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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立方体试件锯取示意图（1)
2 . 2 . 3 试件表面必须平整，不得有裂缝或明显缺陷，尺寸允许偏差为± 2  m m ;试件应逐块编号，标明据 

取部位和发气方向。

2. 2. 4 试件为 100 m m X  100 m m X  100 m m 正立方体，共二组 6 块。

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蒸压加气混凝土的干密度、含水率、吸水率、力学性能 (抗压强度、劈裂抗拉强度、抗折 

强度、轴心抗压强度、静力受压弹性模量）、干燥收缩、抗冻性、碳化、干湿循环的试验方法、结果评定和试 

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蒸压加气混凝土。

2 干密度、含水率和吸水率

2. 1 仪器设备

2. 1. 1 电热鼓风干燥箱：最高温度 200 °C。

2 . 1 . 2 托盘天平或磅砰 :称量 2 000 g ，感 量 1 g。

2. 1 . 3 钢板直尺 :规格为 300 m m，分度值为 0. 5 m m。

2. 1 . 4 恒温水槽 :水 温 15 °C〜25 V 。

2 . 2 试件

2.2. 1 试件的制备，采用机锯或刀锯，锯切时不得将试件弄湿。

2 . 2 . 2 试件应沿制品发气方向中心部分上、中、下顺序锯取一组，“ 上 ” 块上表面距离制品顶面 30 mm, 

“ 中” 块在制品正中处，“ 下 ” 块下表面离制品底面30 m m。制品的高度不同，试件间隔略有不同，以高度 

600 m m 的制品为例，试件锯取部位如图1。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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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向的轴线尺寸，精确至 1 m m，计算试件的体积；并

2 . 3 干密度和含水率试验步骤

2.3. 1 取试件一组 3 块 ，逐块量取长、宽、高 .

称取试件质量M ，精确至 1 g。

2 . 3 . 2 将试件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内，在（6 0 ± 5 )°C下保温 24 h ，然后在（8 0 ± 5 ) °C下 保温 24 h，再在 

(105±5)°C下烘至恒质（M q)。恒质指在烘干过程中间隔 4 h ，前后两次质量差不超过试件质量的  

0. 5% 。

2 . 4 吸水率试验步骤

2.4. 1 取另一组 3 块试件放入电热鼓风子燦箱内，在 ( 品 壬 f 保 温 24 h ，然后在（8 0 ± 5 )°C下保温 

24 h ，再在（105±5)°C下烘至恒质yV fG。

2. 4 . 2 试 件 冷 却 至 室 温 后 温 为 S 逼温水榴内，然 水 至 试 件 高 度 的 1 /3 ,保持 

24 h ，再 加 水 至 试 件 高 度 的 令 i f 后 ，加水高出试件 30 m m 以； 保 h。

2 . 4 . 3 将 试 件 从 水 中 取 去 表 面 水 分 ，立即称取每块质笟& % ) ，抑、 至 1 g。

2 . 5 结果计算与评定  "

2 . 5 . 1 干密度按式

式中

Mn

V-

干 密 , 为 千 克 每 立 方 米 （kg /m 3) 

试 件 炉 ■ ，单位为克（g y  /  

试 件 位 为 立 方 毫 米 ( m L c c

2 . 5 . 2 含水率按

式中：

Ws—— 含水率 

Mo—— 试件烘

M —— 试件烘千
S'

2 . 5 . 3 吸水率按式（3 ) f  ^

( 1 )

( 2 )

( 3 )

式中：

W r —— 吸水率，％;

Mo—— 试件烘干后质量，单位为克 (g"

M g—— 试件吸水后质量，单位为克（g)。

2 . 5 . 4 结果按 3 块试件试验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评定，干密度的计算精确至 1 kg /m 3，含水率和吸水率 

