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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骨料碳化改性机理及固碳效果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ｃｙｃｌｅ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迟令军１，蔡迎春２，乔宝磊１，张少波１，崔　浩 ２，３

（１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１６；２郑州大学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３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５２）

摘　要：为分析再生骨料碳化改性性能及固碳问题，采用正交试验法对粉煤灰掺量、再生骨料取代率及水
胶比等因素对再生混凝土抗碳化性能进行研究，分析再生骨料取代率的合理利用以提高再生混凝土抗碳化能力。

结果表明：再生骨料取代率、水胶比、粉煤灰掺量的增加会加大再生混凝土的碳化深度，且水胶比对碳化深度

的影响最大；水胶比取０５、粉煤灰掺量取１０％、再生骨料取代率取２５％时，再生混凝土抗碳化能力最强。提
高再生骨料的固碳效率，要合理选择摊铺方式，以确保固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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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路固体废弃物

特别是废弃混凝土的排量和存量不断增加，现有公

路固体废弃物的存量已达到数百亿吨，其中公路废

弃混凝土达到５０％左右。如何处理和利用废弃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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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学者提出将废

弃混凝土作为砂石用于公路中，这样不但快速消纳

固体废弃物，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砂石短缺问题，

实现资源节约和绿色发展。然而，废弃混凝土再生

品存在吸水率过高和品质波动大等问题，无法直接

用于公路工程。因此，需要采取多因素优化及综合

措施，解决再生混凝土吸水率过高和品质波动大的

问题。

废弃混凝土再生骨料上会残余部分水泥固体，

破碎过程也会形成微裂缝，与天然骨料相比其孔隙

率和吸水率会更高，进而降低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和

耐久性［１－３］。有文献［４－６］显示，碳化处理后的再生骨

料碳化物能够提升水泥浆体的固相总体积，修补微

裂缝，填充空隙，强化再生骨料基体，其力学性能

及物理性能得到提升。杨海涛等［７］、刘琼等［８］、黄

威武［９］对再生粗骨料碳化处理后测定其吸水率、表

观密度及压碎指标，认为增加碳化时间，再生粗骨

料吸水率、压碎指标会下降，表观密度会增强。欧

阳余辉［１０］采用高压二氧化碳气体对建筑再生细骨料

进行碳化处理，研究不同压强、不同碳化时间下再

生细骨料的性能，认为碳化处理可以增强砂浆的抗

压强度和流动性能，干燥收缩形变及吸水率随之下

降，再生细骨料的取代率为２５％时最佳；增加碳化
时间及压强后，碳化处理对再生砂浆性能的改善度

降低。李海朝［１１］分析了碳化改性时间、温度、湿度、

气压、二氧化碳浓度、再生骨料掺量等对混凝土再

生骨料吸水率、坚固性、压碎值、表观密度的作用，

认为碳化温度 ６０℃、湿度 ６０％且再生骨料掺量在
３３％～３６％之间时，碳化改性耦合效应最佳，再生骨
料成本系数与功能系数均较高。刘昂等［１２］采用纳米

ＳｉＯ２和加速碳化方式对混凝土再生粗骨料进行改性，
认为延长硫酸盐侵蚀时间，再生粗骨料混凝土的动弹

性模量会逐渐减小。无论是侵蚀前还是侵蚀后，再生

粗骨料混凝土的动弹性模量都呈现出随废弃混凝土粗

骨料取代率增加而减小的趋势。这表明，长时间的硫

酸盐侵蚀会进一步削弱混凝土的刚性，使其在受力时

更容易发生变形。而在硫酸盐侵蚀的作用下，再生粗

骨料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也会受到影响。因为随着废弃

混凝土粗骨料取代率的提高，混凝土立方体的抗压强

度逐渐降低。尽管适量的硫酸盐侵蚀在短期内可能会

对混凝土立方体的抗压强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

长期的侵蚀会导致抗压强度显著下降。刘
!

