍粘 

BZYA-6 12  643 635 8 8.84 
39.9 51.3 

较粘 

BZYA-7 6  705 705 0 2.37 
40.2 57.1 良好 

BZYA-8 7  680 670 10 4.56 
42.6 52.2 良好 

BZYA-9 8  660 650 10 6.67 
50.2 57.8 稍粘 

由表 3-10和表 3-11可知�当人工砂MB�1时�人工砂中石粉含量可控制在 7%、10%、

15%以内�所配制 C60、C55、C25人工砂自密实混凝土具有良好的和易性。 

表 3-12 未洗过人工砂的自密实混凝土验证试验结果 

编号 石粉含量�%� 

坍落扩展

度(mm) 

J-环扩展

度(mm) 

J-环扩展度与坍

落扩展度差值

(mm) 

T50(s) 

7d抗压

�MPa� 

28d抗压

�MPa� 
状态 

BZYB-1 4  660 650 10 3.14 
25.8 34.9 良好 

BZYB-2 5  650 640 10 2.67 
22.7 31.2 良好 

BZYB-3 6  620 620 0 4.9 
24.6 33.8 稍粘 

BZYB-4 2  605 605 0 2.78 
33.3 47.8 

良好 

BZYB-5 3  645 635 10 3.25 
38.2 49.7 良好 

BZYB-6 4  640 635 5 4.49 
38.3 48.6 稍粘 

BZYB-7 1  685 682.5 0 3.55 
45.4 57.7 良好 

BZYB-8 2  690 680 10 3.28 
42.4 55.1 

良好 

BZYB-9 3  690 680 5 5.77 
49.7 56 稍粘 

由表 3-10和表 3-12可知�在人工砂 MB值≥1.0 时�石粉含量对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

粘聚性影响较明显�石粉用量过大将会使混凝土拌合物过粘�混凝土流动性降低�影响到自

密实混凝土自密实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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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规程按行业标准《人工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1-2011中相关要求�

规定人工砂石粉含量按强度等级选择石粉含量。根据《人工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1-2011关于人工砂MB值和石粉含量的相关性试验�研究表明�若将MB值降低至 1.0时�

石粉中以粉为主�含泥量低�即使石粉含量达到 15%�人工砂的含泥量仍控制在现行行业

规范规定的限额内。结合以上验证试验结果�本规程规定当人工砂 MB≤1.0 时�配制 C25

及以下混凝土时�经试验验证能确保混凝土质量后�其石粉含量可放宽到 15%。 

3.3  外加剂 

3.3.1  本条规定制备自密实混凝土所用外加剂的种类。为获得外加剂最佳的性能�需考虑胶

凝材料的物理与化学特性�如细度、碳含量、碱含量和 C3A 等因素对外加剂产生的影响。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具有掺量低、减水率高、混凝土强度增长快、混凝土拌合物坍落度损

失小、拌合物粘滞阻力小等优点�而且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高效减水剂�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

剂还具有引气功能�可以明显改善混凝土的收缩性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密实混凝土收

缩较大的缺陷。所以�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十分适用于配制自密实混凝土�尤其是在配制

高强自密实混凝土方面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性能优势。 

3.3.2  为了使拌合物在高流动性条件下获得良好的粘聚性而不离析�自密实混凝土中可采用

增粘剂或降粘剂等其它外加剂�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但需通过试验进行验证。 

3.3.3  为补偿自密实混凝土收缩�自密实混凝土中可掺入适量的膨胀剂�其掺量应通过试验

确定�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膨胀剂》GB23439中的相关规定。 

3.4  拌合用水 

3.4.1  本条规定自密实混凝土的拌合用水与普通混凝土一样�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拌

合用水标准》JGJ63的规定执行。 

3.5  其它 

3.5.1  纤维在自密实混凝土和普通混凝土中的作用相同�其性能指标应符合行业标准《纤维

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221 中的相关规定。加人纤维一般会降低拌合物的流动性�具

