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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水泥基本性能

水泥品牌
产

地
规格 标准稠度需水量 比表面积 初、终凝时间 3d强度 28d强度

南方水泥 安

徽

42.5 27.6 ≥300 ≥ 45=173 ≤

600=236

26.3 47.9

表 2 机制砂基本性能

筛孔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筛底 细度模数

筛余量 68.25 173.55 80.43 62.97 44.71 19.74 18.91 30.25 3.44

筛余率 13.65 34.71 16.09 12.29 8.94 3.95 3.78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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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们对建筑质量要求逐渐的提高,混凝土施工环节较为重要。使用机制砂泵送混凝土,能够有效

提升施工质量。但是机制砂资源较为缺乏,这在较大程度上无法提升混凝土施工质量。所以,在使用机制

砂泵送混凝土的过程中,需要对混凝土材料以及施工工艺进行深入分析,以此全面提高施工质量,从而为

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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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进行建筑施工的过程中,混凝土

在其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是提升

建筑整体质量较为重要材料,其中砂是

混凝土中重要的材料。近年来随着混凝

土需求量的增大,天然砂严重地破坏了

自然环境,我国环保力度的增加,逐渐禁

采,采用机制砂较好的解决了此类问题。

机制砂有着其特殊的基本性能,所以,应

用了机制砂的混凝土在应用的过程中还

需要对施工质量实施有效的控制,以此

使施工质量满足用户需求,这对建筑整

体施工质量的提高具有较大促进作用,

为我国经济持续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1 工程概况 

本文以我国某工程为例进行分析,

该工程总建筑面积为39996.2m2,高度为

105.95m。该工程地下1层,地上25层,其

开挖深度在5.0-7.8m,地上结构为剪力

墙结构。该工程附近建设有文体活动中

心、商场以及小区等,人流量相对较大,

在对工程进行施工的过程中,施工面积

相对较小,并且在此基础由于受场地限

制,只能安装一台塔吊,在此过程中垂直

运输能力相对较弱。工程工期相对较短,

只有480天,对文明施工要求比较高,所

以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一般采用泵送

混凝土进行施工。 

2 原材料质量控制要点 

2.1水泥。水泥是混凝土中较为重要

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可泵性会产生

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水泥品种相对较

多,不同品种也会对可泵性产生不同的

影响。在进行混凝土制作的过程中,一般

情况下需要使用多种水泥品种,比如普

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以及粉

煤灰硅酸盐水泥等,在应用过程中需要

严格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此工程选择普

通硅酸盐散装水泥。由此可以看出,水泥

不但是混凝土中较为重要的材料,而且

需要根据具体施工情况选择水泥材料。 

2.2细骨料。骨料对提高混凝土强度

尤为重要,细骨料与粗骨料相比可泵性

较高,因此进行物料选择期间需要选择

质量较高的物料,并且在此基础上需要

符合相关标准。此外,含水量在一些情况

下极易产生变动,在应用过程中很难对

拌合用水量进行有效的控制。机制砂在

进行进场验收过程中,应当认真检验,含

泥、含粉、亚甲蓝、分级筛余。分级筛

余0.3mm控制在12-20%,0.15mm控制在

15%,0.075mm控制在15%。 

2.3粗骨料。粗骨料需要选择连续级

配,在应用过程中针片状颗粒含量不能

大于10%,该工程主要选择连续粒级机制

碎石,其中碎石直径在5-31.5mm,并且机

制砂0-5mm含粉量不能大于10%至16%。此

外在对石子材料进行选择的过程中,需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2.4掺合料。混凝土掺合料,是为了改

善混凝土性能,节约用水,调节混凝土强

度等级,在混凝土拌合时掺入天然的或人

工的能改善混凝土性能的粉状矿物质。 

掺合料可分为活性掺合料和非活性

掺合料。 

活性矿物掺合料本身不硬化或者硬

化速度很慢,但能与水泥水化生成氧化

钙起反应,生成具有胶凝能力的水化产

物,如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沸石粉,

硅灰等。 

非活性矿物掺合料基本不与水泥

组分起反应,如石灰石,磨细石英砂等

材料。 

常用的混凝土掺合料有粉煤灰、粒

化高炉矿渣、火山灰类物质。尤其是粉

煤灰、超细粒化电炉矿渣、硅灰等应用

效果良好。 

3 强度质量控制 

混凝土自身具有一定的强度,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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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施工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分批验收。对

