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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考察地聚物砂浆在有耐高温要求的混凝土结构加固领域的应用可行性，开展了常温下和高温后地聚物砂浆的抗拉

强度试验以及地聚物砂浆与普通水泥砂浆及普通混凝土基体的粘结性能试验，并与普通水泥砂浆的抗拉及粘结性能进行试

验比较；通过热重分析－差示扫描量热分析（ＴＧ⁃ＤＳＣ），探究了地聚物砂浆的高温强度退化机理．试验结果表明：地聚物砂浆与

水泥砂浆及混凝土之间的常温粘结强度分别达 ２．１５ ＭＰａ 及 １．７ ＭＰａ，经 ３００ ℃高温后残余粘结强度仍有 １．５ ＭＰａ 左右，远高

于普通水泥砂浆的粘结强度；超过 ３００ ℃以后地聚物砂浆的强度急剧退化，这主要是因地聚物砂浆高温脱水、微观结构遭受破

坏引起．基于上述试验结果，可将地聚物砂浆用于 ３００ ℃以下高温环境的混凝土结构修补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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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砂浆或聚合物水泥砂浆是常用的结构修补

加固材料［１］，常与钢丝网、钢绞线网片、纤维网格等

材料结合［２－３］，用以加固混凝土结构或构件．水泥砂

浆抗压强度高，耐久性好，但与混凝土的界面粘结强

度较低，且水泥生产能耗较高，二氧化碳排放量较

大，因此寻找节能环保的水泥替代品，研制非水泥基

砂浆近年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４－５］ ．
地聚物是通过碱激发矿渣、粉煤灰、偏高岭土等

