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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GB/T 1. 1一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 2542-2003((砌墙砖试验方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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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更新了抗压强度试验方法;
←一细化部 分条文叙述;

明确了每项检测项目的试样数量;
取消了放射性、传热系数检测方法;

一一增加了软化试验检测方法。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AC/TC 285)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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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墙砖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砌墙砖术语和定义、尺寸、外观质量、抗折强度、抗压强度、冻融、体积密度、石灰爆裂、
泛霜、吸水率和饱和系数、孔洞率及孔洞结构、干燥收缩、碳化、软化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砌墙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 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造用于本文
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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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8968 墙体材料术语
GB/T 25044 砌墙砖抗压强度试样制备设备通用要求
GB/T 25183 砌墙砖抗压强度试验用净浆材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96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尺寸测量

4. 1 量具

砖用卡尺 ( 如图1所示)，分度值为0.5 mmo 

1一一垂直尺5
2一一支脚。

4.2 测量方法

2 

固1 砖用卡尺

2 

长度应在砖的两个大面的中间处分别测量两个尺寸;宽度应在砖的两个大面的中间处分别测量两
个尺寸z 高度应在两个条面的中间处分别测量两个尺寸，如图2所示。 当被测处有缺损或凸出时，可在
其旁边测量，但应选择不利的一侧。 精确至 0.5 mm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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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一长度z
b一一宽度;
h一一高度。

4.3 结果表示

图2 尺寸量法

每一方向尺寸以两个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5 外观质量检查

5. 1 量具

5. 1. 1 砖用卡尺 (如图1):分度值为0.5 mm。
5. 1. 2 钢直尺:分度值不应大于1 mm。

5.2 测量方法

5.2. 1 缺损

单位为毫米

5.2.. 1. 1 缺棱掉角在砖上造成的破损 程度，以破损部 分对长、宽、高三个棱 边的投影尺寸来度量，称为
破坏尺寸。 如图3所示。

l一一长度方向的投影尺寸z

b一一宽度方向的投影尺寸z

d 一一高度方向的投影尺寸。

单位为毫米

固3 缺棱掉角破坏尺寸量法

5. 2. 1. 2 缺损造成的破坏面，是指缺损部 分对条、顶 面 ( 空心砖为条、大面)的投影面积，如图4 所示。
空心砖内壁残缺及肋残缺尺寸，以长度方向的投影尺寸来度量。



t一一长度方向的投影尺寸;

b一一宽度方向的投影尺寸。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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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4 缺损在条、顶面上造成破坏面量法

5.2.2 裂纹

5.2.2. 1 裂纹分为长度方向、宽度方向和水平方向三种，以被测方向的投影长度表示。 如果裂纹从一
个面延伸至其他面上时，则累计其延伸的投影长度，如图5所示。

省
内

工

的非
D

a) 宽度方向裂纹长度量法

单位为毫米

ζ巴 d 
b) 长度方向裂纹长度量法 c) 水平方向裂纹长度量法

图5 裂纹长度量法

5.2.2.2 多孔砖的孔洞与裂纹相通时，则将孔洞包括在裂纹内一并测量。 如图6所示。

， 飞
F 

t 裂纹总长度。

单位为毫米

圄6 多孔砖裂纹通过孔洞时长度量法

5.2.2.3 裂纹长度以在三个方向上分别测得的最长裂纹作为测量结果。

5.2.3 弯曲

5.2.3.1 弯曲分别在大面和条面上测量，测量时将砖用卡尺的两支脚沿棱 边两端放置，择其 弯曲最大
处将垂直尺推至砖面，如图7 所示。 但不应将因 杂 质或 碰伤造成的凹处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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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弯曲量法

5.2.3 .2 以弯曲中测得的较大者作为测量结果 。

5.2.4 杂质凸出高度

杂 质在砖面上造成的凸出高度，以 杂 质距砖面的最大距离表示。 测量将砖用卡尺的两支脚置 于 凸
出两 边的砖平面上，以垂直尺测量，如图8所示。

图8 杂质凸出量法

5.2.5 色差

装饰面朝上随机分两排并 列，在自然光下距离砖样 2 m 处目测。

5.3 结果处理

外观测量结果以 mm 为单位，不足1 mm 者，按1 mm 计。

6 抗折强度试验

6. 1 仪器设备

6. 1. 1 材料试验机z试验机的示值相对误差不大 于 土1 %，其下加压板应为球伎支座，预期最大破坏荷
载应在量 程的 20 %�80 %之间。
6.1.2 抗折夹具z抗折试验的加荷形式为三点加荷，其上压棍和下支辑的曲 率半径 为15 mm，下支辑
应有一个为伎接固定。
6.1.3 铜直尺z分度值不应大 于 1 mm。