体掺量需要通过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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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密实混凝土的性能 

4.1  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性能  

4.1.1  与普通混凝土相比�自密实混凝土特有的性能要求为自密实性能�其它性能参照普通

混凝土的相关标准要求。 

4.1.2  本条规定自密实混凝土性能设计时�应根据工程结构特点、施工条件及环境条件进行

调研及分析�自密实混凝土性能应该满足工程应用要求。 

4.1.3  编制组通过收集日本、英国、欧洲、美国等国家制定相应的标准规范�并列出各标准

自密实性能指标及相应的测试方法�见表 4-1�表 4-3。 

表 4-1国内外自密实混凝土标准汇编 

标准名称 编制时间 编制机构 

JSCE-D101高流動化コンクリート施工指針 1997 日本土木学会 

JASS 5T-402流動化コンクリート指針 2004 日本建築学会 

高流動(自己充填) コンクリート制造マニュアル 1997 

日本预拌混凝土联合

会 

Specific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Self-Compacting Concrete 

欧洲自密实混凝土规程 

2002 EFNARC 

European Self-Compacting Concrete Guidelines 

欧洲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指南 

2005 

EFNARC、BIBM、 

ERMCO、EFCA、

CEMBUREAU 

ASTM C 1610/C1610Ma-2006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Static Segregation of 

Self-Consolidating Concrete Using Column Technique 

2006 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 

ASTM C1621/C1621M–09b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Passing Ability of 

Self-Consolidating Concrete by J-Ring。 

2009 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 

ASTM C 1611/C 1611M – 05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Slump Flow of 

Self-Consolidating Concrete. 

2005 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 

BS EN206-9-2010 Additional Rules for Self-compacting Concrete (SCC) 2010 英国标准学会 

CCES 02-2004 自密实混凝土设计与施工指南 2004 中国土木学会 

CECS203-2006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2006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

协会 

DBJ13-55-2004 自密实高性能混凝土技术规程 2004 福建省建设厅 

DB29-197-2010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2008 天津市建设厅 

DBJ04—254—2007高流态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2007 山西省建设厅 

CNS 14840 A3398 自充填混凝土障礙通過性試驗法(U形或箱形法) 1993 台湾标准 

CNS 14841 A3399 自充填混凝土流下性試驗法(漏斗法) 1993 台湾标准 

CNS 14842 A3400 高流動性混凝土坍流度試驗法  1993 台湾标准 

表 4-2  不同标准自密实性能指标 

英国标准 日本标准 欧洲指南 欧洲规程 
中国标准化

协会标准 

中国土木学

会指南 
台湾标准 

坍落扩展度 U型槽填充 流动性/填充 填充性 填充性 填充性 U型槽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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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性 高度 

粘聚性 流动性 粘聚性 间隙通过性 流动性 间隙通过性 流动性 

间隙通过性 抗离析性 间隙通过性 抗离析性 抗离析性 抗离析性 抗离析性 

抗离析性  抗离析性     

表 4-3 不同标准自密实混凝土自密实性能测试方法 

标准 测试方法 

英国标准 坍落扩展度、T50、V型漏斗、L型仪、J型环、筛析法 

日本标准 坍落扩展度、U型仪、V型漏斗、T500 

欧洲规程 坍落扩展度、T50、V型漏斗、J-环、Orimet漏斗 、L型仪、U型仪、填充箱、GMT法 

欧洲指南 
坍落扩展度、方筒箱、T500、V型漏斗、O型漏斗、Orimet漏斗、L型仪、U型仪、J型环、

筛析法、针入度、静态沉降柱等 

美国标准 坍落扩展度、T500、J-环、静态沉降柱 

中国标准化协

会标准 
坍落扩展度、U型仪、V型漏斗、T50 

中国土木学会

指南 

坍落扩展度、T500、L型仪、U型仪、拌合物跳试实验 

台湾标准 坍落扩展度、U型仪、V型漏斗、T50 

由表 4-2可看出�混凝土自密实性能主要可通过流动性、填充性、间隙通过性、抗离析

性来表征。自密实性能指标相应表征方法也主要以坍落扩展度、T500、J-环、L 型仪、U 型

仪、筛析法和拌合物跳试试验为主。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相关标准及试验验证�并考虑测试

