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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泥 助 磨 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助磨剂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材料、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贮

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水泥助磨剂及指定采用本标准的其他助磨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 适用于本文件。

G B 1 7 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 B /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 B /T  208 水泥密度测定方法

G B /T  1345 水 泥 细 度 检 验 方 法 筛 析 法

G B /T  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 B /T  2419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G B /T  5483 天然石膏

G B /T  6283 化 工 产 品 中 水 分 含 量 的 测 定 卡 尔 • 费休法 (通用方法 )
G B /T  8074 水泥 比 表 面 积 测 定 方 法 勃 氏 法

G B /T  8077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 B /T  12573 水泥取样方法

G B /T  14684 建筑用砂

G B /T  14685 建筑用卵石、碎石

G B /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 O 法）

G B /T  21372 硅酸盐水泥熟料

G B /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和物性能试验方法

G B /T  50081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JC /T  6 0 0 石灰石硅酸盐水泥

JC /T  6 0 3 水泥胶砂干缩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水泥助磨剂  cement grinding aids

在水泥粉磨时加入的起助磨作用而又不损害人体健康和水泥混凝土性能的外加剂，分为液体和粉 

体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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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 1 助磨效果

粉磨相同时间，掺助磨剂磨制的水泥与不掺的相比，45 筛筛余减少不小于 2% ，或比表面积增 

加 不 小 于 10 m2/k g 。

4 . 2 助磨剂对水泥性能的影响

测试同一水泥样品中掺人助磨剂前后水泥的变化情况，符 合 表 1 要求。

表 1 助磨剂掺加前后水泥性能变化指标

试 验 项 目 ■> 指  标

标 准 稠 度 用 水 量 绝 对 值 增 加 不 大 于 1 . 0 %

凝 结 时 间 11 绝 对 差 值 不 大 于 3 0  m i n

沸 煮 安 定 性 结 论 不 变

水 泥 胶 砂 流 动 度 相 对 值 不 小 于 9 5 %

水 泥 胶 砂 抗 压 强 度 ^ 所 有 龄 期 相 对 值 不 小 于 9 5 %

胶 砂 干 缩 率 d 绝 对 值 之 差 不 大 于 0 . 0 2 5 %

氣 离 子 绝 对 值 增 加 不 大 于 0 . 0 1 %

* 针 对 特 种 水 泥 应 增 加 相 应 产 品 标 准 中 规 定 的 特 性 试 验 ，试 验 结 论 不 变 。

" 当 有 延 长 或 缩 短 凝 结 时 间 的 特 殊 要 求 时 ，可 由 供 需 双 方 在 书 面 协 议 中 约 定 。 

c 水 泥 胶 砂 强 度 龄 期 应 包 括 3  d 、2 8  d 、9 0  d „  

d 干 缩 率 龄 期 应 包 括 2 8  d 、5 6  d „

4 . 3 助磨剂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掺助磨剂的水泥混凝土与不掺助磨剂的水泥混凝土相比，3 d 、7 d、28 d 、90 d 等所有龄期抗压强度

相对值不低于 90% 。

4 . 4 匀质性指标

匀质性指标符合表 2 要求。

表 2 助磨剂匀质性指标

项 目
指 标

液体助磨剂 粉体助磨剂

气味 无刺激性气味 无刺激性气味

含固量 /% S 土 2.0 —

含水量 /% W  士 2.0 W  士 2.0

密度 / (g /c m 3) D 土 0_03 D 土0. 03

p H 值 A 土 1.0 —

注 1: S、W 、D 、A 分别为含固 

注 2 : 助磨剂定型后，生产厂 # 

注 3 : 液体助磨剂含固量和含

匱、含 水量、密 度 、p H 值的生产厂控制值。 

£制值应固定，不随批次的变化而改变。 

水量可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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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稳定性

当生产或使用环境温度较低，或用户要求控制液体助磨剂的稳定性时，助磨剂的稳定性试验符合表

3 规定。

表 3 助磨剂稳定性指标

项 目 指  标

稳定性
不应析晶和分层

- 1 0  °C放 置 28 d 后上层液体含固量 与 20 °C含固量 差 不 大 于 3 % 。

5 试验材料

5. 1 水泥熟料

硅酸盐水泥熟料符合 G B /T  21372要求 ，特种水泥熟料符合相应要求。

5 . 2 空白水泥

符 合 GB 1 7 5 J C /T  600等要求的水泥，其他品种水泥和特种水泥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

5.3 水

洁净的饮用水，有争议时采用蒸馏水。

6 试验样品制备

6 . 1 助磨效果试验样品的制备

见 附 录 A 。

6. 2 助磨剂对水泥性能的影响及助磨剂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试验样品的制备

助磨剂掺量按内掺法计量。粉体助磨剂等掺量代替水泥，液体助磨剂等掺量代替拌合水。当进行 

助磨剂对水泥性能的影响试验时，对于粉体助磨剂，将助磨剂与空白水泥在混料器中混合均勻后进行试  

验 。对于液体助磨剂，将助磨剂加人试验拌和水中混合均匀，再进行试验。 一 太

7 试验方法

7. 1 助磨效果

按 附 录 A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 一

7 . 2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

按 G B /T  1346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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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3 水泥胶砂流动度

