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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密实混凝土检测的工作性质,主要指的就是对免振自密实混凝土的抗离析性、流动性以及自填充性三个方面进行

自密实性检测。因此,本文主要对免振自密实混凝土减半混合物的自密实性的检测方法进行探讨,并且结合多次的检验结果进

行数据对比,从而总结出更加适用于自密实性检测的方法,希望能够为相关的人士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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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工程中所用的免振自密实混凝土混合物属于一种

性能较高的混凝土,还混合物可以在不经过振捣或者只经过

少振捣的情况下,在自身流平的情况下,将模型进行填充,从

而使其更加饱满。在我国各大城市的施工建筑过程中,自密

实混凝土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富昂法,这也为我国建筑工程

中的浇筑施工工程带来了更加良好的收益。传统常用的混凝

土,其流动性比较大,而在对普通性能的混凝土进行检测的

过程中,只需要做坍落扩展度检测即可,而在免振自密实混

凝土的检测中,还应该对粘聚性进行检测,以此来确保免振

密实混凝土的间隙通过性与抗离析性,进一步提升建筑工程

的质量。 

1 常用的免振自密实混凝土检测方法 

1.1 我国常用的免振自密实混凝土检测方法 

每个国家多免振自密实混凝土的检测都有不同的方法。

我国最早的免振自密实混凝土检测方法出现在 1996 年,由

北京城建集团构件厂所推出的,这也是我国最早的检测方法,

其检测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自密实混凝土的坍落扩展度进

行检测。同时,北京城建集团构件厂还提出了抗离析性这种

检测方法,主要做法为,在实验室进行试配时,应该将简单的

60mm 的下开口的方形箱子作为自密实混凝土抗离析性检测

的工作,并且在 L 型箱子中放置一些比较简单化的钢筋,使

用 L 箱检测自密实混凝土的间隙通过性,这也就是我国最早

期的自密实混凝土检测方法[1]。 

于 2005 年,我国政府推出了《自密实高性能混凝土设计

与施工指南》,在这本书籍中,包括了检测混合物稳定性的快

速检测方法,这也是我国新出现的一种对免振自密实混凝土

的检测方法。在这种检测方法中,应该先制作一个高筒,在使

用三节长度、高度均相同的圆通进行链接,其内径为 15mm、

高为 100mm,在进行检测时,应该将混凝土混合物装满并且进

行抹平处理,在 1min 后,将其放置在跳桌的位置,然后在转

动摇柄,保持转速为 1 次/秒,一共持续跳动 25 次,最后在使

用 5mm 筛,使用清水对三节圆筒中的混合物进行冲洗,并记

录三个圆筒中石子的重量,而后进行比对。 

1.2 日本检测免振捣自密实混凝土的方法 

日本检测免振捣自密实混凝土的方法要早于中国,其在

1993 年时出现。自密实混凝土因自身良好的性能的影响[2],

在提高施工质量、降低噪音以及成本的特征下,使自身得到

了迅猛的发展,仅几年时间,日本的混凝土市场中,有超过

50%的自密实混凝土用于实际的建筑施工中。同时,日本建筑

学会也根据自密实混凝土的特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施工指

南,并对自密实混凝土的等级进行划分,主要分为三个等级,

分别为一级、二级以及三级,其钢筋最小的间距为 35-60mm、

60-200mm 以及＞200mm[3]。在自密实混凝土的检测中,主要有

三种检测方法,首先是坍落扩展度检测方法,主要应用于流

动性方面的检测,其次是V型漏斗与T50检测方法,通过对混

合物的流动时间完成对抗离析性的检测。V型漏斗方法的检

测步骤为,现装满 10L 的混凝土混合物,并且进行抹平处理,

而后打开底盖,记录混凝土的流出实践,并根据所记录的时

间判断其抗离析性与流动性,并且,在检测完一次后,应该进

行二次装填,在静置 5min 后,按照与上述相同的办法,将底