的计算精确至0 .1 % 。

3 力学性能

3. 1 仪器设备

3. 1. 1 材料试验机 :精度 (示值的相对误差 ) 不应低于± 2 % ，其量程的选择应能使试件的预期最大破坏 

荷载处在全量程的20%〜80%范围内。

3. 1 . 2 托盘天平或磅秤 :称量 2 000 g ，感 量 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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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3 电热鼓风干燥箱：最高温度 200 °C。

3. 1 . 4 钢板直尺 :规格为 300 m m，分度值为 0. 5 m m。

3. 1 . 5 劈裂抗拉钢垫条的直径为75 m m，如图 2 所示。钢垫条与试件之间应垫以木质三合板垫层，垫 

层宽度应为（15〜20)m m，厚 (3〜4 )m m，长度不应短于试件边长，垫层不得重复使用。

单位为毫米

图 2 劈裂抗拉钢垫条

3. 1 . 6 变形测量仪表 :精度不应低于0.001 m m，当使用镜式引伸仪时，允许精度不低于0.002 m m。 

3 . 2 试件

3. 2. 1 抗压、劈裂抗拉试件制备按2. 2 .1,2. 2. 2 和 2. 2. 3 进行。

3 . 2 . 2 抗折试件制备按2 . 2 . 1 和 2. 2. 3 在制品中心部分平行于制品发气方向锯取，试件锯取部位如 

图 3。

3. 2. 3 轴心抗压、弹性模量试件制备按2. 2. 1,2. 2. 2 和 2. 2. 3 进行，试件锯取部位如图4。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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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抗折强度试件锯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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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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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4

±1。。

3 .2 .5

试件承压

图 4 轴心抗压、弹性模量试件锯取示意图

:平度应为每 100 jmm.不超过 _0. 1 m m，承压而与相邻

试件数量 

抗压强度：10 

劈裂抗拉强 

抗折强度

直度不应超过

SX 100 m m X 100 mnv立 方 体 试 件 一 组 3,块 ； 1 
10(^mmX 100 mmX 1Q0 mm 立 方 体 试 件 +组  3.掷 ；

100 m m X 400 m m嫁 柱 体 试 件 一 组 3 块 ；

轴 心 抗 压 强 度 100 m m X 300 柱 体 拭 件 一 组 3.块 ；

静 力 受 压 弹 性 mmXIOO mm X 300 1 4 >棱 柱 体 试 件 二 组 6 块 。

3 . 2 . 6 试 件 含 水 状 '
'  ^  12%节进 行拭 验 ^

i定 范 围 ，则 在 （60± 5)。(：下烘至所要求时；含水率:。

3.2 .6 . 1 试件在含水：

3. 2. 6. 2 如果含水率超  1 
3 . 3 试验步骤 

3 . 3 . 1 抗压强度

3.3. 1 . 1 检查试件外观。

3.3. 1 . 2 测量试件的尺寸，精确至 l ^ n r u d 计箅试件的受压顶积 ( A ,)。

3.3. 1 . 3 将试件放在材料试验机的下压板一的中'心倥置，试件的受压方向应垂直于制品的发气方向。

3.3. 1 . 4 开动试验机，当上压板与试件接近时，调整球座，使接触均衡。

3.3. 1 . 5 以（2 . 0 ± 0 . 5 ) k N / s 的速度连续而均匀地加荷，直至试件破坏，记录破坏荷载 (九）。

3.3. 1 . 6 将试验后的试件全部或部分立即称取质量，然后在（105±5)°C下烘至恒质，计算其含水率。 

3 . 3 . 2 劈裂抗拉强度（劈裂法）

3.3 .2 . 1 检查试件外观。

3. 3. 2. 2 在试件中部划线定出劈裂面的位置，劈裂面垂直于制品发气方向，测量尺寸，精确 至 1 m m， 

计算劈裂面面积 (A 2)。

3. 3. 2. 3 将试件放在试验机下压板的中心位置，在上、下压板与试件之间垫以劈裂抗拉钢垫条及垫层 

各一条。钢垫条与试件中心线重合，如 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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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机上压板；

