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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是一个传统课题，很多混凝土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但给我们的感觉是难有新
意。
2008年9月，我收到了Collepardi教授的最新专著《CONCRETE MIX DESIGN》（《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
初读此书，便感慨万分：原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还有这么丰富的内容！
　　根据混凝土性能要求的不同，此书将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分为简易配合比设计和复杂配合比设计，
并分别进行介绍。
简易配合比设计主要基于混凝土的性能与组成材料的关系，此处的性能只包括新拌混凝土的工作性和
硬化混凝土28d特征强度。
它们的关系主要取决于水泥的强度等级和骨料的最大粒径。
复杂配合比设计同样是基于混凝土的性能与组成材料的关系，但此处的性能还包括耐久性、渗透性、
早期强度、抗折强度或抗拉强度等i同时，还必须考虑新拌混凝土的运输时间和温度以及化学外加剂对
其工作性的影响。
　　国内当前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主要依据室内试验，而此书中配合比设计主要基于数学模型：混凝
土的流变性能、力学性能、弹性性能、化学性能、干缩、徐变、热学性能、颗粒粒径分布等参数的数
学模型。
数学模型贯彻始终，并依据这些数学模型进行配合比设计，确定混凝土的组成材料，使配制的混凝土
能够满足各项设计性能指标。
　　本书由武汉大学刘数华博士、长江科学院李家正博士翻译。
在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武汉大学方坤河教授、清华大学阎培渝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
深表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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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欧洲最新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专著，介绍了简易和复杂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方法。
在配合比设计中，考虑了混凝土的流变性能、力学性能、弹性性能、化学性能、干缩、徐变、热学性
能、颗粒粒径分布等参数及其相关数学模型，并依据这些数学模型进行配合比设计，以确定混凝土的
组成材料。
　　全书分三部分：原理篇、模型篇和实例篇，内容丰富、方法新颖、专业性较强。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既可以作为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建筑承包商、混凝土生产商的工具书，又可
以用作高校教师、学生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以作为混凝土专家、学者的科研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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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o Collepaudi，美国混凝土协会（ACI）荣誉会员，罗马大学、安科纳大学、成尼斯大学和米
兰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专业教授，ENCO工程混凝土公司主席。
发表混凝土相关学术论文350余篇，出版专著数部，在高效减水剂、硅灰、膨胀剂、预拌砂浆等领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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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文。
　　Roberto Troli，ENCO土木工程师、技术总监。
在混凝土技术，特别是化学和矿物外力H剂领域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已出版一部混凝土耐久性的专著
。
　　刘数华，工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副教授。
分别于2001年6月、2003年6月和2005年12月在武汉大学获工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6年1月
至2007年12月在清华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08年1月进入武汉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主要从事高性能水泥基材料、水工建筑材料及工业废渣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已出版专著2部、译著2郜、主编科技书1部、参编标准1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SCI、EI、ISTP
收录近30篇。
　　李家正，博士，高级工程师。
1992年于大连理工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1997年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现武汉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
，2007年干武汉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
现任长江科学院材料与结构研究所工程材料研究室主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混凝土及预应力分会混凝
土耐久性专业委员会委员、混凝土施工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硅酸盐学会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分会膨胀
与自应力混凝土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混凝士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水工建筑材料应用研究，先后主持和参与完成了三峡、水布垭、索风营、构皮滩、溪洛
渡、彭水、瀑布沟等大型工程科研项目。
作为主要参加人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大水工混凝土结构隐患病害检测与健康诊断研究
”及“现代水工大体积混凝土裂缝机理与控制”的研究工作。
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科研生产报告近20篇，撰写出国考察报告1篇，参编行业标准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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