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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光接枝增韧聚丙烯纤维混凝土性能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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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掺用连续光接枝增韧聚丙烯纤维混凝土各项性能的实验研究 ，为在实际工作工程中推广应用该种纤维提供了 

较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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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目前，能有效改善混凝土抗渗防裂性能的聚丙烯 

纤维主要有束状单丝聚丙烯纤维和网状聚丙烯纤维 

两种。束状单丝聚丙烯纤维是采用改性聚丙烯切片经 

纺丝、拉伸、短切等工序制成的；网状聚丙烯纤维是聚 

丙烯粒料经挤出、拉伸、成网、短切等工序制成的，都属 

成熟 的加工方法 。这两种聚丙烯纤维的长度一般为 

19mm 5(~ma“ ，它们除纤维形状、纤度及抗拉强度有 

较大差别外，其物理性能基本相同。作为一种良好的 

抗渗防裂材料 ，聚丙烯纤维已在各种混凝土工程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为了增强聚丙烯纤维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常 

对纤维表面进行特殊处理。目前已开发了多种化学的 

或物理的表面改性方法。如：电晕放电 、辉光放电㈨、 

表面氧化处理⋯、等离子体处理 、表面活性剂处理 

及用高能粒子辐射、紫外线、激光等引发的表面接枝聚 

合盯 。其中紫外光接枝聚合具有改善纤维表面的亲水 

性、提高与水泥基材料的粘结性能，又能保持其它本体 

性能的特点，光源及设备成本也较低，易于实现连续化 

生产。 

本文对掺用连续光接枝增韧聚丙烯纤维的混凝 

土进行了力学性能和工作性能的测试，以其为实际工 

程应用提供依据。 

1 抗压强度测试 

表 1 抗压强度测试结果 MPa 

混凝土品种 

龄期 —_( — 享； — — 30 C50 c50纤维 
紊混凝土 混凝土 素混凝土 混凝土 素混凝土 混凝土 

3d 一 一 18．8 22．2 32．5 33．8 

7d 25．1 24．6 29．3 28．8 44．6 49．2 

28d 34．1 32．6 38．8 39．1 58．9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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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见表 1。 

由表 1可见，掺网状接枝聚丙烯纤维的混凝土抗 

压强度与素混凝土抗压强度值无明显变化。 ． 

2 水泥砂浆防裂性能 

按美 国混凝土学会 ACI一544“纤维增强混凝土的 

性能测试”技术报告中提出的砂浆及混凝土干燥收缩 

裂缝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灰砂 比为 3：1，水灰 比为 

0．50，测试结果见表 2。 

表 2 防裂性能测试结果 

由表 2可见，掺加 0．9kg／m3纤维砂浆试样的裂缝 

减少率为 91．12％。 

3 抗渗性能测试 

参照 GBJ82—85“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 

能试验方法”进行测试。试样配比为水泥 ：砂 ：卵石 = 

420：712：1068，水灰比为 0．476，纤维掺量为 0．9kg／m3。 

测试结果见表 3。 

表 3 抗渗试验结果 

试样品种 试件劈开后渗透高度平均值／mm 

基准混凝土试样 

掺0．9kg／~纤维混凝土试样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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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从试件劈开后水渗透高度的平均 

值看，掺纤维混凝土试件比基准混凝土的试件，抗渗性 

能提高 57％。 

4 抗冲击性能测试 

参照美国混凝土学会 ACI一544“纤维增强混凝土 

的性能测试”技术报告中推荐的抗冲击性能试验方法 

进行测试。配合 比为水泥：砂 ：卵石 ：外加剂 =45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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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4．5，水灰比为 0．33，纤维掺量为 0．9kg／m3。试验 

结果见表 4。 

表 4 抗冲击性能测试结果 

试样品种 抗冲击次数 

基准混凝土试样 

掺0．9kg／rr?纤维混凝土试样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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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见，掺纤维混凝土试件比不掺纤维的试 

件抗冲击性能提高 1．65倍。 

5 抗破碎性能测试 

参照 GBJ81—85“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进行测试。配合比为水泥：砂：卵石 =420：712：1068， 

水灰比为 0．476，纤维掺量为 0．9kg／m3。 测试结果见 

表 5 抗破碎性能测试结果 

表 5。 

由表 5可见 ，掺纤维的混凝土试样轴心抗压力比 

不加纤维的试样提高 10％左右。而且试件破坏形式完 

全不同，普通混凝土为脆性破坏，完全断裂；而掺纤维 

混凝土在破坏状态下试件仍保持完整 ，提高了混凝土 

的韧性 ，掺入网状聚丙烯纤维后混凝土抗破碎力得到 

提高。 

6 网状接枝聚丙烯纤维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能 

工作性能测试结果见表 6。 

表 6 工作性能测试结果 

混凝土 坍落度及坍落度损失／ⅡⅡn 凝结时间／h 含气量 泌水率 

品种 初测 3 n 6o盯liIl l2嘶liII初凝 终凝 ／％ ／％ 

C30基准 190 

C3蚜 维 180 

C50基准 210 

C5蚜 维 20O 

l9o l70 l40 22 

l8o l70 l5o 22．3 

0o l9O 170 加  

l8o l8o l70 22 

3l 1．4 1．6 

32 1．8 1．4 

35 1．O 1．3 

35 1．7 1．2 

注：C30／C50基准混凝土和纤维混凝土均掺Ⅲ 一Ⅲ减水剂，掺 

量分别为4．51ks／ 与 7．45kg／ ，网状聚丙烯纤维的掺量均为 

0．9ke,／m'。 

由表 6可见，在同样的条件下 ，掺量为 0．9Kg／m3 

的纤维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坍落度损失和泌水率 

与基准混凝土基本相同，含气量略有增加，均能符合 

泵送混凝土的要求。 

7 结语 

(1)掺加网状接枝聚丙烯纤维的 C20、C30、C50混 

凝土抗压强度与不掺纤维的素混凝土抗压强度值无 

明显变化。 

(2)掺加 0．9kg／m3纤维的混凝土试样的裂缝减少 

率为 91．12％。 

(3)从试件劈开后水渗透高度的平均值看，掺纤 

维混凝土试件比基准混凝土的试件，抗渗性能提高 

57％ 。 

(4)掺纤维混凝土试件比不掺纤维的试件抗冲击 

性能提高 1．65倍。 

(5)掺纤维的混凝土试样轴心抗压力 比不加纤维 

的试样提高 10％左右 ，而且掺纤维混凝土在破坏状态 

下试件仍保持完整 ，既提高了混凝土的断裂韧性 ，又 

使混凝土抗破碎力得到提高。 

(6)掺量为0．9kg／m3的纤维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 

度、坍落度损失和泌水率与基准混凝土基本相同，含气 

量略有增加，均能符合泵送混凝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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