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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范》的公告 

建标[2002]68号 
    现批准《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为行业标准，编号为JGJ51—2002年，自2003年1月1
日起实施。其中，第5.1.5、5.3.6、6.2.3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行业标准《轻
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JGJ 51—90同时废止。 

本规程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2年9月27日 
 
 

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1999]309号文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
验，参考有关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
JGJ 51—90进行了修订。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按新修订的水泥和轻骨料等标准，对轻骨料混凝土原材料提出新的要求，与有关新
修标准相一致； 
    2.调整了轻骨料混凝土的密度等级和强度等级：密度等级新增了600级和700级；强度
提高到LC55和LC60； 
    3.重新标定了结构轻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收缩和徐变等技术指标；取消了弯曲强
度和抗剪强度指标； 
    4.新增了600级和700级保温轻骨料混凝土的热物理系数； 
    5.新增了对干湿循环部位轻骨料混凝土的抗冻指标；明确了轻骨料混凝土的抗渗性应
满足工程设计的要求； 
    6.根据国外有关标准，对轻骨料混凝土耐久性设计的有关指标(最大水灰比和最小水泥
用量)，按不同环境条件作了调整； 
    7.突出了松散体积法设计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的实用性和可靠性，并根据实际经验，
对混凝土稠度、用水量和粗细骨料总体积等有关设计参数做了相应调整； 
    8.根据国内外实际经验，放宽了对轻骨料混凝土中粉煤灰掺量的要求；     
    9.根据工程需要，新增了轻骨料混凝土工程验收的条文； 
    10.新增了附录A──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和附录B──泵送轻骨料混凝土。 

本规程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并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规程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规程参加单位：陕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黑龙江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省建设科学研究院、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榆树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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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哈尔滨金鹰建筑节能建材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南通大地陶粒有限公司、金坛海发新兴
建材有限公司、宜昌宝珠陶粒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丁威、龚洛书、周运灿、刘巽伯、陈烈芳、沈玄、董金道、陶
梦兰、宋淑敏、杨正宏、鞠东岳、尤志杰。 
   

1  总    则 
 

1.0.1  为促进轻骨料混凝土生产和应用，保证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要求，制
订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无机轻骨料混凝土及其制品的生产、质量控制和检验。热工、水工、
桥涵和船舶等用途的轻骨料混凝土可按本规程执行，但还应遵守相关的专门技术标准的有
关规定。 
1.0.3  轻骨料混凝土性能指标的测定和施工工艺，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  术语、符号 

2.1  术  语 

2.1.1  轻骨料混凝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用轻粗骨料、轻砂(或普通砂)、水泥和水配制而成的干表观密度不大于1950kg／m3的
混凝土。 
2.1.2  全轻混凝土  full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由轻砂做细骨料配制而成的轻骨料混凝土。 
2.1.3  砂轻混凝土  sand lightweight concrete 
    由普通砂或部分轻砂做细骨料配制而成的轻骨料混凝土。 
2.1.4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  hollow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用轻粗骨料，水泥和水配制而成的无砂或少砂混凝土。 
2.1.5  次轻混凝土  specified density concret 
    在轻粗骨料中掺入适量普通粗骨料，干表观密度大于1950kg／m3、小于或等于2300 
kg／m3的混凝土。 
2.1.6  混凝土干表观密度  dry apparent density of concrete 
    硬化后的轻骨料混凝土单位体积的烘干质量。 
2.1.7  混凝土湿表观密度  apparent density of fresh concrete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经捣实后单位体积的质量。 
2.1.8  净用水量  net water content 
    不包括轻骨料1h吸水量的混凝土拌和用水量。 
2.1.9  总用水量  total water content 
    包括轻骨料1h吸水量的混凝土拌和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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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净水灰比  net water-cement ratio 
    净用水量与水泥用量之比。 
2.1.11  总水灰比  total water-cement ratio 
    总用水量与水泥用量之比。 
2.1.12  圆球型轻骨料  spherical lightweight aggregate 
    原材料经造粒、煅烧或非煅烧而成的，呈圆球状的轻骨料。 
2.1.13  普通型轻骨料  ordinary lightweight aggregate 
    原材料经破碎烧胀而成的，呈非圆球状的轻骨料。 
2.1.14  碎石型轻骨料  crushed lightweight aggregate 
    由天然轻骨料、自燃煤矸石或多孔烧结块经破碎加工而成的；或由页岩块烧胀后破碎 
而成的，呈碎石状的轻骨料。 

2.2  符    号 

  ca ──轻骨料混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的导温系数计算值； 

  da ──轻骨料混凝土在干燥状态下的导温系数； 

  cc ──轻骨料混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的比热容计算值； 

 dc ──轻骨料混凝土在干燥状态下的比热容； 

LCE ──轻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ckf ──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ocuf , ──轻骨料混凝土的试配强度； 

kcuf , ──轻骨料混凝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tkf ──轻骨料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cm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 

am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集料用量；     

sm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细集料用量； 

wam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附加水量； 

wnm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净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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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m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总用水量； 

24cs ──轻骨料混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周期为24h的蓄热系数； 

24ds ──轻骨料混凝土在干燥状态下，周期为24h的蓄热系数； 

ps ──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以体积砂率表示； 

aV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骨料体积； 

sV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细骨料体积； 

tV ──每立方米轻骨料混凝土的粗细骨料总体积； 

Ta ──轻骨料混凝土的温度线膨胀系数； 

cβ ──粉煤灰取代水泥百分率； 

cδ ──粉煤灰的超量系数； 

η──配合比设计的校正系数； 

cλ ──轻骨料混凝土在平衡含水率状态下的导热系数计算值； 

dλ ──轻骨料混凝土在干燥状态下导热系数； 

dρ ──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观密度； 

lρ ──轻骨料的堆积密度； 

pρ ──轻骨料的颗粒表观密度； 

σ ──轻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ψ ──轻骨料混凝土的软化系数； 

aω ──轻粗骨料1h吸水率； 

sω ──轻砂1h吸水率； 

satω ──轻骨料混凝土的饱和吸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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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 材 料 

3.O.1  轻骨料混凝土所用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GB 
175)和《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粉煤灰硅酸盐水泥》(GB1344)的要求。 
    当采用其他品种的水泥时，其性能指标必须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3.O.2  轻骨料混凝土所用轻骨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1部分：轻
集料》(GB／T 17431.1)和《膨胀珍珠岩》  (JC 209)的要求；膨胀珍珠岩的堆积密度应大
于80kg／m3。 
3.O.3  轻骨料混凝土所用普通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质量标准及检验方
法》(JGJ 52)的要求。 
3.O.4  混凝土拌和用水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拌和用水标准》(JGJ 63)的要求。 
3.O.5  轻骨料混凝土矿物掺和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的粉煤灰》(GB 
1596)、《粉煤灰在混凝土和砂浆中应用技术规程》(JGJ 28)、《粉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
范》(GBJ146)和《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18046)的要求。 
3.O.6  轻骨料混凝土所用的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的要
求。 
 

4  技术性能 

4.1  一般规定 

4.1.1  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 
4.1.2  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划分为：LC5.0；LC7.5；LCl0；LCl5；LC20；LC25；LC30；
LC35；LC40；LC45；LC50；LC55；LC60。 
4.1.3  轻骨料混凝土按其干表观密度可分为十四个等级(表4.1.3)。某一密度等级轻骨料
混凝土的密度标准值，可取该密度等级干表观密度变化范围的上限值。 
 
表4.1.3                   轻骨料混凝土的密度等级 

密度等级 
干表观密度的变化范围 

(kg／m3) 
密度等级 

干表观密度的变化范围 
(kg／m3)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560～650 
660～750 
760～850 
860～950 
960～1050 
1060～1150 
1160～125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1260～1350 
1360～1450 
1460～1550 
1560～1650 
1660～1750 
1760～1850 
1860～1950 

4.1.4 轻骨料混凝土根据其用途可按表4.1.4分为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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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轻骨料混凝土按用途分类 

类别名称 
混凝土强度等级的

合理范围 
混凝土密度等级 
的合理范围 

用    途 

保温轻骨料 
混凝土 

LC5.O ≤800 
  主要用于保温的围护结构或热工构
筑物 

结构保温轻 
骨料混凝土 

LC5.O 
LC7.5 
LCl0 
LCl5 

800～1400 主要用于既承重又保温的围护结构 

结构轻骨料 
混凝土 

LCl5 
LC20 
LC25 
LC30 
LC35 
LC40 
LC45 
LC50 
LC55 
LC60 

1400～1900 主要用于承重构件或构筑物 

 

4.2  性能指标 

4.2.1  结构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值应按表4.2.1采用。 
 

表4.2.1    结构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值(MPa) 
强度种类 轴心抗压 轴心抗拉 
符    号 ckf  tkf  

混凝土强度等级 

LCl5 
LC20 
LC25 
LC30 
LC35 
LC40 
LC45 
LC50 
LC55 
LC60 

10.0 
13.4 
16.7 
20.1 
23.4 
26.8 
29.6 
32.4 
35.5 
38.5 

1.27 
1.54 
1.78 
2.01 
2.20 
2.39 
2.51 
2.64 
2.74 
2.85 

注：自燃煤矸石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应按表中值乘以系数O.85；浮石或火山渣混凝土轴心抗拉

强度标准值应按表中值乘以系数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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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结构轻骨料混凝土弹性模量应通过试验确定。在缺乏试验资料时，可按表4.2.2取
值。 
 
表4.2.2                 轻骨料混凝土弹性模量ELC(×102MPa) 

密  度  等  级 
强度等级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LCl5 94 102 110 117 125 133 141 149 

LC20 — 117 126 135 145 154 163 172 

LC25 — — 141 152 162 172 182 192 

LC30 — — — 166 177 188 199 210 

LC35 — — — — 191 203 215 227 

LC40 — — — — — 217 230 243 

LC45 — — — — — 230 244 257 

LC50 — — — — — 243 257 271 
LC55 — — — — — — 267 285 

LC60 — — — — — — 280 297 
注：用膨胀矿渣珠、自燃煤矸石作粗骨料的混凝土，其弹性模量值可比表列数值提高20%。 

4.2.3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收缩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且计算后取值和实测值不应大于表
4.2.3-2的规定值。 

   53210)()( ββββεε ⋅⋅⋅= tt                    (4.2.3-1) 

   3
0 10)( −×

+
=

bta
t

tε                       (4.2.3-2) 

式中       )(tε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收缩值；     

          0)(tε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随龄期变化的收缩值； 

             t──龄期(d)； 

  53?2?? ββββ1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收缩值修正系数，可按表4.2.3-1取值； 

a、b──计算参数，当初始测试龄期为3d时，取a=78.69，b=1.20；当初始测试      
     龄期为28d时，取a=120.23，b=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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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1                   收缩值与徐变系数的修正系数 
收 缩 值 徐变系数 

影响因素 变化条件 
符  号 系  数 符  号 系  数 

相对湿度（%） 
≤40 
≈60 
≥80 

1β  
1.30 
1.00 
0.75 

1ξ  
1.30 
1.00 
0.75 

截面尺寸（体积/表
面积，cm） 

2.00 
2.50 
3.75 
5.00 
10.00 
15.00 
>20.00 

2β  

1.20 
1.00 
0.95 
0.90 
O.80 
0.65 
O.40 

2ξ  

1.15 
1.00 
0.92 
0.85 
0.70 
0.60 
0.55 

养护方法 
标准的 
蒸养的 

3β   3ξ  1.00 
0.85 

加荷龄期(d) 