等［１３］研

究认为，废弃水泥类再生骨料的钙含量和孔隙率都

较高，且强度低，利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实现

碳固定，若以此制备成碳捕集材料则能够提高废弃

混凝土资源化利用率和降低碳排放。钱如胜等［１４］提

出固碳强化能够降低混凝土再生骨料界面的过渡区

宽度，增强砂浆硬度，降低再生骨料孔隙率。肖前

慧等［１５］研究发现，增加再生粗骨料的取代率，再生

混凝土抗碳化能力随之降低。吴波等［１６］研究显示，

对再生骨料进行碳化反应能够提升再生骨料性能，

且二氧化碳也较为固定。研究再生骨料的碳化改性

问题对建筑固体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及碳排放的减排

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１７－１８］。但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再

生骨料的碳化改性，探讨再生骨料的抗碳化性能及

碳减排性的研究也多基于单因素影响的研究，很少

基于多因素共同影响下再生骨料抗碳化性能的研究，

对于再生骨料的固碳问题更少有研究，为此，通过

正交试验测定再生骨料取代率、水胶比及粉煤灰掺

量等组合下各试件的碳化深度，了解其抗碳化性的

内在机理，确定其最佳配比组合及再生骨料固碳计

算问题，为废弃混凝土再生骨料的再利用和碳减排

等提供参考。

１　抗碳化试验

１１　试验材料
水泥为Ｐ·Ｏ４２５硅酸盐水泥；再生骨料为废弃

混凝土再生骨料，所用产品均满足国家相关标准，

生产工艺依据相关规范标准进行。对再生骨料进行

预吸水处理，确保其表面干燥。再生骨料物理指标：

吸水率为３８４％，压碎指标为１１４％，表观密度为
２６１５ｋｇ／ｍ３，粒径为６０～３１５ｍｍ。天然骨料为碎
石；级配与再生骨料相同。以天然砂为细骨料，且

符合相关规范标准。水为自来水，高效减水剂的减

水率是１５％。
１２　正交试验

正交试验以再生骨料的取代率、水胶比和粉煤

灰掺量作为影响因素，正交试验原料配比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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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编号 Ａ（水胶比）
Ｂ（再生骨料
取代率／％）

Ｃ（粉煤灰
掺量／％）

１ ０５ ２５ １０
２ ０５ ５０ ２０
３ ０５ ７５ ３０
４ ０６ ２５ １０
５ ０６ ５０ ２０
６ ０６ ７５ ３０
７ ０７ ２５ １０
８ ０７ ５０ ２０
９ ０７ ７５ ３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试验数据
９组试件碳化处理时间分别是３、７、１４及２８ｄ，

切割断面均喷酚酞酒精试剂，碳化深度结果见表２。
２２　单因素下各龄期的碳化深度
２２１　再生骨料取代率的影响

由图１（ａ）可知，碳化深度随着再生骨料取代
率增大而增加，这是由于再生粗骨料孔隙率较天然

骨料大，增大再生骨料取代率，再生混凝土孔隙率

也随之变大，导致其密实度下降，加大碳化深度。但

]

２　
defghi\jklSefmn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ｏｆｒｅｃｙｃｌｅ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ｇｅｓ

试件

编号

碳化深度／ｍｍ
３ｄ ７ｄ １４ｄ ２８ｄ

１ ７４０ ９１１ ９９７ １１２４
２ ８８１ １００２ １１１１ １１３２
３ ９８２ １１２３ １２２１ １３８１
４ １０５９ １２０５ １３０７ １４１０
５ １０２０ １１３９ １３８２ １６０９
６ １１１４ １１９６ １３５２ １４０３
７ １４０１ １７０５ ２０２５ ２２３３
８ １４５１ １７３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
９ １４５１ １６１０ ２０４０ ２３４０