2—— 劈裂抗拉钢垫条；

3---垫层；

4—— 试验机下压板。

图 5 劈裂抗拉试验示意图

3. 3. 2. 4 开动试验机，当上压板与试件接近时，调整球座，使接触均衡。

3. 3. 2. 5 以（0 .2 0 ± 0 .  0 5 ) k N /s的速度连续而均匀地加荷，直至试件破坏，记录破坏荷载（p2)。
3. 3. 2. 6 将试验后的试件全部或部分称取质量，然后在（105±5)°C下烘至恒质，计算其含水率。

3 . 3 . 3 抗折强度

3 .3 .3 . 1 检查试件外观。

3. 3. 3. 2 在试件中部测量其宽度和高度，精确至 1 m m。

3. 3. 3. 3 将试件放在抗弯支座辊轮上，支点间距为 300 m m，开动试验机，当加压辊轮与试件接近时， 

调整加压辊轮及支座辊轮，使接触均衡，其所有间距的尺寸偏差不应大于 ± 1  m m。加荷方式如图 6 
所示。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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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抗折强度试验示意图

3. 3. 3. 4 试验机与试件接触的两个支座辊轮和两个加压辊轮应具有直径为30 m m 的弧形顶面，并应 

至少比试件的宽度长10 m m。其 中 3 个 (一个支座辊轮及两个加压辊轮 ) 尽量做到能滚动并前后倾斜。 

3. 3. 3. 5 以（0 .20士0.05) k N . /s的速度连续而均匀地加荷，直至试件破坏，记录破坏荷载（p )及破坏 

位置。

3. 3. 3. 6 将试验后的短半段试件，立即称取质量，然后在（105±5)°C下烘至恒质，计算其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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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载

