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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材料及配比

粉煤灰是一种具有滞后活性的火山灰质材料, 其颗粒

基本呈球状 , 外表有光泽且润滑 , 颜色呈灰色 , 密度为

1770-2430kg/m3。松散容积密度为 516-1073kg/m3。其化学

成分与高铝黏土接近,主要成分是 SiO2、AL2O3、Fe2O3,三者总

和一般超过 70%,另外还有少量 CaO、MgO、SO3等。对粉煤

灰的火山灰质反应有较大的影响。

实验所用粉煤灰由亚泰水泥厂提供,粗、细集料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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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掺入不同细度和不同掺量粉煤灰的混凝土强度性能分析, 得出粉煤灰固定掺量的最佳细度和固定细

度的最佳掺量的技术参数，说明混凝土中加入活性掺合料不仅可以改善混凝土的各项性能指标,还具有一定的环保性与经

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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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另外，在施工的时候，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施工工艺进

行，保证各个原材料的混合比例是正确的。因为原材料的配

比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性质，从而影响到工程的质量。例

如说有关混凝土的配比，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原材料，严格按

照配比得到我们需要的混凝土，保证强度。

3.2编制施工方案要科学合理

在建筑工程进行的时候，对施工方案的编制非常关键。

施工组织设计是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一

定要认真对待，因为里面包括了指导整个施工过程的技术。

在编写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根据工程施工的性质，规模大

小，工程的结构和工程的难度，并且结合工期和工程现场的

地理地质气候条件进行编写，要能够保证工程里面的投入，

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实现最优的配置。一个工程的施工

组织设计对于工程的造价形成了重要的影响。施工方案不

同，工程的投入就不同，那么进行成本管理的结果也不同。

所以，在施工之前，要认真考虑各种因素，并且根据具体的

施工计划来编写方案，保证能够实施。

3.3提高施工人员的综合素质

施工人员的素质决定着工程的质量。所以，要不断提高

整个施工人员的职责道德修养还有专业技术水平，并且要

增强综合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对施工的管理水平。

但是，就总体的施工来说，人员很多，而且他们的年龄差距

很大，文化水平也不一样，施工的技术各有优劣，差距很大。

这给增强专业技能的培训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要给不

同级别和水平的工作人员定制科学的培训，这样能够保证

培训效果。新员工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考试合格以后才能够

上岗，以防出现安全和技术事故。

3.4健全管理制度，保证贯彻实施

不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做保障，在安全

管理上面也一样，要求各级的政府部门必须保障履行自己

的义务，做到严格监管。在建筑工程进行的时候，建设的单

位要根据具体的工程还有自己单位的情况，保证形成安全

的管理，确定一个合理的制度。并且要把制度落地，不能够

只是表面文章。在单位里面，要保证大家都严格按照规章制

度进行，保证工程安全的管理。另外，要有施工现场合理的

安全设施，保证出现紧急情况有合理的应急措施。

3.5实施动态的施工质量监理

建筑工程进行的时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施工

现场也要做好动态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效

的控制和监督。这样就对相关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

求，必须要深入到工程的现场，要及时记录，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问题，杜绝安全隐患。

3.6加大监督监管的力度

工程进行的时候，是非常复杂和繁琐的，所以每个部门

都要积极配合，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另外，管理的工作人

员要积极解决现场的问题，本着节约资源的角度出发，减少

不必要的浪费。另外，也要积极和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降

低不必要的纠纷和工程的矛盾。

4结束语

建筑工程进行的时候，有很多施工方面的内容。所以，

在监督和管理方面的工作也很复杂。这就需要相关的管理

人员积极沟通，协调好各部门的关系。制定一个合理的管理

制度，保证落地，大家都积极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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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昌驰搅拌站。

