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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透水混凝土的强度偏低,耐久性能与普通混凝土相比较差,因此骨料和水泥浆接触面的粘结强

度对透水混凝土强度有着重要的影响,骨料与水泥浆接触面的粘结强度通常会比骨料的强度低。本研究

采用的再生骨料大部分为红砖碎块,这是再生骨料中强度最低的骨料。因此为了提高其抗压强度以及抗

劈裂强度,在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中加入一定量的仿钢纤维不仅可以避免生锈,还能提高其强度以及抗

劈裂性能。仿钢纤维是聚丙烯仿钢纤维,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韧性,较高的强度,易于分散,不会在拌制

混凝土的过程中发生结团现象。 

[关键词]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仿钢纤维；再生骨料的基本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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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透水混凝土在生态环保、结能减排、

经济发展和协调环境等方面具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对透水混凝土的研究符合

材料的可持续发展观,具有一定的实用

价值意义,对促进社会和谐、进步、舒适

有着很大的帮助,这将成为一种新型的

绿色环保节能材料。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迅猛发展,

建筑行业不断发展壮大,我国建筑垃圾

每年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以建筑垃圾

为原材料,大力开展再生骨料混凝土的

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生骨料透水性混凝土正是符合

“海绵城市”理念同时符合国家建筑垃

圾资源化产业,并能够综合利用废旧混

凝土的一种重要的绿色建筑方式。目前,

透水性混凝土铺装在广场、公园、人行

道、停车场、新型体育场等轻载路面得

到了一定的应用,随着“海绵城市”建设

的推广,透水性混凝土铺装今后将会更

多地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中。 

2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 

2.1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的定义 

由废弃混凝土制备的骨料称为再生

混凝土骨料(简称再生骨料)。仅仅通过简

单破碎和筛分工艺制备的再生骨料颗粒

棱角多、表面粗糙、组分中还含有硬化水

泥砂浆,再加上混凝土块在破碎过程中因

损伤累积在内部造成大量微裂纹,导致再

生骨料自身的孔隙率大、吸水率大、堆积

密度小、空隙率大、压碎指标高。 

2.2再生骨料的制备 

用废旧混凝土块生产再生骨料,在

生产过程中生混凝土经破碎后,外表包

裹的水泥砂浆自然脱落,有的水泥砂浆

黏附在经破碎后得到的再生骨料表面难

以脱落,用冲洗的方法使其脱落,脱落的

越多得到的再生骨料性能就越好,越接

近天然骨料的性能。 

2.3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的制备 

混凝土搅拌时若采用一般的方法会

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骨料裹装不全的

现象,这将会影响混凝土的强度；另一种

是部分水泥石堵塞骨料空隙的现象,会

影响混凝土的透水性能。所以再生骨料

透水混凝土不能釆用普通混凝土的搅拌

工艺。透水混凝土属于干硬性混凝土,

流动性差不易搅拌,故先放入一半的水

泥,形成流动性较好的浆体,减小骨料之

间的摩阻力,避免骨料被挤碎。然后再加

入剩余的水和水泥形成可均 包裹集料

的水泥架体。另外由于再生骨料的吸水

率较大,在进行搅拌前应先对再生骨料

进行预湿。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要在充

分密实的情况下保证孔隙率。 

3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改性

研究 

3.1再生骨料的基本性能检测 

再生骨料与天然骨料的各项性能指

标都有很大的差异,需要研究再生骨料

的表观密度、吸水率、堆积密度、空隙

率、压碎指标等,其基本性能需要满足工

程需要。 

3.2仿钢纤维对透水混凝土基本力

学性能的影响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中的骨料与水

泥浆的粘结程度较弱,当掺入一定量的

仿钢纤维后,试块内部的水泥浆能够把

仿钢纤维有效的包裹,增加了水泥浆和

骨料的粘结程度,类似于钢筋混凝土中

的钢筋结构,对整体的结构支持起着很

大的帮助。另外仿钢纤维能够很好的在

试块内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纤维网,提高

了其韧性,增加了试块的抗劈裂强度。 

3.3再生骨料不同取代率下对透水

混凝土的孔隙率数据分析 

再生骨料的堆积密度小于天然骨料

的堆积密度,加上经过破碎后的再生骨

料形状不规则,表面粗糙,所以再生骨料

100%取代率下的试块孔隙率大于纯天然

骨料试块的孔隙率。 

3.4不同掺量仿钢纤维对透水系数

及冻融循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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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其地基基础施工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房屋