硅铝源材料而成的一种新型无机胶凝材料［６－７］，其
力学性能优异，收缩徐变小，耐高温，抗酸碱腐蚀，且
生产地聚物材料时的能耗和 ＣＯ２排放量低，分别为

生产水泥的 １ ／ ６～１ ／ ４ 及 １ ／ １５～１ ／ １０［８］，因此地聚物

被认为是一种绿色材料，可以在某些领域替代水泥

或作为水泥材料的补充［７］ ．已有学者对地聚物砂浆

在混凝土梁加固［９］ 以及地下结构和污水管道等加

固领域［１０］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关于地聚物砂浆材料

本身的抗折和抗压强度［４－５］ 及常温粘结性能方面的



研究也有不少［９］，但关于地聚物砂浆的高温抗拉和

粘结性能的试验数据还比较缺乏，而这些试验结果

对地聚物砂浆在有耐高温要求的混凝土结构加固领

域的应用非常重要．
作者在前期的研究中，以粉煤灰和偏高岭土混

合物为硅铝源材料，采用钾水玻璃激发，制备了一种

具有较高抗折和抗压强度的地聚物砂浆［１１］ ．本文在

此基础上，对地聚物砂浆常温下和高温后的抗拉及

粘结性能进行研究，并通过热重分析－差示扫描量

热分析（ＴＧ⁃ＤＳＣ）探究地聚物砂浆的高温强度退化

机理．

１　 试件制备及试验方法

１．１　 原材料及地聚物砂浆的制备

制备地聚物砂浆的原材料包括： 平均粒径

０．０３２ ｍｍ的低钙粉煤灰，煅烧温度 ９００ ℃、平均粒径

０．０１７ ｍｍ 的偏高岭土，模数 ２．４、质量分数 ４０％的工

业硅酸钾溶液， 纯度 ９５％ 的固体氢氧化钾， 过

２．０ ｍｍ筛、细度模数 ２．７ 的中砂，自来水．偏高岭土

和粉煤灰的主要化学成分见文献［１１］．
地聚物砂浆的制备过程如下：首先在工业硅酸

钾溶液中加入适量的固体氢氧化钾和水配制出模数

１．０、质量分数 ４０％的硅酸钾溶液（钾水玻璃），然后

静置冷却；将粉煤灰和偏高岭土固体粉末按质量比

１：１ 混合，再倒入上述配制完成的钾水玻璃，搅拌均

匀后，加入河砂，再搅拌 ３～５ ｍｉｎ 即可．
制备水泥砂浆和混凝土的原材料包括：石井牌

Ｐ．Ｏ．３２．５ 普通硅酸盐水泥，过 ２．０ ｍｍ 筛、细度模数

２．７ 的中砂，自来水，粒径 ５ ～ ２０ ｍｍ 的碎石，聚羧酸

高效减水剂．
１．２　 试件制备

１．２．１　 地聚物砂浆抗拉强度试验试件的制备

为获得较优的地聚物砂浆配方，首先进行不同

配方的地聚物砂浆在常温下的抗拉强度试验．
将地聚物砂浆注入周壁涂有脱模剂的“８”字型

试模中，试件尺寸见 ＤＬ ／ Ｔ ５１２６—２００１《聚合物改性

水泥砂浆试验规程》 ［１２］，然后置于砂浆振动台上振

动，以除去气泡；接着覆盖薄膜，置于恒温恒湿养护

箱中标准养护（温度 ２２ ℃，湿度 ９５％）６ ｄ 后取出，
自然晾干一天后进行地聚物砂浆的抗拉强度试验．

砂胶比和水胶比是影响地聚物砂浆强度的两个

重要因素．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在砂浆中加入短切

纤维丝可以改善砂浆的抗裂和抗拉性能［１３］ ．本文配

制了 ８ 种不同配方的地聚物砂浆（ＧＭ １ ～ ８），每种

配方浇筑 ３ 个试件，进行常温下的抗拉强度试验，以
考察砂胶比、水胶比和短切纤维丝含量对地聚物砂

浆抗拉强度的影响．其中，短切纤维丝采用单丝直径

７．０～ １３ μｍ、抗拉强度 ３ ６００ ～ ３ ８００ ＭＰａ、长度 ５ ～
６ ｍｍ的短切碳纤维丝（ＣＦ）．根据常温下的抗拉强度

测试结果，选择了纤维丝含量（ＣＦ 的质量与偏高岭

土和粉煤灰质量和之比）不同的两种较优配方配制

地聚物砂浆，进行高温后的抗拉强度试验，每种测试

温度亦包括 ３ 个试件．地聚物砂浆抗拉强度试验的

制备参数及高温处理温度见表 １．
表 １　 试件制备参数及处理温度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试件编号 砂胶比 水胶比 ＣＦ ／ 固体粉末 ／ ％ 测试温度 ／ ℃