7 
14 
28 
90 

— 

— 
— 
— 
— 

4ξ  

1.20 
1.10 
1.00 
0.80 

粉煤灰取代水泥率 
(%) 

0 
10～20 5β  

1.00 
0.95 5ξ  

1.00 
1.00 

 
表4.2.3-2                         不同龄期的收缩值 

龄期(d) 28 90 180 360 终极值 
收缩值(mm／m) O.36 0.59 0.72 0.82 0.85 

4.2.4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徐变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且计算后取值和实测值不应大于
表4.2.4的规定值。 

   543210)()( ξξξξξφφ ⋅⋅⋅⋅⋅= tt                   (4.2.4-1) 

            n

n

bta
t

t
+

=0)(ϕ                        （4.2.4-2） 

式中          )(tφ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徐变系数； 

             0)(tφ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随龄期变化的徐变系数； 

54321 ξξξξξ 、、、、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徐变系数的修正系数，可按表4.2.3-1取值； 

          n、a、b──计算参数，当加荷龄期为28d时，取：n=0.6，a=4.520，b=O.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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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                         不同龄期的徐变系数 
龄期(d) 28 90 180 360 终极值 
徐变系数 1.63 2.11 2.38 2.64 2.65 

4.2.5  轻骨料混凝土的泊松比可取0.2。 

4.2.6  轻骨料混凝土温度线膨胀系数，当温度为0～100℃范围时可取7×10 6− ／℃～10×

10 6− ℃。低密度等级者可取下限值，高密度等级者可取上限值。 

4.2.7  轻骨料混凝土在干燥条件下和在平衡含水率条件下的各种热物理系数应符合表

4.2.7的要求。 
表4.2.7                   轻骨料混凝土的各种热物理系数 

导热系数 比热容 导温系数 蓄热系数 

dλ  cλ  dc  cc  da  ca  24ds  24cs  密度等级 

(W/m·K) (KJ/Kg·k) (m2/h) (W/m2·k) 
600 0.18 0.25 0.84 0.92 1.28 1.63 2.56 3.01 
700 0.20 0.27 0.84 0.92 1.25 1.50 2.91 3.38 
800 0.23 0.30 0.84 0.92 1.23 1.38 3.37 4.17 
900 0.26 0.33 0.84 0.92 1.22 1.33 3.73 4.55 
1000 0.28 0.36 0.84 0.92 1.20 1.37 4.10 5.13 
1100 0.31 0.41 0.84 0.92 1.23 1.36 4.57 5.62 
1200 0.36 0.47 0.84 0.92 1.29 1.43 5.12 6.28 
1300 0.42 0.52 0.84 0.92 1.38 1.48 5.73 6.93 
1400 0.49 0.59 O.84 O.92 1.50 1.56 6.43 7.65 
1500 0.57 O.67 0.84 0.92 1.63 1.66 7.19 8.44 
1600 0.66 0.77 0.84 0.92 1.78 1.77 8.01 9.30 
1700 O.76 O.87 0.84 0.92 1.91 1.89 8.81 10.20 
1800 0.87 1.01 O.84 0.92 2.08 2.07 9.74 11.30 
1900 1.01 1.15 O.84 O.92 2.26 2.23 10.70 12.40 

   注：1.轻骨料混凝土的体积平衡含水率取6%。 

       2.用膨胀矿渣珠作粗骨料的混凝土导热系数可按表列数值降低25%取用或经试验确定。 

4.2.8 轻骨料混凝土不同使用条件的抗冻性应符合表4.2.8的要求。 
表4.2.8                     不同使用条件的抗冻性 

使用条件 抗冻标号 
1.非采暖地区 
2.采暖地区 
相对湿度≤60% 
相对湿度>60% 
干湿交替部位和水位变化的部位 

F15 
 

F25 
F35 
≥F50 

  注：非采暖地区系指最冷月份的平均气温高于-5℃的地区； 

      采暖地区系指最冷月份的平均气温低于或等于-5℃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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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抗碳化耐久性应按快速碳化标准试验方法检验，其28d的碳化
深度值应符合表4.2.9的要求。 
  表4.2.9                   砂轻混凝土的碳化深度值 

等  级 使用条件 碳化深度值(mm)，不大于 
1 正常湿度，室内 40 
2 正常湿度，室外 35 

3 潮湿，室外 30 
4 干湿交替 25 

   注：1.正常湿度系指相对湿度为55%～65%； 

       2.潮湿系指相对湿度为65%～80%； 

       3.碳化深度值相当于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即C02的体积浓度为0.03%、温度为20±3℃环境条件下，

自然碳化50年时轻骨料混凝土的碳化深度。 

4.2.10  结构用砂轻混凝土的抗渗性应满足工程设计抗渗等级和有关标准的要求。 
4.2.11  次轻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值、弹性模量、收缩、徐变等有关性能，应通过试验确定。 
 

5  配合比设计 

5.1  一般要求 

5.1.1  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主要应满足抗压强度、密度和稠度的要求，并以合理使
用材料和节约水泥为原则。必要时尚应符合对混凝土性能(如弹性模量、碳化和抗冻性等)
的特殊要求。 
5.1.2  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应通过计算和试配确定。混凝土试配强度应按下式确定： 

   ocuf , ≥ kcuf , +1.645σ                       (5.1.2-1) 

式中 ocuf , ──轻骨料混凝土的试配强度(MPa)； 

    kcuf , ──轻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即强度等级)(MPa)； 

      σ ──轻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MPa)。 
5.1.3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应根据同品种、同强度等级轻骨料混凝土统计资料计算确定。计
算时，强度试件组数不应少于25组。 
    当无统计资料时，强度标准差可按表5.1.3取值。 

表5.1.3                       强度标准差σ  (MPa) 
混凝土强度等级 低于 LC20 LC20～LC35 高于 LC35 

σ  4.0 5.0 6.0 
5.1.4  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中的轻粗骨料宜采用同一品种的轻骨料。结构保温轻骨料混凝
土及其制品掺入煤(炉)渣轻粗骨料时，其掺量不应大于轻粗骨料总量的30%，煤(炉)渣含碳
量不应大于10%。为改善某些性能而掺入另一品种粗骨料时，其合理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5.1.5  在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中加入化学外加剂或矿物掺和料时，其品种、掺量和对水泥
的适应性，必须通过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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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和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附录A和附录B的规定。 

5.2  设计参数选择 

5.2.1  不同试配强度的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可按表5.2.1选用。 
表5.2.1                   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kg／m3) 

轻骨料密度等级 混凝土试配强度 
(MPa)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5.0 

5.0～7.5 
7.5～10 
10～15 
15～20 
20～25 
25～30 

260～320 
280～360 

250～300 
260～340 
280～370 

 

230～280 
240～320 
260～350 
280～350 
300～400 

 
220～300 
240～320 
260～340 
280～380 
330～400 
380～450 

 
 
 

240～330 
270～370 
320～390 
370～440 

 
 
 
 

260～360 
310～380 
360～430 

 
 
 
 

250～350 
300～370 
350～420 

30～40 
40～50 
50～60 

   420～500 
 

390～490 
430～530 
450～550 

380～480 
420～520 
440～540 

370～470 
410～510 
430～530 

注：1.表中横线以上为采用32.5级水泥时水泥用量值；横线以下为采用42.5级水泥时的水泥用量值； 

    2.表中下限值适用于圆球型和普通型轻粗骨料，上限值适用于碎石型轻粗骨料和全轻混凝土； 

    3.最高水泥用量不宜超过550kg／m3。 

5.2.2  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中的水灰比应以净水灰比表示。配制全轻混凝土时，可采用总
水灰比表示，但应加以说明。轻骨料混凝土最大水灰比和最小水泥用量的限值应符合表
5.2.2的规定。 
表5.2.2             轻骨料混凝土的最大水灰比和最小水泥用量 

最小水泥用量(kg／m3) 
混凝土所处的环境条件 最大水灰比 

配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不受风雪影响混凝土 不作规定 270 250 

  受风雪影响的露天混凝
土；位于水中及水位升降范
围内的混凝土和潮湿环境中
的混凝土 

0.50 325 300 

  寒冷地区位于水位升降范
围内的混凝土和受水压或除
冰盐作用的混凝土 

0.45 375 350 

  严寒和寒冷地区位于水位
升降范围内和受硫酸盐、除
冰盐等腐蚀的混凝土 

0.40 400 375 

  注：1.严寒地区指最寒冷月份的月平均温度低于-15℃者，寒冷地区指最寒冷月份的月平均温度处于

-5～-15℃者；    

      2.水泥用量不包括掺和料； 

      3.寒冷和严寒地区用的轻骨料混凝土应掺入引气剂，其含气量宜为5%～8%。 

5.2.3  轻骨料混凝土的净用水量根据稠度(坍落度或维勃稠度)和施工要求，可按表5.2.3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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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3                     轻骨料混凝土的净用水量 
稠    度 

轻骨料混凝土用途 
维勃稠度(s) 坍落度(mm) 

净用水量 
(Kg／m3) 

预制构件及制品： 
(1)振动加压成型 
(2)振动台成型 

   (3)振捣棒或平板振动器振实 

 
10～20 
5～10 
— 

 
— 

0～10 
30～80 

 
45～140 
140～180 
165～215 

现浇混凝土： 
(1)机械振捣 
(2)人工振捣或钢筋密集 

 
— 
— 

 
50～100 
≥80 

 
180～225 
200～230 

注：1.表中值适用于圆球型和普通型轻粗骨料，对碎石型轻粗骨料，宜增加10Kg左右的用水量； 

        2.掺加外加剂时，宜按其减水率适当减少用水量，并按施工稠度要求进行调整； 

        3.表中值适用于砂轻混凝土；若采用轻砂时，宜取轻砂lh吸水率为附加水量；若无轻砂吸水率

数据时，可适当增加用水量，并按施工稠度要求进行调整。 

5.2.4  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可按表5.2.4选用。当采用松散体积法设计配合比时，表中数
值为松散体积砂率；当采用绝对体积法设计配合比时，表中数值为绝对体积砂率。 
表5.2.4                     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 

轻骨料混凝土用途 细骨料品种 砂率(%) 

预制构件 
轻  砂 
普通砂 

35～50 
30～40 

现浇混凝土 
轻  砂 
普通砂 

— 
35～45 

注：1.当混合使用普通砂和轻砂作细骨料时，砂率宜取中间值，宜按普通砂和轻砂的混合比例进行插

入计算； 

      2.当采用圆球型轻粗骨料时，砂率宜取表中值下限；采用碎石型时，则宜取上限。 
5.2.5  当采用松散体积法设计配合比时，粗细骨料松散状态的总体积可按表5.2.5选用。 

表5.2.5                     粗细骨料总体积 
轻粗骨料粒型 细骨料品种 粗细骨料总体积(m3) 

