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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商品混凝土质量管理要点 

闫丰梅 

(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日照  276826) 
 

摘要：商品混凝土由于其低廉的成本、优异的性能而加住宅及港口建设的产业化速度，对于我国经济体系改革工作而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近些年来已成为建筑领域的材料新宠儿。但是由于商品混凝土本身的诸多特点，使实商品混凝土在际的质量控制上有着十分严格的

要求，加上近些年来部分企业对商品混凝土的质量管理不到位，对于施工质量来讲，有着极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此，本文将会针对商品

混凝土的质量管理要点从生产过程进行阐述，并分析其中所存在的常见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总结本文研究。为我国建筑行业在

提高商品混凝土质量管理上提供几分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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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商品混凝土，又被称之为预拌混凝土，指将水泥、集料以

及水、外加剂等原材料按照在一定比例，通过混凝土搅拌系统计量、

搅拌后用车在规定时间运输至施工现场的一种建筑材料。商品混凝

土具有很多优点，比如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利用计算机控制计量等工

序，使其质量稳定性有保障，另外还有为工程缩短工周期、减少材

料浪费、减少施工现场环境污染[1]等有点。但是由于部分商品混凝

土企业对混凝土的质量管理不到位，也给工程质量带来一定的负面

影响，甚至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对此，研究商品混凝土的质量管

理要点便具有了十足的必然性。 

一、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1、原材料控制 
原材料是商品混凝土质量控制的重点所在，必须把好原材料进