方法可操作性、准确性�本规程规定自密实混凝土自密实性能包括填充性、间隙通过性和抗

离析�并通过坍落扩展度、T50、J-环、筛析法和拌合物跳桌试验进行测试�混凝土填充性须

采用坍落扩展度试验和 T50试验共同表征�间隙通过性可通过 J-环扩展试验进行检测�抗离

析性可采用筛析试验或跳桌试验来表征。  

4.1.4  自密实混凝土应根据工程应用特点着重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指标作主要要求�一般不

需要每个指标都达到最高要求。填充性是自密实混凝土的必控指标�间隙通过性和抗离析性

可根据建�构�筑物的结构特点和施工要求进行选择。根据欧洲标准《European 

Self-Compacting Concrete Guidelines》对各自实性能指标适用范围的规定�本规程规定了自

密实混凝土自密实性能的性能等级及适用范围。 

4.2  硬化自密实混凝土的性能 

4.2.1  自密实混凝上硬化后的其它性能和普通混凝土的要求一样�可以参照普通混凝土的检

验方法进行验证。 



- 40 - 

5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规定了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基本要求。 

5.1.2  混凝土的配合比一般可采用假定表观密度法和绝对体积法进行设计。目前�国内外自

密实混凝土相关标准主要采用绝对体积法进行设计�同时�采用绝对体积法可避免因胶凝组

分密度不同引起的计算误差�因此�本规程规定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宜采用绝对体积法。

大量工程实践表明�为使自密实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施工性能和优异的硬化后的性能�自密实

混凝土的水胶比选择不宜过大�一般不宜大于 0.42�胶凝材料用量宜控制在 450 

kg/m
3
~550kg/m

3之间。 

5.1.3  增加胶凝材料用量和选用高性能减水剂有利于浆体充分包裹粗细骨料颗粒�使骨料悬

浮于浆体中�达到自密实性能。对于低强度等级的混凝土�由于其水胶比较大�浆体粘度较

小�仅靠增加单位体积浆体量不能满足工作性要求�特别是难以满足抗离析性能要求�可通

过掺加增粘剂予以改善�但增粘剂的使用应通过试验确定。 

5.1.4  钢管自密实混凝土结构要求浇注硬化后的自密实混凝土与钢管壁之间结合紧密�以便

共同工作�因此要求采取降低自密实混凝土收缩变形的措施。 

5.2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5.2.1  初始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确定了拌合物中的粗骨料体积、砂浆中砂的体积、水胶比、胶凝材料中矿物掺合料

用量�也就确定了混凝土中各种原材料的用量。鉴于骨料对自密实混凝土自密实性的重要影

响�因此在配合比设计中特别给出粗细骨料参数�尽管国外在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给

出了水粉比参数�但考虑我国传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常采用水胶比参数�同时�已有标准中