于同批次混凝土进行验收的过程中,需要

确保强度等级、龄期以及生产工艺均相同,

并且在此基础上不超过三个月的混凝土

组成。从单位工程验收项目角度进行划分,

不同验收项目需要按照《混凝土强度检验

评定统一标准》进行确定。若是同一验收

批次的混凝土强度,需要以同批次内标准

试件的强度代表值进行评定。 

4 机制砂泵送混凝土配合比的

确定 

4.1水胶比与粉媒灰的确定。在对机

制砂泵送混凝土施工的过程中,应当对

机制砂自身基础特点与混凝土泵送技术

进行全面的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根据

混凝土自身强度不同,以此针对性选择

水胶比。此外,在对粉媒灰进行使用的过

程中,在机制砂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

用,尤其是添加了适量粉煤灰,能够有效

提高其质量。一般情况下将其控制在25%,

能够有效提升混凝土强度。由此可以看

出,在我国较多发电厂中,能够生产满足

施工要求的粉煤灰。除此之外,在完全符

合施工要求的基础上,粉煤灰掺合料的

使用,可以降低水泥用量,能够有效的提

高节能减排。 

4.2对砂率的确定。在进行施工的过

程中,因机制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级配

不良的情况,并且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的

石粉,能够对水泥用量以及工作性能有

较好的改善作用。但是,石粉含量较低的

情况下,极易导致混凝土产生离析现象,

致使对泵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

过程中会使胶凝材料使用量不断增加,

导致施工成本增高,会增加水胶比例,这

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强度产生影响。一般

情况下石粉含量应当保持在7%。对于混

凝土而严,含粉量需要控制在5%,在对砂

率进行控制的过程中,应当根据泵送要

求对细度模数实施有效的控制,一般情

况下在2.5-3.1,若细度模数在3.2-3.7

之间,应当将砂率控制在43%~50%之间。 

5 施工现场技术控制措施 

在进行混凝土施工之前,施工企业

应当选购质量较高的原材料,这就需要

选择有资质以及营业执照的供应商,只

有这样才能确保原材料质量。此外,施工

企业在进行材料采购的过程中,还需要

对供应商货源进行全面检查,并且在此

基础上对材料是否合格进行考核,只有

这样才能与供应商进行合同的签订。在

施工之前,混凝土公司需要向工地提供

混凝土配合比试验报告,并且在此基础

上提供强度资料以及合格证等。 

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于进入施工现

场的混凝土,需要进行详细的记录,并留

样试块。且应当在 短的时间内将混凝

土从运输车中排出,在此过程中搅拌车

与泵送车辆应当对排料速度以及泵送速

度进行有效的控制,将两者进行有效匹

配。在对混凝土试块进行取样的过程中,

需要从车载混凝土总量的1/4处进行取

样,并进行坍落度试验,一般情况下坍落

度值相差不能超过20mm。 

混凝土在进行浇筑的过程中,需要

对施工班组进行技术交底,如有条件应

当在每张送货单上都做有详细的《混凝

土拌合物出厂质量使用》说明书。还需

要安排模工班以及钢筋班进行专人跟班,

同时对结构受力情况实施有效的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若发现存在变形情况,需

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纠正。此外,混凝土

结构中的水泥钢筋,需要在设置的过程

中有足够的钢筋撑角以及支架,并且在

钢筋骨架重要部位进行有效的加固,若

出现有预留洞以及预埋件,需要先对其

制定针对性的技术措施,以此确保混凝

土能够有效振捣。 

在进行混凝土施工的过程中,施工人

员还需要对天气进行全面掌握,这对施工

质量也会产生较大影响。一般情况下,若

施工期间气温大于30度的情况下,需要添

加一定量的缓凝剂,以此保证混凝土的和

易性；施工期间若温度相对较低,需要根

据相关要求加入一定量的防冻剂,以此为

混凝土质量的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础。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施工的过程中,通

过机制砂泵送混凝土,能够有效提高施工

质量,不管是从机制砂原材料方面还是从

施工技术方面,混凝土机制砂与天然砂在

力学特性之间有较大的差异性,特别是对

于高层建筑施工差异性较为明显。所以在

进行施工的过程中需要对原材料与施工

技术实施有效的配比,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混凝土施工质量的提高,以此为我国建筑

行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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