圆球型 
    轻  砂 
    普通砂 

    1.25～1.50 
    1.10～1.40 

普通型 
    轻  砂 
    普通砂 

    1.30～1.60 
    1.10～1.50 

碎石型 
    轻  砂 
    普通砂 

    1.35～1.65 
    1.10～1.60 

    注：1.混凝土强度等级较高时，宜取表中下限范围；     

        2.当采用膨胀珍珠岩砂时，宜取表中上限值。 

5.2.6  当采用粉煤灰作掺和料时，粉煤灰取代水泥百分率和超量系数等参数的选择，应按
国家现行标准《粉煤灰在混凝土和砂浆中应用技术规程》 (JGJ 28)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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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配合比计算与调整 

5.3.1  砂轻混凝土和全轻混凝土宜采用松散体积法进行配合比计算，砂轻混凝土也可采用
绝对体积法。配合比计算中粗细骨料用量均应以干燥状态为基准。 
5.3.2  采用松散体积法计算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设计要求的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混凝土的用途，确定粗细骨料的种类和 
粗骨料的最大粒径； 
    2  测定粗骨料的堆积密度、筒压强度和1h吸水率，并测定细骨料的堆积密度； 
    3  按本规程第5.1.2条计算混凝土试配强度； 
    4  按本规程第5.2.1条选择水泥用量； 
    5  根据施工稠度的要求，按本规程第5.2.3条选择净用水量；     
    6  根据混凝土用途按本规程第5.2.4条选取松散体积砂率； 
    7  根据粗细骨料的类型，按本规程第5.2.5条选用粗细骨料总体积，并按下列公式计
算每立方米混凝土的粗细骨料用量： 

    pts SVV ×=                             (5.3.2-1) 

   lsss Vm ρ×=                            (5.3.2-2) 

   sta VVV −=                              (5.3.2-3) 

  alaa Vm ρ×=                             (5.3.2-4) 

式中 sV 、 aV 、 tV ──分别为每立方米细骨料、粗骨料和粗细骨料的松散体积(m3)； 

       sm 、 am ──分别为每立方米细骨料和粗骨料的用量（kg）； 

            pS ──砂率(%)； 

      slρ 、 alρ ──分别为细骨料和粗骨料的堆积密度(kg／m3)。 

    8  根据净用水量和附加水量的关系按下式计算总用水量： 

   wawnwt mmm +=                         (5.3.2-5) 

式中 wtm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总用水量(kg)； 

   wnm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净用水量(kg)； 

   wam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附加水量(kg)。 

   附加水量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5.3.4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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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按下式计算混凝土干表观密度，并与设计要求的干表观密度进行对比，如其误差大于
2%，则应按下式重新调整和计算配合比。     

   saccd mmm ++= 15.1ρ                    (5.3．2-6) 

式中 cdρ ──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观密度(kg／ 3m )。 

5.3.3  采用绝对体积法计算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设计要求的轻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密度等级和混凝土的用途，确定粗细骨 
料的种类和粗骨料的最大粒径； 

2 测定粗骨料的堆积密度、颗粒表观密度、筒压强度和1h吸水率，并测定细骨料的堆 
积密度和相对密度； 
    3  按本规程第5.1.2条计算混凝土试配强度； 
    4  按本规程第5.2.1条选择水泥用量；  
    5  根据制品生产工艺和施工条件要求的混凝土稠度指标，按本规程第5.2.3条确定净 
用水量； 
    6  根据轻骨料混凝土的用途，按本规程第5.2.4条选用砂率； 
    7  按下列公式计算粗细骨料的用量： 

   P
w

wn

c

c
s s

mm
V ×÷+−= ]1000)(1[

ρρ
              (5.3.3-1) 

      sss Vm ρ×=                         (5.3.3-2) 

   ]1000)(1[ ÷++−=
s

s

w

wn

c

c
a

mmm
V

ρρρ
            (5.3.3-3) 

         apaa Vm ρ×=                        (5.3.3-4) 

式中  sV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细骨料绝对体积( 3m )； 

     cm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水泥用量(kg)； 

     cρ ──水泥的相对密度，可取 cρ =2.9～3.1； 

     wρ ──水的密度，可取 wρ =1.0； 

     aV ──每立方米混凝土的轻粗骨料绝对体积( 3m )； 

   sρ ──细骨料密度，采用普通砂时，为砂的相对密度，可取 sρ =2.6；采用轻砂时，

为轻砂的颗粒表观密度(g／c 3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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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ρ ──轻粗骨料的颗粒表观密度(kg／ 3m )。 

    8  根据净用水量和附加水量的关系，按下式计算总用水量： 

      wawnwt mmm +=                         (5.3.3-5) 

    附加水量的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5.3.4条的规定。 
    9  按下式计算混凝土干表观密度，并与设计要求的干表观密度进行对比，当其误差大
于2%，则应重新调整和计算配合比。 

 saccd mmm ++= 15.1ρ                    (5.3.3-6) 

5.3.4 根据粗骨料的预湿处理方法和细骨料的品种，附加水量宜按表5.3.4所列公式计算。 
 
表5.3.4                     附加水量的计算 

项    目 附加水量( wam ) 

  粗骨料预湿，细骨料为普砂 

  粗骨料不预湿，细骨料为普砂 

  粗骨料预湿，细骨料为轻砂 

  粗骨料不预湿，细骨为轻砂 

wam ＝0 

wam ＝ aam ω⋅    

wam ＝ ssm ω⋅  

wam ＝ aam ω⋅ ＋ ssm ω⋅  

  注：1. aω 、 sω 分别为粗、细骨料的1h吸水率。 

      2.当轻骨料含水时，必须在附加水量中扣除自然含水量。 

5.3.5  粉煤灰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计算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基准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计算应按本规程第5.3.2条或第5.3.3条的步骤进行； 

2  粉煤灰取代水泥率应按表5.3.5的要求确定； 
 

表5.3.5                     粉煤灰取代水泥率 

混凝土强度等级 
取代普通硅酸盐水泥率 cβ   

(%) 

取代矿渣硅酸盐水泥率 cβ  

(%) 
≤LCl5 
LC20 
≥LC25 

25 
15 
20 

20 
10 
15 

    注：1.表中值为范围上限，以32.5级水泥为基准； 

        2.≥LC20的混凝土宜采用Ⅰ、Ⅱ级粉煤灰，≤LCl5的素混凝土可采用Ⅲ级粉煤灰； 

        3.在有试验根据时，粉煤灰取代水泥百分率可适当放宽。 

    3  根据基准混凝土水泥用量( com )和选用的粉煤灰取代水泥百分率( cβ )，按下式计算

粉煤灰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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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  ＝ com （１－ cβ  ）                  (5.3.5-1) 

    4  根据所用粉煤灰级别和混凝土的强度等级，粉煤灰的超量系数( cδ )可在1.2～2.0

范围内选取，并按下式计算粉煤灰掺量( fm )： 

  fm ＝ cδ （ com  － cm  ）                 (5.3.5-2) 

    5  分别计算每立方米粉煤灰轻骨料混凝土中水泥、粉煤灰和细骨料的绝对体积。按粉
煤灰超出水泥的体积，扣除同体积的细骨料用量； 
    6  用水量保持与基准混凝土相同，通过试配，以符合稠度要求来调整用水量； 
    7  配合比的调整和校正方法同本规程第5.3.6条。 
5.3.6  计算出的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必须通过试配予以调整。 
5.3.7  配合比的调整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以计算的混凝土配合比为基础，再选取与之相差±10%的相邻两个水泥用量，用水
量不变，砂率相应适当增减，分别按三个配合比拌制混凝土拌和物。测定拌和物的稠度，
调整用水量，以达到要求的稠度为止； 
    2  按校正后的三个混凝土配合比进行试配，检验混凝土拌和物的稠度和振实湿表观密
度，制作确定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值的试块，每种配合比至少制作一组； 
    3  标准养护28d后，测定混凝土抗压强度和干表观密度。最后，以既能达到设计要求
的混凝土配制强度和干表观密度又具有最小水泥用量的配合比作为选定的配合比； 
    4  对选定配合比进行质量校正。其方法是先按公式(5.3.6-1)计算出轻骨料混凝土的
计算湿表观密度，然后再与拌和物的实测振实湿表观密度相比，按公式(5.3.6-2)计算校正 
系数： 

  wtfcsacc mmmmm ++++=ρ                (5.3.6-1) 

            
cc

co

ρ
ρ

η =                           (5.3.6-2) 

  式中              η  ──校正系数； 

                   ccρ  ──按配合比各组成材料计算的湿表观密度(kg／ 3m )； 

                   coρ  ──混凝土拌和物的实测振实湿表观密度(kg／ 3m )； 

wtfcsa mmmmm 、、、、 ──分别为配合比计算所得的粗骨料、细骨料、水泥、粉煤灰用

量和总用水量(kg／ 3m )。 

5  选定配合比中的各项材料用量均乘以校正系数即为最终的配合比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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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工艺 

6.1  一般要求 

6.1.1  大孔径骨料混凝土的施工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轻骨料混凝土的泵送施工应符合附
录B的规定。 
6.1.2  轻骨料进厂(场)后，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GB／T 17431.1—2)
的要求进行检验验收，对配制结构用轻骨料混凝土的高强轻骨料，还应检验强度等级。 
6.1.3  轻骨料的堆放和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轻骨料应按不同品种分批运输和堆放，不得混杂； 
    2  轻粗骨料运输和堆放应保持颗粒混合均匀，减少离析。采用自然级配时，堆放高度 
不宜超过2m，并应防止树叶、泥土和其他有害物质混入； 
    3  轻砂在堆放和运输时，宜采取防雨措施，并防止风刮飞扬。 
6.1.4  在气温高于或等于5℃的季节施工时，根据工程需要，预湿时间可按外界气温和来
料的自然含水状态确定，应提前半天或一天对轻粗骨料进行淋水或泡水预湿，然后滤干水
分进行投料。在气温低于5℃时，不宜进行预湿处理。 

6.2  拌和物拌制 

6.2.1  应对轻粗骨料的含水率及其堆积密度进行测定。测定原则宜为： 
    1  在批量拌制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前进行测定； 
    2  在批量生产过程中抽查测定； 
    3  雨天施工或发现拌和物稠度反常时进行测定。 
    对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可不测其含水率，但应测定其湿堆积密度。 
6.2.2  轻骨料混凝土生产时，砂轻混凝土拌和物中的各组分材料应以质量计量；全轻混凝
土拌和物中轻骨料组分可采用体积计量，但宜按质量进行校核。 
    轻粗、细骨料和掺和料的质量计量允许偏差为±3%；水、水泥和外加剂的质量计量允
许偏差为±2%。 
6.2.3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必须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 
6.2.4  在轻骨料混凝土搅拌时，使用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宜采用图6.2.4-1的投料顺序；
使用未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宜采用图6.2.4-2的投料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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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1  使用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时的投料顺序 

 

图6.2.4-2  使用未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时的投料顺序 
6.2.5  轻骨料混凝土全部加料完毕后的搅拌时间，在不采用搅拌运输车运送混凝土拌和物
时，砂轻混凝土不宜少于3min；全轻或干硬性砂轻混凝土宜为3～4min。对强度低而易破碎
的轻骨料，应严格控制混凝土的搅拌时间。 
6.2.6  外加剂应在轻骨料吸水后加入。当用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时，液体外加剂可按图
6.2.4-1所示加入；当用未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时，液体外加剂可按图6.2.4-2所示加入。
采用粉状外加剂，可与水泥同时加入。 

