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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构件配比技术的转化与应用
杨雄文

（川铁建筑新材料（叙永）有限公司，四川 泸州 646400）

摘　要　为了降低建筑工程的生产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在实验室条件下，本研究对预制混凝土构件配比进行

了深入研究和优化，包括配比设计原则的探索、试验材料的精选与方法的改进。通过实验室试配和现场试验两个

阶段，确定了最佳混凝土配合比。随后，将这一技术应用于实际工程中，并对应用效果进行了评估与对比分析。预

制混凝土构件配比技术在 3天强度、脱模时间、布料时间和脱模剂用量等关键指标上均优于传统配比技术。新配

比的 3天强度提升了 25%，达到 25 MPa；脱模时间缩短了 25%，从 24 h减少到 18 h；布料时间减少了约 33%，从

15 min/个减少到 10 min/个；脱模剂用量减少了约 40%，从 5 kg/m3降至 3 kg/m3。预制混凝土构件配比技术减少

了脱模剂的使用，让工程实验更加环保，可进一步推进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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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作为现代建筑的核心材料，其配比技术直

接影响着建筑的质量和耐久性。近年来，随着科技的

进步和工程需求的提升，预制混凝土构件配比技术逐

渐从实验室研究转化为工程实践，在实验室阶段，科

学家们通过精密的试验和计算，不断优化混凝土的配

比方案。考虑到各种因素，如水泥类型、骨料大小、

掺合料种类等，以期找到最佳的配比组合。在这一阶段，

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性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工程师

们需要根据具体的工程需求和施工条件，选择合适的

配比方案，及时调整配比，以确保混凝土的质量和性能。

1　预制混凝土构件配比技术的实验室研究

1.1　实验室条件下的混凝土配比试验

1.1.1　配比设计原则

混凝土的工作性是指混凝土在施工过程中易于操

作的程度，包括流动性、保水性等。良好的工作性有

助于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在保证混凝土性能的前提

下，尽量减少水泥用量，降低水灰比，以达到节能减

排的目的 [1]。在设计混凝土配比时，需要确保混凝土

具有良好的和易性，以满足施工的要求。混凝土的耐

久性是指其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抵抗各种环境因素（如

冻融循环、化学侵蚀等）的能力。在设计时应考虑混

凝土所处的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材料和配合比，让

混凝土具有良好的耐久性。

1.1.2　试验材料与方法

混凝土的原材料直接影响其性能，混凝土配合比

的设计是确保混凝土满足使用要求的关键步骤。设计

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强度等级、耐久性、工作性（如

坍落度）以及经济合理性等，在设计过程中，可以通

过调整原材料比例、使用双掺或多掺技术等方式来优

化混凝土的性能。混凝土配合比的试验通常包括实验

室试配和现场试验两个阶段。实验室试配主要是通过

改变原材料比例，测试不同配合比下的混凝土性能，

以确定最佳配合比。

1.1.3　试验结果与性能分析

不同混凝土配合比下的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混凝土配合比下的试验结果

水泥用量

（kg/m3）
水灰比

坍落度

（mm）

28天抗压强

度（MPa）

耐久性指

标（%）

350 0.5 120 35.2 85

320 0.45 110 37.8 90

300 0.4 95 40.5 92

380 0.55 135 33.1 80

360 0.5 125 36.4 83

400 0.6 145 31.8 78

从水泥用量来看，试验中的水泥用量在 300到 400 

kg/m³之间变化。在这一范围内，随着水泥用量的减少，

我们看到 28天抗压强度整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例如，

当水泥用量为 300 kg/m3时，抗压强度达到了最高的

40.5 MPa，而当水泥用量增加到 400 kg/m3时，抗压强

度降低到 31.8 MPa。水灰比对混凝土的性能也有显著

影响。试验中水灰比的变化范围在 0.4到 0.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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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灰比的降低，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耐久性指标