给出的水粉比范围较窄�如欧洲自密实规程为水粉体积比 0.85~1.10��而且还需根据不同胶

凝材料的表观密度进行换算。故此考虑实用性和有效性�本规程沿用水胶比的概念�并给出

了水胶比的上限值 0.42。 

2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粗骨料的体积是影响拌合物和易性的重要因素。大量研

究结果表明�1m
3混凝土中粗骨料体积宜控制在 0.28m

3�0.35m
3。过小则混凝土弹性模量等

力学性能显著降低�过大则拌合物的工作性显著降低�不能满足自密实性能的要求。 

3  粗骨料和砂浆共同组成了自密实混凝土�因此确定了粗骨料体积就可得到单方自密

实混凝土中的砂浆体积。 

4  砂浆中砂的体积分数显著影响砂浆的稠度�从而影响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

大量试验研究表明�自密实混凝土的砂浆中砂的体积分数在 0.42�0.45之间较为适宜�过大

则混凝土的工作性和强度降低�过小则混凝土收缩较大�体积稳定性不良。使用其它类型的

砂�其最佳砂率应由试验确定。 

7  为改善混凝土自密实性能、水化温升特性、强度及收缩等性能�须掺入适当比例的

矿物掺合料�实践表明其质量掺量宜不少于 20%的总胶凝材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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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密实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相同�其配制强度对生产施工的混凝土强度应具有充分

的保证率。自密实混凝土的强度确定仍采用与普通混凝土相似的方法。 

9  为使混凝土水胶比计算公式更符合普遍掺加矿物掺合料的技术应用情况�结合大量

的国内外实践经验和试验验证�采用矿物掺合料胶凝系数和相应的混凝土强度进行统计分

析�充分考虑矿物掺合料对体系的强度贡献�从而计算出水胶比。实践表明�该公式适用于

水胶比在 0.25~0.42之间。由于本规程水胶比计算公式与《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有所不同�因此�石灰石粉、粉煤灰、矿渣粉等矿物掺合料的胶凝系数�应按表 5-1 进

行取值。 

表 5-1 矿物掺合料胶凝系数 

种类 掺量�%� 掺合料胶凝系数  

石灰石粉 ≤20 0.2 

I级或 II级粉煤灰 ≤30 0.4 

矿渣粉 ≤40 0.9 

11  根据单方自密实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用量以及确定的水胶比�即可计算得到单方用水

量  一般而言自密实混凝土的用水量不宜超过 190kg/m
3。 

5.2.2  试拌、调整与确定 

1  在试配过程中�为减少试配与实际生产配合比误差�进行试配时应采用实际使用的

原材料。如果搅拌量太小�由于混凝土拌合物浆体粘锅的因素影响和体量不足等原因�拌合

物的代表性不足。 

2~3  初始配合比进行试配时�首先应测试拌合物自密实性能的必选指标�再检查拌合

物自密实性能可选指标。当混凝土拌合物自密实性能满足要求后�即开始混凝土强度试验。

混凝土强度试验的目的是通过三个不同水胶比的配合比的比较�取得能够满足配制强度要

求、胶凝材料用量经济合理的配合比。由于混凝土强度试验是在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调整合格

后进行�所以强度试验采用三个不同水胶比的配合比的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应维持不变�同时

维持用水量不变�增加和减少胶凝材料用量�并相应减少和增加砂的体积分数�外加剂掺量

也做微调。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混凝土强度试件在 28d龄期进行抗压试验�当设计规

定采用 60d或 90d等其它龄期强度时�混凝土强度试件在相应的龄期进行抗压试验。 

高耐久性是高性能混凝土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实际工程对混凝土耐久性有具体要求�

则需要对自密实混凝土的相应的耐久性指标进行检测�并据此调整混凝土配合比直至满足耐

久性要求。 

4~7  有些工程的施工条件特殊�采用实验室的测试方法并不能准确评价混凝土拌合物

的施工性能是否满足实际要求�可根据需要进行足尺试验�以便直观准确地判断拌合物的工

作性是否适宜。 

自密实混凝土的工作性对原材料的波动较为敏感�工程施工时�其原材料应与试配时采

用的原材料一致。当原材料发生显著变化时�应对配合比重新进行试配调整。 

当混凝土配合比需要调整时�可按表5-2进行调整。 

表 5-2  各因素措施对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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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 
影 响 性 能 