6.3  拌和物运输 

6.3.1  拌和物在运输中应采取措施减少坍落度损失和防止离析。当产生拌和物稠度损失或
离析较重时，浇筑前应采用二次拌和，但不得二次加水。    
6.3.2  拌和物从搅拌机卸料起到浇入模内止的延续时间不宜超过45min。 
6.3.3  当用搅拌运输车运送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因运距过远或交通问题造成坍落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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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时，可采取在卸料前掺入适量减水剂进行搅拌的措施，满足施工所需和易性要求。 

6.4  拌和物浇筑和成型 

6.4.1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浇筑倾落的自由高度不应超过1.5m。当倾落高度大于1.5m时，
应加串筒、斜槽或溜管等辅助工具。 
6.4.2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应采用机械振捣成型。对流动性大、能满足强度要求的塑性拌
和物以及结构保温类和保温类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可采用插捣成型。 
6.4.3  干硬性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浇筑构件，应采用振动台或表面加压成型。 
6.4.4  现场浇筑的大模板或滑模施工的墙体等竖向结构物，应分层浇筑，每层浇筑厚度宜
控制在300～350mm。 
6.4.5  浇筑上表面积较大的构件，当厚度小于或等于200mm时，宜采用表面振动成型；当
厚度大于200mm时，宜先用插入式振捣器振捣密实后，再表面振捣。 
6.4.6  用插入式振捣器振捣时，插入间距不应大于棒的振动作用半径的一倍。连续多层浇
筑时，插入式振捣器应插入下层拌和物约50mm。 
6.4.7  振捣延续时间应以拌和物捣实和避免轻骨料上浮为原则。振捣时间应根据拌和物稠
度和振捣部位确定，宜为10～30s。 
6.4.8  浇筑成型后，宜采用拍板、刮板、辊子或振动抹子等工具，及时将浮在表层的轻粗
骨料颗粒压入混凝土内。若颗粒上浮面积较大，可采用表面振动器复振，使砂浆返上，再
作抹面。 

6.5  养护和缺陷修补 

6.5.1  轻骨料混凝土浇筑成型后应及时覆盖和喷水养护。 
6.5.2  采用自然养护时，用普通硅酸盐水泥、硅酸盐水泥、矿渣水泥拌制的轻骨料混凝土，
湿养护时间不应少于7d；用粉煤灰水泥、火山灰水泥拌制的轻骨料混凝土及在施工中掺缓
凝型外加剂的混凝土，湿养护时间不应少于14d。轻骨料混凝土构件用塑料薄膜覆盖养护时，
全部表面应覆盖严密，保持膜内有凝结水。 
6.5.3  轻骨料混凝土构件采用蒸汽养护时，成型后静停时间不宜少于2h，并应控制升温和
降温速度。 
6.5.4  保温和结构保温类轻骨料混凝土构件及构筑物的表面缺陷，宜采用原配合比的砂浆
修补。结构轻骨料混凝土构件及构筑物的表面缺陷可采用水泥砂浆修补。 

6.6  质量检验和验收 

6.6.1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的检验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检验拌和物各组成材料的称量是否与配合比相符。同一配合比每台班不得少于一
次； 
   2.  检验拌和物的坍落度或维勃稠度以及表观密度，每台班每一配合比不得少于一次。 
6.6.2  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的检验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其检验评定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J107)执行。 

    1  每100盘，且不超过100 3m 的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取样次数不得少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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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每一工作班拌制的同配合比混凝土不足100盘时，取样次数不得少于一次。 
6.6.3  混凝土干表观密度的检验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其检验结果的平均值不应超过配合比
设计值的±3%。 
    1  连续生产的预制厂及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对同配合比的混凝土，每月不得少于四次； 

    2  单项工程，每100 3m 混凝土的抽查不得少于一次，不足者按100 3m 计。 

6.6.4  轻骨料混凝土工程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有关规定执行。 

7  试验方法 

7.1  一般规定 

7.1.1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性能、力学性能、收缩和徐变等长期性能，以及碳化、钢锈和
抗冻等耐久性能指标的测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和物性能试验方法》(GB 
50080)、《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GB 50081)和《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
能试验方法》(GB 50082)的有关规定。 
7.1.2  与轻骨料特性有关的干表观密度、吸水率、软化系数、导热系数和线膨胀系数等混
凝土性能指标的测定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7.2  拌和方法 

7.2.1  配合比中各组分材料的质量计量允许误差：粗、细骨料和掺和料为±1%；水、水泥
和外加剂为±0.5%。 
7.2.2  试验室拌制轻骨料混凝土时，拌和量不应小于搅拌机公称搅拌量的三分之一。 
7.2.3  轻骨料混凝土应按下列步骤拌和： 
    1  采用干燥或自然含水的轻粗骨料时，先将轻粗骨料、细骨料和水泥加入搅拌机内，
加入二分之一拌和用水，搅拌lmin后，再加入剩余拌和水量，继续拌2min即可； 
    2  采用经过淋水预湿处理的轻粗骨料时，先将轻粗骨料滤去明水，与细骨料、水泥一
起拌和约lmin后，再加入拌和用水量，继续拌和2min即可。 
7.2.4  掺和料或粉状外加剂可与水泥同时加入。液状外加剂或预制成溶液的粉状外加剂，
宜加入剩余拌和用水中。 

7.3  干表观密度 

7.3.1  干表观密度可采用整体试件烘干法或破碎试件烘干法测定。 
7.3.2  当采用整体试件烘干法测定干表观密度时，可把试件置于105～110℃的烘箱中烘至
恒重，称重，并测定试件的体积，应按公式(7.3.3-1)计算干表观密度。 
7.3.3  当采用破碎试件烘干法测定干表观密度时应按下列试验步骤进行： 
    1  在做抗压试验前，先将立方体试件表面水分擦干。用称量为5kg(感量2g)的托盘天
平称重。求出该组试件自然含水时混凝土的表观密度。应按下式计算： 

       310×=
V
m

nρ                             (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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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ρ ──自然含水时混凝土的表观密度(kg／ 3m )； 

    ｍ──自然含水时混凝土的质量(g)； 

     V──自然含水时混凝土试件的体积(c 3m )。 

    2  将做完抗压强度的试件破碎成粒径为20～30mm以下的小块。把3块试件的破碎试料
混匀，取样1kg，然后将试样放在105～110℃烘箱中烘干至恒重； 
    3  按下式计算出轻骨料混凝土的含水率：     

   %100
0

01 ×
−

=
m

mm
Wc                        (7.3.3-2) 

   式中 cW ──混凝土的含水率(%)，计算精确至0.1%； 

       1m ──所取试样质量(g)； 

       0m ──烘干后试样质量(g)。 

    4  按下式计算出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观密度： 

        
c

n
d W+

=
1

ρ
ρ                          (7.3.3-3) 

式中 dρ ──轻骨料混凝土的干表观密度(kg／ 3m )，精确至10kg／ 3m ； 

    nρ ──自然含水状态下轻骨料混凝土的表观密度(kg／ 3m )。 

7.4  吸水率和软化系数 

7.4.1  吸水率和软化系数试验所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托盘天平：称量5kg，感量2g； 
    2  烘箱：105～110℃，可恒温； 
    3  压力试验机：测力精度不低于±1%。 
7.4.2  吸水率和软化系数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试件的制作和养护按《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GB 50081)的要求进行。采
用边长为100mm立方体试件时，每组为12块；采用边长为150mm立方体试件时，每组为6块； 
    2  标准养护28d后，取出试件在105～110℃下烘至恒重，取6块(或3块)试件作抗压强

度试验，绝干状态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0f )； 

    3  取其余6块(或3块)试件，先称重，确定其质量平均值。然后，将它们浸入温度为20
±5℃的水中，浸水时间分别为：0.5h、1h、3h、6h、12h、24h、48h；每到上述各时间，
将试件取出，擦干、称重，确定其质量平均值。随后，再浸入水中，直至48h时，将试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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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擦干、称重，确定其质量平均值；     
    4  在称得浸水时间为48h时试件的质量平均值后，即进行抗压强度试验，确定饱水状

态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1f )； 

    5  按下列公式计算轻骨料混凝土的吸水率及软化系数： 

   %100
0

0 ×
−

=
m

mmt
tω                       (7.4.2-1) 

   %100
0

0 ×
−

=
m

mmn
satω                      (7.4.2-2) 

   
0

1

f
f

=Ψ                              (7.4.2-3) 

  式中  0m ──烘至恒重试件的质量平均值(kg)； 

        tm ──浸水时间为t时试件的质量平均值(kg)； 

        nm ──浸水时间为48h时试件的质量平均值(kg)； 

        tω ──浸水时间为t时的吸水率(%)； 

       satω ──浸水时间为48h时的吸水率(%)； 

        ψ ──软化系数； 

        0f ──绝干状态混凝土的抗压强度(MPa)； 

        1f ──饱水状态混凝土的抗压强度(MPa)。 

7.5  导热系数 

7.5.1  导热系数可采用热脉冲法进行测定，其适用于测定干燥或不同含湿状况下轻骨料混
凝土的导热系数、导温系数和比热容。 
7.5.2  热脉冲法测定导热系数的装置由一个加热器和放置在加热器两侧材料相同的三块
试件以及测温热电偶组成(图7.5.2)。当加热器通以电流后，根据被测试件的温度变化可测
出试件的导热系数、导温系数和比热容。装置的各个部分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加热器的厚度不应大于0.4mm，且应有弹性，其面热容量应小于0.42kJ／( 2m ·℃)；

加热丝应选用电阻温度系数小的 铜、锰铜等材料，加热丝之间的间距宜小于2mm，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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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发出的热量应是均匀的，且对试件应为对称传热；加热器不应有吸湿性，其尺寸宜与
试件尺寸相同； 

    2  热电偶直径宜选用0.1mm，电势测量仪表的精度应为±l Vµ ； 

    3  在试验过程中，应保持测量装置电压恒定，稳定度应为±0.1%，功率测量误差应小
于0.5%； 

4  应设有试件夹紧装置，以保证相互间接触紧密。 
 

 
图7.5.2  用热脉冲法测量导热系数装置示意图 

7.5.3  导热系数测定所用试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试件以三块为一组，取自相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各试件间的表观密度差应小于5%； 
    2  三块试件分别为：薄试件一块(200mm×200mm×20～30mm)，厚试件二块(200mm×
200mm×60～100mm)； 
    3  试件两表面应平行，厚度应均匀。薄试件不平行度应小于试件厚度的1%。各试件的
接触面应结合紧密； 
    4  测量干燥状态的热物理系数时，试件应在105～11O℃下烘干至恒重。测量不同含湿
状况的热物理性能时，应将干燥试件培养至所需湿度后再进行测定。一组试件之间的湿度
差应小于1%，在同一试件内湿度分布宜均匀。 
7.5.4  导热系数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称量试件质量，测量试件尺寸，计算混凝土的干表观密度； 
    2  将试件按图7.5.2所示安置完毕。当试件的初始温度在l0min内的变化小于0.05℃，
且薄试件上下表面温度差小于0.1℃时，可开始测定； 
    3  接通加热器电源，并同时启动秒表，测量加热回路电流； 