按 GB/T 2419的要求进行,胶砂制备按GB/T 17671的要求进行。

7 . 4 水泥胶砂抗压强度

按 G B /T  17671的要求进行。

7 . 5 水泥胶砂干缩率

按 JC/T  603的要求进行。

7 . 6 混凝土性能试验

按 附 录 B 的要求进行。

7 . 7 气味

用鼻子闻气味。

7 . 8 含固量、含水量

液体助磨剂按 GB/T 8077测定含固量或 GB/T 6283卡 尔 • 费休法测定其含水量，当有争议时，以 

卡 尔 • 费休法为准。粉体助磨剂测定含水量按GB/T 8077的要求进行。

建议 :测量液体助磨剂含水量时，在试样盒底铺一层干燥洁净的细砂，试验时助磨剂滴加在细砂上。

7 . 9 密度

液体助磨剂密度按GB/T 8077的比重瓶法或精密密度计法在 20 V + 2  °C的实验室进行试验。粉 

体助磨剂密度按 GB/T 208的要求进行。

7. 10 pH 值

按 GB/T 8077的要求进行。

7. 1 1 氯离子

水泥中氯离子按 GB/T 176的要求进行。

7. 1 2 稳定性

将装有约 500 m L 液体助磨剂的透明容器放置在一  10 °C ± 2  1 的冰柜中 ，28 d 后 ，目测是否有析 

晶。从助磨剂上层的 1 /3 处吸取溶液按 7. 8 的要求测定含固量。

8 检验规则

8. 1 批号和取样

8 . 1 . 1 生产厂根据不同型号助磨剂的产量和设备条件，将助磨剂分批编号。液体助磨剂以同次生产的  

同一储存器容量为一个取样批号,但每一批号不得超过 100 tQ 粉体 助 磨 剂 50 t 为一个批号，不 足 50 t 

的也按一个批号计。同一批号产品应混合均匀。

8. 1 . 2 液体助磨剤在进储存器前从至少三点取样后 混合 ，样 品 总 量 不 少 于 200 m L。粉体助磨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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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B /T  12573取样 ，在每批号的 2 0个点 上取 0.5 k g 的等量样品，混合后缩分至 200 g〜 300 g ，粉磨后全 

部 通 过 0. 9 m m 方孔筛，并混合均匀。

8.2 出厂检验 

8 . 2 . 1 出厂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为 4. 4 规定项目及供需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

8 . 2 . 2 出厂检验判定

出厂检验结果符合 4. 4 指标要求时，判该批号助磨剂为合格品。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该批号 

助磨剂为不合格品。

8 . 3 型式检验

见 附 录 C。

8 . 4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应包括出厂检验项目及合同约定的其他技术要求。

8 . 5 交货与验收

8 . 5 . 1 供需双方可在书面协议中约定助磨剂的验收检验项目、封存样保存地点及存留时间。存留时间 

宜 至少为 90 d。

8 . 5 . 2 在 90 d (或供需双方协议规定时间）内，当用户对助磨剂质量有疑问时，供需双方将封存样送省  

级或省级以上国家认可的水泥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

9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9. 1 包装

粉状助磨剂采用有塑料袋衬里的编织袋。液体助磨剂可采用塑料桶、金属桶包装或槽车运输。包 

装净质量误差不少于标志质量的 99. 5% 。

9 .2 标志

所有包装容器上在明显位置标注以下内容：产品名称、型号、执行标准、商标、净含量或体积、生产厂 

名及有效期。生产日期和产品批号宜在产品合格证上予以说明。助磨剂出厂时，应附有产品说明书，说 

明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 生产厂名称；

b ) 产品名称、型号、性能特点、主要成分类别（如醇胺类、聚羧酸类等）、技术指标、推荐掺量、产品 

匀质性指标；

c ) 易燃状况、贮存条件及有效期，有效期从生产日期算起；

d )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9 . 3 运输与贮存

助磨剂在运输与贮存时不得受潮和混入杂物，不同型号的助磨剂应避免混杂，应在专用仓库或固定  

的场所妥善保管，以易于识别，便于检查和提货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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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助磨效果试验方法

A. 1 原理

通过比较粉磨相同时间掺与不掺助磨剂的P. I 型 水 泥 的 45 筛筛余或比表面积来评价助磨剂  

的助磨效果。

A . 2 材料 

A. 2. 1 熟料

所取熟料具有代表性，并冷却至试验室温度 20 V ± 3  °C，淋雨受潮的熟料不能用于助磨剂的评价。 

A . 2 . 2 石膏

符 合 G B /T  5483中规定的 G 类 或 M 类二级 (含）以上的石膏或混合石膏。

A . 3 标准试验小磨

标准试验小磨符合以下规定：

a ) 规 格 ：0500 m m ;

b) 电机功率 1_ 5 k W ,转 速 48 r /m in ，电 压 380 V ;

c ) 研磨体总载球量 :约 100 k g；

d ) 球 配 ：#70 mm 约 13 k g； ^60 mm 约 20 kg; ^50 mm 约 18 k g； ^40 mm 约 11 kg ; jJ25 mm X 
30 mm 锻约  40 k g。