在符合设计规范 JGJ55-2000的前提下实验基准配合

比为水泥 428Kg/m3、水 167Kg/m3。实验共分五组,在水掺入

量保持 178Kg/m3不变的情况下依次改变水泥和粉煤灰的

掺入量：第一组水泥 385.2Kg/m3,掺入水泥基准量 10%的粉

煤灰,第二到第五组水泥依次减少基准量的 5%,粉煤灰依

次增加 5%。

2试验部分

2.1粉煤灰细度对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影响

粉煤灰细度越细,去微细集料效应越显著,通常其化学

活性也越高,所以其在混凝土中的作用也越明显。所以通过

粉煤灰细度对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影响实验以掺量为 20%

来确定最佳的粉煤灰对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影响,

由实验数据可知粉磨时间在 5min时 7天强度与 28天

强度最低, 但是在矿渣粉的粉磨时间增加时 7天强度与 28

天强度持续增大,但是依然没有超过基准值,也就是说在粉

煤灰掺入 20%的量时粉煤灰在 5-25min 粉磨时间的细度

内,7天强度与 28天强度均低于基准强度但呈增长趋势。

不同粉磨时间的粉煤灰与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关系

由于粉煤灰中含有较多的 SiO2可以改善掺入粉煤灰

的混凝土的强度, 但是粉煤灰在混凝土中的反应是滞后发

生的, 所以掺入粉煤灰的混凝土的前期强度会降低很多,但

是会加强混凝土的后期强度。而随着粉煤灰的细度改变则

粉煤灰的比表面积随着改变导致粉煤灰的活改变对粉煤灰

在混凝土中的滞后反应有所影响。

综合分析得出粉煤灰的粉磨时间为 5min 时 7天强度

与 28天强度达到最低为 23.8MPa与 37.8MPa低于基准值

4.3MPa与 4.3MPa并且在粉煤灰的粉磨时间逐渐增加后强

度也逐渐增加,但是随着掺入的粉煤灰的粉磨时间的上升 7

天强度与 28天强度较 5min粉磨时间的 7天强度与 28天

强度都有一定量的增加,但是依然没有基准强度高。所以掺

入不同粉煤灰对混凝土的强度有一定的减少, 但是细度越

大强度会增大,但不会超过基准强度。

2.2粉煤灰掺量对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影响

粉煤灰在混凝土中的作用分为物理作用和化学作用两

方面。优质粉煤灰属于低需水性的酸性活性掺合料。由于其

中玻璃微珠的含量较高,多孔碳粒少,烧失量和需水量比低,

对减少新拌混凝土的用水量、增大混凝土的流动性,具有优

良的物理作用效果。而其硅铝玻璃体在常温常压下,可与水

泥水化生成的氢氧化钙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低钙硅比的

C-S-H凝胶。故采用优质粉煤灰取代水泥后,可以改善混凝

土拌合物的和易性；降低混凝土凝结硬化过程的水化热；提

高硬化混凝土的抗化学侵蚀性, 抑制碱 -集料反应等耐久

性能。但是掺粉煤灰的混凝土前期强度会有所下降,28天强

度与后期强度会有所增加,甚至超过不掺粉煤灰的混凝土。

所以确定粉煤灰粉磨时间为 25min并经由粉煤灰掺量对混

凝土强度性能的影响的影响得出实验数据来观察粉煤灰掺

量对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影响。

由实验数据可知在掺量为 10%时粉煤灰对混凝土的 7

天强度为 27.6MPa较基准降低了 0.5MPa, 并且随着掺量增

加混凝土 7天强度不断降低.在掺量为 15%时粉煤灰的 28

天强度达到最高为 44.1MPa。

粉煤灰掺量与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关系

由于粉煤灰中含有较多的 SiO2可以改善掺入粉煤灰

的混凝土的强度, 但是粉煤灰在混凝土中的反应是滞后发

生的, 所以掺入粉煤灰的混凝土的前期强度会降低很多,但

是会加强混凝土的后期强度。而随着粉煤灰的掺量改变则

粉煤灰与混凝土的反应几率有所改变则对粉煤灰在混凝土

中的滞后反应有所影响。

在掺量为 10%时粉煤灰对混凝土的 7 天强度为

27.6MPa较基准降低了 0.5MPa,并且随着掺量增加混凝土 7

天强度不断降低.在掺量为 15%时粉煤灰的 28天强度达到

最高为 44.1MPa 较基准提高 2.0MPa, 其余掺量中掺量为

5%与 20%的粉煤灰混凝土 28天强度大于基准强度, 掺量

为 25%与 30%的粉煤灰混凝土则低于基准强度。所以在粉

煤灰粉磨时间为 25min时最佳掺量为 15%。

3结论与分析

（1）在粉煤灰固定掺量为 20%时随着掺入的粉煤灰的

粉磨时间的增加,混凝土的 7天强度与 28天强度均没有基

准强度高。所以在粉煤灰掺量为 20%并且粉煤灰在粉磨时

间为 5min-25min内混凝土的强度无法超过基准强度,但随

粉磨时间增加混凝土的 7天强度与 28天强度增加。

（2）在固定粉煤灰粉的粉磨时间为 25min时随着粉煤

灰掺量的增加混凝土 7天强度呈逐渐降低趋势, 混凝土 28

天强度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 在掺量为 15%达到最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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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棚改社区建设是我国政府为改善城镇危旧房和改