    4  加热时间( 'τ )控制为4～6min，当薄试件上表面温度升高1～2℃时，记录上表面热

电势及相对应的时间。接着测量热源面上的热电势及相对应的时间，其间隔不宜超过lmin； 
    5  关闭加热器，经4～6min后，再测一次热源面上的热电势和相对应的时间。 
7.5.5  导热系数试验结果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1  试件的干表观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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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m

d =ρ                            (7.5.5-1) 

式中  m──试件质量(kg)； 

      V──试件体积( 3m )。 

    2  试件的质量含水率： 

                    %100
1

12 ×
−

=
m

mm
ω                   (7.5.5-2) 

 式中  1m ──烘干至恒重试件的质量(kg)； 

       2m ──某一含湿状态下试件的质量(kg)。 

 
表7.5.5                        函数B(Y)表 

2Y  0 1 2 3 4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0000 
0.5379 
0.4010 
0.3151 
0.2543 
0.2089 
0.1735 
0.1456 
0.1230 
0.1044 
0.08908 
0.07631 
0.06562 
0.05657 
0.04890 
0.04238 
0.03680 
0.03201 
0.02790 
0.02435 
0.02128 

0.8327 
0.5203 
0.3908 
0.3031 
0.2492 
0.2049 
0.1704 
0.1431 
0.1210 
0.1027 
0.08770 
0.07516 
0.06464 
0.05575 
0.04820 
0.04179 
0.03629 
0.03157 
0.02752 
0.02402 

— 

0.7693 
0.5037 
0.3810 
0.3014 
0.2442 
0.2010 
0.1674 
0.1407 
0.1190 
0.1011 
0.08634 
0.07403 
0.06368 
0.05494 
0.04751 
0.04120 
0.03578 
0.03114 
0.02715 
0.02370 

— 

0.7229 
0.4881 
0.3716 
0.2948 
0.2394 
0.1973 
0.1645 
0.1383 
0.1170 
0.09949 
0.08501 
0.07292 
0.06274 
0.05414 
0.04684 
0.04062 
0.03528 
0.03072 
0.02678 
0.02333 

— 

0.6852 
0.4736 
0.3625 
0.2885 
0.2347 
0.1937 
0.1616 
0.1360 
0.1151 
0.09791 
0.08370 
0.07181 
0.06181 
0.05335 
0.04617 
0.04004 
0.3479 
0.03030 
0.02642 
0.02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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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2Y  5 6 7 8 9 
0.0 
O.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6533 
0.4599 
0.3539 
0.2824 
0.2301 
0.1902 
0.1588 
0.1337 
0.1132 
0.09645 
0.08241 
0.07073 
0.06090 
0.05258 
0.04552 
0.03948 
0.03431 
0.02988 
0.02606 
0.02276 

— 

0.6253 
0.4469 
0.3455 
0.2764 
0.2256 
0.1867 
0.1561 
0.1315 
0.1114 
0.09491 
0.08115 
0.06967 
0.06000 
0.05182 
0.04487 
0.03893 
0.03384 
0.02947 
0.02570 
0.02246 

— 

0.6002 
0.4346 
0.3375 
0.2707 
0.2213 
0.1833 
0.1534 
0.1293 
0.1096 
0.09340 
0.07991 
0.06863 
0.05912 
0.05107 
0.04423 
0.03839 
0.03337 
0.02907 
0.02535 
0.02216 

— 

0.5777 
0.4229 
0.3298 
0.2651 
0.2170 
0.1800 
0.1507 
0.1271 
0.1078 
0.09129 
0.07869 
0.06761 
0.05826 
0.05033 
0.04360 
0.03785 
0.03291 
0.02867 
0.02501 
0.02186 

— 

0.5570 
0.4117 
0.3223 
0.2596 
0.2129 
0.1767 
0.1481 
0.1250 
0.1061 
0.09048 
0.07749 
0.06660 
0.05741 
0.04961 
0.04298 
0.03732 
0.03246 
0.02828 
0.02468 
0.02157 

— 

注： 2Y 值的竖行为其首数，横行为其尾数。 

    3  试件的导温系数、导热系数及比热容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函数B(Y)值的计算： 

    
22(

(
)(

′′⋅
′′⋅′

=
ττθ
ττθ

）

）

o
x

YB                              (7.5.5-3) 

式中  ′′⋅′ ττθ 、)(x ──薄试件上表面过余温度(℃)，及相对应的时间(h)； 

      22 )( ′′⋅′ ττθ 、x ──升温过程中热源面上的过余温度(℃)及相对应的时间(h)。 

    根据计算所得的B(Y)值，查表7.5.5求得 2Y 值； 

    (2)  导温系数( a )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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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2
2

2

hm
Y

da
′

=
τ

                           (7.5.5-4) 

    
式中  d──薄试件的厚度(m)； 
     ′τ ──薄试件上表面温度为 ′θ  (x， ′τ )时的时间(h)； 

     2Y ──函数B(Y)的自变量。 

    (3)  导热系数(λ)的计算： 

    ( )[ ]KmW
oA

aQ
•

⋅

−−
= /

)(

)(

2

122

πτθ

τττ
λ                 (7.5.5-5) 

式中  ( ) 22 ττθ ?o ⋅ ──降温过程中热源面上的过余温度(℃)及相对应的时间(h)； 

              1τ ──关闭热源相对应的时间(h)； 

               A──加热器的面积( 2m )； 

               a──导温系数( 2m ／h)； 

               Q──加热器的功率(W)； 

    Q= RI 2                              (7.5.5-6) 

               I──通过加热器的电流(A)； 
               R──加热器的电阻(Ω)。 
    (4)  比热容(c)的计算： 

 [ ])Kkg/(KJ
a

c ⋅=
ρ
λ

                         (7.5.5-7) 

式中  λ ──导热系数[W／(m·K)]； 

      ρ ──三块试件的平均表观密度(kg／ 3m )。 

(5)  蓄热系数(s)的计算： 

ρλ ⋅⋅⋅= a51.0s  

7.5.6  每组试件应测量三次，当相对误差小于5%时，取三次试验平均值作为该组试件的热
物理系数值。 

7.6  线膨胀系数 

7.6.1  线膨胀系数测定时所用的试件应为lOOmm×lOOmm×300mm的棱柱体，每组至少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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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具有下列设备： 
    1  人工气候箱，如无人工气候箱，亦可采用稳定性较好的烘箱； 
    2  电阻应变仪； 
    3  测量温度用 铜—铜热电偶(试件成型时埋入混凝土内)及符合精度要求(精确至
0.1℃)的电位差计； 
    4  石英管一根。 
7.6.2  线膨胀系数测定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试件应在恒温恒湿养护室养护到28d龄期后，放入105～110℃的烘箱中加热24h，再
在室内放置5～7d以使其湿度达到平衡；   
    2  每个试件两侧各贴一个电阻片及一个热电偶。电阻片标距应为lOOmm，其电阻值应
相同。贴片可采用502胶或其他在试验温度范围内工作可靠的胶粘贴； 
    3  热电偶应事先在恒温器中校核，求出温度与电位差的关系，其温度读数应精确在0.1
℃； 
    4  应在石英管上贴同样规格的电阻片，作电阻应变仪的补偿之用。为检查试验工作是
否正常，应同时准备已知线膨胀系数的钢或铜等材料的试件，与混凝土试件同时进行测试； 
    5  所有测量温度和变形的引出导线与仪器接通，经检验待工作正常后，调零，记下初
读数。随即开始升(降)温，每次升(降)温的幅度控制在10℃左右，升(降)温速度宜缓慢，
到达温度后要恒温到试件内外温差小于0.2℃时才能测数，每次恒温时间宜为3h； 
    6  记下所有各点的温度及变形读数后，即可继续升(降)温。整个试验的最低和最高温
度差值应大于60℃。 
7.6.3  线膨胀系数值的取用和计算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按测得的温度和变形的数据用回归分析法求得两者的关系。温度和变形若呈直线关
系，其斜率即为线膨胀系数值； 
    2  数据不多时，也可用下式计算： 

   
0

0

tt
a t

T −
−

=
εε

                         （7.6.3） 

式中  Ta ──线膨胀系数； 

     tε  ──温度为t时的变形值(mm)； 

     0ε ──初始变形值(mm)，如电阻应变仪在 0t 时调零，则 0ε =0； 

      0t ──初始温度(℃)； 

       t──测量时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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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 

A.1  一般规定 

A.1.1  大孔亲轻骨料混凝土按其抗压强度标准值，可划分为LC2.5、LC3.5、LC5.0、LC7.5
和LCl0.0五个强度等级。按其干表观密度，可按本规程第4.1.3条划分密度等级。 

A.2  轻粗骨料技术要求 

A.2.1  轻粗骨料级配宜采用5～10mm或10～16mm单一粒级。 
A.2.2  轻粗骨料的密度等级和强度应根据工程需要选用。 
A.2.3  轻粗骨料其他技术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1部分：轻集
料》(GB／T 17431.1)的有关规定。 

A.3  配合比计算与试配 

A.3.1  混凝土的试配强度应按照本规程第5.1.2条计算。 
A.3.2  根据轻粗骨料的堆积密度，宜按下式(A.3.2)计算每立方米混凝土的轻粗骨料用量： 

   alaa Vm ρ×=                         (A.3.2) 

    按体积计量时，每立方米混凝土的轻粗骨料用量取一立方米松散体积(V a )。 

A.3.3  根据混凝土要求的强度等级和轻粗骨料品种，水泥用量可在150～250kg／ 3m 范围

内选用，并可掺入适量外加剂和掺和料。   
A.3.4  混凝土拌和物的用水量宜以水泥浆能均匀附在骨料表面并呈油状光泽而不流淌为
度。可在净水灰比0.30～0.42的范围内选用一个试配水灰比，并可按下式计算拌和物的净

用水量(kg／ 3m )： 

  CWmm cwn /×=                     (A.3.4-1) 

式中  W／C──试配水灰比。 
    当采用干燥骨料时，应根据净用水量加上轻粗骨料lh吸水量，按下式计算总用水量： 

    wawnwt mmM +=                    (A.3.4-2) 

A.3.5  振动加压成型的轻骨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宜采用干硬性大孔混凝土拌和物，其用
水量宜以模底不淌浆和坯体不变形为准，可按本规程表5.2.3选用。 
A.3.6  配合比应通过试验确定。其试验与调整应按本规程5.3.6条进行。 
A.3.7  混凝土试件的成型方法，应与实际施工采用的成型工艺相同。 

A.4  施工工艺 

A.4.1  拌和物各组分材料应按质量计量。轻粗骨料也可采用体积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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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拌和物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拌制。 
A.4.3  当采用预湿饱和面干骨料时，粗骨料、水泥和净用水量可一次投入搅拌机内，拌和
至水泥浆均匀包裹在骨料表面且呈油状光泽时为准，拌和时间宜为1.5～2.0min。采用干骨
料时，先将骨料和40%～60%总用水量投入搅拌机内，拌和1min后，再加入剩余水量和水泥
拌和1.5～2.Omin。拌制少砂大孔轻骨料混凝土时，砂或轻砂和粉煤灰等宜与水泥一起加入
搅拌机内。 
A.4.4  现场浇筑时，混凝土拌和物直接浇筑入模，依靠自重落料压实。可用捣棒轻轻插捣
靠近模壁处的拌和物，不得振捣。 
A.4.5  浇筑高度较高时，应水平分层和多点浇筑。每层高度不宜大于300mm，浇筑捣实后，
表面用铁铲拍平。 
A.4.6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应采用振动加压成型。 
A.4.7  养护应按本规程第6.5节规定的要求进行。 

