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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渝建标〔２０２３〕３号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发布《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技术

标准》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

区、重庆经开区、万盛经开区、双桥经开区建设局，有关单位：

现批准《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技术标准》为我市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为ＤＢＪ５０／Ｔ４３３２０２３，自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起

施行。标准文本可在标准施行后登录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技

术发展中心官网免费下载。

本标准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重庆建工

高新建材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１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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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提高重庆市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技术水平，促进绿色化生

产，根据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２０２０年工程建

设标准制订、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渝建〔２０２０〕号）的要求，标准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家和其它省

市地方有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

定；４．材料；５．混凝土配合比；６．构件生产；７．质量检验。

本标准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重庆建工

高新建材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技术标准的实施、应

用过程中，希望各单位注意收集资料，总结经验，并将需要修改、

补充的意见和有关资料交重庆建工高新建材有限公司（地址：重

庆市綦江区綦江工业园区金福大道４２号；邮编：４０１４２０；电话：

０２３４８６４２６４５；网址：ｈｔｔｐ：／／ｃｑｊｇｇｘ．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ａｓｐｘ），以便

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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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审查专家：

　　主 编 单 位：重庆建工高新建材有限公司

重庆建工建材物流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大学

重庆市綦江区朝野混凝土有限公司

重庆真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重庆富典建筑工业化制品有限公司

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建工第一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庆渝发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华硕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城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沙坪坝交通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兰国权　徐　涛　杨　凯　黄志和　郑　波

冉　旭　王淑萍　王　冲　沈洪剑　丁华柱

凯　乐　张春霞　赵亚新　张天天　张　琪

屈　惠　罗　苑　王祖成　张智瑞　张　意

刘　芳　朱　珂　杜和镵　何金梅　陈　鹏

涂成龙　田洪春　赵海红　伍任雄　刘　懿

李永福　王　勤　李文科　袁义兴　邓　宏

雷　亚　赖文友　陈　伟　李　波　何浩杰

刘海波　牟祖良　刘德会　张吉彬　高　峰

刘　锐　孙波勇　刘东双　唐理红　张　勇

　　审 查 人 员：钱觉时　陈　岳　谢厚礼　李志坤　王瑞燕

杨经纬　张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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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做到安全可靠、技术

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重庆市装配式建筑与市政工程免蒸养混凝

土预制构件的生产。

１．０．３　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及重庆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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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　ｎｏｎｓｔｅａｍｃ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ｃａｓｔｃｏｎ

ｃｒｅｔ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蒸汽养护工艺，采用自热保温养护、掺加

早强功能外加剂或其他技术措施，促进强度快速增长的混凝土预

制构件。

２．０．２　自热保温养护　ｓｅｌｆｈ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ｉｎｇ

　　混凝土构件在养护过程中采取措施，隔绝养护设施与外界环

境的热交换，充分保持混凝土自身热量的生产工艺。

２．０．３　表层混凝土气体渗透系数　ａｉ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ＰＩ）

ｏｆ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用来表征构件表层混凝土气体渗透性能的参数。

２．０．４　原位气体渗透系数测试方法　ｉｎｓｉｔｕａｉ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直接在构件表面测试，用于检测表层混凝土抗气体渗透能力

的试验方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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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生产单位应建立完善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保障产品

质量。

３．０．２　生产单位应建立健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制度和环境管理

制度。

３．０．３　生产单位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技术，建立产品可

追溯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预制构件生产全过程管理。

３．０．４　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前，应进行技术交底，并对相

关岗位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３．０．５　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应制定专门的生产方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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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材　料

４．１　钢筋及预埋件

４．１．１　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

用热光圆钢筋》ＧＢ１４９９．１２０１７、《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２部分：热

轧带肋钢筋》ＧＢ／Ｔ１４９９．２２０１８、《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ＧＢ／Ｔ５１２３１２０１６的规定。

