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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北投交通养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西交通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壮

族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骆俊晖、吴武新、莫文瑜、莫鹏、谢东、叶雄、张涛、王伟、梁欢、张建岭、

黄海峰、吴勇、覃达、冯永平、刘永胜、孔凡旺、欧海波、潘泉州、吴春伟、廖来兴、黄伟、罗资清、

畅振超、李远涛、雷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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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质泡沫混凝土设计与施工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轻质泡沫混凝土设计与施工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材料、配合比、工程设计、施

工、监测、质量检查与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等级公路轻质泡沫混凝土的设计与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208  水泥密度测定方法 

GB/T 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T 8074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  勃氏法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8162  结构用无缝钢管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 18046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25181  预拌砂浆 

GB/T 5008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 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T 51028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测控技术规范 

JG/T 266  泡沫混凝土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TG 3430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D30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DB45/T 2364  公路路基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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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轻质泡沫混凝土  foam lightweight concrete 

采用物理方法或化学方法将空气、氮气、二氧化碳气、氧气等气体，引入到以水泥、矿物掺合料和

水等原料为主制成料浆中，经混合搅拌、成型养护，而形成的含有大量均匀分布的细小封闭气孔，并且

强度和密度可调节的轻质水泥固结材料。 

 3.2 

发泡倍数  foam multiple 

发泡后泡沫体积与未发泡时发泡剂体积之比。 

 3.3 

水胶比  water binder ratio 

轻质泡沫混凝土中水与胶凝材料的质量比。 

注： 胶凝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水泥、具有胶凝性的固废材料。 

4 材料 

一般规定 4.1 

4.1.1 轻质泡沫混凝土一般由水泥、水、发泡剂、掺和料、外加剂组成。 

4.1.2 制备轻质泡沫混凝土所采用的原材料应经过检验，并符合 GB 175、GB 8076的规定。 

4.1.3 不同品种（规格）、等级、厂家（产地）、出厂日期的原材料不应混存、混用。 

4.1.4 轻质泡沫混凝土不应对周围环境造成有害影响，应符合 GB 5085.3、GB/T 14848 的规定。 

4.1.5 盐分、有机质、水等对轻质泡沫混凝土有侵蚀作用时，应进行相应的防腐蚀设计。 

水泥 4.2 

轻质泡沫混凝土宜采用低水化热水泥，水泥强度等级应采用32.5级或42.5级，同时水泥其他技术性

能指标应符合GB 175的规定。 

发泡剂 4.3 

4.3.1 发泡剂宜采用合成类高分子表面活性剂，其外观均匀透明，常温条件下无异物析出或沉淀，无

异味或刺激性气味，并且不应对操作人员身体健康、环境造成损害，不宜采用动物蛋白类发泡剂。 

4.3.2 不应使用超过质保期的发泡剂。 

4.3.3 发泡剂发泡倍数宜控制在 40倍～75倍，气泡直径＜2
 
mm，泡沫应均匀稳定，泡沫稳定时间＞30

 

min，沉降距≤3
 
mm，泌水≤20

 
mL。 

水 4.4 

轻质泡沫混凝土用水应符合JGJ 63的规定。 

外加剂 4.5 

4.5.1 轻质泡沫混凝土掺入减水剂、早强剂、憎水剂等外加剂，应符合 GB 8076、GB 50119的规定。 

4.5.2 外加剂使用前应进行相关试验，对轻质泡沫混凝土的成样质量应无不良影响。 

掺和料 4.6 

4.6.1 粉煤灰应符合 GB/T 1596的规定。 

https://baike.so.com/doc/5252033-548527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20639-139624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260078-54936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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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矿渣粉应符合 GB/T 18046的规定。 

4.6.3 赤泥等固体废物掺和料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经过原材料检验合格，可以用作掺和料。 

4.6.4 固废掺和料和低活性掺合料总重量不宜大于水泥重量的 20％，超过用量时应进行抗压强度、耐

久性试验。 

5 配合比 

一般规定 5.1 

5.1.1 配合比按单位用量法计算。 

5.1.2 轻质泡沫混凝土配合比应满足抗压强度、流动度、吸水率和表观密度的设计要求。 

5.1.3 配合比设计成果应包括单位体积水泥用量、发泡剂稀释倍数、发泡倍数、掺和料用量、外加剂

用量、湿密度、干密度等参数，轻质泡沫混凝土配合比记录表参见附录 A中的表 A.1。 

5.1.4 配制水泥胶浆时应按质量称取水泥、水或其他材料，泡沫则应按设计的体积比掺入水泥浆料中

混合搅拌。 

配合比设计 5.2 

5.2.1 配合比设计应确定水泥掺量、单位体积用水量和气泡率等参数，单位体积轻质泡沫混凝土所需

泡沫体按照公式（1）计算： 

 𝑉𝑓 = 1 −
𝑚𝑐

𝜌𝑐
−

𝑚𝑤

𝜌𝑤
−

𝑚𝑠

𝜌𝑠
 ·································································· (1) 

式中： 

𝑉𝑓   ——设计配合比中单位体积轻质泡沫混凝土所需泡沫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𝑚𝑐 ——设计配合比中单位体积轻质泡沫混凝土所需水泥的用量，单位为千克(kg)； 

𝜌𝑐  ——水泥的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𝑚𝑤 ——设计配合比中单位体积轻质泡沫混凝土所需水用量，单位为千克(kg)； 