A.5  质量检验与验收 

A.5.1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质量检验与验收应按本规程第6.6节的规定执行。  
 

附录B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 

B.1  一般规定 

B.1.1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宜采用砂轻混凝土。 
B.1.2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采用的轻粗骨料在使用前，宜浸水或洒水进行预湿处理，预湿后
的吸水率不应少于24h吸水率。 

B.2  原材料 

B.2.1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采用的水泥应符合本规程第3.1.1条的要求。 
B.2.2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采用的轻粗骨料的密度等级不宜低于600级；当掺入轻细骨料时，
轻细骨料的密度等级不宜低于800级。 
B.2.3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中的轻粗骨料应采用连续级配，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于16mm，粒
型系数不宜大于2.0。 
B.2.4  泵送砂轻混凝土的细骨料宜采用中砂，细度模数宜在2.2～2.7之间，并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质量标准及试验方法》(JGJ 52)的要求，其中，通过0.315mm
颗粒含量不应少于15%。     
B.2.5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宜掺用泵送剂、减水剂和引气剂等外加剂，且可掺加Ⅰ、Ⅱ级粉
煤灰、矿物微粉或其他矿物掺和料。外加剂和掺和料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B.3  配合比设计 

B.3.1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除应满足轻骨料混凝土设计强度、耐久性和密度的
要求外，其拌和物还应满足混凝土可泵性、粘聚性和保水性的要求。 
B.3.2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入泵时的坍落度值应根据泵送的高度选用，宜为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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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m；含气量宜为5%。 
B.3.3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试配时要求的坍落度值应按下式计算： 

   TTT pt ∆+=                                (B.3.3) 

式中  tT ──试配时要求的坍落度值(mm)； 

      PT ──入泵时要求的坍落度值(mm)； 

      △T──试验时测得在预计时间内的坍落度经时损失值(mm)。 

B.3.4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不宜少于350kg／ 3m 。 

B.3.5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体积砂率宜为40%～50%。当掺用粉煤灰并采用超量法取代水泥
时，砂率可适当降低。 
B.3.6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步骤宜按本规程第5章进行。其中，轻粗骨料吸水
率应采用24h吸水率。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应根据具体施工条件进行试配和调整，并应
进行试泵。 

B.4  施工工艺 

B.4.1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施工工艺及其设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
程》(JGJ／T 10)第4、5、6章和本规程第6章的有关规定。     
B.4.2  拌制轻骨料混凝土之前，浸水预湿的轻骨料宜采取表面覆盖、充分沥水等措施以控
制轻骨料呈饱和面干状态，也可采用测出预湿后轻骨料含水率的方法，以控制搅拌时的用
水量。 
B.4.3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投料顺序和搅拌时间应符合本规程第6章的有关规定。 
B.4.4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泵送施工时，应采取降低泵送阻力的措施。输送管的管径不宜小
于125mm。所有管道内应清洁，泵送开始前应先采用砂浆润滑管壁。 

B.5  质量检验与验收 

B.5.1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质量控制和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泵送
施工技术规程》(JGJ／T 10)第7章的要求和本规程第6.6节有关规定。 
B.5.2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各项性能的试验方法应按本规程第7章的有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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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JGJ 51—2002） 

  条 文 说 明 
 

前  言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JGJ51—2002)，经建设部2002年9月27日以公告第68号文
批准、发布。 
    本标准第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参加单位是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黑龙江建筑低温科学研究所、辽宁省建筑科学研究所、大庆油田建
设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北京市第二建筑构件厂。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
行条文规定，《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
明，供使用者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不妥之处，请将意见函寄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30号，邮编：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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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阐明本规程的编制目的。 
1.0.2  本规程规定了无机轻骨料混凝土的适用范围。根据轻骨料混凝土技术发展的需要，
删去了原规程不适用于无砂或少砂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规定，初次将无砂大孔轻骨料混凝
土列入规程。 

2 术语、符号 
在我国，轻骨料混凝土属新品种混凝土，在《建筑结构设计术语和符号标准》GB／T 

50083—97中列入的、与之相适应的术语和符号很少。因此，《规程》中的术语和符号除按
《建筑结构设计术语和符号标准》GB／T 50083的要求和原则制订外，还考虑尽量与国内相
关标准相一致。 

3  原材料 
3.O.1～3.O.7  轻骨料混凝土的原材料主要是水泥、轻粗细骨料、普通砂、水、各种化学
外加剂和掺和料。这些原材料的各项技术性能及要求都应满足现行国家或行业的有关标准
和规程的要求。因此，本规程将有关标准、规程和规范的名称和编号列入，而内容不再一
一列入。 

4  技术性能 

4.1  一般规定 

4.1.1～4.1.4  根据国内外同类型标准和规程的经验，本章主要规定了轻骨料混凝土强度
等级和密度等级的定义及其划分原则。参照国际通用原则，按用途将轻骨料混凝土划分为
保温、结构保温和结构轻骨料混凝土三大类，分别规定了各类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密度等
级和合理使用的范围，将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符号统一改为LC。 

4.2  性能指标 

4.2.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强轻骨料的生产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在上海、宜昌、哈
尔滨、天津和金坛等地已可生产出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高强陶粒，可以配制出密度等级为
1900，强度等级为LC40～LC60的高强轻骨料混凝土，并越来越多在高层、大跨的房屋建筑
和桥梁工程中应用。因此，在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中增设了LC55和LC60两个等级。 
    为与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相适应，删去弯曲抗压和抗剪强度两项标准值。增设LC55
和LC60两个强度等级标准值，其确定原则与其他等级相同。 

4.2.2  原《规程》中轻骨料混凝土弹性模量值( LCE )，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我国自

己的弹性模量经验公式 kcuLC fE ⋅⋅⋅= ρ02.2 标定而得的，但近几年发现工程中应用的高强

轻骨料混凝土的 LCE 值与公式相比偏高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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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修订中，经专题论证发现，其主要原因是在参照美国ACI 213R74、84、87的弹

性模量公式 '15 043.0 ccC fE ⋅⋅= ρ  (式中 cf 为轻骨料混凝土圆柱体试件抗压强度)时，在轻

骨料混凝土强度大于35～42MPa范围， LCE 值下调6%～15%所致。 

    经与近几年工程中所用高强轻骨料混凝土的 LCE 值相比较，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因此，

在这次修订中，仍以原公式 kcuLC fE ⋅⋅⋅= ρ02.2 为依据，但高强、高密度区的 LCE 值不再

下调。 
4.2.3～4.2.4  原《规程》的收缩和徐变的标定值，在专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我

国自己的在标准状态轻骨料混凝土下收缩经验公式 3
0 10)( −×

+
=

bta
t

tε 徐变系数的经验公

式 n

n

bta
t

t
+

=0)(ϕ 标定而得的。但原《规程》规定只适用于LC20～LC30的结构轻骨料混凝土。     

    在这次修订中，经与ACI 213R和美国SOLITE公司的有关资料相比较，又经近几年我国
有关工程和试验的实测资料验证，充分说明，原规程中给出的有关公式和系数，仍然适用
于LC30～LC60的结构轻骨料混凝土。只是原《规程》标定值富裕系数较小，特别是收缩值
更为明显。因此，本规程中规定的收缩值和徐变系数上限，即表4.2.3和表4.2.4列出的数
值，是按《规程》中给出的公式，按不同龄期和具有95%保证率计算得出。 
4.2.7  为适应建筑节能技术发展的需要，在轻骨料混凝土密度等级方面，增加了600和700
两个密度等级。与其相对应的有关热物理系数，仍按原规程所采用的有关实验公式计算。 
4.2.8  轻骨料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同样，具有良好的抗冻性，本规程的抗冻性指标主要参
照国外有关标准和规范的一般性规定，近10年来未有异议。这次修订基本保持原规定，并
新规定在干湿交替部位、水位变化部位或粉煤灰掺量大于50%的工程应用时，抗冻等级应大
于F50，以保证工程的耐久性，国外桥梁和海工等工程的应用经验证明这是适宜的。 
4.2.9  轻骨料混凝土的抗碳化指标是在1981年建筑科技发展计划中，在轻骨料混凝土和普
通混凝土抗碳化性能专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定的。20多年的工程实践表明，抗碳化指标
是合理、可行的。 
4.2.10  这一新增条款是在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根据工程实际的要求而
制订。轻骨料混凝土比普通混凝土具有更好的抗渗性，许多工程在混凝土的抗渗性方面也
有相应的要求。 
4.2.11  这是新列入的条款。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外，次轻混凝土(又称指定密度混凝
土，或普通轻混凝土)在桥梁等工程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在轻粗骨料中加入适量的普通粗骨
料配制而成的次轻混凝土，与未掺入普通粗骨料的轻骨料混凝土相比，具有更好的力学性
能和体积稳定性，这对改善轻骨料混凝土的性能，扩大其应用范围都有积极的意义。因此，
为促进次轻混凝土的发展，将其列入规程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我国尚缺乏次轻混凝土的系
统试验资料，因此，规定次轻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值、弹性模量、收缩和徐变等有关性能，
应通过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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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合比设计 

5.1  一般要求 

5.1.1  本条文规定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主要目的与任务。轻骨料混凝土与普通混凝
土不同的是，除抗压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外，表观密度也应满足要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如在高层、大跨等承载结构上，还应满足对弹性模量、收缩和徐变等的要求。 
5.1.2  本条文规定了试配强度的确定方法，强调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应通过计算和试配
确定，一样也不能少。和普通混凝土一样，试配强度应具有95%的保证率。 
5.1.3  《规程》新编时，对我国各主要地区的部分工程中不同强度等级、不同品种的轻骨
料混凝土取样的4800组试块抗压强度的统计资料说明，其各强度等级总体的强度标准差σ，
与普通混凝土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其σ的取值与普通混凝土相同。 
5.1.4  鉴于轻骨料混凝土技术的发展，为改善某些性能指标，在轻骨料混凝土中同时采用
两种不同品种的粗骨料，在国外应用已越来越多。在国内，近几年，发现不少厂家，从谋
利出发，在陶粒混凝土小砌块中，加入大量劣质炉渣(又称煤渣)，仍称陶粒混凝土小砌块，
以高价售出，引起公愤。为了抑制这种现象，保证混凝土小砌块的质量，特意在本条文中，
规定了对炉渣的限量。 
5.1.5  化学外加剂和掺和料品种很多，性能各异。其品种与掺入量对水泥适应性的影响，
比普通混凝土更甚，因此，为了保证轻骨料混凝土的施工质量，特制定本条文。 
5.1.6  根据轻骨料混凝土技术发展的需要，增设了主要用于小砌块、屋面和墙体的大孔轻
骨料混凝土，以及用于现浇施工的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技术内容。 