盖打开再测量一次。T50 检测方法就是当坍落度的平均实践

达到 50cm 时,根据所记录的实践,对抗离析性进行检测。将

两次检测所得的数据进行对比,比较其中存在的差别[4]。 

1.3 欧洲检测免振捣自密实混凝土的方法 

在欧洲 200 念所制定的《自密实混凝土规范和指南中》

中,详细的记录了自密实混凝土实践的检测方法,其中主要

包括 V 型漏斗、T50、坍落扩展度以及 U 型箱等检测方法。

其中,U型箱检测方法与日本检测方法一致,箱体的下部为圆

形,在检测方法中,当两侧的高度差接近 0 时为极佳。另外,

欧洲检测免振捣自密实混凝土的方法还有浆体筛分法与 J

型环检测法。浆体筛分法在检测的过程中,应该通过记录砂

浆的通过率来对砂浆的离析程度进行判断。而 J型环检测方

法时利用焊接好的圆钢筋环,将圆钢焊接于其所垂直的方向,

并且圆钢之间的距离也是最大粗骨料粒径的 3倍左右[5]。 

2 检测方法的对比 

2.1 国外标准的自密实混凝土检测实验 

根据欧洲版所规定的相关标准以及指南对自密实混凝

土进行检测,而开始检测的前提标准为骨料的最大粒径应该

在 20mm 以内,而我国所生产的商品混凝土骨料粒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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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mm,为此,特选择骨料粒径为20mm与25mm的自密实混凝

土作为进行试验[6]。同时,为了能够确保实验中混合物自密

实的性能,应该按照石子的粗细程度对其进行分级,将石子

粒径分为 5-10mm、10-15mm、15-20mm 以及 20-25mm 四个等

级。混合物中的砂应该选择中砂,以 2.5 的细度为模数,水泥

为 P·042.5,并且加入 S95 磨细矿渣粉、一级粉煤灰等混合

料。然后通过上述的自密实混凝土多种检测方法进行检测[7],

见表 1(自密实混凝土对应的胶结情况)。 

表 1  自密实混凝土对应的胶结情况 

编号 T50 V漏斗 坍落扩展度 箱形实验

J 形环

内mm 外 mm

1 14″98 18″97 695 14 245 280

2 9″51 13″11 660 10 250 280

3 11″31 14″64 735 6 245 280

4 14″58 16″21 785 6 250 280

 

经过研究,可以得到一下认知：①在检测流动性时,应该

选用坍落扩展度实验,因为该检测方法能够对混合物的粘聚

性进行检验；②坍落度扩展度实验中,坍落度筒的正放与倒

放的效果一直,而在 T50 试验中,平均扩展的流动时间,倒置

会比正置的时间多 3-5s；③相比于 T50,V 漏斗的通过时间

要比更长,而且两种方法都能够对抗离析的稳定性进行检测,

但是 T50 的检测方法会更加简单[8],因为 V 漏斗试验需要静

置 5min 在进行检测,从而加长了流出的时间；④V漏斗只能

使用粗骨料粒径为 20mm 以内的拌合物进行检测。  

2.2 欧洲筛析试验 

通过试验表明,筛底为 5mm 的试验检测中,所得到的砂

浆重量都要比拌合物总重量的 15%小,主要就是因为在称量

的时滴出损失了少量的砂浆,并且还有一部分砂浆粘附在容

重筒内,所损失的砂浆导致整个筛失砂浆总重量出现降低,

从而导致砂浆量降低。即使对所损失的砂浆进行称重,但是

仍然不能达到混合物总重量的 15%要求[9]。所以表明这种检

测方法无法准确的反映出混凝土拌合物的抗离析性。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检测自密实混凝土流动性时,选择使用坍

落扩展度检测即可,且坍落扩展度范围是 550-750mm,且 T50

检测的方法与设备都计较简单,更加适用于抗离析检测,在

使用箱型实践进行检测时,需要对钢筋的净间距 35mm,并且

仅用 20mm 以内的粗骨料混合物的间隙通过性进行检测,针

对不同的情况,应该选择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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