𝜌𝑤  ——水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𝑚𝑠 ——其他掺和料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𝜌𝑠  ——其他掺和料的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5.2.2 根据配合比设计要求，选取适合的水胶比，给出 1
 
m
3
轻质泡沫混凝土各组分材料的质量，推荐

配合比参见附录 B中的表 B.1。 

5.2.3 根据计算的配合比，先拌和均匀水泥胶浆后，掺入泡沫，继续拌和均匀。 

5.2.4 流动度宜控制为 160
 
mm～200

 
mm，有特殊设计的则以设计文件为准。 

5.2.5 采用泵送时，流动度应为 180
 
mm±20

 
mm。 

5.2.6 应进行消泡试验，测定湿密度增加率及标准沉陷距。 

5.2.7 轻质泡沫混凝土试件在标准养护条件下 28
 
d龄期满足设计抗压强度要求作为试验配合比。 

5.2.8 配合比试配试验应在监理单位见证下，由施工单位进行；完成后，应按要求填写轻质泡沫混凝

土施工配合比试验记录表，参见附录 C中的表 C.1。 

5.2.9 大体积泡沫轻质混凝土浇筑根据温度控制设计确定水胶比。 

5.2.10 掺和料配合比试验应进行强度试验、耐久性试验、发泡试验。 

注： 耐久性试验包括水稳定性试验、徐变试验、冻融循环、侵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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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5.3 

5.3.1 干重度 

轻质泡沫混凝土按干重度等级见表1。 

表1 轻质泡沫混凝土干重度等级 

干重度等级 容许干重度范围（kN/m
3
） 标准值（kN/m

3
） 

A05 4.5≤γd≤5.5 5.0 

A06 5.5≤γd≤6.5 6.0 

A07 6.5≤γd≤7.5 7.0 

A08 7.5≤γd≤8.5 8.0 

A09 8.5≤γd≤9.5 9.0 

A10 9.5≤γd≤10.5 10.0 

A11 10.5≤γd≤11.5 11.0 

A12 11.5≤γd≤12.5 12.0 

 

5.3.2 抗压强度 

轻质泡沫混凝土强度等级按100
 
mm×100

 
mm×100

 
mm立方体的抗压强度进行划分，抗压强度标准值

和样本最小值按表2的规定执行。 

表2 轻质泡沫混凝土抗压强度等级 

抗压强度等级 
抗压强度（MPa） 

标准值 样本最小值 

CF0.6 0.6 0.51 

CF0.8 0.8 0.68 

CF1.0 1.0 0.85 

CF1.2 1.2 1.02 

CF1.5 1.5 1.27 

CF2.0 2.0 1.8 

CF4.0 4.0 3.6 

 

5.3.3 吸水率 

轻质泡沫混凝土吸水率见表3。 

表3 轻质泡沫混凝土吸水率 

等级 W5 W10 W15 W20 W25 W30 W35 W40 

吸水率（％） ω≤5 ω≤10 ω≤15 ω≤20 ω≤25 ω≤30 ω≤35 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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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可燃性 

轻质泡沫混凝土为不可燃材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应按GB 8624的要求执行。 

5.3.5 微观特性 

轻质泡沫混凝土试块气泡空隙均匀、细密，试块表观气孔直径宜采用显微镜扫描方法进行观测，采

用数字图像处理软件进行统计，应≤2.0
 
mm，观测面积≥1

 
cm

2
。 

注： 表观气孔直径指轻质泡沫混凝土凝固后，从试块中间剖切，观察到切面的气孔直径。 

6 工程设计 

一般规定 6.1 

6.1.1 轻质泡沫混凝土设计前应全面调查工程所在地自然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和地下构件，全面搜集

工程区域的地质、水文、地形、地貌、气象、地震等资料，了解地下涵洞、管线等埋设情况。 

6.1.2 设计应根据使用功能要求和环境条件具体明确轻质泡沫混凝土的干重度等级、抗压强度、吸水

率和其他性能指标。 

6.1.3 大体积轻质泡沫混凝土（单次浇筑方量＞100
 
m
3
或厚度＞1

 
m的轻质泡沫混凝土）应进行温度控

制设计。 

6.1.4 轻质泡沫混凝土应做好表面封闭及内部排水措施。 

6.1.5 轻质泡沫混凝土底部排水措施不应影响路基整体稳定性，可采用横、纵向盲沟等设计形式，每

30
 
m～50

 
m设置一道横向盲沟。 

6.1.6 轻质泡沫混凝土不宜长时间浸水，水源丰富地区进行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处治设计。 

6.1.7 浸水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应采用 A10以上的设计干重度。 

6.1.8 受到水蚀侵害的轻质土路基，应进行轻质泡沫混凝土水稳定系数试验，根据试验结果，进行配

合比调整、排水方案设计。 

6.1.9 转弯半径＜250
 
m、转弯角＞90°的路基段不宜使用轻质泡沫混凝土；使用轻质泡沫混凝土时，

应采用有限元软件进行离心力作用下路基抗拉裂校核，对受力集中点进行加强设计。 

6.1.10 轻质泡沫混凝土在公路行业应用分类及其主要技术特性，主要适用于以下工程环境： 

—— 需减轻堆载重量的结构体； 

—— 空间狭窄(小)且不规则，地下空腔、采空区、溶腔、管线回填等需要密实充填的情况； 

—— 用地或空间受限时，为减少对周边环境影响，需要直立浇筑的情况； 

—— 软土地基处理施工净空条件受限情况； 

—— 为改善软弱地基变形的协调性，路堤填筑荷载需设置过渡处理的情况； 

—— 高填路基压实困难情况； 

—— 需快速填筑抢修的情况。 

6.1.11 轻质泡沫混凝土用于非承重结构而仅限于空腔填充要求时，其流动度值为 180
 
mm±20

 
mm，抗

压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F0.6，干重度等级适用 A05或以上等级。 

6.1.12 轻质泡沫混凝土用于路堤填筑时，其抗压强度不应低于 CF0.8，干重度等级适用 A05、A06 或

以上等级；路床回填筑轻质泡沫混凝土时，抗压强度不应低于 CF1.0，干重度等级适用 A06、A07 或以

上等级。 

6.1.13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填筑高度＞20
 
m时，路基设计标高位置的强度不低于设计强度，设计标高

以下每 10
 
m 提高一个强度等级。 

6.1.14 轻质泡沫混凝土应用于有冲刷的岸坡工程时，应对防冲刷设施进行专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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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轻质泡沫混凝土用于填筑路堤时，设计厚度应根据沉降计算和技术经济指标综合比较确定，并