ＧＭ１～３ ２．５，３，３．５ ０．４０ ０ ２５

ＧＭ４～７ ３ ０．４５ ０，０．５，１，２ ２５

ＧＭ８ ３ ０．５０ ０ ２５

ＧＭ９～１２ ３ ０．４５ ０ １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７００

ＧＭ１３～１６ ３ ０．４５ １ １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７００

注：砂胶比＝砂的质量 ／ （水玻璃溶质质量＋粉煤灰和偏高岭土固体粉

末质量）；水胶比＝水玻璃溶剂的质量 ／ （水玻璃溶质质量＋粉煤

灰和偏高岭土固体粉末质量）．

１．２．２　 地聚物砂浆－水泥砂浆粘结试件的制备

制作地聚物砂浆 －水泥砂浆粘结试件 （ ＧＭ⁃
ＣＭＯ），以测试地聚物砂浆与水泥砂浆之间的粘结

性能，ＧＭ⁃ＣＭＯ 试件的尺寸与地聚物砂浆抗拉强度

试验试件尺寸相同．提前制备半圆形的旧水泥砂浆

试块，在养护 ２８ ｄ 后放回“８”字型模具的一个半圆

内，再在另一个半圆内浇注新鲜地聚物砂浆．为避免

拉伸过程中旧水泥砂浆内部发生破坏，旧水泥砂浆

采用高强水泥砂浆，按水 ∶ 水泥 ∶ 砂 ∶ 减水剂 ＝
０．３１ ∶ １ ∶ ３ ∶ ０．０１８的质量比制备．根据常温下和高

温后抗拉强度试验结果，粘结试验中的地聚物砂浆

采用与表 １ 中 ＧＭ４ 试件相同的配方制备．图 １ 给出

了ＧＭ⁃ＣＭＯ试件的照片，其中红色部分为地聚物砂

浆，内掺适量色粉．经试验验证，色粉的掺入对地聚

物砂浆的强度无显著影响．

CMO

GM

图 １　 地聚物砂浆－水泥砂浆试件

Ｆｉｇ．１　 ＧＭ⁃ＣＭＯ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１．２．３　 地聚物砂浆－混凝土粘结试件的制备

采用地聚物砂浆粘结两个旧混凝土块 （ ＧＭ⁃
ＣＣＯ），测试地聚物砂浆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强度．
旧混凝土块的配合比为水 ∶ 水泥 ∶ 砂 ∶ 石 ∶ 减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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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１ ∶ １ ∶ １．５ ∶ ２．３ ∶ ０．０１８，地聚物砂浆的配方与

ＧＭ ４ 试件相同．试件尺寸见 ＤＬ ／ Ｔ ５１５０—２００１《水
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１４］，试件照片见图 ２．

CCO

GM

CCO

图 ２　 地聚物砂浆－混凝土试件

Ｆｉｇ．２　 ＧＭ⁃ＣＣＯ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为对比地聚物砂浆与普通水泥砂浆的抗拉及粘

结性能，按照上述地聚物砂浆试件的制备方法，分别

制作了水泥砂浆抗拉强度试验试件（ＣＭ）、新旧水

泥砂浆粘结试件（ＣＭ⁃ＣＭＯ）以及水泥砂浆－混凝土

粘结试件 （ ＣＭ⁃ＣＣＯ），其中新水泥砂浆的配比为

水 ∶ 水泥 ∶ 砂＝ ０．４５ ∶ １ ∶ ３．
１．３　 试验方法

采用量程为 ２０ ｋＮ 的 ＵＴＭ５２０５ 电子万能试验机

对上述试样进行拉伸试验，以获得地聚物砂浆和普通

水泥砂浆的抗拉强度和粘结强度，加载速度统一采用

２ ｍｍ ／ ｍｉｎ．对需要进行高温处理的试件，首先将试件

放入智能箱式电阻炉内进行加热，以５ ℃ ／ ｍｉｎ的升温

速度加热到目标温度后恒温 ６０ ｍｉｎ，然后自然冷却至

室温，接着按上述常温下的试验方法进行高温后的拉

伸试验．试验装置如图 ３ 所示．

(a)砂浆抗拉强度试验以
及新旧砂浆粘结试验装置

(b)砂浆与混凝土粘结试
验装置

图 ３　 试验装置

Ｆｉｇ．３　 Ｔｅｓｔ ｓｅｔ⁃ｕｐ

２　 抗拉及粘结强度测试结果

２．１　 地聚物砂浆常温抗拉强度试验结果

为考察砂胶比对地聚物砂浆抗拉强度的影响，
对 ＧＭ １～３ 这 ３ 组试件进行拉伸试验，结果见图 ４．
图 ４ 中数据采用 ３ 个试件的平均试验结果，数据点

上下的Ⅰ字型线表示数据的离散范围．由图 ４ 可看

出，３ 种配方的地聚物砂浆均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

（＞３．５ ＭＰａ），且地聚物砂浆的抗拉强度随砂胶比的

增加先增后减，其中砂胶比为 ３ 的试件（ＧＭ ２）平均

抗拉强度最高（４．０７ ＭＰａ），强度离散性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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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砂胶比对地聚物砂浆抗拉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ａｎｄ⁃ｂｉｎｄｅ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ｎ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ＧＭ