填充性 间隙通过性 抗离析性 强度 收缩 徐变 

1 粘性太高       

1.1 增大用水量 � � � � � � 

1.2 增大浆体体积 � � � � � � 

1.3 增加外加剂用量 � � � � 0 0 

2 粘性太低       

2.1 减少用水量 � � � � � � 

2.2 减少浆体体积 � � � � � � 

2.3 减少外加剂用量 � � � � 0 0 

2.4 添加增稠剂 � � � 0 0 0 

2.5 采用细粉 � � � 0 � � 

2.6 采用细砂 � � � 0 � 0 

3 屈服值太高       

3.1 增大外加剂用量 � � � � 0 0 

3.2 增大浆体体积 � � � � � � 

3.3 增大灰体积 � � � � � � 

4 离析       

4.1 增大浆体体积 � � � � � � 

4.2 增大灰体积 � � � � � � 

4.3 减少用水量 � � � � � � 

4.4 采用细粉 � � � 0 � � 

5 工作性损失过快       

5.1 采用慢反应型水泥 0 0 � � 0 0 

5.2 增大惰性物掺量 0 0 � � 0 0 

5.3 用不同类型外加剂 ? ? ? ? ? ? 

5.4 采用矿物掺合料 ? ? ? ? ? ? 

6 堵塞       

6.1 降低最大粒径 � � � � � � 

6.2 增大浆体体积 � � � � � � 

6.3 增大灰体积 � � � � � � 

说明 

� 具有好的效果 

� 具有较差的效果 

0 没有显著效果 

� 结果不可预测 

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表示方法可按表 5-3进行表示。 

表 5-3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表示方法 

自密实等级  

设计强度等级  

使用环境条件/耐久性要求  

拌合物性能 坍落扩展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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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值 T50 �s�  

…  

…  

1m
3
 自密实混凝土材料用量 体积用量 / L 质量用量/ kg 

粗骨料   

砂   

水   

水泥   

矿物掺合料 A   

矿物掺合料 B   

高效减水剂   

其它外加剂   

自密实混凝土试验实验室仪器配置表 

 

 

1�自密实混凝土坍落扩展度测定仪       

 

2�自密实混凝土 J环流动障碍高差仪�J环流动仪�    

 

3�自密实混凝土 L型仪     

 

4�自密实混凝土 V形仪�V型箱� 

                       
5�自密实混凝土 U形仪�U型箱�A型欧洲标准�B型日本标准�           
 

6�orimet流速测定仪 

 

7.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稳定性检测筒 

 

8�自密实混凝土全量检测仪  

 

9�自密实混凝土沉降趋向试验筒      

 

10�自密实混凝土压力泌水力试验仪    

 

11�自密实混凝土弹性模量测定仪    

 

12�自密实混凝土刀口约束早期开裂试验设备�模具� 

 

13�自密实混凝土平板约束早期开裂试验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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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自密实混凝土静态抗离析性能试验柱模 

 

15�自密实混凝土样品收集板   单 

 

 

16�自密实混凝土双卧轴强制式搅拌机�60升专用� 

 

17�自密实混凝土抗压抗折力学性试验机  

 

18�自密实混凝土填充箱�K型箱� 

 

 

19�自密实混凝土竖向膨胀率试验仪 

 

20�GTM筛稳试验   

术支持�沧州方圆建筑公路试验仪器厂   http;//www.czfyyqc.cn. 

咨询热线�0317-4690164      1383370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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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密实混凝土的制备与运输 

6.1  一般规定 

6.1.1  采用集中搅拌方式生产有利于控制自密实混凝土质量的稳定性�其生产过程与预拌混

凝土相同。 

6.2  原材料检验与贮存 

6.2.1�6.2.2  本条规定了原材料进场检验项目和复检的规则。原材料性能除应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还应根据本规程对原材料特殊要求�按本规程相关规定对原材料进行进场检验。 