４．１．２　钢筋焊接网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

构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１４的规定。

４．１．３　预埋件应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和应用技术规定。

４．２　混凝土原材料

４．２．１　免蒸养混凝土宜选用早强型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

泥，且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ＧＢ１７５的

相关规定。

４．２．２　拌制混凝土的水泥温度不宜高于６０℃。

４．２．３　水泥进场后应按生产厂家、品种和强度等级分仓存储；水

泥在仓储过程中应有防潮措施，并应符合环保要求。

４．２．４　出厂２个月以上的水泥应重新检测，按复验结果使用。

４．２．５　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宜选用Ⅱ级及以上粉煤灰、

Ｓ９５级及以上粒化高炉矿渣粉、硅灰等活性矿物掺合料，不宜采用

复合矿物掺合料。其性能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

混凝土中的粉煤灰》ＧＢ／Ｔ１５９６、《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

化高炉矿渣粉》ＧＢ／Ｔ１８０４６、《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ＧＢ／Ｔ２７６９０

的相关规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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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　免蒸养混凝土宜采用具有早强功能的外加剂，其性能指

标应符合表４．２．６的规定。

表４．２．６　掺早强功能外加剂的受检混凝土性能指标

试验项目 指标值

凝结时间之差／ｍｉｎ

初凝 １２０～０

终凝 １２０～０

抗压强度比／％

１２ｈ ≥１８０

１ｄ ≥１３５

３ｄ ≥１３０

７ｄ ≥１１０

２８ｄ ≥１００

９０ｄ ≥１００

４．２．７　外加剂释放氨限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

中释放氨的限量》ＧＢ１８５８８的规定。

４．２．８　外加剂中以Ｎａ２Ｏ＋０．６５８Ｋ２Ｏ计的碱含量、氯离子含量

和以Ｎａ２ＳＯ４计的硫酸盐含量应符合《混凝土早强剂》Ｔ／ＣＥＣＳ

１０１２４２０２１的规定，分别小于５．０％、０．１％和５．０％。

４．２．９　外加剂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符合预制构件设计文件和生产工艺要求；

　　２　满足预制构件的混凝土性能和外观质量要求；

　　３　与其他材料的相容性好；

　　４　宜选用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４．２．１０　不同厂家、品种或性能的液体外加剂应分罐（池）储存，

存储罐（池）应配备搅拌设施，并密闭储存。

４．２．１１　预制构件选用钢纤维和合成纤维，应符合设计要求，其

质量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钢纤维》ＧＢ／Ｔ３９１４７、《水

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ＧＢ／Ｔ２１１２０的相关规定。

４．２．１２　混凝土用水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ＪＧ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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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００６的有关规定。

４．２．１３　建筑用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设用砂》ＧＢ／Ｔ１４６８４

２０２２的有关规定。

４．２．１４　建筑用石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设用卵石、碎石》ＧＢ／

Ｔ１４６８５２０２２的有关规定。

４．２．１５　对预制构件外观质量有特别要求时，宜采用同一厂家、

同一批次的水泥、骨料、矿物掺合料及外加剂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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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混凝土配合比

５．０．１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普通混凝土配

合比设计规程》ＪＧＪ５５２０１１、《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ＧＢ

５０６６６和《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１２０１６的有关

规定。

５．０．２　对于有抗冻、抗渗、抗碳化、抗氯离子侵蚀和抗化学腐蚀

等耐久性要求的混凝土构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０、《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ＧＢ／Ｔ５０４７６

的规定。

５．０．３　免蒸养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满足配制强度要求，还应满

足脱模和预应力放张强度的要求。

５．０．４　免蒸养混凝土掺加矿物掺合料的种类及掺量应经过试验

确定，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时，矿物掺合料掺量宜符

合下列规定：

　　１　单独采用粉煤灰作为矿物掺合料时，粉煤灰掺量不宜超

过胶凝材料总量的２０％；

　　２　单独采用粒化高炉矿渣粉作为矿物掺合料时，粒化高炉

矿渣粉掺量不宜超过胶凝材料总量的３５％；

　　３　双掺粉煤灰和粒化高炉矿渣粉作为矿物掺合料时，总量

不宜超过胶凝材料总量的３０％，且各组分矿物掺合料的掺量不应

超过单独掺用时的最大掺量。

５．０．５　强度等级Ｃ５０及以上的免蒸养混凝土宜掺加硅灰，硅灰

掺量宜通过试验验证进行确定。

５．０．６　外加剂的类型和掺量宜通过试验验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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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构件生产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免蒸养预制构件生产前应编制生产技术方案，并应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