　 　 地聚物砂浆试件 ＧＭ ２、ＧＭ ４ 和 ＧＭ ８ 用于探究

水胶比对地聚物砂浆抗拉强度的影响，图 ５ 给出了

这 ３ 组试件的抗拉强度测试结果．由图 ５ 可知，水胶

比在 ０．４ ～ ０．５ 范围内时，地聚物砂浆的抗拉强度随

水胶比的增大而降低．水胶比对地聚物砂浆的流动

性也有较大影响．采用跳桌试验测试不同水胶比下

地聚物砂浆的流动度．测试结果表明，当水胶比分别

为 ０．４、０．４５ 和 ０．５ 时，地聚物砂浆的流动度对应为

１１４．８、１３７．４ 和 １５９．６ ｍｍ．相对于常规的砂浆流动度

（１４０～１８０ ｍｍ），水胶比为 ０．４ 时的流动度偏小较

多．综合地聚物砂浆抗拉强度和流动度测试结果，水
胶比取 ０．４５ 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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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水胶比对地聚物砂浆抗拉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ｉｎｄｅ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ｎ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ＧＭ
　 　 地聚物砂浆试件 ＧＭ ４～７ 含有不同比例的短切

碳纤维丝（ＣＦ），ＣＦ 掺量分别是粉煤灰和偏高岭土

固体粉末质量和的 ０％、０．５％、１％和 ２％．这 ４ 组试件

在常温下的抗拉强度试验结果见图 ６．可以看出，添
加 ＣＦ 对地聚物砂浆的抗拉强度有一定提高，但效

果并不显著，如当 ＣＦ 掺量为 ２％时，地聚物砂浆的

抗拉强度较无 ＣＦ 的砂浆仅提高了 ９％．这可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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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碳纤维丝表面光滑，当纤维丝承担的拉力达到一

定值后纤维丝产生滑移，使得其强度得不到充分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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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ＣＦ 掺量对地聚物砂浆抗拉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ＧＭ

２．２　 地聚物砂浆高温后抗拉强度试验结果

对不同短切碳纤维丝含量的地聚物砂浆试件

ＧＭ ９－１２（０％ ＣＦ，配方与 ＧＭ ４ 相同）和 ＧＭ １３－１６
（１％ ＣＦ）进行高温处理（１００、３００、５００ 和 ７００ ℃），
冷却后进行抗拉强度试验，以考察短切碳纤维丝对

地聚物砂浆高温后抗拉强度的影响．图 ７ 给出了这

些试件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两种配方的地聚物砂

浆的抗拉强度在 １００ ℃时均有所提高，超过 ３００ ℃
以后，强度急剧下降，５００ ℃时其抗拉强度仅为常温

强度的 ２５％左右．尽管 １％ ＣＦ 掺量的地聚物砂浆抗

拉强度在整个温度范围内均高于未掺入 ＣＦ 的地聚

物砂浆的抗拉强度，但两者的强度差随温度的升高

先增后减，当温度超过 ５００ ℃后两种配方的地聚物

砂浆的抗拉强度差几乎为零．这主要是因为地聚物

砂浆与 ＣＦ 的粘结强度退化以及 ＣＦ 自身强度退化

引起．文献［１５］指出，有氧条件下，ＣＦ 在 ５００ ℃时残

余抗拉强度仅为常温强度的 ２９％．因此，５００℃高温

后 ＣＦ 对地聚物砂浆抗拉强度的贡献已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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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地聚物砂浆和普通水泥砂浆高温后的抗拉强度比较

Ｆｉｇ．７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Ｍ ａｎｄ ＣＭ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由于短切碳纤维丝的掺入对地聚物砂浆常温下