6.2 试样数量

试样数量为10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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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试样处理

试样应放在温度为(20士5) .C的水中浸泡24 h 后取出，用湿布拭去其表面水分进行抗折强度
试验。

6.4 试验步骤

6.4. 1 按 4.2 的规定测量试样的宽度和高度尺寸各2 个，分别取算术平均值，精确至 1 mm. 
6.4.2 调整抗折夹具下支辑的跨距为砖规格长度减去 40 mm。 但规格长度为190 mm 的砖，其跨距
为160 mm. 
6.4.3 将试样大面平放在下支辑上，试样两端面与下支辑的距离应相同，当试样有裂缝或凹陷时，应使
有裂缝或凹陷的大面朝下，以(50�150)N/s的速度均匀加荷，直至试样断裂，记录最大破坏荷载 P.

6.5 结果计算与评定

6.5. 1 每块试样的抗折强度(R)按式 (1)计算。

式中z
Rc 抗折强度，单位为 兆帕(MPa ); 
P 最大破坏荷载，单位为 牛顿(N); 
L 跨距，单位为毫米( mm);
B 试样宽度，单位为毫米( mm);
H 试样高度，单位为毫米( mm)。

R 3PL 一c 一2BH2

6.5.2 试验结果以试样抗折强度的算术平均值和单块最小值表示。

7 抗压强度试验

7. 1 仪器设备

… ( 1 ) 

7. 1. 1 材料试验机z试验机的示值相对误差不超过土1 %，其上、下加压板至少应有一个球伎支座，预期
最大破坏荷载应在量 程的 20 %�80 %之间。

7.1.2 钢直尺z分度值不应大于1 mrr口m
7.1.3 振动台、制样模具、搅拌机:应符合GB/T 25044 的要求。
7.1.4 切割设备。
7.1.5 抗压强度试验用净浆材料:应符合GB/T 25183 的要求。

7.2 试样数量

试样数量为10块。

7.3 试样制备

7.3. 1 一次成型制样

7.3.1.1 一次成型制样适用于采用样品中间部 位切割，交错叠加灌浆制成强度试验试样的方式。
7.3.1.2 将试样锯成两个半截砖，两个半截砖用于叠合部 分的长度不得小于 100 mm，如图9所示。
如果不足100 mm，应另取备用试样补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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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9 半截砖长度示意图

7.3 .11.3 将已切割开的半截砖放入室温的净水中浸 20 min � 30 min 后取出，在铁丝网架上滴水
20 min�30 min，以断口相反方向装入制样模具中。 用插板控制两个半砖间距不应。大于 5 mm，砖大面
与模具间距不应大于 3 mm，砖断面、顶面与模具间垫以橡胶垫或其他密封材料，模具内表面涂油或脱
膜剂。 制样模具及插板如图10所示。
7.3 .11.4 将净浆材料按照配制要求，置于搅拌机中搅拌均匀。
7.3 .11.5 将装好试样的模具置于振动台上，加入适量搅拌均匀的净浆材料，振动时间为O.5 min� 
1 min，停止振动，静置至净浆材料达到初凝时间 (约15 min� 19 min)后拆模。

圈10 一次成型制样模具及插板

7. 3 .  �� 二次成型制样

7.3 .2. 1 二次成型制样适用于采用整块样品上下表面灌浆制成强度试验试样的方式。
7.3. ��. 2 将整块试样放入室温的净水中浸 20 min � 30 min 后取出，在铁丝网架上滴水 20 min� 
30 mino 
7.3 .��.3 按照净浆材料配制要求，置于搅拌机中搅拌均匀。
7. 3. ��. 4 模具内表面涂油或脱膜剂，加人适量搅拌均匀的净浆材料，将整块试样一个承压面与净浆接
触，装入制样模具中，承压面找平层厚度不应大于 3 mm。 接通振动台电源，振动O.5 min�l min，停止
振动，静置至净浆材料初凝 ( 约 15 min�19 min)后拆模。 按同样方法完成整块试样另一承压面的找
平。 二次成型制样模具如图11所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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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11 二次成型制样模具

