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与创新 

 95 

工程技术与发展

再生混凝土抗压强度的研究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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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木行业的发展，我国对于混凝土的消耗量和废弃混凝土的产出量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

再生混凝土的投入应用，不仅可以降低天然石料资源的开采频率，降低工程造价，还能防止废弃混凝土处理不当带来的环境污染。本文从

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方向出发，结合国内外再生混凝土的研究进展和现状，罗列出影响再生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因素，并对再生混凝土以

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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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20 世纪中叶，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已经在废弃混凝土处理方面

有了一定的成果，并已开始对再生混凝土的研究。俄罗斯的废弃混

凝土破碎工艺中设置有两台转子破碎机，截止到 1980 年，俄罗斯

已经实现了 4000 万吨废弃混凝土的回收再利用。日本向来重视建

筑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相比其他国家，日本的破碎生产工艺要成熟

许多且更加完善，废弃混凝土的回收利用率更是高达 98%。相比于

国外，我国从 20 世纪后期才进行有关再生混凝土的科研，自 1997

年“建筑废渣综合利用”被规定为重点项目后，国内逐渐开始研究

如何处理和利用废弃混凝土，目前国内将再生混凝土的力学性能作

为研究重点【1】。 

2 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抗压强度作为再生混凝土质量的重要指标，研究抗压强度，对

于如何利用并提高再生混凝土的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再生骨

料的多样性和再生混凝土制作方法的差异，以及实验控制的条件不

同，导致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差异较大。Ravindrarajah【2】所研制

的再生混凝土比普通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低 8%~24%。梁琳【3】在对比

实验研究中发现，相同配比的普通混凝土与再生混凝土相比，60d

以前的抗压强度较高，在龄期 60d 时的抗压强度比再生混凝土提高

了 6.7%。柯国军等【4】的实验结果表明，再生混凝土的早、后期强

度与基准混凝土相比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再生混凝土的强度 7d

时提高了 3%~10%，28d 时提高了 15%~25%。 

3 影响再生混凝土抗压强度的主要因素 

（1）再生骨料取代率 

肖建庄【5】对 5 组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不同的试块（分别为 0，30%，

50%，70%，100%）进行了对比实验，得出再生混凝土立方体与棱

柱体的抗压强度与再生粗骨料的置换率成负相关性的结论，再生混

凝土立方体和棱柱体的抗压强度会由于再生粗骨料取代率的提高

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肖建庄通过统计回归，给出了三者之间的计

算关系式。 

细骨料方面的发展同粗骨料方面相比，取得成果相对较少，肖

建庄等【6】以细度模数为 3.05，空隙率为 43%，吸水率为 23.7%的中

砂作为实验材料，对细骨料的取代率进行了对比实验。得到再生细

骨料取代率与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整体呈负相关性的结论，抗压

强度虽受到取代率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也有差异。当细骨料的取代

率不超过 30%，取代率对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影响程度低，此时

再 生 混 凝 土 的 抗 压 强 度 略 高 于 普 通 混 凝 土 。 当 取 代 率 介 于

30%~60%之间，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开始迅速下降，这一段是抗

压强度变化幅度最大的区间。直到取代率超过 70%左右，抗压强度

才呈现平稳不变的趋势，结合实验过程和结果，再生混凝土中的细

骨料取代率不宜超过 30%。 

（2）水胶比 

水胶比对再生混凝土的流变性能及其硬化后的密实度都会产

生影响，一般情况下，水胶比与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呈负相关性。

结合肖建庄等【6】再生细骨料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过程和结果，在细

骨料取代率不超过 30%的区间，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没有降低的

主要原因在于，相较于天然骨料，再生骨料的吸水率更大，造成水

泥水化过程中的水胶比减小，混凝土结构更加密实。 

（3）矿物掺合料 

矿物掺合料也会对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产生一定程度的影

响，有的与抗压强度呈正相关性，而有的则呈负相关性。梁琳【3】

通过实验发现，掺入硅粉会提高再生混凝土的强度。而薛建阳等【7】

的实验结果表明再生混凝土的强度与粉煤灰的掺量呈负相关性。 

4 结论与建议 

结合国内外对再生混凝土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的技术已经基

本上可以使再生混凝土满足普通混凝土的性能要求，而为了更广泛

地推广再生混凝土的应用，还需要在再生混凝土的物理性能、力学

性能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再生骨料作为影响再生混凝土质

量的决定性因素，应从其细观结构入手，以实现提高再生混凝土的

各种性能，同时还应考虑结合现在先进的智能技术，努力实现对再

生混凝土生产过程中配合比设计的智能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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