按以下要求控制： 

—— 最小设计厚度≥1
 
m； 

—— 软土地基路堤设计超过 8
 
m时，进行分平台设计，其襟边宽度≥1

 
m； 

—— 长度超过 15
 
m、地形地质变化、纵向厚度变化、墙高变化等位置，垂直于路线方向，每隔 10

 
m～

15
 
m设置一道沉降缝，缝宽≥2

 
cm，填缝板宜采用泡沫板； 

—— 山区路堤设计厚度≤30
 
m，超过 15

 
m的轻质土路基加强抗裂设计； 

—— 陡坡路段轻质泡沫混凝土底部与土基接触面宽度≥2
 
m。 

设计要求 6.2 

6.2.1 技术要求 

6.2.1.1 在软土地基采用轻质泡沫混凝土浇筑时，应计算地基的沉降变形量，并验算地基承载力要求。 

6.2.1.2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堤填筑设计指标见表 4。 

表4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堤填筑设计指标 

部位 距离路面结构层底面距离（cm）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其他等级公路 

干重度适用等级 
抗压强度等

级不低于 

干重度适用

等级 

抗压强度等

级不低于 

上路床 0～30 不推荐 

下路床 
轻、中、重交通等级 30～80 

A06、A07 CF1.0 

A05、A06 CF0.8 

特重、极重交通荷载等级 30～120 

上路堤 
轻、中、重交通等级 80～150 A06、A07 CF0.8 

特重、极重交通荷载等级 120～190 A06、A07 CF1.0 

下路堤 
轻、中、重交通等级 ＞150 

A05、A06 CF0.8 
特重、极重交通荷载等级 ＞190 

 

6.2.1.3 地基沉降和承载力验算时，轻质泡沫混凝土设计重度、抗剪强度参数、接触面的摩擦系数等

性能指标按 JTG D30要求取值。 

6.2.1.4 在受水位影响时，应对构筑物进行抗浮验算，抗浮安全系数要求 Fs≥1.2。 

6.2.1.5 浸水路堤轻质泡沫混凝土水稳定系数宜根据试验确定，试验方法按照 JTG 3430 执行，无试验

数据时，水稳定系数取 0.80。 

6.2.1.6 轻质泡沫混凝土弹性模量可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可按照公式（2）取值： 

 𝐸𝑐 = 230𝑅𝑢 ··········································································· (2) 

式中： 

Ec——轻质泡沫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单位为兆帕（MPa）； 

Ru——轻质泡沫混凝土干燥状态下立方体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6.2.1.7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堤地基沉降计算时，总沉降修正系数宜取 1.0～1.05。当地基承载力特征

值大于两倍路堤荷载时取小值。 

6.2.1.8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堤技术指标选取按表 4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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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荷载设计 

6.2.2.1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堤抗滑动、抗倾覆稳定性、基底应力验算时，工程设计荷载分类及其组合

应按 JTG D30的要求执行； 

6.2.2.2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堤抗滑动、抗倾覆稳定性、基底应力验算时，路面车辆荷载作用可按照公

式（3）换算成等代均布土层厚度计算： 

 ℎ0 =
𝑞

𝑟
 ················································································ (3) 

式中： 

h0——换算土层厚度，单位为米（m）； 

q——车辆附加荷载标准值(kN/m
3
)，根据公路设计荷载等级进行取值； 

𝛾——路堤填料的重度,单位为千牛每立方米(kN/m
3
)。 

6.2.2.3 软土地基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堤的地基沉降计算和结构上覆荷载验算时应考虑轻质泡沫混凝土

浸润吸水之后的加载效应，浸水后的轻质泡沫混凝土自重应力应采用 1.05倍～1.2倍的湿重度。 

6.2.2.4 路堤稳定性计算方法可按照 JTG D30 的规定执行。当路堤底面存在斜坡或浇注区高宽比＞l

且高度＞3
 
m时，参考挡土墙设计验算浇筑体抗滑移稳定性、抗倾覆稳定性和承载力。 

6.2.3 陡坡路基设计 

6.2.3.1 路基横坡陡于 1:5 时，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应按陡坡路基进行设计，应进行抗滑稳定性计算： 

—— 斜坡上浇筑轻质泡沫混凝土时，应采用台阶式浇筑，浇筑体底部基础宽度应满足 B≥2
 
m且 B

≥0.25
 
H，路基护面板襟边宽度 L≥2

 
m，见图 1所示； 

—— 路基主体襟边宽度应≥1
 
m，台阶坡度应内倾 2％～4％。 

6.2.3.2 采用微型钢管桩抗滑结构，应进行地质勘察和深层位移监测，确定滑动面，根据滑动面设计

钢管桩埋设深度、横纵向布置间距，简化计算模型如图 1所示。 

 

 

图1 剪断钢管桩滑动计算模型 

6.2.3.3 滑动稳定性分析中，路基破坏方式分为两种：  

—— 剪断微型钢管桩，见图 1； 

—— 沿着微型钢管桩加固土体底整体滑动。 

推测滑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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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4 剪断微型钢管桩的抗滑动安全系数计算按照公式（4）计算： 

 𝐾𝐶 =
𝜇𝐺 cos 𝛼0+𝑓𝑣×𝐴𝑛

𝐺 sin 𝛼0
 ···································································· (4) 

式中： 

𝐾𝐶 ——抗滑动安全系数； 

𝜇 ——填筑体与衔接面间的摩擦系数，取值 0.30； 

𝐺 ——填筑体重力以及作用于其顶面的其他竖向荷载的总和，单位为千牛（kN）； 

𝛼0 ——基地倾斜角度，单位为度（º） 

𝑓𝑣 ——微型钢管桩抗剪强度按 GB/T 8162取值； 

𝐴𝑛 ——微型钢管桩的断面面积，An =
A0(单根微型钢管桩面积)

