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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手册是一本以土木工程及建筑混凝土技术人员为对象的实用手册。
混凝土工学协会曾经出版，名为混凝土指南和便览。
这次新版加入了关于混凝土工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来，混凝土工程各类事故频频发生。
尽管混凝土结构物的设计、施工系统化在不断推进，但在现场还是忽视了混凝土基本技术。
这种倾向导致越来越难以建造出高质量的混凝土结构物。
　　本书立足于这些现状而出版，并尽可能简洁、明了地阐述了混凝土结构物设计与施工的技术人员
所应该了解的基本知识，以及基于最新混凝土技术的知识。
　　现在，出现了与混凝土结构物的设计、施工相关的各种新方法或技术，还包含了随着今后趋势预
想而变更的想法。
作为一本实用手册，本书在混凝土技术的评价上将重点放在现阶段。
　　本书特点表现在以较大篇幅放在了解决施工和管理方方面面的疑难问题上。
并且，在“第l章混凝土结构物的特性”中，展示了作为工业材料的混凝土的特征和混凝土结构物的一
般性特征。
在“第2章混凝土构造基础”中，阐述了混凝土构件及混凝土结构物的分类和构造力学的基础。
这是其他同类书籍中所没有的。
基于最新知识的讲述进行展开“第17章检测与测定”也是本书的特征之一。
　　本书大体达到作为混凝土技术人员随身使用的实用手册的目的。
这完全是各章所有主编、编委会成员、参编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可随身携带，对于土木工程和建筑混凝土技术人员、预拌混凝土制造技术人员及相关人员等
将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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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实用手册的特征体现在施工和维护管理中多项的分割点上，不仅展示了作为工业材料的
混凝土的特征和混凝土构筑物的一般性特征，而且阐述了混凝土构件及混凝土结构物的分类和构造力
学的基础。
这是同类书籍中所没有的构成，也是本书的独特之处。
另外，基于最新技术知识进行展开讲述的检测与测定，也是本书的特征之一。
　　本书可供土木工程、建筑材料及相关专业的设计、施工、监理、实验等技术人员学习参考，也可
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建筑材料等专业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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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JIS规定凝结的测定方法是采用在水泥浆中贯穿维卡针的方法。
由于混凝土中使用影响凝结的外加剂，通常混凝土的水灰比不同，水灰比在0．27～0．30时，要注意
两者凝结时间不同的问题。
　　由于水泥搅拌后数分钟内产生轻微的“硬化”，呈现一瞬间凝结状态，但之后就会表现为正常凝
结，这种现象称为假凝结。
这是因为在水泥的粉碎工程中产生的熟石膏和可溶性无水石膏的水化生成二水石膏，及由于风化产成
的CaC03析出。
并且，使用假凝水泥，会使混凝土的流动性损失，从而增大单位用水量，引起强度降低和开裂，日本
建筑学会在JAss51-_101规定了假凝的判定方法。
　　d）安定性　　水泥硬化体需要历经长时间无体积变化而安定。
如果水泥的安定性不良，就会导致混凝土产生膨胀性裂缝和翘曲，成为损坏结构物耐久性的原因。
　　JIS中规定扁饼状的水泥浆经过24h，温度（20±3）℃、湿度80％以上的恒温恒湿箱养护后煮沸裂
缝，检查有无翘曲以判断安定性。
ISO9597规定从煮沸后的膨胀量判定安定性的李氏法。
　　安定性不良的原因是硬化后水泥熟料中游离的CaO和MgO及石膏中的SO，与水化物反应生成硫铝
酸钙水化物的过剩存在和相互作用。
同时，在JIS限制值的范围内不存在由于MgO乖ISO，含量产生的安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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