预 压 3 次
第 4 次  第 5 次

图 7 弹性模量试验加荷制度示意图

3. 3. 5. 3. 8 按上述加荷和卸荷方法，分别读取第4 次荷载循环，以外4与 时 试 件 两 侧 相 应 的 变 形 读  

数乳4与 I ，计算两侧变形值的平均值知，按同样方法进行第5 次荷载循环，并计算办。

3. 3. 5 . 3 . 9 如果 & 与和之差不大于 0.003 m m ，则卸除仪表，以同样速度加荷至试件破坏，并计算轴 

心抗压强度 f cp。

3. 3. 5. 3. 1 0 如 果 &与 知 之 差 大 于 0.003 m m，继续按上述方法加荷与卸荷，直至相邻两次两侧变形 

平均值之差不大于0.003 m m 为止。并按最后一次的变形平均值计算弹性模量值。但在试验报告中应 

注明计算时的次数。

3. 3. 5. 3. 1 1 取试验后试件的一部分立即称取质量，然后在（105±5)°C下烘至恒质，计算其含水率。

3 . 3 . 4 轴心抗压强度

3.3 .4 . 1 检查试件外观。

3. 3. 4. 2 在试件中部测量试件的边长精确至1 m m，并计算试件的受压面积 (A 3)。

3. 3. 4. 3 将试件直立放置在材料试验机的下压板上，试件的轴心与材料试验机下压板的中心对准。

3. 3. 4. 4 开动材料试验机，当上压板与试件接近时，调整球座，使接触均衡。

3. 3. 4. 5 以（2. 0 ± 0 .  5 ) k N / s 的速度连续而均匀地加荷。

3. 3. 4. 6 当试件接近破坏而开始迅速变形时，停止调整材料试验机油门，直至试件破坏，记录破坏荷载

( 夕3 ) 。

3. 3. 4. 7 取试验后试件的一部分，立即称取质量，然后在（105±5)°C下烘至恒质，计算其含水率。

3 . 3 . 5 静力受压弹性模量

3.3.5. 1 本方法测定的蒸压加气混凝土弹性模量是指应力为轴心抗压强度40%时的加荷割线模量。

3. 3. 5. 2 取一组试件，按 3. 3. 4 规定测定轴心抗压强度(/cp)。

3. 3. 5. 3 取另一组试件，作静力弹性模量试验，其步骤如下：

3. 3. 5. 3. 1 检查试件外观。

3. 3. 5. 3. 2 在试件中部测量试件的边长精确至1 m m，并计算试件的横截面面积 ( A )。

3. 3. 5. 3. 3 将测量变形的仪表安装在供弹性模量测定的试件上，仪表应精确地安在试件的两对应大面 

的中心线上。

3. 3. 5. 3. 4 试件的测量标距为150 m m。

3. 3. 5. 3. 5 将装有变形测量仪表的试件置于材料试验机的下压板上，使试件的轴心与材料试验机下压 

板的中心对准。

3. 3. 5. 3. 6 启动材料试验机，当上压板与试件接近时，调整球座，使之接触均衡。

3. 3. 5. 3. 7 以（2. 0 ± 0 .  5 ) k N / s 的速度连续而均勻地加荷。当达到应力为 0. 1 M P a的荷载 f b l时，保 

持该荷载 30 s，然后以同样的速度加荷至应力为0. 4 / ep的荷载pai，保持该荷载30 s，然后以同样的速度 

卸荷至应力为 0. 1 M P a的荷载ph2，保持该荷载 30 s。如此反复预压3 次（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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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结果计算与评定

3.4. 1 抗压强度按式（4)计算：

h  = 会  .........................................( 4 )

式中：

/cc—— 试件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 Pa);

Pi—— 破坏荷载，单位为牛（N ) ;

A ：—— 试件受压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 (mm2)。

3 . 4 . 2 抗折强度按式（5)计算：

................................... ( 5 )
式中：

fi-—— 试件的抗折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P —— 破坏荷载，单位为牛（N ) ;

b- 试件宽度，单位为毫米 (mm)；

h —— 试件高度，单位为毫米 (m m );

L-—— 支座间距即跨度（m m ),精确至 1

3 .4 .3 劈裂抗拉强度按式 (6 )计算：

/ts ^ ^ ^  0.637 ^  .........................................( ^ )

式中：

/ ts—— 试件的劈裂抗拉，单位为兆帕（MPa);

P2—— 破坏荷载，单位为牛（N ) ;

A 2—— 劈裂面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 (mm2)。

3. 4. 4 轴心抗压强度按式（7)计算 ：

k  =  l  .........................................( 7)
式中：

/cp—— 轴心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p3—— 破坏荷载，单位为牛（N ) ;

A 3—— 试件中部截面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 (mm2)。

3 . 4 . 5 静力弹性模量按式（8)计算：

Ec =  Pa~ P- X ~  .........................................( 8 )
A  05

式中：

Ec—— 试件静力弹性模量 ,单位为兆帕（MPa)； 

pa—— 应力为 0. 4/@时的荷载，单位为牛（N )； 

ph—— 应力为 0. 1 M P a时的荷载，单位为牛（N )；

A —— 试件的横截面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 (mm2) ;

办—— 第五次荷载循环时试件两侧变形平均值，单位为毫米 (m m );

I------ 测点标距，150 m m。

3 . 4 . 6 抗压强度和轴心抗压强度的计算精确至 0. 1 MPa;抗拉强度和抗折强度的计算精确至 

0. 01 M P a ;静力弹性模量的计算精确至10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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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 7 结果评定

静力弹性模量按3 块试件测试值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如果其中一个试件的轴心抗压强度 / ^ 与 U  

之差超过 / q 的 2 0%，则弹性模量值按另二个试件测值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如有两个试件与A P之差超 

过 / ep的 20 %，则试验结果无效。其他按 3 块试件试验值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评定，精确至 0.1 MPa。