×n
（微型钢管桩根数）

cos α0
。 

注： 放台阶后，填筑体重力及其他竖向荷载直接于台阶上，每段台阶上抗滑力值为𝜇𝐺 cos 𝛼0，所有台阶抗滑合力等

于∑ 𝜇𝐺𝑛
𝑖=1 𝑐𝑜𝑠 𝛼0。 

6.2.3.5 根据计算得到的滑动面，路基整体滑动：  

—— 根据各断面定性分析，选取各段最危险的断面进行稳定性分析。抗滑动安全系数按照公式（5）

计算： 

 𝐾𝐶 =
𝐺 cos 𝛼0 tan 𝜑+𝐶𝐿

𝐺 sin 𝛼0
 ···································································· (5) 

式中： 

𝐾𝐶 ——抗滑动安全系数； 

𝐺  ——填筑体重力以及作用于其顶面的其他竖向荷载的总和，单位为千牛（kN）； 

𝛼0 ——基底倾斜角度（°）； 

𝜑 ——土的内摩擦角，考虑到注浆对土体的加固作用取值 35°； 

𝑐  ——土的粘聚力，取值 30 kN/m2； 

𝐿 ——滑动面长度，为简化计算，仅考虑路面宽度内的滑动面长度。 

——根据定性分析选取各段最危险断面进行抗倾覆稳定性分析和抗倾覆稳定计算，抗倾覆安全系数

按照公式（6）计算：  

 𝐾0 =
𝐺𝑍𝐺+𝐸𝑦𝑍𝜒+𝐸𝑝

′ 𝑍𝑝

𝐸𝜒𝑍𝜒+𝑃𝐻
 ···································································· (6) 

式中： 

𝐾0 ——抗倾覆安全系数； 

𝐺 ——填筑体重力以及作用于其顶面的其他竖向荷载的总和，单位为千牛（kN）； 

𝑍𝐺  ——填筑体重力以及作用于其顶面的其他竖向荷载的合力重心至填筑体趾部的距离，单位为米

（m）； 

𝐸𝑦 ——填筑体背面主动土压力的竖向分量，单位为千牛（kN）； 

𝑍𝑥 ——主动土压力的竖向分量至填筑体趾部的距离，单位为米（m）； 

𝐸𝑝
′  ——填筑体前面被动土压力的水平分量 0.3倍，单位为千牛（kN）； 

𝑍𝑝 ——填筑体前被动土压力的水平分量至填筑体趾部的距离，单位为米（m）； 

𝐸𝑥 ——填筑体背面主动土压力的水平分量，单位为千牛（kN）； 

P ——转弯时汽车荷载离心力，单位为千牛（kN）； 

H ——离心力至填筑体趾部的距离，单位为米（m）。 

注： 各典型危险断面中，𝐸𝑥、𝐸𝑦、𝐸𝑝
′均为0，且𝑍𝐺＜0（𝐺等效作用点位于趾部左侧，与可能向临空面倾覆的方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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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 局部稳定性验算中，简化计算模型见图 2，抗滑动安全系数按照公式（7）计算： 

 

图2 简化计算模型 

 𝐾𝑐 =
𝐺 𝑐𝑜𝑠 𝛼0 𝑡𝑎𝑛 𝜑+𝑐𝐿

𝐺 𝑠𝑖𝑛 𝛼0
  ···································································· (7) 

式中：  

𝐾𝐶 ——抗滑动安全系数； 

𝐺 ——基座重力以及作用于其顶面的其他竖向荷载的总和，单位为千牛（kN）； 

𝛼0 ——沿 45°破裂面剪切破坏角度（°）；  

𝜑 ——轻质泡沫混凝土内摩擦角，取值 5°； 

𝑐 ——轻质泡沫混凝土粘聚力，取值 120 kN/m2； 

𝐿 ——滑动面长度，为简化计算，仅考虑路面宽度内的滑动面长度。 

6.2.4 护面板设计 

6.2.4.1 当护面板采用挡板砌筑时，面板宜由基础、挡板、拉筋和立柱组成，并符合以下规定： 

—— 基础和挡板应按 10
 
m～15

 
m间距设置沉降缝，其位置宜与填筑体沉降缝对应； 

—— 沉降缝采用泡沫板进行分隔，应形成通缝，不宜使用木板及其它物件代替； 

—— 基础应采用水泥混凝土现浇，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15； 

—— 护面板应满足安全、耐久和美观要求，宜采用水泥混凝土预制，并设计钢丝网进行抗裂，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 护面板可通过拉筋与立柱焊接固定，拉筋可采用 HPB235钢筋直径宜≥6.0
 
mm；立柱可采用等

边角钢，边宽宜≥50
 
mm； 

—— 高填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应分级施工，每级轻质泡沫混凝土台阶不超过 6
 
m时，路堤单侧收窄

宽度≥1 m； 

—— 超过 20
 
m以上的轻质土路基，宜采用现浇混凝土挡板。 

6.2.4.2 当填筑体高宽比＞2 或两侧有临空面时，宜在衔接面设置锚固设施或对拉结构，结构形式见

图 3，锚固设施符合下列规定： 

—— 锚固设施应包括锚固件和坡面台阶； 

—— 锚杆平面布置，布置形式应为梅花形或矩形； 

—— 锚固件或对拉结构可采用 HRB335钢筋，钢筋直径宜为 25
 
mm～32

 
mm； 

—— 对拉结构可施加一定的预应力，预应力按静态土压力产生侧向压力进行计算，k0取0.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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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竖向角钢柱； 