7.3.3 非成型制样

7.3.3. 1 非成型制样适用于试样无需进行表面找平处理制样的方式。

7.3.3.2 将试样锯成两个半截砖，两个半截砖用于 叠合部 分的长度不得小于 100 mm。 如果不足

100 mm，应另取备用试样补足。

7.3.3.3 两半截砖切断口相反叠放，叠合部 分不得小于100 mm，如图12所示，即为抗压强度试样。

固12 半砖叠合示意图

7.4 试样养护

7.4.1 一次成型制样、二次成型制样在不低于10.C的不通风室内养护 4 h。

7. 4.2 非成型制样不需养护，试样气干状态直接进行试验。

7.5 试验步骤

单位为毫米

7. 5. 1 测量每个试样连接面或受压面的长、宽尺寸各两个，分别取其平均值，精确至 1 mm。

7.5.2 将试样平放在加压板的中央，垂直于受压面加荷，应均匀平稳，不得发生冲击或振动。 加荷速度

以(2�6)kN/s为宜，直至试样破坏为止，记录最大破坏荷载 P。

7.6 结果计算与评定

7.6. 1 每块试样的抗压强度(Rp)按式(2)计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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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

Rp 一一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P 一一最大破坏荷载，单位为 牛顿( N); 

Rft=� 
P L XB 

L 一一受压面(连接面)的长度，单位为毫米( mm);

B 一一-受压面( 连接面)的宽度，单位为毫米( mm)。

7.6.2 试验结果以试样抗压强度的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值或单块最小值表示。

8 冻融试验

8. 1 仪器设备

8. 1. 1 低温箱或冷冻室:试样放入箱( 室)内温度可调至 一 20.C或-20.C以下。

8.1.2 水槽:保持槽中水温10.C�20 .C为宜。

8. 1.3 台秤z分度值不大于 5 g. 

8. 1.4 电热鼓风干燥箱:最高温度 200.C。

8.1.5 抗压强度试验设备z同7.1。

8.2 试样数量

试;样数量为10块，其中 5块用于冻融试验，5块用于 未冻融强度对比试验。

8.3 试验步骤

… ( 2 ) 

8.3. 1 用毛刷清理试样表面，将试样放人鼓风干燥箱中在105.C土5.C下干燥至恒质( 在干燥过程中，

前后两次称量相差不超过0.2 %，前后两次称量时间间隔为 2 h)， 称其质量 mo'并检查外观，将缺棱掉

角和裂纹作标记。

8.3.2 将试样浸在10.C�20 .C的水中，24 h后取出，用湿布拭去表面水分，以大于 20 mm 的间距大

面侧 向立放于预先降温至 -15.C以下的冷冻箱中a

8.3.3 当箱内温度再降至 一 15 .C时开始计时，在一15.C� -20 .C下冰冻z烧结砖冻 3 h;非烧结砖冻

5 h。 然后取出放入10.C�20 .C的水中融化z烧结砖为2 h;非烧结砖为3 h。 如 此为一次冻融循环。

8.3.4 每 5 次冻融循环，检查一次冻融过程中出现的破坏情况，如冻裂、缺棱、掉角、剥落等。

8.3.5 冻融循环后，检查并记录试样在冻融过程中的冻裂长度，缺棱掉角和剥落等破坏情况。

8.3.6 经冻融循环后的试样，放入鼓风干燥箱中，按8.3.1 的规定干燥至恒质，称其质量mj。
8.3.7 若试件在冻融过程中，发现试件呈明显破坏，应停止本组样品的冻融试验，并记录冻融次数，判
定本组样品冻融试验不合格。
8.3.8 干燥后的试样和 未经冻融的强度对比试样按第7章的规定进行抗压强度试验。

8.4 结果计算与评定

8.4.1 外观结果:冻融循环结束后，检查并记录试样在冻融过程中的冻裂长度、缺棱掉角和剥落等破坏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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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强度损失率( Pm)按式(3)计算。
Pn -P， Pm=」

r
-L×100 … ( 3 ) 

式中:
Pm 强度损失率，%;
Po →一试样冻融前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 
P1 -一一试样冻融后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

8.4.3 质量损失率( Gm)按式(的计算。

nu

 

nu

 

τi

 

×
 
1
-

m一二
吼叫

。
-

m-m
 

G
 

… ( 4 ) 

式中z

Gm一一质量损失率，%;

mo 试样冻融前干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一一试样冻融后干质量，单位为千克(kg)。
8.4.4 试验结果以试样冻后抗压强度或抗压强度损失率、冻后外观质量或质量损失率表示与评定。