再生骨料取代率在２５％与５０％时，２８ｄ的碳化深度接
近，这是由于再生骨料表面存在一定的建筑固废基砂

浆，固废基砂浆增强了再生骨料的抗碳化能力，从而

使再生骨料的影响出现正、负两种现象，取代率在

５０％时其正向影响接近负向影响，造成碳化深度不断
下降；取代率在７５％时负向影响比较大，导致碳化深
度不断增加。可见，适当的取代率可以降低再生骨料

的碳化深度，过量取代则会加大碳化深度。选择再生

骨料取代要考虑再生骨料再利用的应用条件、性能要

求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再确定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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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不同掺量粉煤灰对再生骨料抗碳化性能的影响
由图 １（ｂ）可知，粉煤灰掺量为１０％时，再生

混凝土中含有大量胶凝材料，强度和密实性较高，

抗碳化性能与抗渗性能力均相对较高，碳化深度为

最小。增加粉煤灰掺量，再生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的

含量、强度及密实性均随之下降，抗碳化性能降低，

碳化深度增加。增加碳化处理龄期碳化速率也随之

下降。粉煤灰参与再生混凝土中的化学反应，填充

再生骨料空隙与毛细孔，降低混凝土可碳化物质，

有效阻止二氧化碳等气体渗透，增强再生混凝土的

抗碳化能力。

２２３　不同水胶比对再生骨料抗碳化性能的影响
由图１（ｃ）可知，再生混凝土碳化深度同水胶

比间呈正相关性，各龄期的碳化深度变化趋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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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胶比对再生混凝土空隙结构的影响比较大，增加

水胶比后，再生混凝土空隙率也随之加大，二氧化

碳的扩散系数也就越大，加速碳化速度，再生混凝

土的碳化深度随之变大。水胶比达到０７后，再生混
凝土碳化深度显著大于其他水胶比的增加幅度。不

过，水胶比过大或过小均会造成负向影响。在工程

应用中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再确定水胶比用量。

２３　碳化深度的极差变化
由表３可知，再生骨料取代率、水胶比、粉煤灰

掺量三种因素的极差中，水胶比极差值最大，水胶

比对再生混凝土抗碳化性能的影响最大。在快速碳

化处理３～６ｄ龄期内，再生骨料的材料可能还没有
完全分解，残留的有机物质较多，再生骨料取代率

对碳化性能的影响大于粉煤灰掺量的影响，在 ７～
２８ｄ常规龄期内，碳化过程则渗透到骨料内部形成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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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３　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ｏｆｒｅｃｙｃｌｅ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ｍｍ
碳化时间／ｄ 分析指标 Ａ Ｂ Ｃ

３

Ｅ１ ２６０１ ３１９８ ３３０２
Ｅ２ ３２００ ３４３５ ３４６８
Ｅ３ ４２９９ ３５３９ ３３９７
ｅ１ ８７０ １０７１ １１０３
ｅ２ １０７４ １１２２ １１３１
ｅ３ １４２９ １１７６ １１３０
Ｒ ５７０ １１７ ０３６

７

Ｅ１ ３０２８ ３８２１ ３８４７
Ｅ２ ３５３９ ３８７９ ３８１５
Ｅ３ ５０５７ ３９３３ ３９７２
ｅ１ １００８ １２７５ １２８９
ｅ２ １９１０ ２０６１ ２０７２
ｅ３ １７３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
Ｒ １１７８ １２８９ １２６７

１４

Ｅ１ ３３２８ ４３３０ ４３６２
Ｅ２ ４０３７ ４５０１ ４４６０
Ｅ３ ６０７７ ４６１１ ４６３１
ｅ１ １１０８ １４３９ １４５６
ｅ２ １３５０ １５００ １４８３
ｅ３ ２０２２ １５４０ １５４７
Ｒ ９２０ ０９７ ０９１

２８

Ｅ１ ３６２８ ４７６０ ４５４１
Ｅ２ ４４１９ ４７６０ ４８８１
Ｅ３ ６５８２ ５１１９ ５２１９
ｅ１ １２０７ １５９０ １５１１
ｅ２ １４７２ １５８８ １６２８
ｅ３ ２１９８ １７０４ １７３７
Ｒ ９９０ １１９ ２３１