６．１．２　免蒸养预制构件应采用具有保温保湿功能的养护设施。

６．２　混凝土生产

６．２．１　混凝土应采用有自动计量装置的强制式搅拌机搅拌，按

照混凝土配合比通知单进行生产，原材料每盘称量的允许偏差应

符合规定。 表６．２．１　混凝土原材料每盘称量的允许偏差

材料名称 粗、细骨料 胶凝材料 拌合用水 外加剂

允许偏差 ±３％ ±２％ ±１％ ±１％

６．２．２　混凝土搅拌时间可按表６．２．２采用，当能保证搅拌均匀

时可适当缩短搅拌时间。

表６．２．２　混凝土搅拌的最短时间（狊）

混凝土坍落度（ｍｍ） 搅拌机机型
搅拌机出料量（Ｌ）

＜２５０ ２５０～５００ ＞５００

≤４０ 强制式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４０且＜１００ 强制式 ６０ ６０ ９０

≥１００ 强制式 ６０

　注：１　混凝土搅拌的最短时间系指全部材料装入搅拌筒中起，到开始卸料止的

时间；

２　当采用其他形式的搅拌设备时，搅拌的最短时间也可按设备说明书的规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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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确定。

６．２．３　制备高强混凝土、纤维混凝土等应适当延长搅拌时间。

６．３　构件成型

６．３．１　混凝土拌合物从搅拌机卸出至浇筑完毕的延续时间，气

温高于２５℃时不宜超过６０ｍｉｎ，气温不高于２５℃时不宜超

过９０ｍｉｎ。

６．３．２　夏季生产时，免蒸养混凝土拌合物入模温度不宜高

于３５℃。

６．３．３　冬季生产时，免蒸养混凝土拌合物入模温度不宜低于

１０℃，并应有保温措施。

６．４　养护及脱模

６．４．１　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宜采用自热保温养护。

６．４．２　宜采取措施保证养护环境温度不低于５０℃，相对湿度不

低于９５％。

６．４．３　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脱模起吊时的混凝土强度应计算

确定，且不应低于１５ＭＰａ。

６．４．４　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出厂前养护龄期不宜少于５ｄ，不

应少于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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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质量检验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预制构件生产应建立首件验收制度。

７．１．２　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质量检验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ＧＢ５０１６４、《装

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１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４的有关规定。

７．１．３　超过尺寸允许偏差且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部

位的预制构件应经原设计单位认可，制定技术处理方案进行处

理，并重新检查验收。

７．２　混凝土性能检验

７．２．１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ＧＢ／Ｔ５００８０的有关规定。

７．２．２　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ＧＢ／Ｔ５００８１的有关规定。混凝土

抗压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ＧＢ／Ｔ

５０１０７的有关规定进行检验评定。

７．２．３　混凝土耐久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

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ＧＢ／Ｔ５００８２的有关

规定。

７．２．４　对预制构件中表层混凝土密实度有要求时，可通过超声

法、回弹法、超声回弹综合法和原位气体渗透性测试法检测构件

表层混凝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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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构件检验

７．３．１　预制构件尺寸偏差和预制构件上的预留孔、预留洞、预埋

件、预留插筋、键槽位置偏差等基本要求应进行抽样检验。如根

据具体工程要求提出高于标准规定时，应按设计要求或合同规定

执行。

７．３．２　预制构件生产时应采取措施避免出现外观质量缺陷，外

观质量缺陷根据其影响结构性能、安装和使用功能的严重程度，

可按表７．３．２规定划分为严重缺陷和一般缺陷。

表７．３．２　预制构件外观质量缺陷分类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混凝土包裹而

外露
纵向受力钢筋有露筋

其他钢筋有少量

露筋

蜂窝
混凝土表面缺少水泥砂浆而形

成石子外露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蜂窝

其他部位有少量

蜂窝

孔洞
混凝土中孔穴深度和长度均超

过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孔洞

其他部位有少量

孔洞

夹渣
混凝土中夹有杂物且深度超过

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夹渣

其他部位有少量

夹渣

疏松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疏松

其他部位有少量

疏松

裂缝
缝隙从混凝土表面延伸至混凝

土内部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影

响结构性能或使用功能

的裂缝

其他部位有少量

不影响结构性能

或 使 用 功 能 的

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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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３．２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连接