9 体积密度试验

9. 1 仪器设备

9. 1. 1 鼓风干燥箱:最高温度 200.C。
9.1.2 台秤z分度值不应大于 5 g。
9.1.3 钢直尺:分度不应大于1 mm。
9.1.4 砖用卡尺:分度值为0.5 mm。

9.2 试样数量

试样数量为5块，所取试样应外观完整。

9.3 试验步骤

9.3. 1 清理试样表面，然后将试样置于105.C::l::5 .C鼓风干燥箱中干燥至恒质( 在干燥过程中，前后两
次称量相差不超过0.2%，前后两次称量时间间隔为 2 h)，称其质量m ，并检查外观情况，不得有缺棱、
掉角 等破损。 如有破损，须重新换取备用试样。
9.3.2 按 4.2 规定测量干燥后的试样尺寸各两次，取其平均值计算体积V。

9.4 结果计算与评定

9.4.1 每块试样的体积密度( p)按式(5)计算。

p=号 X109 … ( 5 ) 

式中z

p 一一体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m一一试样干质量，单位为千克(kg);
V 试样体积，单位为毫米( mm3)。

9.4.2 试验结果以试样体积密度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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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石灰爆裂试验

10. 1 仪器设备

10. 1. il 蒸煮箱。
10.1.�� 钢直尺z分度值不应大于1 mm。

10.2 试梓数量

试样数量为5块，所取试样为未经雨淋或浸水，且近期生产的外观完整的试样。

10.3 试验步骤

10.3. 1 试验前检查每块试样，将不属于石灰爆裂的外观缺陷作标记。
10.3.2 将试样平行侧立于蒸煮箱内的筐子板上，试样间隔不得小于 50 mm，箱内水面应低于筐上板
40 mmo 
10.3.31 加盖蒸 6 h后取出。
10.3.4 检查每块试样上因石灰爆裂( 含试验前已出现的爆裂)而造成的外观缺陷，记录其尺寸。

10.4 结果评定

以试样石灰爆裂区域的尺寸最大者表示。

11 泛霜试验

11. 1 仪器设备

11.1.1 鼓风干燥箱z最高温度 2000C。
11.1.2 耐磨耐腐蚀的浅盘z容水深度 25 mm�35 mm。
11.1.3 透明材料:能完全覆盖浅盘，其中间部 位开有大于试样宽度、高度或长度尺寸 5 mm�10 mm 
的矩形孔。
11.1.4 温、湿度计。

11. 2 试样数量

试样数量为5块。

11. 3 试验步骤

11. 3. 1 清理试样表面，然后置于 105 oC土5 oC鼓风干燥箱中干燥 24 h，取出冷却至常温。
11. 3. 2 将试样顶面或有孔洞的面朝上分别置于浅盘中，往浅盘中注入蒸锢水，水面高度不应低于
20 mmo 用透明材料覆盖在浅盘上，并将试样暴露在外面，记录时间。
11. 3. 3 试样浸在盘中的时间为7 d，试验开始 2 d 内经常加水以保持盘内水面高度，以后则保持浸在
水中即可。 试验过程中要求环境温度为16 oC�32 oC，相对湿度 35%�60%。
11. 3. 4 试验7 d 后取出试样，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放置 4 d。 然后在105 oC:f: 5 oC鼓风干燥箱中干燥
至恒量。 取出冷却至常温。 记录干燥后的泛霜程度。

11. 4 结果评定

11. 4. 1 泛霜程度根据记录以最严重者表示。



11. 4. 2 泛霜程度 划分如下:
元泛霜:试样表面的盐析几乎看不到。
轻微泛霜:试样表面出现一层细小明显的霜膜，但试样表面仍清晰。
中等泛霜:试样部分表面或棱角出现明显霜层。
严重泛霜z试样表面出现起砖粉、掉屑及脱皮现象。