　注：Ｅ１、Ｅ２、Ｅ３为试验结果之和，ｅ１、ｅ２、ｅ３ｏ为试验结果算术均值，
Ｒ为水胶比、取代率、粉煤灰掺量的均值极差。

底的碳化反应，碳化产品更加纯净，粉煤灰掺量对

混凝土的强度影响相对较小，但粉煤灰掺量为２５％
时，２８ｄ强度最高。且增加龄期后，其影响作用发
生改变。再生骨料取代率为２５％时，７ｄ龄期的碳
化深度较 ５０％、７５％取代率时的碳化深度提高了
１４７％与２８１％；取代率为７５％时，７ｄ龄期的碳化
速度提升速率比较小，取代率为２５％、５０％时的提
升速率却很大。因此，７ｄ龄期再生骨料的碳化深度
极差处于下降状态。

在快速碳化处理的２８ｄ内，再生骨料碳化效果
接近自然环境下碳化５０年的效果，所以，以５０年
为设计年限时可以满足建筑物的耐久性要求。即水

胶比对再生混凝土抗碳化性能的影响最大，其次为

粉煤灰掺量，最后是取代率。当水胶比为０５时再
生混凝土的抗碳化性能最强，当粉煤灰掺量为１０％
且再生骨料取代率为２５％时，其抗碳化能力最强。

快速碳化处理的时间可以根据具体技术和应用

需求而变化，７、１４与２８ｄ的碳化效果在纯度、残
留物和应用性能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再

生骨料混凝土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合理确定粉煤

灰的掺量，以优化混凝土的综合性能。

３　再生混凝土算例分析

上述试验分析明确了再生骨料取代率、水胶化

的影响、粉煤灰掺量、龄期等对再生骨料碳化深度

的影响，以及合理的配比设计对再生骨料抗碳化性

能的强度增长，这为分析再生骨料的固碳问题奠定

了基础。为此，以算例方式研究混凝土废料再利用

时期的固碳量，以确定其存放方式和固碳措施。在

混凝土废料的再利用时期，再生骨料的固碳反应表

现为附着部分、未碳化砂浆构件的内部等。参照王

佃超等［１９］研究，假定混凝土构件中含有再生砂浆，

且未碳化的旧砂浆与再生砂浆体积比为αｍｍｆ，单位体
积内水泥用量、砂浆和混凝土碳化系数等分别是ＣＲ、
ｋＲｍ、ｋＲｃ；碳化深度是ｄＲ，而再生混凝土及其表面砂
浆接触二氧化碳的面积与碳化深度则以 ＡＲｍ （ｄＲ
（τ））、ＡＲｃ （ｄＲ （τ））表示，完全碳化时间是 ｔＲｍ，
固碳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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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ＣＯ２ ＝
ξｃαｃＣＲαｍｍｆｋＲｍ∫０

ｔ

ｄ（ＡＲｍ（ｄＲ（τ））槡τ），ｔｔＲｍ

ＳＲｍ ＋ξｃαｃＣＲαｍｃｋＲｃ∫ｔｍ
ｔ

ｄ（ＡＲｃ（ｄＲ（τ））槡τ），ｔ＞ｔ









 Ｒｍ

（１）

式中：ＳＲＭ是完全碳化时的吸碳量；ＡＲｍ是一种利用信
息技术和数据分析系统。选 Ｃ３０选混凝土剪力墙进
行分析，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及要求，假设剪力墙平

均厚度２４０ｍｍ，完全暴露在室内、室外，剪力墙表
面涂抹２０ｍｍ厚的抹灰层，且抹灰层室外的碳化系

数是 １０２ｍｍ／槡年，室内抹灰层的碳化系数设定

２４１ｍｍ／槡年，假设剪力墙的混凝土服役寿命是
３０年，计算算例所涉的有关参数值。通过式 （１）计
算剪力墙水泥砂浆需要 ０７（室外）年、３６（室
内）年才能全部碳化，３０年的服役期后，其相应的
碳化深度分别是４０９和１３３９ｍｍ。