4 干燥收缩

4. 1 仪器设备

4. 1. 1 立式收缩仪 :精度为 0. 01 m m。

4 . 1 . 2 收缩头：采用黄铜或不锈钢制成，如图 8 所示：

单位为毫米

g 18_____________^

图 8 收缩头

4. 1 . 3 电热鼓风干燥箱：最高温度 200 V 。

4. 1 . 4 调温调湿箱：最高工作温度 150 °C，最高相对湿度（9 5 ± 3 ) % 。

4 . 1 . 5 天平 :称量 500 g，感量 0. 1 g。

4. 1 . 6 干燥器。

4. 1 . 7 干湿球温度计 :最高温度 100 °C
4. 1 . 8 恒温水槽 :水温（2 0 ± 2 )°C。

4 . 2 试件

4. 2. 1 试件按 2. 2. 1 从当天出釜的制品中部锯取，试件长度方向平行于制品的发气方向，其锯取部位 

如 图 9 所示。锯好后立即将试件密封，以防碳化。

单位为毫米

图 9 干燥收缩试件锯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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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2 试件尺寸和数量

40 m m X  40 m m X  160 mm ~ ■组3 块；尺寸允许偏差为 m m 。

4. 2. 3 试件处理

4. 2. 3. 1 在试件的两个端面中心，各钻一个直径6 m m〜10 m m ，深度 13 m m 孔洞。

4. 2. 3. 2 在孔洞内灌入水玻璃水泥浆(或其他粘结剂），然后埋置收缩头，收缩头中心线应与试件中心 

线重合，试件端面必须平整。2 h 后，检查收缩头安装是否牢固，否则重装。

4 . 3 试验步骤 

3 . 1 标准试验方法 z  〃一 一— …
3. 1. 1 试件放置1 d 后，浸 人 温 $ ( 2 0 士2) t ：恒温水梢4 ^ 水@ £5高出试件30 m m ，保持 72 h 。

3. 1 . 2 将试件从水中取_ 湿布抹 >  表面水分_，并 将 头 立 即 称 取 试 件 的 质 量 。

3. 1 . 3 用 标 准 杆 调 幣 5.00 m m )，然后― 吸的淚、 方向立即测定试件初始长度， 

记下初始百分表读数。 、,
4.3. 1 . 4 试 件 长 度 ^ 士  0.01 称取质暈误总为+ 0 .
4.3. 1 . 5 将试件敢$ £ ^ J ( 2 0 ± 2 ) X ：,相对湿，为（43 士 2 ) % 的.调温减叙箱|

4.3. 1 . 6 试验的 ]

质量变化小于

d 测长度一次，直至:天将试件在（20 士 2 ) $ 的房间内测长度一次，以、每 |

，测前潘校准仪器股点，奴求每组试件在球m in 内测完，

4.3. 1 . 7 每测 f 次― ，应同时称取试件的质

4.3. 1 . 8 试 验 试 件 按 2. 3. 2 烘至恒质，_并称取质策 ,〒4 丨’
4 . 3 . 2 快速试 ' [

4. 3.2.1 同 4 |班 |

4. 3.2. 2 同 4丨碰 

4. 3 .2 .3  同 4!'饥 ！

4. 3.2. 4 同 4.1.
4. 3. 2. 5 将 试 | _,调 温 调 湿 箱 内 ，控制箱内温度为(矽士  1厂0；，_对湿度为 #30士 |)%(当箱内湿度至

35%左右时，放 化 钙 饱 和 溶 液 的 瓷 盘 .用刺节箱内湿度 ;如果湿度

调节）。 W a K
4. 3. 2. 6 试 验 的 命 h 从箱内取出试件鳙按度一次，以后每天渕

即 放 人 无 吸 湿 剂 的 在 （2 0 ± 2 ) aC 的识•间 冷 却 3 h 后进行测 

点，要 求 每 组 试 件 在 完

4. 3.2. 7 按 4 .3 .2 .5 、4

4. 3. 2. 9 试验结束，将试件按 

4 . 4 结果处理与评定

4.4. 1 干燥收缩值按式（9)计算

反复进行干燥、冷却和测试 '  
称& 试 质 i i h

2 烘至當成了并爾取质堺，

品 降 时 ，用无水氯化钙

t e — 当试件取出后应立 

测 校 准 仪 器 的 百 分 表 原

化小于 0. 1%为止。

so — Cyo — 5i ) —  s

式中：

A------ 干燥收缩值，单位为毫米每米 (m m /m )；

5 0 标准杆长度，单位为毫米 (mm)；

yo—— 百分表的原点，单位为毫米（m m );