均有所提高。特别是当水灰比为 0.4时，抗压强度和

耐久性分别达到了 40.5 MPa和 92%。坍落度作为衡量

混凝土工作性的重要指标，在试验中也展现出了与水

灰比和水泥用量的相关性。随着水灰比的降低和水泥

用量的减少，坍落度也相应减小，从最高的 145 mm降

低到最低的 95 mm。

从耐久性指标来看，随着水泥用量的减少和水灰

比的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也有所提高。当水泥用量

为 300 kg/m3、水灰比为 0.4 h，耐久性指标达到了最

高的 92%。这说明在这种配合比下，混凝土能够更好地

抵抗环境因素（如冻融循环、化学侵蚀等）的侵蚀，

从而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改变混凝土的配比，尤其

是降低水泥成分以及减小水霜之比，在能提升混凝土

的压力抵抗功能、持久性能以及稳定程度方面有着显

著效果。

1.2　配比技术的优化与创新

1.2.1　新型添加剂的应用研究

新型添加剂的应用可以改善混凝土的性能。例如，

聚羧酸系超塑化剂（PCA）作为一种最新一代的混凝土

外加剂，不仅具有掺量低、减水率大、保坍效果好等

优点，而且生产和应用过程无污染，其分子结构设计

自由度大，产品功能可调性强 [2]。通过科学合理的配

合比计算，结合高活性矿物掺合料（如矿渣粉和硅粉）

和高效减水剂的“三掺技术”，可以配制出便于超高

泵送、和易性好的混凝土。这种设计不仅能满足混凝

土高强度、耐久性、绿色环保等性能要求，还能够降

低水泥使用量，从而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

1.2.2　环保与高性能混凝土的实验室探索

绿色高性能混凝土（GHPC）的概念强调了在生产

过程中大量利用工业废渣、降低水泥用量、合理选用

外加剂等措施，以实现混凝土生产的绿色化。在材料

选择方面，研究表明，通过使用低品质粉煤灰、矿粉

等复合矿物掺合料，可以降低混凝土的碳排放量，提

升其工作性能、力学性能及抗渗耐久性。在配比优化

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如条件变分自编码器（CVAE），

可以在保证设计要求的同时，设计出具有较低排放和

自然资源消耗的混凝土配方，这种方法的应用为混凝

土工程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以创建既满足结构需

求又最好地解决当地环境问题的混凝土配方。

1.3　新型配比技术的性能验证

传统的混凝土配比方法往往基于经验公式和试错

法，而新型配比技术则更多地依赖于科学计算和精准

控制。为了验证新型配比技术的性能，设计了一系列

严格的试验方案，选取了多种不同的原材料组合，按

照新型配比技术进行混合，并制备成混凝土试件 [3]。

这些试件在标准养护条件下养护 28天后进行力学性能

测试，包括抗压强度、抗折强度等。除此之外，还进

行了耐久性试验，包括抗冻性、抗渗性等，以全面评

估新型配比技术的性能。新型配比技术与传统配比技

术的性能对比见表 2。

表 2　新型配比技术与传统配比技术的性能对比

配比技术
抗压强度

（MPa）

抗折强度

（MPa）

抗冻性

（次）

抗渗性

（等级）

新型配比技术 50.2 7.8 ＞ 300 P12

传统配比技术 42.5 6.5 ＞ 200 P10

通过对比新型配比技术和传统配比技术的性能数

据可明显看出，新型配比技术在多个方面都表现出更

优越的性能。采用新型配比技术的混凝土试件，其抗

压强度达到了 50.2 MPa，相比传统配比技术的 42.5 

MPa有了明显的提升。在抗折强度方面，新型配比技术

也表现出更高的数值，为 7.8 MPa，而传统技术为 6.5 

MPa。在耐久性试验中，新型配比技术同样展现出卓越

的性能。其抗冻性超过了 300次，明显高于传统技术

的 200次。这意味着在寒冷环境下，采用新型配比技

术的混凝土构件将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更好的稳定

性。在抗渗性方面，新型配比技术达到了 P12等级，

也高于传统技术的 P10等级，防水性能较好。

2　预制混凝土构件配比技术的工程实践转化

2.1　从实验室到工程现场的技术转化策略

在实验室阶段对高性能混凝土（如 UHPC）进行深

入研究，探索其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和抗渗性能等

关键性能指标，通过回收固体废物等方式生产环保型

超高性能混凝土，提高了混凝土的耐久性和微观结构，

还促进了生态友好型材料的研究 [4]。利用建筑垃圾、

废浆、粉煤灰等再生资源作为原料或掺合料，合理利

用固体废弃物替代部分黏结剂或骨料，有效提升混凝

土的性能。完善混凝土掺合料标准，加快机制砂石工

业化、标准化和绿色化，推广应用高性能混凝土，鼓

励使用 C35及以上强度等级预拌混凝土，推广大掺量

掺合料及再生骨料应用技术。

2.2　工程实践中的技术难点与解决方案

原材料波动问题，如粗骨料的颗粒形状及级配问

题，影响高性能混凝土的质量。UHPC（超高性能混凝土）

在施工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对养护温度、湿度的高要求，

以及低水胶比、掺杂钢纤维等因素导致的浆体黏性过

大。施工技术难度大，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和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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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要求，如原材料配比、混合均匀度等。针对此