5.2  设计参数选择 

5.2.1  表5.2.1下注中的水泥强度等级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
(GBl75—1999)的规定执行。因为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复杂，水泥用量不按公式计算，
而是按表5.2.1的有关参数经试验确定，所以，这次水泥新标准的实施对其影响不大。 
5.2.2  根据对混凝土耐久性更高的要求，参照美国ACI 318M—95的要求，将表5.2.2中最
大水灰比调低。表中的最小水泥用量，是根据ACI 318 M—95给出的对不同环境条件和不同
强度等级的要求，在原规程的基础上调整而得。 
5.2.3  根据十多年来生产和工程实践经验，表5.2.3中增加振动加压成型，是为适应某些
干硬性混凝土生产的需要，如砌块等；坍落度加大，是根据减水剂的普遍使用、混凝土搅
拌运输车出料和施工操作要求等多方面技术发展情况调整的。 
5.2.4  此条文规定了轻骨料混凝土砂率特殊的表示方法，及不同用途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
值的变化范围。与普通混凝土的不同点：一是以体积砂率表示；二是一般砂率较大。 
    轻骨料混凝土的砂率应以体积砂率表示，即细骨料体积与粗细骨料总体积之比。体积
可采用松散体积或绝对体积表示。其对应的砂率为松散体积砂率或绝对体积砂率。随其配
合比设计方法不同，采用砂率表示方法也不同：采用松散体积法设计配合比则用松散体积
砂率表示；用绝对体积法设计时，则用绝对体积砂率表示。 
    不同用途混凝土的砂率变化范围是根据国内外施工经验制定的。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
是可行的。故本次修订没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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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表5.2.5中用普通砂时粗细骨料总体积下限降低，主要是根据高强陶粒、高强陶粒
混凝土和较高强度等级的砂轻混凝土在结构中的推广应用，及其施工操作性能的要求等原
因，使水泥和粉煤灰等掺和料总用量相对增加而确定的。试验和实际工程已经明显反映出
这一变化。美国用于工程结构方面(如桥梁等)的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也反映出这一点。 
5.2.6  《粉煤灰在混凝土和砂浆中应用技术规程》(JGJ28—86)尚未重新修订。当时制订
的某些掺量较保守。当前，粉煤灰在混凝土中掺量向较大掺量方向发展。因此，这次修订
中，允许在有试验根据时，可适当放宽粉煤灰掺量的范围。 

5.3  配合比计算与调整 

5.3.1  将松散体积法用于砂轻混凝土的配合比计算，并放在突出位置，基于五点考虑：1.
在计算过程中，有关材料的计算参数，需要经专门试验加以确定，而轻骨料和砂等有关材
料匀质性不理想，试验确定的参数，代表性并不好。因此，绝对体积法往往与实际情况有
较大出入。2.实际工程中，时常由于缺乏试验条件，或图方便省时间，往往直接采用经验
取值作为计算参数。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应用效果不理想，最终还是靠试验修正，修正的
偏差还较大。3.松散体积法基于试验和应用经验，也包括了积累经验过程中绝对体积法在
初步计算时的大量应用，我们可以站在已有知识(包括理论指导、试验和应用经验)的平台
上，在合理范围内查取计算参数，直接经试验调整确定配合比，相对较为简明。4.松散体
积法相对较简易，便于理解和应用，有利于试验和工程中配合比的反复调配，有利于轻骨
料混凝土的推广应用；5.试验和工程证明，松散体积法的应用，确实带来很大的方便，而
且，其准确性和可靠性是有保证的。 
    经验证明，两种配合比计算和调整的步骤可行，这次修订未作改动。 
5.3.2  松散体积法是以给定每立方米混凝土的粗细骨料松散总体积为基础进行计算，然后
按设计要求的混凝土干表观密度为依据进行校核，最后通过试验调整出配合比。 
    20多年使用经验说明，本条文规定的松散体积法，既适用全轻混凝土，也适用于砂轻
混凝土。它是一个十分简便易行、预估性较好的和非常实用的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方
法。它特别适用于在施工中及时、快速地调整配合比。这次规定仍沿用以前设计步骤，未
作修改。 
5.3.3  绝对体积法是按每立方米混凝土的绝对体积为各组成材料的绝对体积之和进行计
算。绝对体积法概念明确，便于计算。但由于原材料的某些设计参数，如粗、细骨料的颗
粒表观密度和水泥的密度等，设计需经试验确定，费时较多，十分麻烦，不能满足在施工
中经常检测，及时调整配合比的要求。若不采用实测值，而是按一般的资料任取一个经验
值进行计算，则可能带来配合比设计结果的较大误差，影响工程质量。但对于对比、检验、
分析和研究等工作，绝对体积法仍是有用的。这次规定仍沿用以前设计步骤，未作修改。 
5.3.4  轻骨料一般都具有吸水性。为了便于计算附加水量，进而计算轻骨料混凝土的总用
水量，特列出表5.3.4，使概念更为清楚，便于使用。     
5.3.5  表5.3.5将粉煤灰的应用扩大到LC30以上，同时考虑到大掺量粉煤灰技术发展的需
要，在注中取消了“钢筋轻骨料混凝土的粉煤灰取代水泥率不宜大于15%”的内容，写入了
在有试验根据时可适当放宽的条款。经近年来的研究和工程实践证明，只要加强粉煤灰质
量控制和应用技术保证，适当扩大粉煤灰在轻骨料混凝土中的应用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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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工艺 

6.1  一般要求 

6.1.1  该条对本章的适用范围重新作了调整。去掉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和
“不适用于特种⋯⋯工程”的字样。 
    20多年的施工经验说明，本章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也可适用于热工、
水工、桥涵等土木工程轻骨料混凝土的施工。 
6.1.2  强调原材料进场后，应按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复检验收。 
6.1.3  对轻骨料进入施工现场后的堆放、运输作了具体规定。强调应按不同品种，分批运
输和堆放，在堆放时避免离析，并宜采取防雨、防风防水措施。 
6.1.4  在低于5℃的气温下，不宜进行轻骨料混凝土的预湿和施工。 

6.2  拌和物拌制 

6.2.1  一般来说，轻粗骨料的堆积密度变化较大，在生产过程中若不经常对其进行测定，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拌和物方量的准确性。轻粗骨料的含水率会影响配合比中用水量的准
确性，并对拌和物的稠度和混凝土的强度产生不良影响。为保证混凝土施工用轻骨料混凝
土拌和物方量与配合比计算方量相吻合，以及拌和物的和易性符合施工要求，应对轻粗骨
料的含水率及其堆积密度进行测定。 
6.2.2  本条文规定轻骨料混凝土原材料的计量方法。砂轻混凝土和普通混凝土一样可采用
按质量计量；但全轻混凝土则采用体积与质量相结合的方法计量。误差的控制按质量计量，
与普通混凝土相同。 
6.2.3  轻骨料混凝土因骨料轻，自落式搅拌机一般不易搅匀，严重影响混凝土性能，建设
部早已明文规定禁止使用。因此，本条规定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 
6.2.4  本条文按预湿处理和非预湿处理两种拌和物搅拌工艺分别提出预湿、计量、下料、
拌和、出料的工艺流程图，程序明确，一目了然，便于操作。20年来生产实践表明，该工
艺流程是可行的。此次修订基本上未作变动。 
6.2.5  本条文规定了不采用搅拌运输车运送混凝土拌和物时，即不是由预拌混凝土厂供料
时，砂轻混凝土和全轻混凝土的搅拌时间(含下料)不宜超过3min。为保证拌和物的均匀性，
全轻混凝土拌和物的搅拌时间宜延长lmin。    
    若由预拌混凝土厂供货时，砂轻混凝土拌和物的搅拌时间，则可视拌和物距离的远近，
适当缩短。 
6.2.6  本条文专门规定了化学外加剂掺入的方法。轻粗骨料具有一定吸水性，试验证明，
轻粗骨料未预湿时，与拌和水同步加入化学外加剂，会部分被轻粗骨料所吸收，而影响其
功效，因此，外加剂应在轻骨料吸水后加入。 

6.3  拌和物运输 

6.3.1  本条文明确规定，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运输时，如坍落度损失或离析较严重者，浇
筑前应采用人工二次拌和，但不得加水。若加水，即使是加入量不多，也会严重降低混凝
土的强度，影响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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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为了减少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的坍落损失，应选择最佳运输路线，中途不停顿。本
条文规定，其从搅拌机卸料至浇入模内止的时间，不宜超过45min。 
6.3.3  当采用搅拌运输车运送拌和物时，如发现罐内拌和物坍落度损失严重，可在卸料前
加入适量减水剂，加速转几圈后出料。掺入量的多少应以不影响混凝土质量为准。 

6.4  拌和物浇筑和成型 

6.4.1  为了避免离析，减小了拌和物浇筑时倾落的自由高度。倾落的自由高度从2m降低到
1.5m。 
6.4.2  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的内摩擦力比普通混凝土的大。为保证拌和物的密实性，本条
规定应采用机械振捣成型。只有对流动性大、不振捣和硬化后的混凝土强度能满足要求的
塑性拌和物，以及对强度没有要求的结构保温类和保温类的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可采用
插捣成型。 
6.4.3  本条规定了干硬性轻骨料混凝土构件的成型应采用振动台或表面振动加压成型，以
保证振捣密实。 
6.4.4  本条规定了竖向结构成构件的浇筑应采用用分层振捣成型，拌和物每层厚度宜控制
在300mm左右。 
6.4.5  本条规定了浇筑大面积水平构件时的振捣方法。厚度小于200mm或大于200mm时，可
采用不同的振捣方式。但最终是要保证混凝土的密实性。 
6.4.6  本条根据施工经验，规定了采用插入式振捣器的振捣深度和距离，以及多层浇筑插
捣的注意事项。强调连续多层浇筑时，插入式振捣器应插入下层拌和物50mm。     
6.4.7  本条规定了拌和物成型时的振捣时间(含振动台，表面振动器和插入式振捣器)。振
捣时间的长短不仅影响混凝土的密度和强度，而且还影响拌和物中轻骨料的上浮，表面气
泡的大小和分布，以及蜂窝、狗洞等表面质量问题。应根据拌和物稠度、振捣部位、配筋
疏密和操作工技术水平等具体情况，在本条规定的振捣时间范围(为10～30s)内，利用经验
和试振捣确定。 
6.4.8  为保证轻骨料混凝土表面质量，在振捣成型后，应进行抹面处理。若轻粗骨料上浮
时，不应刮去，应采取措施(如用表面振动器再振一遍等)，将其压入混凝土内，抹平，保
证混凝土配合比与设计相符。 

6.5  养护和缺陷修补 

6.5.1  轻骨料混凝土成型后，应比普通混凝土更为注意防止表面失水，否则可能因为内外
湿差引起收缩应力，导致混凝土表面裂缝。 
6.5.2  本条文规定了轻骨料混凝土自然养护应注意的事项。虽然因水泥品种不同而略有差
异，但还都应注意早期养护，坚持14天湿养护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夏季，并非14天后
就平安无事了，对厚大的结构或构件更不能掉以轻心。 
6.5.3  取消热拌混凝土的养护要求。蒸汽养护时，成型后应有一定的静停时间，强调升温、
降温都不宜太快，以保证通汽升温时不发生温度裂缝。 
6.5.4  对结构保温类和保温类轻骨料混凝土构件，为使其缺陷修补处的保温性能与主体一
致，宜用原配合比砂浆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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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质量检验和验收 