5 1 试件初始长度（百分表读数），单位为毫米 ( m m )；

52—— 试件干燥后长度 (百分表读数），单位为毫米 (mm)
s—— 二个收缩头长度之和，单位为毫米 (m m)。

X 1 000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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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0 25 50 75 100

含水率/%

图 1 0 干燥收缩特性曲线绘制格式

5 抗冻性

5. 1 仪器设备

5. 1. 1 低温箱或冷冻室：最低工作温度一30 °C以下。

5. 1 . 2 恒温水槽：水温（2 0 ± 5 )°C。

5 . 1 . 3 托盘天平或镑枰 :称 量 2 000 g，感 量 1 g。

5. 1 . 4 电热鼓风干燥箱：最高温度 200 °C。

5 . 2 试件

5. 2. 1 试件按试件制备按 2. 2. 1,2. 2. 2 和 2. 2. 3 进行。

5 . 2 . 2 试件尺寸和数量

100 m m X 100 m m X 100 m m 立方体试件一■组3 块 。

4. 4. 2 收缩值以 3 块试件试验值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评定，精 确 至 0. 01 m m /m。

4 . 4 . 3 含水率按式 (2 )计 算。

4 . 4 . 4 干燥收缩特性曲线绘制

干燥收缩特性曲线是反映蒸压加气混凝土在不同含水状态下至干燥后收缩曲线，由各测试点的计  

算干燥收缩值绘制。

4.4 .4 . 1 各测试点的含水率按式 (2 )计算。

4. 4. 4. 2 各测试点的干燥收缩值按式 (10)计 算 ：

A； =  --------~  5 2 、̂  X 1 000 ............................................. ( 10 )
邛 — ( 3̂ 0 — S i)— s

式 中 ：

A;--- 各测试点干燥收缩值，单位为毫米每米 (m m /m ) ；

s o--- 标准杆长度，单位为毫米 (mm )；

yo--- 百分表的原点，单位为毫米 (mm )；

--- 试件在各测试点长度（百分表读数），单位为毫米（mm)；

52—— 试件干燥后长度（百分表读数），单位为毫米 (m m )；

5—— 二个收缩头长度之和，单位为毫米 (m m )。

4. 4. 4. 3 以三块试件在各测试点的收缩值和含水率的算术平均值 (精 确 至 0.01 m m /m )，在 图 1 0 中描 

绘出对应于含水率的干燥收缩曲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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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试验步骤

5.3. 1 将冻融试件放在电热鼓风干燥箱内，在 （6 0 ± 5 )°C下保温 24 h ，然后在（80士5 ) °C下保温 24 h, 
再在（105±5)°C下烘至恒质。

