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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优质矿物掺合料的加入对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及微结构有较大的改善作用，能显著提高混凝土的
耐久性能，可克服纯硅酸盐水泥许多潜在的及现实的问题，如早期水化热高、混凝土坍落度损失大、
界面区取向强烈等缺陷。
在现代混凝土技术中，因矿物掺合料具有较好的填充效应、活性效应和微集料效应，其掺入可改善混
凝土微结构，提高混凝土的抗渗透性能及各项耐久性，经过一定质量控制的矿物掺合料已成为高性能
混凝土不可或缺的组分之一。
　　制备混凝土矿物掺合料已成为工业废渣的重要利用途径之一，但也常因工业废渣在矿物组成、化
学品质、细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给矿物掺合料的生产及应用带来许多障碍，使得工业废渣利用率
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尽管矿物掺合料引入水泥混凝土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人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绝大部分研究都
停留在对实验现象的解释上，矿物掺合料的制备技术仍缺乏系统理论指导；人们虽然对矿物掺合料的
作用途径有较清楚的认识，对各种掺合料效应有较明晰的理解，但对如何有效地综合利用矿物掺合料
的各种效应，全面提高水泥基材料的性能，仍缺乏行之有效的合适办法。
　　用作矿物掺合料的工业废渣毕竟是工业副产品，要把其应用于水泥混凝土，一般需对其进行加工
处理。
当前，矿物掺合料的处理设备存在能耗高或设备投资大等问题。
以粉磨矿渣为例，配有选粉机的球磨机圈流粉磨系统的综合电耗达80kW·h/t，立磨粉磨系统虽可节
能50%左右，综合电耗为33~37kW·h/t，但它存在设备投资大等问题，一台立磨及相关配套设备投资
达亿元之巨，限制了立磨的应用。
另外，工业废渣排放过程一般为水冷或湿排方式，水淬矿渣含水率达10%~20%，湿排粉煤灰含水率更
高。
采用现有粉磨方式需对其进行烘干或燃烧处理，为去除其中水分每吨水淬矿渣需消耗燃料（一般为轻
柴油或燃煤粉）达几十千克，更增加现有处理方法的能耗。
而且，当前处理方法制备的矿物掺合料普遍存在粒径分布宽的问题，其中引入的粗颗粒对体系的紧密
堆积无益，不能有效促进胶凝体系形成紧密堆积，对改善水泥基材料性能作用有限。
　　目前，矿物掺合料的制备、应用已牵涉水泥基材料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
正是对矿物掺合料的研究推动了混凝土技术的发展，同时混凝土技术的发展需求也为矿物掺合料的研
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基于上述背景，笔者拟通过对矿物掺合料各种效应进行研究，提出一种新的矿物掺合料处理方式，即
采用湿磨方法对工业废渣进行处理，制备含有一定水分的浆体状混凝土矿物掺合料（简称浆状掺合料
），浆状掺合料可直接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混凝土；矿物掺合料湿磨处理技术的应用可降低工业
废渣处理成本及生产能耗，并可改善矿物掺合料的性能，从而有利于其掺合料效应的充分发挥，全面
提升水泥基材料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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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混凝土矿物掺合料湿磨制备》在利用渗流理论分析混凝土矿物掺合料之掺合料效应的基础上，
对掺加湿磨方式制备的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工作性、力学性能、耐久性及其与微结构的关系进行了阐
述，以探求一种新的工业废渣的处理方法，从而促进工业废渣在水泥混凝土中的资源化利用。
与干磨相比，湿磨方法可实现混凝土矿物掺合料的低成本、低能耗制备，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良好
的社会、经济效益。
　　《混凝土矿物掺合料湿磨制备》可供土木工程领惭口建筑材料行业的科技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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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心质假说认为，各级中心质和介质之间均存在过渡层，中心质以外所存在的组成、结构和性能的变
异范围都属于过渡层；把界面一概看做是混凝土中的薄弱环节，认为中心质的强度大于介质强度，各
级中心质和介质都存在相互的效应，称为“中心质效应”，其内容包括中心质对周围介质所产生吸附
、化合、机械咬合、粘接、强化等一切物理、化学、物理化学的效应.效应所能到达的范围称为“效应
圈”，效应与集料的性质、水泥组分、外加剂、矿物掺合料以及水灰比、成型工艺、养护条件等有关
。
效应有大有小，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有利的中心质效应不仅可改善过渡层的结构和大小，而且能使
效应圈中的介质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中心质的某些性质。
相邻中心质效应的叠加对形成中心质网络、提高混凝土匀质性有重要作用。
在混凝土中掺人活性矿物掺合料，则可增加大中心质数量、减小中心质间距，并提高中心质效应的程
度，起到改善混凝土的明显效果。
低水灰比的混凝土，为了满足流动性要求，往往骨料用量小，而水泥用量大，使得介质含量多，适当
掺人矿物掺合料，有利于增加中心质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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