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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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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用泥浆水应用技术
张景康

济南泉铁轨道交通建材有限公司，中国·山东济南

摘 要

论文主要介绍了混凝土用的泥浆水应用技术，起到施工过程中废水回收合理利用、节约用水、降低成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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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景康（1991-），男，中国山东济南人，本

科，助理工程师，从事混凝土研究。

为贴合山东省倡导的混凝土生产企业绿色生产要求，

做到节约水资源，保护环境，降低公司生产成本，特制定本

规章，规范废水回收利用。

为规范搅拌站泥浆水的使用，保证混凝土质量，制定

本规范。

①适用于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生产标

号等级为 C15~C35的素混凝土、钢筋混凝土。

②废水不宜用于预应力混凝土、装饰混凝土、自密实

混凝土、高强混凝土、加气混凝土和暴露于腐蚀环境的混凝

土；不得用于使用碱活性或潜在碱活性骨料的混凝土 [1]。

为规范泥浆水使用，使“废水处理设备”功能实现最

大化，成立“泥浆水使用管理小组”。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有效期版本适用于评价体系。

技术要求

①用于混凝土生产的浆水性能应符合表 1要求：

项目 技术指标

pH值 5~9

固含量 /% <10

密度 /g/cm3 ≤1.15

与水泥凝结时间差 /min
初凝 ≤30

终凝 ≤30

抗压强度比 /%
3d ≥90

28d ≥90

含泥量（MB值） ≤1.4

②用于预拌厂混凝土用废水不应有明显的色泽、气味，

表面无漂浮物、油渍、和泡沫。

③废浆静置沉淀 24h后的澄清水与取代的其他混凝土

拌和用水按实际生产用比例混合后，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 JGJ63《混凝土用水标准》的规定。用于废浆混凝土水泥

温度不宜过高 60℃。

浆水检验方法及要求

①采集水样的容器应无污染，容器应用待采集水样冲

洗三次再灌装，并应密封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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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试验前废水取样不应少于 1L，并应在满负荷生产时