5 . 3 . 2 试件冷却至室温后，立即称取质量，精确至 1 g，然后浸入水温为（2 0 ± 5 )°C恒温水槽中，水面应 

高出试件 30 m m ,保持 48 h 0

5 . 3 . 3 取出试件，用湿布抹去表面水分，放入预先降温至一  15 °C以下的低温箱或冷冻室中，其间距不 

小于 20 m m，当温度降至一 18 °C时记录时间。在 （一2 0 ± 2 )°C下 冻 6 h 取出，放入水温为（2 0 ±  5) °C的 

恒温水槽中，融 化 5 h 作 为 一 次 冻 融 如 庇 ® 止。

5. 3 . 4 每隔 5 次 循 环 检 奔 并 在 冻 融 过 程 中 的 破 坏

5. 3. 5 冻融过程中，发 现 明 显 5 P 蝴 武 付 ^  % 冻 并 记 录 冻 融 次 数 。

5 . 3 . 6 将 经 1 5次 冻 融 放 又 电 热 鼓 风 干 燥 箱 内 ，̂ > 3 . 1 规 至 恒 质 。

5 . 3 . 7 试 件 冷 却 至 室 取 质 量 ，精确至 1 g D 

5. 3. 8 将冻融后试 f 冇关规定，进行抗压强度试验<
5 . 4 结果计算与_

5.4. 1 质量损失_ _ 1 1 )计

M ra 由 M9 ~ ¥ i x  ioo ...................( 11 )
M 0

式中：

M m—— 质 率 ，％;

Mo—— 冻_ | 卜试验前的T-质* ，单位为茺 ( ;

Ms— —经_ 参验后试件的千质从，伞位为名 

5. 4 . 2 冻 后 试 压 强 度 按 式 ( 4)计箅

5 . 4 . 3 抗冻性 f e冻 l l 试件的质泔损失率 f 均值和冻后的抗压强度丨平均值进行评域 > 质量损失率精确 

至 0 .1 % 。

6 碳化

仪器设备和g

1 碳化箱 :下 部 孔 ，上部设有排气孔，且有湿度观察装置 ;̂ 盖（门/ 必须严密。

2 二氧化碳钢瓶，

3 转子流量计。

4 气体分析仪。

5 电 热 鼓 风 干 燥 箱 : 最 高 温 逆 "

6 托盘天平或磅秤 :称 量 2 000 g ，感放 -1 -g r.~ -^

7 干湿球温度计 :最高温度 100 V 。

8 二氧化碳气体 :浓度（质量分数 ) 大 于 80% 。

9 钠石灰。

1 0 工业用硝酸镁（保湿剂氕

1 1 质量分数 1%酚酞溶液 :用浓度 (质量分数 ) 为 70%的乙醇配制。

1 2 质量分数 30%氢氧化钾溶液。

2 试件

2. 1 试件制备按 2. 2. 1 和 2. 2. 3 进行。

2 . 2 试件在同一块制品中心部分，沿制品发气方向中心部分的上、中、下顺序相邻部位锯取两组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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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相邻对应两组试件锯取部位如图1 1所示。

单位为毫米

图 1 1 立方体试件锯取示意图（2)
6 . 2 . 3 试件数量

100 mmXlOO mmXIOO m m 立方体试件五组共1 5块 。一组 3 块为对比试件；四组 1 2块为碳化试 

件 ，其中三组 9 块用于碳化深度检查，一 组 3 块用于测定碳化后强度。

6. 3 试验条件 

6 . 3 . 1 湿度

碳化过程的相对湿度为（5 5 ± 5 ) % 。

空气和二氧化碳分别通过盛有硝酸镁 (保湿剂）过饱和溶液（以 1 k g 工业纯硝酸镁，200 m L 水的比 

例配制）的广口瓶，以控制介质湿度。应经常保持溶液中有硝酸镁固相存在。

6 .3 .2  二氧化碳浓度

6. 3. 2. 1 二氧化碳浓度的测定

每隔一定时期对箱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作一次测定，一般在第一、二天每隔 2 h 测定一次，以后每隔 

4 h 测定一次。并根据测得的二氧化碳浓度，随时调节其流量，保湿剂也应经常予以更换。

二氧化碳浓度采用气体分析仪测定，精确至 1 % (质量分数）。

6. 3. 2. 2 二氧化碳浓度的调节和控制

如 图 1 2所示，装配人工碳化装置，分别调节二氧化碳钢瓶和空气压缩机上的针形阀，通过流量计控 

制二氧化碳浓度为（2 0 ± 3 ) % (质量分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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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氧化碳钢瓶；