12 暖水率和饱和系数试验

12. 1 仪器设备

12. 1. 1 鼓风干燥箱z最高温度 200 .C。
12. 1. 2 台秤z分度值不应大于 5 g. 
12. 1. 3 蒸煮箱。

12.2 试样数量

GB/T 2542-2012 

试样数量z吸水率试验为5块，饱和系数试验为5块(所取试样尽可能用整块试样，如需制取应为整
块试样的1/2 或1/的。

12.3 试验步骤

12.3. 1 清理试样表面，然后置于105 .C土5.C鼓风干燥箱 中干燥至恒质( 在干燥过程 中，前后两次称
量相差不超过0.2%，前后两次称量时间间隔为2 h)，除去粉尘后，称其干质量mo 。
12.3. 2 将干燥试样浸入水 中24 h，水温10 .C �30 .C。
12.3. 3 取出试样，用湿 毛巾拭去表面水分，立即称量。 称量时试样表面 毛细孔渗 出于秤盘中水的质量
也应计入吸水质量中，所得质量为浸泡24 h的湿质量m240
12.3.4 将浸泡24 h后的湿试样侧立放入蒸煮箱的筐子板上，试样间距不得小于10 mm，注入清 水，箱
内水面应高于试样表面 50 mm，加热至沸腾，沸煮3 h，饱和系数试验沸煮5 h，停止加热冷却至常温。
12.3.5 按12.3.3 规定称量沸煮3 h的湿质量叫，饱和系数试验称量沸煮5 h 的湿质量ms 0 

12.4 结果计算与评定

12.4. 1 常温水浸泡24 h 试样吸水率(W24)按式(6)计算。

式 中z

W24 =些24二二旦旦 X100 mo 

W24 常温水浸泡24 h 试样吸水率，%;
mo 一-试样干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24 一一试样浸水 24 h 的湿质量，单位为千克(kg)。

12.4.2 试样沸煮3 h 吸 水率(W3)按式(7)计算。

式 中z
W3 试样沸煮3 h 吸水率，%;

W3 =生二旦旦 X100 mo 

m3 试样沸煮3 h 的湿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o 试样干质量，单位为千克(kg)。

12.4.3 每块试样的饱和系数(K)按式(8)计算。

.. ( 6 ) 

… ( 7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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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

k 一一试样饱和系数E

K一旦旦二旦旦-
ms-mo 

m24 一一常温水浸泡24 h 试样湿质量，单位为千克( kg);

m。 一一试样干质量，单位为千克( kg);

昕 一一试样沸煮5 h 的湿质量，单位为千克( kg)。

12.4.4 吸水率以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表示;饱和系数以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13 孔洞率及孔洞结构测定

13. 1 设备

13. 1. 1 台秤:分度值不应大于 5 g。

13. 1.2 水池或水箱或水桶。

13. 1. 3 吊架:见图13。

1一一一角钢;

2一一拉筋;

2 

3-一钩子(与两端拉筋等距离)。

13. 1. 4 砖用卡尺z分度值为0.5 mm。

13.2 试样数量

试样数量为5块。

13.3 试验步骤

圄13 吊架

… ( 8 ) 

单位为毫米

13.3. 1 按 4.2 的规定测量试样的长度L、宽度B、高度H尺寸各2 个，分别取其算术平均值，精确至
1 m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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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将试样浸入室温的水中，水面应高出试样 20 mm 以上.24 h后将其分别移到水中，称出试样的
悬浸质量m]。

13.3.3 称取悬浸质量的方法如下:将秤置于平稳的支座上，在支座的下方与磅秤中线重合处放置水池

或水箱或水桶。 在秤底盘上放置吊架，用铁丝把试样悬挂在吊架上，此时试样应离开水桶的底面且全部

浸泡在水中，将秤读数减去吊架和铁丝的质量，即为悬浸质量m]。

13.3.4 盲孔砖称取悬浸质量时，有孔洞的面朝上，称重前晃动砖体排出孔中的空气，待静置后称量。

通孔砖任意放置。

13.3.5 将试样从水中取出，放在铁丝网架上滴水1 min.再用拧干的湿布拭去内、外表面的水，立即称

其面干潮湿状态的质量叫，精确至 5 go 

13.3.6 测量试样最薄处的壁厚、肋厚尺寸，精确至 1 mm。

13.4 结果计算与评定

13.4. 1 每个试样的孔洞率(Q)按式(9)计算。

nu

 

nu

 

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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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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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式中z

Q 一一试样的孔洞率，%;

m] 一一试样的悬浸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2 一一试样面干潮湿状态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L 一一试样长度，单位为米( m); 

B 试样宽度，单位为米( m); 

H 一一试样高度，单位为米( m)。

D 水的密度，为1 000 千克每立方米(1 000 kg /旷)。

13.4.2 试样的孔洞率以试样孔洞率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13.4.3 孔洞结构以孔洞排数及壁、肋厚最小尺寸表示。