6.2.3.2  混凝土自密实性能对用水量比较敏感�为减少骨料含水率变化导致混凝土质量波

动�建议对骨料采取仓储和加屋顶遮盖处置。在春、夏多雨季节�应严格控制砂、石的含水

率�稳定混凝土质量�在夏季高温季节�挡雨棚能够避免太阳直射骨料�降低骨料温度�进

而降低混凝土拌合物温度。 

6.2.3.3  本条规定外加剂贮存要求。不同类型的外加剂间的相容性较差�如聚羧酸系减水剂

与萘系减水剂不相容�相混时容易出现混凝土流动性变差、用水量急增、坍落度损失严重等

现象�因此�使用不同类型的化学外加剂时�必须严格分类储存避免相混。 

6.3  生产与计量 

6.3.2  为确保新拌自密实混凝土的匀质性�与普通混凝土相比�应适当延长搅拌时间。 

6.3.3  自密实混凝土性能对用水量较为敏感�必须严格根据骨料含水率调整拌和用水量。 

6.3.4  根据工程调研结果和国内相关标准规定�高温施工时�混凝土搅拌首先宜对机具设备

采取遮阳措施�当对混凝土搅拌温度进行估算�达不到规定要求温度时�对原材料采取直接

降温措施�采取对原材料进行直接降温时�对水、骨料进行降温最方便和有效�混凝土加冰

屑拌和时�冰屑的重量不宜超过剩余水的 50%�以便于冰的融化。 

6.3.5  当采用热水拌制混凝土�特别是 60℃以上的热水�若水泥直接与热水接触�易造成

急凝、速凝或假凝现象�同时�也会对混凝土的工作性造成影响�坍落度损失加大�因此�

当采用 60℃以上的热水时�应先投入骨料和水或者是 2/3的水进行预拌�待水温降低后�再

投入胶凝材料与外加剂进行搅拌�搅拌时间应较常温条件下延长 30s�60s。 

6.4  运输 

6.4.3  在运输过程中�搅拌车的滚筒保持匀速转动有利于减少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流动性损

失。搅拌车内加水将严重影响自密实混凝土的自密实性能�必须严格控制。 

6.4.5  卸料前快速旋转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混凝土的均匀性。 

6.4.6  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当减水剂的加入量受控时�对混凝土的其它性能无明显影响。本

条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要求采取该种做法时�应事先批准、做出记录�外加剂掺量和搅拌时

间应经试验确定。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14902�2003中第 7.6.3条规定�当需要在

卸料前掺入外加剂时�外加剂掺入后搅拌运输车应快速进行搅拌�搅拌的时间应由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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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 

7.1  一般规定 

7.1.1  自密实混凝土的施工质量对各种因素变化比较敏感�因此应由具有一定经验的技术人

员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必要时可请配合比设计人员参与编制�并应对参与施工人员事先进行

适当的培训和技术交底。 

7.1.2  由于自密实混凝土流动性大、侧压力大等特点�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结构复杂、施

工环境条件特殊的混凝土结构模板的施工过程监控�并根据检测情况及时调整施工措施。  

7.2  模板施工 

7.2.1  由于自密实混凝土流动性大�模板的侧压力标准值应按 F=rH�液体压力�计算。与

普通混凝土相比�自密实混凝土屈服值较低�几乎没有支撑自重的能力�浇筑的过程下部模

板所承受的侧向压力会随浇筑高度增长而线性增加�这样就要求模板具有更高的刚度和坚固

程度。然而由于自密实混凝土具有触变性�在浇筑流动到位静置较短时间后�其屈服值就会

快速增长�支撑自重的能力同步增大�对模板作用的侧向压力则会相应减少。因此�设计时

应以混凝土自重传递的液压力大小为作用压力�同时考虑分隔板、配筋状况、浇筑速度、温

度影响�提高安全系数。 

7.2.2  根据自密实混凝土流动性大、侧压力大的特点�在各种施工荷载下模板工程的承载力、

刚度和稳定性直接影响模板工程的安全性�必须保证有足够的安全度。同时�也参考了《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相关规定�将本条作为强制条文。  

7.2.4  自密实混凝土流动性大�模板间的微小缝隙会造成跑浆、漏浆等现象�影响自密实混

凝土均匀性和强度发展。《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第 4.2.4条要

求为“模板的接缝不应漏浆”�《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JGJ162-2008 第 6.1.3 条要求