和高温后的抗拉强度提高作用均有限，因此在后续

的粘结强度实验中，地聚物砂浆采用与抗拉强度试

验试件 ＧＭ ４ 相同的配方（０％ ＣＦ）进行配制．
为比较地聚物砂浆与普通水泥砂浆高温后抗拉

强度的差异，图 ７ 还列出了普通水泥砂浆在常温下、
３００ 和 ７００ ℃高温后的抗拉强度．从图可以看出，常
温下地聚物砂浆的抗拉强度几乎是水泥砂浆强度的

２ 倍，高温后地聚物砂浆和水泥砂浆抗拉强度的差

异有所减小，但 ７００ ℃高温后地聚物砂浆仍具有更

高的抗拉强度．
２．３　 地聚物砂浆－水泥砂浆粘结试验结果

２．３．１　 破坏特征

理论上，地聚物砂浆－水泥砂浆粘结试件的破

坏形式应包括地聚物砂浆内部破坏、旧水泥砂浆内

部破坏以及地聚物砂浆－水泥砂浆界面破坏．由于地

聚物砂浆－水泥砂浆结合界面处于截面面积最小的

部位，且地聚物砂浆和水泥砂浆（高强水泥砂浆）自
身的抗拉强度较高，因此地聚物砂浆－水泥砂浆粘

结试件在常温下和高温后粘结试验中的破坏模式基

本都是界面破坏，１５ 个试件中仅有 ２ 个试件同时出

现了界面破坏和水泥砂浆内部破坏的复合破坏模式

（发生在常温和 ５００ ℃高温后），见图 ８．新旧水泥砂

浆粘结试件的破坏模式均为新旧水泥砂浆的粘结界

面破坏．

复合破坏 界面破坏

试件 1 2 3

复合破坏界面破坏

试件 1 2 3

(a)常温

(b)500℃高温后

图 ８　 地聚物砂浆－水泥砂浆试件的粘结破坏模式

Ｆｉｇ．８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ＧＭ⁃ＣＭＯ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２．３．２　 地聚物砂浆－水泥砂浆粘结强度

图 ９ 给出了地聚物砂浆－水泥砂浆粘结试件

（ＧＭ⁃ＣＭＯ）、新旧水泥砂浆粘结试件（ＣＭ⁃ＣＭＯ）在

常温下和高温后的粘结强度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ＧＭ⁃ＣＭＯ 的粘结强度随温度的升高先增后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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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 时达到最高 （ ２． ８３ ＭＰａ），为常温强度的

１３２％，但 ３００ ℃和 ５００ ℃时强度大幅下降，分别为

常温强度的 ６８％和 ３２％，７００ ℃高温后残余强度几

乎为零．而 ＣＭ⁃ＣＭＯ 的粘结强度则随温度一直下

降，且在整个温度范围内其强度远低于 ＧＭ⁃ＣＭＯ 的

强度，如常温时 ＣＭ⁃ＣＭＯ 的粘结强度仅为 ＧＭ⁃ＣＭＯ
的 １ ／ ２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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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地聚物砂浆和水泥砂浆与旧水泥砂浆基体的粘结强

度比较

Ｆｉｇ．９　 Ｂｏ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Ｍ ａｎｄ ＣＭ ｂｏｎｄｉｎｇ
ｏｌ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ｔａｒ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２．４　 地聚物砂浆－普通混凝土粘结试验结果

２．４．１　 破坏特征

常温下和高温后地聚物砂浆－普通混凝土粘结

试件（ＧＭ⁃ＣＣＯ）的破坏模式与地聚物砂浆－水泥砂

浆粘结试件类似，基本都是地聚物砂浆与普通混凝

土的界面破坏，仅有 １００ ℃高温后的地聚物砂浆－
普通混凝土粘结试件出现了旧混凝土内部和地聚物

砂浆－混凝土界面同时破坏的复合破坏形态．图 １０
给出了地聚物砂浆－普通混凝土粘结试件在常温下

和 １００ ℃高温后的粘结破坏面．水泥砂浆－混凝土粘

结试件（ＣＭ⁃ＣＣＯ）的破坏模式均为界面破坏．
２．４．２　 地聚物砂浆－混凝土粘结强度

图 １１ 给出了地聚物砂浆 －混凝土粘结试件

（ＧＭ⁃ＣＣＯ）、水泥砂浆－混凝土粘结试件（ＣＭ⁃ＣＣＯ）
的粘结强度随温度的变化曲线．由图可知，ＧＭ⁃ＣＣＯ
的常温粘结强度（１．７ ＭＰａ）远高于 ＣＭ⁃ＣＣＯ 的粘结