部位

缺陷

构件连接处混凝土缺陷及连接

钢筋、连接件松动，插筋严重锈

蚀、弯曲，灌浆套筒堵塞、偏位，

灌浆孔洞堵塞、偏位、破损等

连接部位有影响结构传

力性能的缺陷

连接部位有基本

不影响结构传力

性能的缺陷

外形

缺陷

缺棱掉角、棱角不直、翘曲不平、

飞出凸肋等，装饰面砖粘结不

牢、表面不平、砖缝不顺直等

清水或具有装饰的混凝

土构件有影响使用功能

或装饰效果的外形缺陷

其他混凝土构件

有不影响使用功

能的外形缺陷

外表

缺陷

构件表面麻面、掉皮、起砂、沾

污等

具有重要装饰效果的清

水混凝土构件有外表

缺陷

其他混凝土构件

有不影响使用功

能的外表缺陷

７．３．３　预制构件脱模后应对外观质量进行全数目测检查。对已

经出现的严重缺陷应制定技术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并重新检验，技

术处理方案应经原设计单位认可，对出现的一般缺陷应进行修整

并达到合格。

７．３．４　预制构件出厂时的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混凝土强度

等级值的７５％。

７．３．５　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梁板类简支受弯预制构件进场时应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结构性能检验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及设计的要求，检验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４

有关规定；

　　　 ２）钢筋混凝土构件和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构

件应进行承载力、挠度和裂缝宽度检验；不允许出现

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应进行承载力、挠度和抗裂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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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对大型构件及有可靠应用经验的构件，可只进行裂缝

宽度、抗裂和挠度检验；

　　　 ４）对使用数量较少的构件，当能提供可靠依据时，可不

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５）对多个工程共同使用的同类型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

验可共同委托，其结果对多个工程共同有效。

　　２　对于不可单独使用的叠合板预制底板，可不进行结构性

能检验。对叠合梁构件，是否进行结构性能检验、结构性能检验

的方式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３　对本条第１、２款之外的其他预制构件，除设计有专门要

求外，进场时可不做结构性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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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原位表层混凝土渗透性测试方法

犃．０．１　本方法适用于常温条件下检测构件表层混凝土气体渗透

性能。

犃．０．２　原位表层混凝土渗透性测试对象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测试位置：应注意避开混凝土表面气孔、蜂窝及含明显裂

缝部位，确保仪器与混凝土表面的密封性，若测试点混凝土表面

进行过防护处理，应先去除混凝土表面防护层，再进行测试；

　　２　测试范围：混凝土深为０～３０ｍｍ的范围；

　　３　测试条件：为降低混凝土内部相对湿度对原位气体渗透

系数测试结果的影响，应确保混凝土表面与内部（２０ｍｍ）相对湿

度低于８０％，若测前混凝土表面与水（包括：降雨、降雪、养护用水

等）相接触，建议延缓测试；

　　４　其它：若需对同一测点进行反复测试，建议每次间隔大于

２ｈ，且间隔期间应避免水分与被测试面接触。

犃．０．３　试验装置技术主要参数：

　　１　压力传感器：额定压力范围为０～０．６大气压（Ｂａｒ）；

　　２　温度传感器：额定温度范围为０～１００℃，最小分度高于

０．１℃；

　　３　电源：提供稳定恒压２４Ｖ直流电；

　　４　空压机：压力范围至少为０～２大气压（Ｂａｒ）。

犃．０．４　试验步骤：

　　１　在测试开始之前，用黄铜刷清理混凝土表面，使其保持干

净、无油污或灰砂；

　　２　在测点周边钻孔，用膨胀螺栓或机械夹具固定试验仪器。

可先固定测试底盘，再将试验装置安装于测试底盘之上；

　　３　在试验装置安装完成后，可向测试仪器腔内注入测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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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检测仪器密封性。当测点位置有可能造成气体渗漏时，应重