“防止漏浆”�考虑自密实混凝土流动性大�按 GB50204-2002 要求�不得漏浆。对上部封

闭的空间部位的浇筑�应在上部留有排气孔�否则会造成混凝土的空洞。 

7.2.5  本条文为强制性条文。模板及其支架拆除的顺序及相应的施工安全措施对避免重大工

程事故非常重要�在制订施工技术方案时应考虑周全。模板及其支架拆除时�混凝土结构可

能尚未形成设计要求的受力体系�必要时应加设临时支撑。后浇带模板的拆除及支顶易被忽

视而造成结构缺陷�应特别注意。  

7.3  浇筑 

7.3.1  本条规定了高温施工、冬期施工混凝土入模温度的上下限值要求。 

7.3.4  降雨、雪或模板内积水均会对自密实混凝土工作性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导致混凝土离

析�因此�在降雨、雪时�不宜直接在露天浇筑混凝土。在采取相应挡雨、雪措施后方可使

用。 

7.3.5  泵送轻骨料自密实混凝土时�轻骨料孔隙率和吸水率比普通骨料大�在泵送压力下�

轻骨料会急剧吸收拌和物中的水分�使泵送管道内的拌和物坍落度明显下降�和易性变差�

影响泵送�甚至发生堵泵现象。当压力消失后�轻骨料内部吸收的水分又会释放出来�影响

轻骨料混凝土的凝结和硬化后的性能。《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JGJ 51-2002附录 B中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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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条规定�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采用的轻粗骨料在使用前�宜浸水或洒水进行预湿处理�

预湿后的吸水率不应少于 24h吸水率。因此�泵送轻骨料自密实混凝土所用的轻骨料�宜采

用浸水、洒水或加压预湿等措施进行预湿处理。 

7.3.6  自密实混凝土的浇筑效果主要取决于自密实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因此�保持混凝土浇

筑的连续性是其关键�如停泵时间过长�自密实混凝土工作性变差�必须对泵管内的混凝土

进行处理。 

7.3.8  在浇筑过程中为了保证混凝土质量�控制混凝土流淌距离�应选择适宜的布料点并控

制间距。  

7.3.9  混凝土浇筑离析现象的产生�主要与混凝土下料方式、最大粗骨料粒径以及混凝土倾

落高度有关。《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第 8.3.6 条规定当骨料粒径小于等于

25mm�倾落高度宜在 6m 以内。而自密实混凝土所用粗骨料最大粒径小于 20mm�骨料是

悬浮在浆体中�为避免因混凝土下落产生的冲击力过大造成自密实混凝土中骨料下沉产生离

析�本规程从严考虑�规定混凝土浇筑倾落高度应在 5m以下。 

7.3.11  混凝土均衡上升可以避免混凝土流动不均匀造成的缺陷�有利于排除混凝土内部气

孔。同时均匀、对称浇注�可防止高差过大造成模板变形或其它质量、安全隐患。 

7.3.12.3  在具备相应浇筑设备的条件下�从管底顶升浇筑混凝土也是可以采取的施工方法。

在钢管底部设置的进料管应能与混凝土输送管道进行可靠的连接�止流阀门是为了在混凝土

浇筑后及时关闭�以便拆除混凝土输送管。 

7.4  养护 

7.4.3  自密实混凝土每方胶凝用量一般都在 400kg/m
3以上�水化温升较大。因此�采用大

体积自密实混凝土的结构部位应采取有效的温控和养护措施。 

7.4.4  由于楼板和底板等平面结构构件�相对面积较大�又较薄�容易失水�所以应采用塑

料薄膜覆盖�防止表面水分蒸发�但在夏季施工时应注意避免阳光直射塑料薄膜以防混凝土

温升过高。混凝土硬化后应及时浇水或者蓄水养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