A. 4 试验方法

A. 4 . 1 样品的准备

所有原料的含水量控制在 1% 以下，取破 碎 至 1 m m 〜 7 m m 的原料颗粒混合均匀后备用。一部分  

用于制备不掺助磨剂的空白样品，另一部分用于制备掺助磨剂的对比样品。

A . 4 . 2 空白样品的制备

将水泥熟料及二水石膏按质量比 95 : 5 ,配 制 5 k g，在 符 合 A. 3 要求的试验小磨中磨细至比表面积  

350 m2/k g ± 1 0  m2/k g ，记 录 粉 磨 时 间 T s，并 按 G B /T  8074测定 比表 面 积 或 按 G B /T  1345测定水泥  

45 fJLm筛筛余。

A . 4 . 3 对比样品的制备

按 A. 4. 2 再配制两份 5 k g 的水泥熟料和二水石膏，助磨剂按推荐掺量（内掺）均匀加在熟料上，粉 

磨 T , 时间（A. 4. 2 所 述 T s 时间），磨两磨。舍弃掺加助磨剂的第一磨样品，测 定 第 二 磨 样 品 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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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筛余或比表面积。

A. 5 试验结果

A. 5. 1 水 泥 45 ftm筛筛余的减少值

计算空白水泥样品 45 fxm筛筛余与掺助磨剂样品 45 j j - m 筛筛余之差。

A . 5 . 2 比表面积的増加值

计算掺加助磨剂后水泥样品比表面积与空白样品比表面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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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 规范性附录）

混凝土性能试验

B. 1 骨料

符 合 G B /T  14684要 求 的 细 骨 料 ，细 度 模 数 为 2. 3 〜 3. 0 的 中 砂 ，颗 粒 级 配 为 2 区。符合  

G B /T  14685要求的粗骨料。全部试验应采用同一批粗、细骨料。

B . 2 试验环境及材料温度

试验环境及所用各种材料温度满足G B /T  50080.G B /T  50081的要求。

B. 3 配合比

空白混凝土配合比应符合以下规定：

------水泥用量 ：307 kg /m 3 ± 3  kg /m 3;

—— 用水量：应使混凝土坍落度达到 65 m m ±10  m m ；

—— 砂 率 :推荐试配值如下：

采用卵石时砂率为 40% ，采用碎石时砂率为 45% 。

注：砂率指砂与骨料总量的质量比。

—— 配合比：掺加助磨剂后，混凝土配合比应与空白混凝土相同。

B . 4 混凝土搅拌

采 用 60 L 强制式混凝土搅拌机，拌和量应不少于 15 L ,不 大 于 45 L ,搅 拌 3 m in,出料后在铁板上  

至少用铁锹来回拌合三次再进行试验。

B . 5 混凝土成型、养护及试验

B.5. 1 混凝土坍落度按 G B /T  50080进 行 ，试 件 成 型 、养 护以 及抗 压 强 度 试 验 按 G B /T  50081进 行 。 

强度试验龄期按 3 d 、7 d 、28 d 、90 d 进 行 ，每种水泥每个龄期至少应成型三块试件。

B . 5 . 2 对每种掺有助磨剂的水泥和对应的空白水泥应在不同的日期拌制两批混凝土，但同一批掺助  

磨剂水泥和对应的空白水泥的混凝土拌制应在同一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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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水泥助磨剂型式检验

C. 1 目的

对水泥助磨剂产品进行全面的质量评定。

C . 2 适用情况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 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 正式生产后，如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产品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 正常生产时，每年由第三方检验一次；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C . 3 型式检验内容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 4 章全部指标。

C . 4 型式检验用水泥和熟料

型式检验用水泥和熟料符合第 5 章试验材料的要求，由第三方或助磨剂生产企业提供。

C.4. 1 助磨效果用水泥熟料

当助磨剂首次启用时，至 少 取 5 个不同水泥厂生产的熟料。当助磨剂用于特种水泥中时，应至少取  

两个不同厂生产的熟料。

当助磨剂正常生产时，熟料样品可由助磨剂生产企业提供。

C . 4 . 2 助磨剂对水泥、混凝土性能影响试验用水泥

按 G B /T  12573取水泥样品，助磨剂首次使用时，取 3 个水泥厂生产的 6 个空白水泥样品。当助磨 

剂正常生产时，取一个水泥厂的空白水泥样品。

C . 5 合格判定

型式检验结果符合第 4 章全部指标要求时，判定该助磨剂合格，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该助磨  

剂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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