6.6.1  本条文规定了轻骨料拌和物检验的项目和次数。应注意，与普通混凝土拌和物不同
的是，除强度与坍落度外，每次还必须检验拌和物的表观密度。很多工地，甚至是对轻骨
料混凝土较熟悉的技术人员，也经常忘了这一点。 
6.6.2  本条文规定了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的检验次数和评定方法。和普通混凝土强度一样，
应按GBJl07—87的规定进行。 
6.6.3  轻骨料混凝土硬化后的表观密度的检验，可在28d龄期时，按本规程第7.3节规定的
方法，与抗压强度同时进行。按本文规定予以评定时，若检验值与设计值之间的偏差>3%
时，应及时采取措施。一般说来，在按6.6.1条进行拌和物检验后，如轻骨料混凝土理论干

表观密度(即 saccd mmm ++= 15.1ρ )与设计值之间的偏差不大于2%，则按本条检验就不会有

问题。所以应该说按6.6.1验评更为重要。 
6.6.4  前规程未列入“工程验收”的条文，曾引起一些误解，以为不必进行工程验收，也
不明白应如何进行验收。因此，本条文明确规定，应按《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的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7  试验方法 
7.1～7.6  轻骨料混凝土和普通混凝土同属混凝土范畴。根据国外经验，为了便于使用和
比较，其试验方法是统一的。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性能、力学性能以及收缩徐变等长期性
能的试验方法，全部按我国普通混凝土的国家标准执行。干表观密度，导热系数等试验方
法，则参照国内外轻骨料混凝土通用的方法制定。试验配合比中各组分材料计量允许误差
的控制严于施工配合比。7.4节用于测定轻骨料混凝土随时间变化的吸水性能及吸水饱和后
的强度变化情况，以评定其耐水性能。7.6节用于测定轻骨料混凝土的温度线膨胀系数；以
评定其温度变形性能。 
 

附录A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具有水泥用量低、表观密度小、热工性能好、收缩小和无毛细管渗
透现象等特点。早在二次大战后，国外就大量推广应用大孔轻骨料混凝土。我国在20世纪
70年代后期也开始研究，并在工业与民用建筑墙体工程中(包括现浇与预制)应用。近几年，
大量应用于制作小砌块，取代粘土砖，成为我国墙体材料改革中最有发展前途的一种新型
墙体材料。 
    但是，以前的规程没有包括大孔轻骨料混凝土。为了使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生产和应
用达到技术先进、质量优良和经济合理，特将其列入本规程的附录。 

A.1  一般规定 

   本节阐明了附录A的适用范围，以及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和密度等级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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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轻粗骨料技术要求 

A.2.1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对轻粗骨料级配的要求与密实轻骨料混凝土不同。为了使混凝土
中形成较多的大孔隙，宜采用单一粒级。 
A.2.2  轻粗骨料的密度和强度是影响大孔轻骨料混凝土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轻粗骨料
的选用，要与大孔轻骨料混凝土要求的密度和强度相适应。 

A.3  配合比计算与试配 

A.3.1  与轻骨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计算步骤相同，应根据混凝土要求的强度等级，计算试配
强度。试配强度的计算方法与本规程5.1.2条相同。 
A.3.2  本条规定了每立方米大孔混凝土的轻粗骨料用量的计算方法。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
轻粗骨料用量是按每立方米混凝土用1m3松散体积的轻粗骨料计算。如按质量计量，则1m3

混凝土的轻粗骨料用量等于其堆积密度乘以1m3。 
A.3.3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取决于混凝土强度等级和所用轻粗骨料的品种。虽然
国内一些研究者提出过各种计算公式，但使用时都有一定的局限条件。考虑到每立方米大
孔轻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一般都在150～250kg，变化范围较窄。因此，可以根据设计的
混凝土强度等级，初步选用一个相应的水泥用量。 
A.3.4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的稠度指标不同，采用浇注成型时，用水量是以水
泥浆能均匀粘附在骨料表面并呈油状光泽而不流淌为度，因此，是以达到这种状态来确定
水灰比(用水量)的。经验说明，净水灰比变化范围为0.30～0.42，可在此范围内选用。 
A.3.5  制作小砌块时，采用振动加压成型。根据实践经验，用水量应以模底不淌浆和坯体
不变形为准。     
A.3.6  与其他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要求相同，应进行试配和调整。 

为起提示作用，给出应用实例，其中的配合比供参考。 
A.3.7  规定了测定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力学性能的试验方法。 

A.4  施工工艺 

A.4.1  本条规定了计量方法。 
A.4.2  强制式搅拌机不粘盘，搅拌均匀。 
A.4.3  本条规定了大孔轻骨料混凝土搅拌工艺，包括投料顺序、搅拌时间和拌和物状态等。 
A.4.4  现场浇注靠拌和物自重压实，用捣棒轻插边角处，不得采用机械振捣，避免过于密
实，影响有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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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3.6-1             现浇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应用实例 
轻粗骨料 混凝土原材料用量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 

混凝土
强 度 
等 级 

混凝土 
密度 
等级 产地 品种 

密度 
等级 

粒级 
(mm) 

水泥 
(kg) 

粉煤灰 
(kg) 

粗骨料 
(kg) 

净水 
胶比 

干表观 
密度 

(kg/ 3m ) 

抗压 
强度 
(MPa) 

弹性模量 
(103MPa) 

LC5 1000 天津 
粉煤灰
陶粒 

700 5～10 
150 

32.5级 
— 730 0.34 1000 6.0 6.4 

LC5 1100 陕西 
粉煤灰
陶粒 

900 5～16 
150 

32.5级 
37.5 948 0.30 1066 6.1 8.7 

LC1O 1200 陕西 
粉煤灰
陶粒 

900 5～16 
200 

32.5级 
100 948 0.36 1200 10.7 8.9 

LC7.5 1200 上海 
粉煤灰
陶粒 

800 5～10 
186 

42.5级 
— 837 0.45 1180 7.8 8.9 

LC5 1100 上海 
粉煤灰
陶粒 

800 5～10 
186 

32.5级 
— 837 0.45 1080 5.7 8.7 

LC5 1100 上海 
粘土 
陶粒 

800 5～16 
200 

32.5级 
— 800 0.37 1150 5.8 9.O 

LC7.5 1200 上海 
粘土 
陶粒 

800 5～16 
231 

42.5级 
— 838 0.33 1200 8.3 11.4 

 
附表A.3.6-2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应用实例 

轻粗骨料 混凝土原材料用量 小型空心砌块 
砌块强
度等级 

砌块 
密度 
等级 产地 品种 

密度 
等级 

粒级 
(mm) 

32.5级水泥
(kg) 

粉煤灰 
(kg) 

粗骨料 
(kg) 

净水 
胶比 

干表观密度 

(kg／ 3m ) 
抗压强度 
(MPa) 

1.5 600 黑龙江 
页岩
陶粒 

500 5～16 246 62 489 0.43 518 1.6 

1.5 600 黑龙江 
页岩
陶粒 

600 5～16 238 60 600 0.38 590 2.O 

2.5 700 黑龙江 
页岩
陶粒 

700 5～16 231 58 720 0.33 650 2.8 

注：1.小砌块的规格尺寸390mm× 290mm× 190mm； 

    2.小砌块空心率35%；     

3.允许用煤渣取代部分页岩陶粒，但其取代量应通过试验确定，且不宜超过30%。 

A.4.5  因现场浇注不得采用机械振捣，故构筑物较高大时，应分层和多点浇注，保证匀质
性。 
A.4.6  砌块生产与现场浇注不同，应采用振动加压成型。 
A.4.7  大孔轻骨料混凝土的孔隙多、孔大、内表面积大，因此要注意早期保湿养护。 
 

附录B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 
    20世纪90年代，我国商品混凝土得到迅猛发展，泵送混凝土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同时，泵送轻骨料混凝土也在我国得到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技术经济效益。为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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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泵送轻骨料混凝土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充分发挥其优越性，保证工程质量，特编制
本附录。 

B.1  一般规定 

B.1.1  全轻混凝土一般因空隙太大，含水率高，泵送时易产生严重离析。根据国内外经验，
除个别采用高密度等级作轻砂外，泵送施工时一般都是采用砂轻混凝土。 
B.1.2  因为轻骨料孔隙率和吸水率比普通骨料大，所以，轻骨料混凝土的泵送比普通混凝
土困难得多。在泵送压力下，轻骨料会急剧吸收拌和物中的水分，使泵送管道内的拌和物
坍落度明显下降，和易性变差，影响泵送，甚至发生堵泵现象。当压力消失后，轻骨料内
部吸收的水分又会释放出来，影响轻骨料混凝土的凝结和硬化后的性能。为解决这些问题，
在轻骨料混凝土泵送工艺中规定了轻粗骨料在泵送前要预湿处理。 
    条文中只推荐了一种预湿方法。工程说明这种方法较方便，也较实用。在有条件时，
也可采用真空法、压力法等。 

B.2  原材料 

B.2.1  规定了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所用水泥应符合本规程第3.1.1条的要求。 
B.2.2  密度等级太低的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易产生离析，因此不宜泵送。根据工程调研，
轻粗骨料一般不低于600级。为防止泵送施工中的离析、轻骨料上浮等现象，当轻骨料混凝
土密度较小时，轻粗骨料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于16mm。轻粗骨料的粒型系数会影响拌和物
的泵送性能，若粒型系数太大，易造成堵泵现象，因此，控制粒型系数以2.0为宜。 
B.2.3  为保证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拌和物的质量，规定了宜用的轻粗骨料颗粒级配和粒型系
数。 
B.2.4  砂的质量对泵送性能也有较大的影响。宜使用中砂，且较细部分(0.315mm通过量)
应占有一定比例，否则影响拌和物的和易性。 

B.3  配合比设计 

B.3.1  本条提出了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技术要求。 
B.3.2  混凝土含气量太大会降低泵送效率，严重时会引起堵泵现象，参照有关规程，轻骨
料混凝土的含气量不宜大于5%。 
B.3.3  本条规定了试配时泵送轻骨料混凝土坍落度的计算方法。 
B.3.4  本条规定了泵送轻骨料混凝土的最小水泥用量。 
B.3.5  泵送混凝土的砂率应比非泵送的高，体积砂率宜为40%～50%。 
    为提高拌和物的和易性，可掺加外加剂和矿物掺和料。由于其品种较多，因此，除应
符合现行有关标准要求外，还要通过试验确定品种和用量。     
B.3.6  本条规定了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试验和调整方法。指明与普通混凝土不
同的是，其轻粗骨料的吸水率应按24h取用。 

B.4  施工工艺 

B.4.1  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施工工艺及其设备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混凝土泵送施
工技术规程》JGJ/Tl0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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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本条规定了轻骨料预湿后的注意事项，以保证搅拌时混凝土拌和用水量的严格控
制。 
B.4.3  本条规定了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搅拌时的投料顺序和搅拌时间的要求。 
B.4.4  为减少泵送阻力，除在泵型方面应有所选择外，还应尽量选用钢管，少用胶管，减
少弯管数量。此外，浇注速度也应适当放慢。 
    泵送混凝土用轻骨料的最大粒径变化较小，对输送管道的管径大小影响不大。根据国
外的经验，一般不宜小于125mm。 

B.5  质量控制与验收 

B.5.1  本条规定了泵送轻骨料混凝土施工时质量的控制、检验与验收的要求。 
B.5.2  本条规定了对泵送轻骨料混凝土各项性能指标的试验方法应按本规程第7章的要求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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