2——短拉杆； 

3——保护面板； 

4——横向角钢梁； 

5——长拉杆。 

图3 对拉结构简图 

6.2.4.3 轻质泡沫混凝土加固镀锌铁丝网设置符合下列规定： 

a) 镀锌铁丝网直径宜≥3.2
 
mm，孔径宜≤100

 
mm； 

b) 当填筑高度＞5
 
m时，应分别在填筑体底部、顶部 50

 
cm范围以内位置设置一层镀锌铁丝网； 

c) 当填筑高度为 5
 
m～12

 
m时，应分别在填筑体底部、顶部 1

 
m范围设置两层镀锌铁丝网； 

d) 填筑高度＞12
 
m时，除应按本条 c）的规定设置外，还应每隔 5

 
m设置两层镀锌铁丝网；  

e) 相邻两层镀锌铁丝网间距 30
 
cm～50

 
cm，搭接部位应错开 50

 
cm以上，相邻两块镀锌铁丝网的

搭接宽度宜≥20
 
cm，宜采用钢丝绑扎； 

f) 轻质泡沫混凝土主体结构襟边平面以下 20
 
cm范围应设置镀锌铁丝网加强抗裂。 

6.2.4.4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设置穿越路基的排水管涵，符合下列规定： 

—— 应加强管涵接缝处的防渗设计，施工过程加强轴线监测，防止排水管错台渗漏； 

—— 管涵接缝处采用防渗材料进行防渗，应具有良好的防水性、延展性、耐久性； 

—— 排水管涵在设置位置应进行计算比选，不宜将排水管设置在沉降缝、应力集中、受力薄弱处； 

—— 管涵下部应采用细砂进行调平，管涵周边填料应稳固密实，不准许采用块石进行垫塞。 

6.2.4.5 水害严重路段，宜在泡沫轻质混凝土路基地基面设置排盲沟水，并在路基内部埋设泄水管。 

7 施工 

一般规定 7.1 

7.1.1 施工前应在全面理解设计要求和设计交底的基础上，对施工现场的气候、地形、地质及构造物

等现场情况进行调查后，编制施工方案。 

7.1.2 高度超过 15
 
m的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施工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7.1.3 施工前应做好施工期临时排水总体规划和落实，对临时排水设施宜与永久性排水设施综合考虑，

并与工程影响范围内的自然排水系统相衔接。 

7.1.4 建立健全质量、环保、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检测体系，并进行培训和交底。 

7.1.5 大体积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前编制温度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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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准备 7.2 

7.2.1 应按设计图纸进行放样、确定路基中线、边线、高程。 

7.2.2 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前，应先做好轻质泡沫混凝土基底、护面板基底的交界面的验收工作，满

足设计承载力、密实性、防渗性要求，检查纵横盲沟设置是否合格。 

7.2.3 应详细分析设计图纸，根据设计意图、工程规模、工期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计划。 

7.2.4 应根据施工进度计划，编制原材料进场、检测计划。 

7.2.5 对现场地形地貌进行踏勘，必要时应进行相关工程的测量复核，以检查工程数量、设计图纸是

否与现场相吻合。 

7.2.6 应确认施工电源、施工用水、施工便道、设备及主要材料的准备就位。 

7.2.7 根据地形，进行施工场站布置设计，对于零星浇筑工程、长路线浇筑工程宜采用移动式浇筑设

备。 

7.2.8 应收集当地历史气候资料及施工期的天气预报，为异常天气的施工提前制定相关预防保证措施。 

7.2.9 应结合设备生产能力、工期要求等对设计浇筑体进行浇筑区和浇筑层的划分，为浇筑施工做好

相关规划。 

7.2.10 采用多台施工设备进行施工时，应进行浇筑部位划分，不宜浇筑同一位置导致轻质土堆积消泡。 

7.2.11 清除浇筑区基底杂物，应排除基底的积水；当在地下水位以下浇筑时，应有防水、降水措施，

不准许在基底有水的状态下浇筑施工。 

7.2.12 地下位高的地区应采用水稳定性系数高的泡沫轻质混凝土，并在表层进行防水处理。 

注： 水稳定性系数指浸水后的轻质泡沫混凝土标准立方体抗压强度与未浸水下轻质泡沫混凝土标准立方体抗压强

度比值。 

7.2.13 应做好施工废水、工程废料的清运措施，满足环保要求。 

7.2.14 应根据施工进度安排，确定预制挂板生产能力。 

7.2.15 填筑区内分隔应采用模板等材料，并兼作为沉降缝、施工缝，模板及其支撑应具备足够的强度、

刚度和稳定性，能承受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侧压力。 

生产设备 7.3 

7.3.1 根据总工程量及工期进行设备选型，应采用自动生产设备，设备选型要求如表 5所示： 

表5 设备选型要求 

工程量 轻质泡沫混凝土设备生产能力（单台设备） 

M＜100
 
m
3
 10

 
m
3
≤W＜30

 
m
3
 

100
 
m
3
≤M＜1

 
000

 
m
3
 30

 
m
3
≤W＜50

 
m
3
 

1
 
000

 
m
3
≤M＜10

 
000

 
m
3
 50

 
m
3
≤W＜80

 
m
3
 

M≥10
 
000

 
m
3
 W≥80

 
m
3
 

根据分仓大小，轻质泡沫混凝土凝固时间，合理确定每个仓的施工设备台数，不满足施工计划要求的，可采用多台

设备组合 

 

7.3.2 轻质泡沫混凝土的现场制作、输送与浇注，应采用专用施工设备，生产设备拌和、出料应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 

7.3.3 轻质泡沫混凝土设备应采用数字化控制系统，实时显示搅拌速率、各组份称量参数、瞬时出料

量、累计出料量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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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施工设备应具备自动进料功能，生产设备中各原材料的用量采用电子称进行称量，不准许采用