新安装测试装置；

　　４　在确认密封性完好后，接通电源，向测试装置内加压至０．

５Ｂａｒ，记录测试装置腔内温度、压力变化，当测试装置腔内压力小

于０．０１５Ｂａｒ时，结束试验。通常情况下，测试时长为１５ｍｉｎ；

　　５　试验结束后，应及时拆除测试设备，清理试验装置并妥善

保存；

　　６　原位表层混凝土气体渗透系数试验宜在５～５０℃的环境

中进行。

犃．０．５　表层混凝土气体渗透系数：

　　根据达西定律，利用原位气体渗透系数测试设备得出测试压

力与测试时间等参数，表层混凝土气体渗透系数（ＡＰＩ）应按下式

进行计算：

ＡＰＩ＝α×

ｌｎ
犘ｉ
犘ｔ

（狋ｔ狋ｉ）
（Ａ．０．６）

式中：Ｐｉ———测试初始时（位于时间ｔ）腔体内气体压力（Ｂａｒ）；

Ｐｔ———测试结束时（位于时间ｔ）腔体内气体压力（Ｂａｒ）；

ｔｉ———测试开始时间（ｍｉｎ）；

ｔｔ———测试结束时间（ｍｉｎ）；

α———转换系数，当测试面直径为５０ｍｍ时，α为１，测试面

直径为７５ｍｍ时，α为０．４４４。

犃．０．６　表层混凝土气体渗透系数结果评定：

　　１　同一测区测点数量应依据测区具体情况而定，但至少应

设３个测点。将同一测区内各个测点所得气体渗透系数由小至

大依次排列，即：ＡＰＩ１≤ＡＰＩ２≤ＡＰＩ３≤ＡＰＩ４…，计算同一测区内

混凝土气体渗透系数平均值（ＭＡＰＩｘ）、标准差（ＳＡＰＩｘ）和中位值

（Ｍｍａ）。当最大值或最小值与平均值差超过平均值的２０％时，应

去除此值，再取其余值的平均值作为测定值；当所取最大值和最

小值与平均值差均超过中位值的２０％时，取中位值作为测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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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可按表Ａ．０．６评价表层混凝土抗气体渗透性能。

表犃．０．６　混凝土抗气体渗透等级评价表

原位气体渗透系数（ｌ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ｉｎ） 表层混凝土抗气体渗透性能等级

≥０．８０ ＩＶ

０．３５０．８０ ＩＩＩ

０．１００．３５ ＩＩ

≤０．１０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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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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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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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标准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

符合……有关规定（要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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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８

２《工程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１

３《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３２

４《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１

５《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０

６《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６

７《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４

８《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ＧＢ／Ｔ５１００３

９《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ＪＧＪ１

１０《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１４

１１《混凝土早强剂》Ｔ／ＣＥＣＳ１０１２４

１２《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ＧＢ１８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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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通用硅酸盐水泥》ＧＢ１７５

２５《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ＧＢ／Ｔ２７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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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

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技术标准

犇犅犑５０／犜４３３２０２３

条文说明

２０２３　重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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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４　原位气体渗透系数测试方法测试原理、参数符号、计算参

数符号与现行《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ＴＢ１０４２４附

录 Ｍ中规定的混凝土透气系数测定方法一致。所使用装置为当

前常用的混凝土表层混凝土透气性测试仪，未涉及专利。原位气

体检测方法主要测试构件中表面至３０ｍｍ深度的混凝土，而非混

凝土整体渗透性；同时，不需要钻芯取样，对构件损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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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材　料

４．２　混凝土原材料

４．２．１　为节能减排并提高预制构件的生产效率，免蒸养混凝土

要求有较高的早期强度，水泥宜选用早强型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

酸盐水泥。

４．２．２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ＧＢ５０１６４

的相关规定。水泥温度过高时拌制混凝土对混凝土性能不利，应

予以控制。

４．２．４　现行国家标准规定对水泥出厂超过三个月时，应进行复

验，并应按复验结果使用。免蒸养制品混凝土要求有较高的早期

强度，应缩短水泥存储时间，避免水泥可能产生受潮结块导致品

质下降，直接影响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

４．２．５　市售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活性较差，对混凝土早期强度发

展不利。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硅灰等矿物掺合料的活性较

高，对混凝土早期强度发展有利，故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混凝

土宜采用Ⅱ级及以上等级粉煤灰、Ｓ９５级及以上等级粒化高炉矿

渣粉、硅灰。

４．２．６　宜采用Ⅰ型早强剂，现行团体标准《混凝土早强剂》Ｔ／

ＣＥＣＳ１０１２４给出了掺入Ⅰ型早强剂的受检混凝土性能指标。免

蒸养混凝土构件宜缩短混凝土凝结时间，加快混凝土早期强度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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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混凝土配合比