取样。

③每个工作班取样检测次数不少于 2次。

④取样时应先启动均化装置，待废浆浓度稳定后在废

浆池中距水面 100mm以下位置采集水样。

值

废水 pH检测方法按照国家标准 GB/T6920《水质—pH

值的测定—玻璃电极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固含量

废水固含量检测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GB/T8077《混凝土

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中固体含量检验方法执行 [2]，其中

废水试样称量宜为 200.00~400.00g。

密度

按照 4.1规定的方法取样，将样品和李氏瓶静置于

25℃恒温水槽中，恒温 30min。

将李氏瓶擦干，称重，记下第一次读数 mL（g）。

快速搅拌样品，使其匀质，将匀质状态的废水倒入李

氏瓶内至 0刻度线。

称量装有样品的李氏瓶重量，记下第二次读数m2（g）。

废水密度 ρ（g/cm3）按下式计算：废水密度 ρ=

（m2-m1）/250 结果计算到小数第三位，且取整数到

0.01g/cm3，试验结果取两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两次

测定结果之差不得超过 3。

按照 4.1规定的方法取样，将样品和试管静置于 20℃

恒温水槽重，恒温 30min。

快速搅拌样品，使其匀质，将匀质状态的废水倒入试

管中插入精密密度计并读数，结果保留至 0.01g/cm3；废水

密度ρ应取两次读数的平均值，且两次读数之差不超过

0.02g/cm3。

凝结时间

按照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

定性检验方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抗压强度比

根据 JGJ55混凝土试配要求，采用相同配合比，相同

材料进行试配，对比砼用水为生产用清水，受检砼用水全部

为废水，并留置 7d、28d试块进行强度对比。

含泥量

按照 4.1规定的方法取样，量取 600mL样品，用叶轮

搅拌机以（400±40）r/min转速持续搅拌。

搅拌 3min后加入 3mL亚甲蓝溶液，继续搅拌至少

1min后，用玻璃棒蘸取一滴浆液滴于滤纸上。若浆液周围

未出现色晕，再加入 3mL亚甲蓝溶液，继续搅拌 1min，再

用玻璃棒蘸取一滴浆液，滴于滤纸上。若仍未出现色晕，重

复上述步骤，直至浆液滴周围出现约 1mm宽的稳定浅蓝色

色晕。此时，应继续搅拌，不加亚甲蓝溶液，每 1min进行

一次蘸染试验，若色晕在 4min内消失，再加入 5mL亚甲蓝

溶液；若色晕在第 5min消失，再加入 1mL亚甲蓝溶液。两

种情况下，均应继续进行搅拌和蘸染试验，直至色晕可持续

5min。

记录色晕持续 5min时所加入的亚甲蓝溶液总体积，精

确至 1mL。

亚甲蓝MB值按下式计算：

2

1

10
V

MB
V

= ×

式中，MB——亚甲蓝值（g/L），表示每升浆水试样

消耗的亚甲蓝克数，精确至 0.01；V1——试样体积（mL）；

V2——所加入亚甲蓝溶液体积（mL）（同比例减少至

20g）。

配合比设计

根据不同固含量确定废水掺量见表 2。

强度 C15 C20 C25 C30 C35

废水中不溶物掺

量 m不溶物（kg）
3 3 2.5 2 2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对应废浆浓度的最大掺入量：

m废水=m不溶物 /w废水。

m废水为生产中每方混凝土废浆最大用量，单位 kg。

m不溶物为表中该标号混凝土废水不溶物最大引入量，单

位 kg；w废水为废水浓度。

根据基准配合比的总用水量扣除 1m3废水混凝土中废

水引入清水量（废水中固体物质不计算在内），求出废水混

凝土拌合用清水量。

根据计算的废浆混凝土配合比，通过试配，在保证设

计所需和易性的基础上，进行混凝土配合比的调整，其中主

要是废浆取代率和外加剂用量的适当调整 [3]。

根据调整后的配合比，设计出实际生产用的废浆混凝

土配合比。

6

①每天运输车辆涮罐时间为早 10:00—14:00，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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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次日 02:00时；技术部门每天早 4:00时，下午 15:00

时取样进行固含量检测、密度检测，间隔三天检测一次pH值。

②原则上每天分离混凝土废料累计不得大于 5m3。

若分离废料累计大于 5m3后，仍有废料需进行分离时，

由值班长负责检测罐内液位高度并确定因分离废料而产生

的废水量（需提前明确是用废水或清水分离），并告知试验

室主任，由试验室主任提前预判废水固含量、密度变化情况，

最终决定是否进行分离。

试验室主任安排人员在废料分离30min后进行固含量、

密度检测。

试验室主任根据固含量、密度等数值，确定调整生产

配比中泥浆水掺加量，保证引入不溶物不大于 5%。

夜间需分离时，提前通知质检班长，由收料员按照流

程检测固含量、密度值，并调整泥浆水使用掺加量。

③当大罐内废水液面达到上限（约罐高度 2/3时或

80t）时，禁止继续分离废料或冲洗罐车。设备管理人员要

及时通报给质检人员确定解决方案。

④生产用废水固含量不得大于 10%，密度不得大于

1.15g/cm3；超过此限时，需第一时间通知试验室主任。

⑤生产用废水暂时只用于C25及以下非主体结构人工、

泵送混凝土。

⑥每方混凝土废水掺加量暂定为 30kg，同时生产时外

加剂需相应提高 0.1%~0.3%掺量以便于保坍。出现异常情

况（如外加剂掺量超过可控范围、混凝土坍落度损失相对过

快时），要及时向试验室主任反馈，决定是否继续使用废水。

⑦掺加废水混凝土必须按照相应批次留置试块，并于

试块留置台账标注清楚。

⑧试验室每日取样时，监测浆水罐内水位高度，并根

据使用记录，判断当前浆水利用率是否达标，防止罐内浆水

积量过多。

⑨试验室提高砂石料含泥量检测频率，每日检测浆水

含泥量，含泥量过高时及时调整或者取消废水掺量。

混凝土施工技术是工程施工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论

文通过废水利用，规范了搅拌站泥浆水的使用，保证混凝土

质量。同时做到了节约用水，保护环境，废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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