流量计进行材料质量称量。 

7.3.5 零星浇筑工程及长路线浇筑工程可采用移动式浇筑设备，混合料制备过程应在车辆静置的状态

下进行。 

7.3.6 轻质泡沫混凝土生产设备水泥浆混合泡沫宜采用专用生产设备，不准许采用混凝土搅拌设备替

代轻质泡沫混凝土专用设备进行施工。 

7.3.7 轻质泡沫混凝土掺入气泡后最小拌和时间应≥30s，最大拌和时间应≤10min。 

7.3.8 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设备进场后，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应对设备功能进行逐项检查，仅当设备

功能全部满足要求时，方能展开施工。 

7.3.9 轻质泡沫混凝土生产设备出料的湿重度应进行现场抽检，同一批次两次取样容许误差不超过

3％。 

7.3.10 生产设备应通过具备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标定，每 1年进行标定 1次，每次生产前进行称

量设备校准。 

试验路段 7.4 

7.4.1 采用掺固废料、工程量超 500
 
m
3
的轻质土路基应进行试验段施工。 

7.4.2 试验段应选择具有代表性地形、断面形式等具有代表性的路段。 

7.4.3 试验路段总结应包括以下内容： 

—— 轻质泡沫混凝土配合比； 

—— 原材料检测报告； 

—— 主要施工工艺参数：1
 
m
3
水泥用量、1

 
m
3
泡沫用量、1

 
m
3
掺和料用量、1

 
m
3
外加剂用量、流动度、

稀释倍数、发泡倍数、气泡率、抗压强度、干（湿）密度； 

—— 过程质量控制方法； 

—— 质量评价指标； 

—— 施工过程遇到的问题，解决的办法； 

—— 施工优化组织方案及工艺； 

—— 原始数据记录、过程记录； 

—— 对施工设计图的修改建议。 

护面板施工 7.5 

7.5.1 面板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平整度、抗裂性能。 

7.5.2 预制面板可作为侧向模板使用，采用水泥砂浆进行板间接缝堵漏，砂浆应符合 GB/T 25181的规

定。 

7.5.3 现浇护面板养生达到设计强度后可进行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 

7.5.4 现浇护面板不应小于设计厚度。 

7.5.5 制作阶段定位埋设拉扣。 

7.5.6 拉扣与拉杆连接处应点焊连接。 

7.5.7 预制面板搬运过程应轻拿轻放，不宜损坏板体和挂钩。 

 

轻质泡沫混凝土制备 7.6 

7.6.1 轻质泡沫混凝土生产设备的原材料计量称重精度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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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原材料计量称重精度 

材料 计量单位 计量精度 

水泥 kg ±2％ 

掺和料 kg ±2％ 

发泡剂 kg ±1％ 

水 kg ±1％ 

外加剂 kg ±1％ 

 

7.6.2 水泥胶浆制备后掺入外加剂和泡沫，搅拌均匀再出料。 

7.6.3 根据试验段结果，确定施工参数。 

7.6.4 轻质泡沫混凝土不宜在管道内停留超过 0.5
 
h，停止施工时应及时清洗管道及设备。 

现场施工 7.7 

7.7.1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应根据路基长度、地形、沉降缝进行跳仓施工。 

7.7.2 每次施工应连续进行，厚度宜控制在 0.25
 
m～1

 
m。 

7.7.3 施工设备应满足浇筑要求，整仓施工不应超过混凝土终凝时间。 

7.7.4 地形等因素导致的不能满足终凝要求时，可添加外加剂延长终凝时间。 

7.7.5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每个浇注层浇筑前，应对浇筑层顶面高程做现场标记，标记点数≥3 点或

以标线的形式标记。 

7.7.6 轻质泡沫混凝土宜采用管道泵送。 

7.7.7 轻质泡沫混凝土浇筑过程、尚未终凝具备承载强度时，不准许人员在轻质泡沫混凝土内走动。 

7.7.8 设计有镀锌铁丝网加强时，浇筑上一层轻质土前，应铺设镀锌铁丝网。 

7.7.9 上下相邻两层浇筑层的浇筑间隔时间应通过同条件养生下抗压强度确定，下一层应能承载上一

层浇筑的重量 1.2倍时，可浇筑上层轻质土。 

7.7.10 浇筑方向宜自浇筑区长轴中间位置附近向两端浇筑；如采用一条以上浇筑管，亦可从两端向中

间位置浇筑。 

7.7.11 轻质泡沫混凝土浇筑时，浇筑管口与顶面交角宜≤30°，管口应埋入已浇筑轻质土中≥10
 
cm，

移动浇筑管时，管口离开浇筑层顶面高度宜≤20
 
cm，浇筑过程不应采用喷射浇筑法。 

7.7.12 如浇筑层底高程有明显差异，宜自较低的位置开始浇筑。 

7.7.13 夏季室外温度在 35
 o
C 以上时，不宜浇筑轻质泡沫混凝土；必须进行施工时，应采取相应的原

材料预冷措施。 

7.7.14 冬季进行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应及时进行覆盖保温，连续 5
 
天平均气温低于 5

 o
C时，应停止

轻质泡沫混凝土的浇筑施工。 

7.7.15 浇筑过程遇到降雨时，应及时对表层进行覆盖，重新开始浇筑时，对降雨影响的层面进行刨除

处理。 

7.7.16 对拉挂板结构在浇筑前应预埋 PVC 管，养生达到轻质土设计强度 80％后，进行穿筋施加预应

力。 

7.7.17 钢丝网应与槽钢连接，铺设后不准许机械设备在其上作业。 

7.7.18 路面层施工采用压路机碾压时，不宜打开强振碾压。 

现场养生 7.8 

7.8.1 轻质泡沫混凝土初凝后，进行轻质泡沫混凝土的洒水养生，可采用覆盖土工布、薄膜、湿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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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保湿养生。 

7.8.2 未完成养生的轻质土，不准许机械、车辆在其表面作业或堆放杂物。 

7.8.3 昼夜温差大的山区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应做好表面覆盖保温。 

7.8.4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面施工应在养生 28天后进行，含掺和料的轻质泡沫混凝土养生时间应满足强