场关，避免不合格的原材料用于生产。水泥、掺合料等粉料应逐车

留样，粉料仓仓应上锁，专人保管钥匙，避免粉料上错仓；粗细集

料的含水率应按规定检测，通常每天早中晚各一次，还应根据天气

情况适当增加检测次数；外加剂应逐车留样检测。另外，所有原材

料应按照标准规定的数量批量送检。 

1.1 水泥 

商品混凝土所选取的水泥多以普通硅酸盐水泥为主，有时用到

硅酸盐水泥以及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等。常用的水

泥为 P·O42.5、P·O32.5 水泥。水泥的主要技术指标有安定性、

凝结时间、强度、烧失量等，各技术指标符合 GB175-2007《通用

硅酸盐水泥》质量要求。这里应注意，水泥出厂超过 3 个月，应进

行复检。 

1.2 粗集料 

混凝土内的胶凝材料一般具有收缩作用，而粗集料的存在可以

抑制这种收缩作用，使商品混凝土在粗集料骨架的作用下发挥着优

异性能。因此对于粗集料的选择，应选用碎石，级配为 5mm～20mm 

5mm～31.5mm 连续级配，且含泥量、泥块含量、针片状含量、压

碎指标等技术指标均应符合建筑用粗骨料 Ⅱ类及以上质量要求，

粗骨料细骨料选用洁净的中砂，连续级配，细度模数为 2.5～2.8，

含泥量 1％以内。 

1.3 细集料 

细集料是与粗集料所相对的重要建筑材料，材料最大特点在于

直径十分小，在混凝土中起到骨架、填充等作用的颗粒松散材料。

在商品混凝土的细集料选择上，多以洁净的中砂为主，连续级配，

细度模数控制在 2.5-2.8 为宜。细集料的含泥量必须要严格控制在

3%以内，C60 及以上强度等级混凝土含泥量控制在 2%以内。另外

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一些水运工程施工项目，为确保工程在海水

环境中的耐久性，在选择细集料时必须要检测其氯离子含量。 

1.4 外加剂 

对于商品混凝土质量来讲，外加剂的质量影响十分关键，这也

是为什么很多商品混凝土在配制过程中对外加剂的选择十分严格

的原因。通常情况下，外加剂多以减水剂为主。外加剂的减水率指

标以及和水泥的适应性是质量控制的关键。如果外加剂减水率不

够，会使混凝土水胶比得不到较好的控制，影响混凝土强度；如果

外加剂与水泥适应性不好，易产生混凝土质量问题，比如坍落度损

失速度过快、混凝土缓凝、混凝土离析等质量问题，影响混凝土的

工作性能。因此在外加剂使用前必须要做好检验工作，且应当遵循

GB8076-2008《混凝土外加剂》要求，外加剂进场需带有合格证明

材料。 

1.5 矿物掺和料 

在制备混凝土拌合物时，加入矿物掺合料可达到节约水泥，提

高强度，改善混凝土性能等效果，是目前配置商品混凝土时不可或

缺的材料。加入的天然或人工的细粉矿物材料，其自身遇水本身无

（或有轻微）硬化，但与水泥混合加水拌合后，不但能在空气中硬

化，而且能在水中继续硬化。活性矿物掺合料多以粉煤灰、矿渣粉、

硅灰为主。其中粉煤灰是混凝土中应用最广泛的掺合料，它是从煤

燃烧后的烟气中收捕下来的细灰，其性能要符合 GB/T1596-2017《用

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中的规定。在试验中主要检测其细度、

烧失量、需水量比和三氧化硫等参数。其中细粉煤灰越细，其活性

也越大，所以在生产过程中细度的检测尤为重要，通常要求粉煤灰

细度严格控制在 12%以下。粉煤灰的烧失量主要是检测未燃尽的碳

的含量，未燃尽的碳吸水量大，强度低，抗冻性低，所以要严格控

制它的含量，通常要求粉煤灰烧失量控制在 5.0%以下。矿渣粉是

在冶炼生铁的过程中的一些炉渣经水和空气急冷而成的细小的颗

粒状粒化矿渣，经过干燥、研磨后的粉状材料，它的性能要符合

GB/T18046-2017《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在试

验中主要检测比表面积、活性指数和含水量。常用的 S95 级矿渣粉

比表面积要求大于 400kg/㎡，加入矿渣粉可提高混凝土强度以及抗

渗性能、抗冻融循环性能等。硅灰是钢厂生产的一种烟尘灰色沉积

物，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其含量在 90%以上，使用时主要检

测二氧化硅含量、含水量、细度、烧失量等参数，在混凝土生产过

程中，掺加适量的硅灰可提高水泥的水化度，掺入 5%-10%的硅灰，

混凝土 28 天和 90 天的强度都可提高 60%以上。 

2、混凝土配合比 
配合比对于实际的工程质量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作用，因此对

混凝土的配合比的控制是对混凝土质量控制的重点环节所在。对

此，本文建议，搅拌站应该当按照设计及施工要求，结合工程环境、

气候条件等特点，严格按照规范标准规范的要求合理设计配合比，

并在混凝土生产过程中使配合比得到有效控制。在配合比设计时，

应在保证混凝土强度的前提下，适当减少水泥用量，增加粉煤灰、

矿粉等矿物掺合料的用量。适当降低水泥用量有利于降低混凝土的

水化热，有效减少混凝土凝结硬化后温度裂缝的发生，同时矿物掺

合料的掺加，有利于改善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增强混凝土的密实性，

有效提高混凝土的强度和耐久性，有效降低混凝土的生产成本。混

凝土生产过程中对配合比的控制主要是控制用水量，用水量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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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控制砂的含水率和确保减水剂的减水率达标，严格杜绝为了满足

出厂混凝土的坍落度要求而私自增加生产用水量。当生产过程中发

现，用水量未发生变化，而混凝土坍落度发生过高或过低等质量不稳

定的情况时，应及时查找原因，是否是砂的含水率发生了变化，外加

剂的减水率发生了变化，或者搅拌着计量系统是否出现故障等。 

3、商品混凝土的运输 
在商品混凝土的运输过程中同样有影响混凝土质量的因素，因

此在运输中必须要合理调节运输车搅拌桶的转速，使混凝土在运输

过程中保持质量稳定，确保商品混凝土工作性能。同时运输时间必

须要严格按照气候条件去做好控制管理，具体要求可如表 1 所示： 

图 1：商品混凝土运输时间与环境温度的规范要求 

 
严格根据图 1 所示要求在 30min 到 60min 期间内运输至施工现

场，由于路况可能会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因此在运输前需要对运输
路线进行合理勘察与确定，最好选择适宜畅行无阻的时间段去输送
商品混凝土。如果天气显然高于 30℃的话，需要采取缓凝措施来运
输商品混凝土。在运输过程中要做好与搅拌站之间的沟通工作，一
旦其中出现任何异常状况，必须要尽快针对性去解决，确保满足实
际工程对商品混凝土的诸多规范要求。另外在商品混凝土达到施工
现场之后尽快卸料，时间最好要控制在 30min 以内，避免商品混凝
土坍落度以及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 
二、商品混凝土常见问题及解决策略 
1、混凝土坍落度损失 