５．０．４　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ＪＧＪ５５给出

了不同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的最大掺量，以便保证混凝土耐久性

能，免蒸养混凝土不仅要考虑混凝土耐久性，还应考虑混凝土特

殊的养护方式和强度发展的要求。因此，对于矿物掺合料的最大

单掺掺量参照预应力混凝土执行，而双掺掺量在参照预应力混凝

土的要求上做了进一步限定。

５．０．５　硅灰作为活性粉体材料，掺入混凝土中有利于改善混凝

土性能，但具体掺量应根据设计要求通过试验确定。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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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构件生产

６．２　混凝土生产

６．２．２　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ＧＢ／Ｔ１４９０２及《混凝土搅拌

运输车》ＧＢ／Ｔ２６４０８规定，考虑到搅拌运输车具有一定的搅拌性

能，对于采用搅拌运输车运送混凝土时，混凝土在搅拌机中的搅

拌时间应满足设备说明书的要求，并且不应少于３０ｓ（从全部材料

投完算起）；对于采用翻斗车运送混凝土时，应适当延长搅拌时

间。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ＧＢ５０１６４及《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６规定，不同混凝土坍落度、搅拌机

机型、搅拌机出机量，混凝土搅拌的最短时间不同，当坍落度≤

４０ｍｍ时混凝土搅拌的最短时间为１２０ｓ。对于双卧轴强制式搅

拌机，可在保证搅拌均匀的情况下适当缩短搅拌时间。

６．３　构件成型

６．３．１　混凝土连续浇筑的原则是上层混凝土应在下层混凝土初

凝之前完成浇筑，为了更好地控制混凝土质量，混凝土还应以最

短的时间完成混凝土运输、输送入模过程。本条遵循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６及现行地方标准《装配

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技术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１９０的规定，现

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ＧＢ５０１６４规定了混凝土拌合

物从搅拌机卸出至施工现场接收的时间间隔不宜大于９０ｍｉｎ。

６．３．２　规定混凝土入模最高温度是为了控制混凝土入模最高温

度，有利于混凝土裂缝控制及结构工程质量控制。应对搅拌站、

储水器、骨料采取遮阳防晒措施，控制原材料最高入机温度，并尽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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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避开高温时段，确保混凝土入模温度满足夏季高温施工的

要求。

６．３．３　规定混凝土最低入模温度是为了保证在低温施工阶段混

凝土的早期强度能快速发展，缩短预制构件脱模、出厂时间，提高

生产效率。冬季生产混凝土时，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宜加热拌合

水及骨料，拌合水及骨料最高加热温度不宜超过６０℃及４０℃，混

凝土生产及养护过程中应采取保温措施。

６．４　养护及脱模

６．４．２　根据相关研究，将混凝土试样置于聚氨酯材质的密闭保

温箱中，水泥自身水化可以使混凝土试样温度超过５５℃，做好养

护设施的保温隔热措施及构件进出养护设施时能及时密闭情况

下完全可以达到本条规定的养护环境温度不低于５０℃的要求。

６．４．３　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１

要求混凝土预制构件脱模时混凝土强度不宜小于１５ＭＰａ，具体应

计算确定。

６．４．４　规定免蒸养混凝土预制构件出厂前的养护时间，主要是

因为混凝土构件的体积变形稳定需要足够时间，也有利于混凝土

构件的强度充分发展。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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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质量检验

７．２．４　表层混凝土密实度不仅反映构件表观质量，更是保护钢

筋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构件服役寿命。由于制备、养护条件、所

处环境差异，构件中表层混凝土性能与内部混凝土性能差异较

大，为此，当构件表层混凝土密实度要求较高时，可选用超声法、

回弹法、超声回弹综合法或原位透气性系数测试方法检验表层混

凝土密实度。其中，超声法与回弹测试方法可参考现行标准：《回

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２３、《超声回弹综合法

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Ｔ／ＣＥＣＳ０２２０２０。鉴于超声法与

回弹法较难准确评定混凝土内孔连通性，本标准增加了原位气体

渗透系数测试方法，利用测试压力与测试时间等参数，结合达西

定律计算气体渗透系数（ＡＰＩ），相关测试步骤可按附录Ａ执行。

７．３．４　构件出厂时的混凝土强度不宜低于设计强度等级值的

７５％，主要是为了避免构件在吊运过程中和施工安装完成后，因

强度不够而造成构件不可修复性破坏。

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