度设计要求，养生时间通过试验进行确定。 

8 监测 

8.1.1 路基变形监测点布设、监测频率及预警值应符合 DB45/T 2364的规定。 

8.1.2 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中，应根据观测目的按表 7 选择观测项目。 

表7 路基观测项目 

观测项目 观测仪器设备 观测目的 

地表沉降 沉降板、水准仪或静力水准仪 
1.观测地表沉降，控制加载速率 

2.预测工后沉降趋势，确定路面施工时间 

地表水平位移及隆起量 
地表水平位移桩、测距仪、经纬

仪、钢尺 
用于路基稳定性监控，确保路堤施工安全和稳定 

地基深层水平位移 测斜管、测斜仪 

1.观测地基深层土体水平位移，推定土体剪切破坏位

置，掌握潜在滑动面发展变化，评价地基稳定性 

2.用于路堤施工过程中的稳定性控制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 
温度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及数

据传输系统 

1.观测大体积混凝土内部和表面温度，控制施工进度 

2.调整和改进保温、保湿养护措施 

 

8.1.3 大体积泡沫轻质混凝土温度监测及控制应符合 GB/T 51028 的规定。 

8.1.4 沉降与水平位移观测点宜布置在同一横断面上。 

8.1.5 轻质泡沫混凝土浇筑工程应根据项目特点和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沉降变形观测标志、元器件、

仪器设备、方法、数据管理方式，综合利用仪器量测、现场巡查等手段，有条件时可采用自动化数据采

集、无线传输等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 

8.1.6 超过 15
 
m 的高填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应加强监控测量，在挂板上增加布设横纵向、竖向监测

点，监测点间隔 6
 
m～10

 
m布设为宜。 

8.1.7 地下水位高的地区应进行地下水监测。 

9 质量检查与验收 

一般规定 9.1 

9.1.1 质量检测与验收应符合 JTG F80/1的规定。 

9.1.2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工程质量检查内容应包括基本要求、实测项目、外观鉴定和质量保证

资料四个部分。 

9.1.3 应按相关检查条款进行检查，经检查不符合基本要求规定时，不应进行工程质量的检验和评定。 

9.1.4 对工程外表状况应逐项进行全面检查，对于较严重的外观缺陷，施工单位须采取措施进行整修

处理，再重新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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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检验 9.2 

9.2.1 轻质泡沫混凝土所采用的水泥、发泡剂、水及其他材料的技术性能和规格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第

4章的规定。 

9.2.2 轻质泡沫混凝土原材料进场后，应进行现场检验；在轻质泡沫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宜对轻质泡

沫混凝土原材料进行随机抽样检验，每个检验批检验应≥1次。 

9.2.3 工程量≥10
 
000

 
m
3
的工程项目，应按表 8的要求进行检验。 

表8 主要原材料检验表 

原材料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检验频率 

水泥 

比表面积 GB/T 8074 

1次/1
 
000

 
t 

80μm 筛筛余 GB 175 

凝结时间 GB/T 1346 

安定性 GB/T 1346 

强度 GB/T 17671 

水泥密度 GB/T 208 

粉煤灰 

细度（45μm 方孔筛筛余） 

GB/T 1596 

1 次/1
 
000

 
t 

需水量比 

含水量 

烧失量 

GB/T 176 三氧化硫 

游离氧化钙 

安定性 GB/T 1346 

发泡剂 

稀释倍率、发泡倍率、标准

泡沫密度、标准泡沫泌水率 

发泡剂性能试验，由监理见证、施工

单位进行试验 
1 次/8

 
000

 
m
3
轻质泡沫混凝土 

湿密度增加率（消泡试验） 

标准沉陷距（消泡试验） 

消泡试验，由监理见证、施工单位进

行试验 

 

施工过程质量检查 9.3 

9.3.1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每盘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表9 每盘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 

项目 计量允许偏差（％） 

水、水泥、粉煤灰及其他掺合料 ±3 

外加剂 ±2 

 

9.3.2 轻质泡沫混凝土拌和物性能检验符合下列规定： 

—— 生产前应检查轻质泡沫混凝土所用原材料的品种、规格与施工配合比一致；在生产过程中应

检查原材料实际称量误差满足要求，每一工作班应至少检查 2次； 

—— 生产前应检查生产设备和控制系统正常、计量设备归零； 

—— 轻质泡沫混凝土拌和物的工作性检查每 100
 
m
3
不应少于 1次，且每一工作班组不应少于 2 次，

根据生产需要可增加检查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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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质泡沫混凝土拌和物流动度允许偏差应为±20
 
mm。 

9.3.3 轻质泡沫混凝土浇筑性能质量检验符合下列规定： 

—— 应以浇筑体为构造单元，并应按单个或若干个构造单元划分为检验批； 

—— 新拌轻质泡沫混凝土试样宜在浇筑管管口制取，每工班或 400
 
m
3
应至少制取 2组试件，每组试

验制备试样 3个； 

—— 当同一配合比连续浇筑＞400
 
m
3
时，应按每 400

 
m
3
制取至少 1组试件件，每组试验制备试样 3

个； 

—— 当同一配合比连续浇筑不足 400
 
m
3
时，也应制取至少 1组试件件，每组试验制备试样 3个。 

现场检查 9.4 

9.4.1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实测项目见表 10。 

表10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实测项目 

序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抗压强度 

MPa 

0
 
m～0.80

 
m 7

 
d 强度≥0.5

 
q2；28

 
d 强度≥q2 

1 次/1
 
000

 
m
3
轻质土 

＞0.8
 
m 7

 
d 强度≥0.5

 
q1；28

 
d 强度≥q1 

2 △施工湿密度（表面平整度） 在规定值内 每一浇筑层不少于 6 次 

3 面板垂直度 ±3％ 挂重锤法：每 10
 
m 检测 2 处 

4 平整度 不应出现明显凹坑或突出部位 目测法：全段检查 

5 每层板顶高层差 ±5
 
mm 直尺法：每 20

 
m 检测 2 处 

6 连接牢固性能 ±3％ 现场试拉：每 50 块检测 1 块 

注： 表中q1、q2分别为路堤、路床部位抗压强度规定值或设计值。 

 