强度（０．４ ＭＰａ），而与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的粘结

强度（约 １．６ ＭＰａ［１６］）接近，且在 ２５ ～ ３００ ℃范围内

强度变化不大，３００ ℃时的粘结强度仍有 １．５７ ＭＰａ，
但超过 ３００ ℃之后粘结强度迅速下降．

地聚物砂浆与水泥砂浆或混凝土的粘结强度远

高于新旧水泥砂浆或水泥砂浆－混凝土之间的粘结

强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地聚物砂浆遇到水泥砂浆

后，地聚物砂浆中的硅酸钾与界面处水泥水化产生

的 Ｃａ（ＯＨ） ２反应生成了水化硅酸钙，具体化学反应

过程［１７］：
１）水泥中硅酸三钙水化产生氢氧化钙

３ＣａＯ·ＳｉＯ２＋ｎＨ２ Ｏ→２ ＣａＯ·ＳｉＯ２ ·（ ｎ－ １） Ｈ２ Ｏ＋
Ｃａ（ＯＨ） ２，

２）硅酸钾与氢氧化钙反应，生成水化硅酸钙

Ｃａ（ＯＨ）２＋ Ｋ２Ｏ·ｎＳｉＯ２＋ｍＨ２Ｏ→ＣａＯ·ｎＳｉＯ２·ｍＨ２Ｏ＋
２ＫＯＨ．

水化硅酸钙具有较强凝胶性，是水泥水化的主

要产物以及水泥硬化后强度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地

聚物砂浆与水泥砂浆或混凝土界面生成的水化硅酸

钙，增强了地聚物砂浆与水泥砂浆或混凝土之间的

粘结强度．

(b)100℃高温后

(a)常温

图 １０　 地聚物砂浆－混凝土试件的粘结破坏面

Ｆｉｇ．１０　 Ｂｏ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ＧＭ⁃ＣＣＯ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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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地聚物砂浆和水泥砂浆与混凝土基体的粘结强度比较

Ｆｉｇ．１１　 Ｂｏ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Ｍ ａｎｄ ＣＭ ｂ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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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地聚物砂浆高温强度退化机理分析

比较图 ７、９ 和 １１，可看到地聚物砂浆的抗拉

强度、地聚物砂浆与水泥砂浆基体以及混凝土基

体的粘结强度随温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在

１００ ℃时强度增加，３００ ℃ 之后强度迅速下降，但
地聚物砂浆－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强度在 ３００ ℃ 以

后的强度退化速度要低于地聚物砂浆的抗拉强度

以及地聚物砂浆－水泥砂浆之间粘结强度的退化

速度，这主要是因为地聚物砂浆－混凝土粘结试件

的尺寸较大，试件内部的温度升高速度较缓，因此

强度降低较慢．
地聚物砂浆在 １００ ℃时的强度提高可归因于地

聚物的进一步地聚合反应．已有研究表明，蒸汽或高

温养护条件能促进地聚物胶凝材料的地聚合反应，
且养护温度为 ６０～９０ ℃时地聚合反应程度最高［１８］ ．
地聚物砂浆从常温升至 １００ ℃并恒温 ６０ ｍｉｎ 的过