类情况需要采用新型材料和工艺，如研发的抗冲击耐

疲劳的环保型再生橡胶混凝土，为处理“黑色污染”

提供了可行方案。通过优化配合比，选择优质的原材料，

包括必备的水泥和骨料之外，还需掺入足够数量的矿

物细粉掺合料和高效外加剂。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开

发新的材料和工艺来解决 UHPC的施工难点，采用特殊

设计的立轴行星搅拌主机，提高搅拌均匀度和效率，

无死角，使混凝土和纤维能更好地达到分散效果。

3　预制混凝土构件配比技术的应用案例分析

3.1　典型工程案例介绍

传统的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线往往只能生产单一

类型的构件，这导致了生产成本的增加和资源的浪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现有的 PC构件生产线进行了改

造和优化，使其能够兼容生产更多种类的混凝土预制

构件。以新材料叙永公司为隆黄铁路生产的铁路线路

防护栅栏及为叙毕铁路生产的 L型挡咋块等产品的生产

实际为例，进行了预制混凝土构件配比技术的应用 [5]。

在这个项目中，对生产线的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和

恢复，确保其性能达到最佳状态。针对不同类型的预

制构件生产流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找出了其共性和

差异性，以此为基础对生产线进行了布置、改造和新

增设备的工作。例如，针对布料工位进行了布料机轨

道的改造，并新增了筒式送料机的清洗设备设施。

在生产流程的优化方面，着重对吊装、脱模、布

料铺设、钢筋的捆绑以及废料处置等核心环节进行了

细致的调整和提升。特别是在预制混凝土构件的配比

技术领域，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力量，进行了深入

的专项试验与精细的调整。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成

功开发出一种新型的混凝土配比方案，这种配比方案

不仅能够满足构件的强度需求，而且还具有出色的流

动性，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3.2　应用效果评估与对比分析

通过预制混凝土构件配比技术的应用，取得了明

显的效果。新配比的混凝土在 3天强度上有了明显的

提升，这让构件能够更快地达到脱模强度，从而提高

了生产效率。新配比的混凝土具有更好的流动性，这

使得布料过程更加顺畅，减少了布料时间和人力成本。

新配比的混凝土还减少了脱模剂的用量，降低了生产

成本。与传统的混凝土配比相比，预制混凝土构件配

比技术在多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从 3天强度来看，新构件配比达到了 25 MPa，相

比传统配比的  20 MPa，强度提升了 25%。在脱模时间

方面，新构件配比技术将脱模时间从传统的 24 h缩短

至 18 h，缩短了 25%的脱模时间。布料时间也从传统

的 15 min/个减少到新构件配比的 10 min/个，效率

提升了约 33%。布料时间的缩短意味着在相同的时间内

可以完成更多的构件布料工作，脱模剂用量方面，新

构件配比技术相较于传统配比减少了约 40%，从 5 kg/

m3降至 3 kg/m3。这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有利于环

保和节能减排。

3.3　案例中的经验与教训

在本次项目中认识到对不同预制构件的生产流程

进行深入分析的重要性。只有充分了解各种构件的生

产特点和要求，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生产线配置方案和

工艺细则。通过专项试验研究与调整，成功开发出了

适用于多种小型构件的预制混凝土构件配比技术。为

此，在设备改造和新增过程中，需要多加关注设备的

兼容性和通用性，以避免因设备不匹配而造成的生产

延误和成本增加。在生产工艺优化过程中，需要多加

重视现场试验和数据分析的重要性，让优化措施优势

最大化。

4　结束语

在实际工程中，新配比的 3天强度提升了 25%，脱

模、布料时间都大幅缩短，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

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脱模剂用量的

减少不仅为企业节约了成本，还为环保事业做出了积

极贡献。此技术的应用，不仅显著提高了混凝土预制

构件的生产效率与质量水平，更推动了该行业的持续

稳健发展和技术创新。预制混凝土构件配比技术的成功

转化与应用，展现了科技进步与环保理念的深度融合，

为建筑工程领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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