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所推出的一项民兴工程。很多老旧的

棚户区由于居住时间比较长, 长时间受到自然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导致这些老旧的棚户区变为威胁住房,对居民的居

住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亟需进行全方面的改善和重建。但是

在城市棚改社区建设中由于缺乏实质性的经验和启示,导

致城市棚改社区建设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亟需解决。基于

此,本文基于实例,对城市棚改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做了如下分析。

1实例分析

某城市在 2017年 4月对棚改社区建设的具体情况进

行深入分析和调查。调查发现，棚改社区中,人口情况比较

复杂,而且存在较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老龄化异常严峻,其

中 5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数的 68%,40 岁 ~50 岁的人口为

25%,40岁以下的人口只有 7%。同时棚改社区中生活的居

民文化素质普遍比较低,初中文化水平的居民高达 63%,大

专和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占 6.8%,大大增加了社区居

民的就业压力[1]。基本了满足了政府提出了让居民“住得进”

的政策目标,但“住得稳、住得好”的政策目标还需要较长时

间。

2城市棚改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2.1房屋质量存在问题,居民人身安全难以保证

在 2012年召开的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城市棚改社区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最主要的问

题是解决城市棚改社区居民的居住问题, 而棚改设计建设

的关键目标也是保证居民的住房质量。但是在具体建设过

程中,虽然 70%的资金都投入到了城市棚改社区建设中,但

住房质量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就该城市棚改社区建

设而言,有的房屋建设完成不足 2年,但部分楼体就出现了

开裂和倾斜的问题,事后相关人员介入调查,在楼梯开裂的

位置不但发现了水泥、钢筋等材料,而且也发现了泡沫、稻

草等物质。这一点充分说明棚改社区建设中存存在偷工减

料问题。同时还有居民反映当入手不久以后,屋面墙体就发

生开裂问题,渗水漏水问题异常严峻,但找不到相应的负责

人员。导致此类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政府相关单位疏于管理,另一方面是城市棚改社

区建设开发商综合实力比较差。

2.2缺乏精神文明建设,导致居民缺乏社区归属感

社区归属感指的是社区居民对自己所住环境有认同、

喜爱、依恋的感觉,这一点也很多居民不愿意离开故土的主

要原因。当原有棚户区居民离开原有居地以后,很多居民面

临这失业的困境,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再加上他们棚改社

区建设完成后的生活小区有很高的期望, 但城市棚改社区

建设完成后的实际情况和社区居民预期的理想有很大差

距,从而降低了他们对新生活社区的喜爱程度。城市棚改社

区在建设过程中,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降低了居民

的归属感。

2.3缺乏长远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虽然棚改社区建设和老棚户区相比, 基础设施建设得

到了明显改善,但是和城市社区相比,其基础设施还比较滞

后。主要表现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上。就该城市棚

改社区建设而言, 政府把 70%的资金全部应用在住房建设

上,而对棚改社区道路交通、水电网等硬件设施建设方面的

投资明显不足。比如：对医院、学校、商场、银行等和居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建设缺乏系统科学的建设。部分棚改社区的

人口比较少,社区位置远离城市中心,缺乏银行、水电费代缴

网点, 很多棚改社区居民只能到其他办理相关业务的代缴

点进行缴纳生活费用。同时社区当中缺乏社区服务室、医疗

城市棚改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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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我国城市棚改社区建设，结合实际案例,在简要阐述在棚改房屋建设、棚改回迁重要意义的基础上,着重

分析了目前城市棚改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希望对相关单位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 城市棚改；社区建设；棚改回迁；对策分析

为 44.1MPa, 在掺量为 30%时达到最低强度为 35.8MPa,所

以固定粉煤灰粉磨时间为 25min时掺粉煤灰的混凝土的最

佳掺量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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