1.1 影响 
坍落度损失会影响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坍落度损失过大会使混

凝土泵送困难，甚至堵泵等现象，影响了现场的施工速度，严重者
还会使浇筑的混凝土不能完全充满模板，出现断桩、内部或表面质
量缺陷等问题。 

1.2 原因 
混凝土坍落度损失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将这些原因分为原材料

因素、搅拌时间因素、运输机械因素、浇筑速度、浇筑时间等因素。
拿原材料来讲，由于不同材料在存储时间以及生产批次上存在明显
的差异导致含水量显著不够稳定，引起坍落度损失的现象；而如果
商品混凝土搅拌时间过长很容易提升集料吸水量而引起商品混凝
土中的水分缩减影响坍落度；运输机械在运输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
越长，商品混凝土可能会由于集料吸水或水分蒸发等原因导致自由
水分缩减引起坍落度损失；在浇筑过程中泵距过远，也会引起坍落
度损失现象；另外由于一天气温在早中晚不同时间的差异性，水分
蒸发速度也会不一样，浇筑时间不同，坍落度损失也会不同。 

1.3 对策 
根据生产批次严格控制原材料选取以及存储时间；合理控制好

商品混凝土搅拌时间，使搅拌时间满足各项条件的标准要求；尽量
选择合理的运输时段、做好车辆调度优化等再去运输商品混凝土，
避免意外状况所发生而引起运输时间过长；严格控制浇筑速度与浇
筑时间。 
2、混凝土离析 

2.1 影响 
混凝土离析指的是混凝土原材料之间的粘聚力显著下降导致

粗集料下沉、成分相互分离以及结构不均匀的现象。其影响主要有
四：首先可能会带来粘罐、堵管等现象所发生，影响混凝土施工进
度；其次会影响商品混凝土的外观效果，使商品混凝土表面产生明
显的裂缝、钢筋以及集料外露等现象；再次会降低混凝土的强度，

给结构承载力以及安全性能带来隐患；最后混凝土均质性明显变
差，不同部位之间的收缩状况出现乱象甚至龟裂现象，对混凝土的
耐久性带来严重负面影响[5]。 

2.2 原因 
出现混凝土离析的原因同样有很多，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仅列举

影响可能性最大的几种原因。如所选择胶凝材料质量较差、含水量
明显偏高、外加剂掺量不合理、水泥与外加剂适应性不好、砂石集
料的碎石粒径明显过大或者级配变差等都可能会引起商品混凝土
离析现象。 

2.3 对策 
选择优质水泥、外加剂等原材料；合理调整外加剂掺量，通过

添加引气剂等来改善混凝土的工作性能；严格做好粗细集料的进场
检测工作，确保集料质量符合标准规定；合理增加矿物掺合料的掺
量，适当延长搅拌时间等，均可以改善商品混凝土离析现象。 
3、混凝土泌水 

3.1 影响 
混凝土在运输或者泵送、振捣等过程中产生水分上浮、粗集料

下沉的现象一般被称之为泌水现象，严重影响混凝土的耐磨性能以
及表面强度，对混凝土内部结构、强度等带来显著负面影响。 

3.2 原因 
泌水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水灰比配制不合理、混凝土凝结时间

过长、水泥原材料中细颗粒含量相对十分少、集料级配不合理、减
水剂质量较差、振捣过度、浇筑高度较高等。 

3.3 对策 
合理调整水灰比，提高胶凝材料用量以及砂率大小、选择细颗

粒的胶凝材料以及优质引气剂、选用合理减水率的优质减水剂、在
施工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好振捣时间以及浇筑高度等，提高集料级
配合理性。 
4.混凝土浇筑后裂缝 

4.1 影响 
降低混凝土结构物承载力大小、耐久性能以及防水性能等。 
4.2 原因 
混凝土在浇筑后出现裂缝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水灰比不合理、

水泥用量过高、混凝土入模温度较高、内外温差较差、保温保湿工
作不到位、受到外应力以及温度应力的影响等。 

4.3 对策 
在确保商品混凝土满足实际强度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合理调整

水灰比并减少水泥用量；控制好混凝土的入模温度以及内外温差大
小（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或要求之际，内外温差大小要控制在 25℃以
内）；在搅拌好后要做好对商品混凝土的保温保湿工作；可以借助
设置后浇带以及加入膨胀水泥等措施来减少其中所出现的温度应
力或者外应力[6]。 
结束语 

现如今商品混凝土在建筑领域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范围，其
价格低廉、质量优异的诸多特点使商品混凝土在建筑行业中广受欢
迎。但是由于其中存在较多的质量问题严重影响商品混凝土应用性
能。对此，施工单位以及搅拌站需要针对其中所出现的问题及时进
行针对性解决，促进商品混凝土施工质量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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