程类似于蒸汽养护，因此地聚物砂浆经过 １００ ℃的

高温处理强度会有所提高．
为查明地聚物砂浆经 ３００ ℃高温处理后抗拉及

粘结强度急剧退化的原因，对水胶比为 ０．４５ 的地聚

物净浆粉末进行 ２５ ～ ８００ ℃范围内的热重分析－差
示扫描量热分析 （ ＴＧ⁃ＤＳＣ）， ＴＧ⁃ＤＳＣ 试验采用

ＮＥＴＺＳＣＨ ＳＴＡ４４９Ｆ３ 同步热分析仪进行．图 １２ 给出

了地聚物的热重分析曲线（ＴＧ）以及热重微分曲线

（ＤＴＧ）．由图 １２ 可知，地聚物在整个升温过程中有

两个明显的失重段，分别是 ２５ ～ ２５０ ℃ 和 ４５０ ～
６５０ ℃，其中 ２５ ～ ２５０ ℃的失重量占到了总失重量

的 ７１．８％．地聚物砂浆在高温下的重量（质量）损失

主要是因地聚物砂浆脱水引起．在 ２５ ～ ２５０ ℃范围

内，大量的自由水和吸附水汽化，并从结构内部向表

面迁移和蒸发，地聚物砂浆内部结构急剧恶化，导致

抗拉及粘结强度在温度高于 ３００ ℃时急剧下降；当
升温至 ４５０ ℃时，地聚物中的结晶水也开始脱出，微
观结构受到进一步破坏．这一点也可以从图 １３ 中的

ＤＳＣ 曲线看出． 地聚物净浆的 ＤＳＣ 曲线在 ２５ ～
２５０ ℃以及 ４５０～８００ ℃区间各出现了一个吸热峰，
前者是由于自由水和吸附水蒸发引起，后者是由于

地聚物凝胶 （化学式为 Ｍｎ ｛ － （ ＳｉＯ２ ） ｚ ＡｌＯ２ ｝ ｎ ·
ｗＨ２Ｏ， 式中 Ｍ 为 Ｋ 或 Ｎａ 元素，这里为 Ｋ；ｎ， ｚ， ｗ
为分子数）脱水，生成钾霞石（ＫＡｌＳｉＯ４）或白榴石

（ＫＡｌＳｉ２Ｏ６）所致［１９］ ．由于结晶水的失去比自由水和

吸附水蒸发需要吸收更多的热量， 因此， ４５０ ～
８００ ℃区间的吸热峰远高于 ２５ ～ ２５０ ℃区间的吸热

峰．结晶水的失去使得地聚物的微观结构进一步遭

受严重破坏，因此 ５００ ℃高温以后，地聚物砂浆强度

所剩无几．此外，高温下地聚物胶凝材料的收缩变形

和砂浆中细骨料的热膨胀变形不协调是导致高温后

地聚物砂浆强度退化的另一个原因［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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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地聚物净浆的 ＴＧ 和 ＤＴＧ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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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地聚物净浆的 ＤＳＣ 曲线

Ｆｉｇ．１３　 ＤＳＣ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ｅ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ｐａｓｔｅ

４　 结　 论

本文进行了常温下和高温后不同配方的地聚物

砂浆的抗拉强度试验、地聚物砂浆－水泥砂浆和地

聚物砂浆－普通混凝土的粘结性能试验，以及地聚

物的热重分析－差示扫描量热分析（ＴＧ⁃ＤＳＣ），得到

以下结论：
１）当地聚物砂浆的砂胶比为 ３，水胶比为 ０．４５

时，地聚物砂浆的抗拉强度可达到 ３．８４ ＭＰａ，且流

动性较好．
２）短切碳纤维丝掺量在 ０ ～ ２％范围内时，添加

短切碳纤维丝对地聚物砂浆的常温和高温后抗拉强

度有一定提高，但效果不显著．
３）地聚物砂浆的抗拉强度和粘结强度均随温

度升高先增后减，在 １００ ℃时达到最高，超过 ３００ ℃
以后强度急剧下降．

４）地聚物的 ＴＧ⁃ＤＳＣ 曲线在 ２５ ～ ２５０ ℃ 以及

４５０～８００ ℃区间存在两个明显失重段和吸热峰，分
别对应地聚物中自由水、吸附水脱出和结晶水脱出，
这是导致 ３００ ℃以上高温地聚物砂浆强度急剧退化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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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地聚物砂浆与普通水泥砂浆及普通混凝土

之间 的 常 温 粘 结 强 度 分 别 达 到 ２． １５ ＭＰａ 及

１．７ ＭＰａ，高于试验用普通水泥砂浆的相应粘结强

度；同时， 经 ３００ ℃ 处理后残余粘结强度仍有

１．５ ＭＰａ，因此地聚物砂浆可作为修复砂浆用于

３００ ℃以下高温环境的混凝土结构的修补和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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