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房屋建筑的质量,在房屋建筑工程当中,合理的使用施工技术进行

地基基础建设,可以对房屋施工的结构和稳定性产生很大的帮助。本文简单阐述地基基础工程对房屋建

筑的重要性,并对地基基础工程的施工技术要点进行分析。 

[关键词] 房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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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重要

性分析 

地基基础工程的建设是房屋建筑工

程项目的关键环节,能够直接影响到房

屋建筑的施工质量。且地基基础工程可

以分成两项隐蔽性工程,分别是下卧层

工程和持力层工程,都与房屋建筑工程

的安危直接关联。我国国土面积辽阔,

地震、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频繁发

生,再者不同地区的地质差异不同,都会

对房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造成影响,因

此需要重视地基基础工程,深入分析并

研究其施工技术要点,满足各类地质条

件对地基基础施工提出的高要求,使其

不致落后。 

2 房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技术要点分析 

2.1施工现场勘查 

在进行地基基础工程施工之前,必

须要做好施工现场勘查工作。实际上,

地基基础工程施工的重要性与难点,均

是由其独特的位置所引起的,自然与其

现场环境有着密切联系。首先,需要对施

工现场的地形、地貌、气候等 基础、

直观的自然条件进行了解和记录。其次,

需要通过地质勘察以及查阅资料的方式,

对现场地质条件、水文条件地质现象等

进行研究,了解需要用到的物理力学性

能指标、地下水位、地质现象等。然后,

还需要对施工现场周围建筑物情况进行

了解,从而避免地基基础工程施工受这

些建筑的影响,或者对这些建筑造成影

响。 后,还需要着重对施工区域附近的

地线管线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和研究,充

分掌握相关信息,以免实际施工时对这

些管线造成破坏。 

2.2技术与设备准备 

房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作为施工难

度极大的部分,其施工少不了先进技术

及设备的支持,故而必须提前做好相应

准备工作。其中,技术准备包括施工方

案、规划、措施及技术等在内的所有内

容,需要从各个方面为施工技术的高效

应用奠定基础。由于地基基础工程施工

是以桩基施工为主,因而相应的技术准

备基本上都是围绕该技术而展开。不管

是在编制施工方案,还是在规划施工进

度时,都需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以及施

工需求,确定成桩方法与施工顺序,并在

此技术上确定后续施工管理内容。而要

确保施工活动的顺利开展,还需要对施

工制度加以明确,以制度规范施工技术

的有效应用。而在施工技术方面,应当在

明确成桩方法及施工顺序的基础上,进 

仿钢纤维的掺入,必定对透水混凝

土的孔隙率造成一定的影响。透水系数

是透水混凝土的重要指标,有效孔的数

量增加,则透水混凝土的透水系数增大,

同时抗冻融性也能够明显提高。 

4 结论 

(1)由于再生骨料强度较低,易碎性

大,因此随着再生骨料取代率的增加,再

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试块的抗压强度、抗

劈裂强度都会降低。 

(2)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试块加入

仿钢纤维,可以提升抗压强度和抗劈裂

强度,但是仿钢纤维存在 佳掺量。 

(3)再生骨料取代率为100%的透水

混凝土试块的孔隙率大于纯天然骨料透

水混凝土试块的孔隙率。孔隙率随着再

生骨料取代率的上升而增加。加入仿钢

纤维会使试块的孔隙率降低。 

(4)纯红砖骨料的试块透水系数高

于纯天然骨料试块,但是强度较低。加入

仿钢纤维会使试块的透水系数下降。 

(5)随着再生骨料取代率的增加,试

块的抗冻性能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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