2—— 空气压缩机；

3 保湿剂瓶；

4—— 转子流i i 计 ；

5—— 碳化箱；

6—— 干湿球温度计；

7—— 内盛保湿剂的搪瓷盘。

图 1 2 人工碳化装置示意图

6 . 4 试验步骤

6 . 4 . 1 试件放入温度（6 0 ± 5 )°C的电热鼓风干燥箱内，烘至恒质。电热鼓风干燥箱内需放入适量的钠 

石灰，以吸收箱内的二氧化碳。

6 . 4 . 2 取一组试件，按 3.3. 1 有关规定测定抗压强度(/cc)。

6 . 4 . 3 其余四组试件放入碳化箱进行碳化，试件间隔不得小于20 m m 。4 d 后 ，每天取一块试件劈开， 

用 酚 酞 溶 液 测 定 碳 化 深 度 ，直至试件中心不显红色，则认为试件已完全碳化。此时，取一组 

试件按 3. 3. 1 有关规定测定其碳化后的抗压强度（/。）。

6 . 5 结果计算与评定

6.5. 1 碳化系数按式（12)计算：

Kc =  ♦  .........................................( 1 2 )
J  cc

式 中 ：

Kc—— 碳化系数；

/ c —— 碳化后试件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兆帕（M Pa);

A c —— 对比试件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兆帕（MPa)。

6. 5. 2 试验结果按 3 块试件试验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评定，精确至 0. 01。

7 干湿循环

7. 1 仪器设备

7. 1. 1 电热鼓风干燥箱：最高温度 200 °C。

7. 1 . 2 恒温水槽或水箱 :水温 (2 0 ± 5 )°C。

7 . 1 . 3 托盘天平或磅秤 :称 量 2 000 g，感量 1 g。

7. 1 . 4 钢板直尺：规格为 300 m m，精度为 0.5 m 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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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试件

7. 2. 1 试件制备按 6. 2. 1 和 6. 2. 2 进行。

7 . 2 . 2 试件尺寸和数量

100 m m X 100 m m X  100 m m 立方体试件二组6 块。

7 . 3 试验步骤

7.3. 1 将二组试件，其中一组为对比试件，一起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内，在（60±5 )°C下烘至恒质。

7. 3. 2 取其中一组3 块 ，在 (20士5)°C的室内冷却20 m in，然后放入钢丝网箱（恒温水槽或水箱）内，并 

浸入水温为（2 0 ± 5 ) ° C的水中。水高出试件上表面 30 m in，保 持 5 m in后取出，放在室内瞭干 30 m in。 
再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内，在（60士5)°C下 烘 7 h ，即在（60 ± 5 )°C下 烘 7 h ，冷 却 20 m in ,放入 (20±5)°C  
水 中 5 m in作为一次干湿循环。如此反复 1 5次为止。

7 . 3 . 3 经 1 5次干湿循环后的试件，继续在（60 ± 5 )°C下烘至恒质，然后关闭电源，打开干燥箱，使试件 

冷却至室温。

7 . 3 . 4 将干湿循环后试件和另一组对比试件按3. 3. 2 的有关规定，分别进行劈裂抗拉强度试验，并计 

算 其 3 块试件劈裂抗拉强度平均值_/^和 / ts。

7 . 4 结果计算与评定

7.4. 1 干湿循环性能以干湿强度系数表示，干湿强度系数按式（13)计算：

K =  .........................................( 13 )
J ts

式中：

K—— 干湿强度系数；

As—— 经 1 5次干湿循环后的一组3 块试件劈裂抗拉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兆帕（MPa);
/ ts —— 对比试件劈裂抗拉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兆帕（MPa)。

7. 4. 2 试验结果按 3 块试件试验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评定，精确至 0. 01。

8 试验报告

a) 产品名称；

b) 标准编号、试验项目；

c) 试件编号、尺寸及数量；

d) 试验条件；

e) 所用的主要试验仪器；

f) 试验结果：每项性能试验的单个值和每组的算术平均值。同时给出相应的含水率和体积密度，

干燥收缩试验还应给出干燥收缩曲线图；

g) 试验单位、试验人、报告审核人、日期及其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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