9.4.2 轻质泡沫混凝土抗压强度施工检测及路基质量检验频率为 1
 
000

 
m
3
检测 1组（不足 1

 
000

 
m
3
按 1

 

000
 
m
3
规定执行），试件制备可在现场制备。 

9.4.3 一般项目的检查方法、检查频率与合格标准应按 JTG F80/1的要求执行。 

9.4.4 护面板质量检查见表 11。 

表11 护面板质量检查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检查频率 

1 混凝土强度（MPa） 不小于设计值 GB/T 50081  
每 10

 
m
3
取一组，不足 10

 

m
3
至少取一组 

2 基础断面尺寸（mm） 不小于设计值 尺量 每 20
 
m 量测 1 处 

3 面板顶高程（mm） ±50 3
 
m 直尺 每 20

 
m 量测 1 处 

4 轴线偏位（mm） 50 全站仪、尺量 每 20
 
m 量测 1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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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轻质泡沫混凝土检测项目见表 12。 

表12 轻质泡沫混凝土检测项目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检测方法和频率 

1 消泡率（％） 设计消泡率±5％ 每 100
 
m
3
现场检测 1 次 

2 湿重度（kN/m
3
） 设计湿重度±5％ 每 100

 
m
3
现场检测 1 次 

3 流动度（mm） 180±20 每 100
 
m
3
现场检测 1 次 

4 泡沫密度（kg/m
3
） 45±5 量杯法：每次开工前检查 1 次 

5 
立方体抗压强度

（MPa） 
≥设计值 试验方法 JG/T 266，每浇筑 100

 
m
3
自检 1 次 

6 气泡率（%） 设计配合比±5％ 每浇筑 100
 
m
3
自检 1 次 

7 干重度（kN/m
3
） 设计值干重度±5％ 每浇筑 100

 
m
3
自检 1 次 

 

质量验收 9.5 

9.5.1 轻质泡沫混凝土所采用的原材料应符合 9.2的规定。 

9.5.2 各工序之间应进行自检、交接检验，留存检验过程文件。 

9.5.3 验收基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 轻质泡沫混凝土结构层浇筑应分层、分段浇筑，斜坡面上浇筑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堤时，应按

设计要求实施台阶式浇筑，台阶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 轻质泡沫混凝土表面不应出现油污、层裂、疏松； 

—— 轻质泡沫混凝土顶面养生期内不应堆放杂物或行走车辆； 

—— 单个标准试块切面的气孔表观质量应符合 JTG F80/1的规定。 

9.5.4 实测项目应符合 9.4的规定。 

9.5.5 质量保证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 现场抽检试验报告； 

—— 原材料质量资料： 

 原材料出厂合格证； 

 原材料检验报告（工程量≥10
 
000 m

3
项目）。 

—— 施工配合比试配试验报告； 

—— 抗压强度检验报告、消泡试验报告； 

—— 以单个浇注区为单位的基底场地验收表及施工记录表； 

——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宽度及高程检验记录表； 

—— 水准测量记录表； 

—— 轻质泡沫混凝土路基工程质量检验记录表。 

9.5.6 对质量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责令施工单位进行缺陷补修或返工，并重新进行质量检查与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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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轻质泡沫混凝土配合比记录表 

轻质泡沫混凝土配合比记录见表A.1。 

表A.1 轻质泡沫混凝土配合比记录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试验日期  

施工单位  技术负责人  项目经理  

项目试验人员  项目试验主管  见证人员  

浇筑部

位 
 设计湿重度  设计流动度  设计强度  

原材料 

发泡剂 水泥 

细

集

料 

掺合料 外加剂 

型

号 

厂

家 
稀释倍率 

发

泡

倍

率 

种类 标号 厂家 
种类

名称 

掺量

（％） 
种类名称 

掺量

（％） 

            

试配配

合比 

编号 每立方米原材料用量 理论值 

 

水泥

（kg) 

细集料

（kg) 
水（kg) 

气泡群

（L) 

掺合料

（kg) 

外加剂

（kg) 
其他（kg) 

湿重度

（kg/m³) 

流动度

（mm) 

         

设计配

合比 

水泥（kg) 细集料（kg) 水（kg) 掺合料（kg) 
外加剂

（kg) 
其他（kg) 

湿重度

（kg/m³) 

流动度

（mm) 

        

施工单位检查结果 

 

 

 

                                  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

检查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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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常用参考配合比表 

常用参考配合比见表B.1。 

表B.1 常用参考配合比表 

强度等级 设计强度（MPa） 
每立方单位用量 

气泡率（％） 湿重度（kN/m
3
） 流动度（mm） 

水泥 水（kg） 

CF0.6 0.6 330 198 69.2～70.1 5.5～6.2 180±20 

CF0.8 0.8 365 219 66.7～67.6 6.5～7.0 180±20 

CF1.0 1.0 375 225 65.0～66.0 6.8～7.5 180±20 

CF1.2 1.2 390 234 62.2～63.1 7.1～8.3 180±20 

CF1.5 1.5 415 260 59.0～61.0 8.2～8.9 180±20 

CF2.0 2.0 475 285 53.9～54.8 9.0～9.4 1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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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配合比试验记录表 

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配合比试验记录见表C.1。 

表C.1 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配合比试验记录表 

试验环境条件：                                        第   页         共   页   

样

品

编

号 

强

度

等

级 

日期 

龄期 

（d） 

流动度

（mm） 
吸水率 

烘前质量

（g） 

干重度 

（kN/m
3
） 

实测尺寸 

（mm） 

干密度

（kg/㎡） 

干密度平均值

（kg/m
2
） 

抗压强度

（kPa） 
备注 

成型 试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