将拆除剪力墙后的骨料按照粒径范围 （堆放，计

算固碳时粒径范围相同的料堆通过平均粒径去核算）。

假设拆除剪力墙后骨料平均粒径分别为 ２４（０～
５ｍｍ）、７２（５～１０ｍｍ）、１５（１０～２０ｍｍ）、
２４ｍｍ（２０～３０ｍｍ），室外无遮挡暴露，各参数取
值见表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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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ｓ

参数 ＜５ｍｍ ５～＜１０ｍｍ
１０～
＜２０ｍｍ

２０～
＜３０ｍｍ

ξｃ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４
θ／（°） ３４ ３４ ３４ ３４
ｋ（ｍｍ／槡年）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Ｄ／ｍ １７２ １７２ １７２ １７２
ρｄ （ｋｇ／ｍ３） ９６９ １２５０ １２６９ １２９８
ｄａ／ｍｍ ２４ ７３ １４７ ２４５
ａｃ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７３
ｄ／ｍｍ １６ ３１ ５９ ８８
Ｈ／ｍ ４８ ４８ ４８ ４８
Ｖｄ／（ｍ３） ２３９ ４７８ ９６０ １４３２
Ｃｃ／（ｋｇ／ｍ３） ３４８ ３４８ ３４８ ３４８
ρｃ／（ｋｇ／ｍ３） ２３９７ ２３９７ ２３９７ ２３９７
最大二氧化碳

固定量／ｋｇ
１４１７０ １８２０２ １８５２７ １８９７０

ｎａ １２０×１０８ １１２×１０７ ２８５×１０６ ９４２×１０５

　　采用固碳模型计算料堆的碳化体积开始阶段，
料堆固碳现象明显，快速达到峰值。由于再生骨料

的粒径会影响其固碳比以及达到最高固碳比所需的

处理时间。随着碳化时间延长后，碳化界面不断延

伸到骨料内部，骨料中能够碳化的表面积下降，再

生骨料碳化的深度、体积等增速放缓放慢，但减小

粒径后碳化的体积减小率反而加大，再生骨料粒径

在５ｍｍ以内时碳化体积减小幅度最大，且９０ｄ左右
再生骨料的碳化体积会达到顶点，碳化反应停止。

粒径在５～１０ｍｍ间时，碳化体积需要经过２３年的
碳化时间才能达到顶点。粒径在１０ｍｍ以上，再生
骨料碳化体积达到顶点所需时间会更长。

依据碳化体积能够计算出各粒径下的固碳量，

计算同料堆二氧化碳碳固量最大变化特征时，不同

粒径的再生骨料会有不同的固碳比，堆料时间加

大，固碳比提升后会慢慢稳定，即开始阶段快速加

大，而堆料时间加大后则增幅变缓，一直到停止。

骨料粒径与其固碳比成正比例关系，当粒径不足

５ｍｍ，堆放９８ｄ的固碳比是０９％，也是最大的固
碳比。粒径在５～１０ｍｍ若要得到最大的固碳比需
要堆放２３年，此时固碳比是 １８％。如果再生骨
料的粒径为２０～３０ｍｍ，堆放 ２年其固碳比为
３２５％。所以，堆积放置废弃混凝土实现固碳吸收
需要漫长的时间，固碳比也非常有限，需采取措施

快速固碳。

４　固碳加速方式

再生骨料碳化处理不仅能够改善再生骨料的物

理特性，还能减少公路垃圾的处理问题，促进资源

的循环利用。再生骨料碳化的固碳加速方式，主要

通过提高 ＣＯ２的浓度、增加碳化反应的速率、加适
宜的温度 （２０～４０℃）、适当的气压在１～３ｂａｒ、骨
料初始含水率在２５％ ～７５％之间控制，以促进碳化
反应的进行。

再生骨料的放置，通常采用堆积方式，这样堆

料接触二氧化碳的面积变小，固碳比比较小。而平

铺放置则能增加接触二氧化碳的面积，设二氧化碳

接触再生骨料的深度是 ｄ，按照相关文献［１７］构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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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放置中再生骨料碳化模型，表达式是：

　ＳＣＯ２（ｔ）＝ξｃαｃＣｃＶｃ（ｔ）

＝
πｋξｃαｃＣｃＶｐρｄ
８νａρｃ ∫

ｔ

０

ｄ２ａ
槡τ
＋１２ｋ槡τ－４ｋｄ








ａ ｄτ （２）

式中：骨料堆积体积是 Ｖ０，根据参数取值和固碳模
型，计算平铺放置时的固碳比，相比不同堆积放置

方式，平铺再生骨料能够增强其固碳比，经过特定

的固碳强化处理后，其再生骨料固碳比最高可达

７６９％。这一数据表明，再生骨料粒径的不同会导致
再生骨料的表面积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因碳效率。

测量普通环境下不同粒径再生骨料的碳化状态，验

证模型分析固碳比所需时间，固碳过程中的温度和

压力会影响二氧化碳的溶解度和反应速率，而再生

骨料的初始含水率则直接影响碳化反应的进行。粒

径的大小也会间接影响这些因素的效果，从而影响

固碳比达到最高值所需的时间。由 （式２）平铺放置
再生骨料碳化模型验证结果显示，骨料初期碳化程

度高于模型骨料碳化，因再生骨料在生产中已发生

碳化，且骨料粒径越小，其初始碳化程度就越高。

增加平铺放置时间后，模型预测再生骨料的碳化结

果接近试验结果。

相较于与堆积方式，平铺放置方式要占用大量

土地，粒径不同，占地面积也不同，粒径和占地面

积的扩大量成负相关。如果粒径不足５ｍｍ，其平铺
堆放所占土地面积比堆放扩大７９０多倍，此方法不适
合工厂化应用。

５　结语

（１）降低水胶比能够提高再生混凝土抗碳化性
能，增加水胶比，再生骨料的密实性下降，碳化深

度加大，固碳性能下降。

（２）再生骨料取代率的合理利用是提高再生混
凝土抗碳化能力的关键，再生骨料取代率增加，再

生混凝土密实性降低，而适度增加再生骨料取代率

能够填充其空隙，增强混凝土密实性，抗碳化能力

也随之提高。

（３）粉煤灰掺量具有提高再生混凝土抗碳化能
力的作用，增加掺量，混凝土密实性降低，适量增

加掺量可以增强再生混凝土的抗碳化性。

（４）水胶比、粉煤灰掺量、再生骨料取代率三
种因素中，水胶比对再生骨料抗碳化性的影响最大。

（５）再生骨料粒径不同，选择的放置方式也不
同，且对应的固碳效率、固碳速率也不同，堆放的

碳化时间相对长，固碳量极其有限，平铺放置则可

改善其固碳效率，但所占用的土地面积相对大。应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再生骨料堆积方式和水胶比、粉

煤灰掺量及再生骨料的配比，以提高固碳效率和提

高再生骨料的抗碳化性能。

（６）碳化处理还能够改善再生混凝土中新老砂
浆界面的微观结构和固定大量空气中的ＣＯ２，这对于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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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流动度减小，胶砂１和３ｄ的抗折、抗压强度逐渐
降低，２８ｄ的抗折、抗压强度均先增大后降低，掺
量为６％时强度最大，２８ｄ抗折、抗压强度比分别为
１０４９和１０１４。

（２）掺加６％降弹剂能够显著降低喷射混凝土的
回弹率。胶凝材料总量为 ４３０ｋｇ／ｍ３、胶集比约为
４０、复掺１４％粉煤灰和６％降弹剂试验组的综合回
弹率最低，仅为８０９％。

（３）掺加６％降弹剂能够促进喷射混凝土抗压强
度的增长，减小胶凝材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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