14 干燥收缩试验

14. 1 仪器设备

14. 1. 1 立式收缩仪z精度为0.01 mm.上下测点采用 90。锥形凹座，如图14 所示。

14. 1.2 收缩头z采用黄铜或不锈钢制成，如图15所示。

14. 1. 3 鼓风干燥箱或调温调湿箱z鼓风干燥箱或调温调湿箱的箱体容积不小于 0. 05 m3 或大于试样

总体积的 5倍。

14. 1. 4 搪瓷样盘。

14. 1. 5 冷却箱z冷却箱可用金属板加工，且备有温度观测装置及具有良好的密封性。
14. 1. 6 恒温水槽:水温(20士1) .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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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2 

3 

5 

5 

6 

8 

1一测量框架;

2一-上支点螺栓;

3一-下支点;

4一一百分表;

5一一立柱;

6-一一底座;

7-一一调平螺栓;

8一一一调平座。

图14 收缩测定仪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四
川

由

圄15 收缩头

14.2 试样数量

试样数量为3块。 试样尺寸为40 mmX40 mmX 160 mm。

14.3 试样处理

14.3. 1 在试样两个顶面的中心，各钻一个直径6 mm-10 mm，深度13 mm::f:::2 mm 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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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2 将试样浸水 4 h�6 h后取出在孔内灌入水玻璃水泥浆或其他粘结剂，然后埋置收缩头，收缩
头中心线应与试样中心线重合，试样顶面应平整。 2 h后检查收缩头安装是否牢固，否则重装。

14. 4 试验步骤

14. 4. 1 将试样放置1 d 后，浸入水温为(20士l)OC恒温水槽中，水面应高出试样 20 mm，保持 4 d。
14. 4.2 将试样从水中取出，用湿布拭去表面水分并将收缩头擦干净。
14. 4.3 用标准杆调整仪表原点( 一般取 5.00 mm)，然后按标明的测试方向立即测定试样初始长度，
记下初始百分表读数。
14.4.4 将试样放入温度为(50::l::1)oC ，湿度以饱和氯化钙控制(每立方米箱体应给予不低于0.3 m3暴
露面积且含有充分固体的氯化钙饱和溶液)的鼓风干燥箱或调温调湿箱中进行干燥。
14.4. 5 每 隔1 d 从箱内取出试样测长度一次。 当试样取出后应立即放入冷却箱中，在(20::l::l)OC的房
间内冷却 4 h后进行测试。 测前应校准百分表原点，要求每 组试样在10 min 内测完。
14.4. 6 按14.4.4、14.4.5所述反复进行干燥、冷却和测试，直至两次测长读数差在 0.01 mm范围内

时为止，以最后两次的平均值作为干燥后读数。

14.5 结果计算与评定

14.5. 1 干燥收缩值( 5)按式(10)计算。
L1 -L? S 二， ;- X 1 000 

式中:
S 一一→干燥收缩值，单位为毫米/米( mm/m);
Lo 标准杆长度，单位为毫米( mm);
LI 试样初始长度( 百分表读数)，单位为毫米( mm); 
Lz 一一试样干燥后长度( 百分表读数)，单位为毫米( mm);
L 一一收缩头长度，单位为毫米( mm);
Mo--百分表原点，单位为毫米( mm)。

14. 5. 2 试验结果以试样干燥收缩值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15 碳化试验

15. 1 仪器设备和试剂

15. 1. 1 碳化箱:下部设有进气孔，上部设有排气孔，且有湿度观察装置，盖( 门)应严密。
15. 1. 2 二氧化碳钢瓶。
15. 1. 3 流量计。
15. 1. 4 气体分析仪。
15. 1. 5 台秤z分度值不应大于5 g。
15. 1. 6 温、湿度计。
15. 1. 7 二氧化碳气体:浓度大于80%( 质量浓度)。
15. 1. 8 1%( 质量浓度)酣歌溶液:用浓度为70%( 质量浓度)的乙晖配制。
15. 1. 9 抗压强度试验设备z同7.1。

15.2 试样数量

……( 10 ) 

试样数量为12块，其中 5块用于碳化试验，2块用于碳化深度检查，5块用于未碳化强度对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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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试验条件

15.3. 1 湿度

碳化过程的相对湿度控制在 90%以下。

15.3.2 二氧化碳浓度

15.3.2..1 二氧化碳浓度的测定

二氧化碳浓度采用气体分析仪测定，第一、二天每隔2 h 测定一次，以后每 隔 4 h 测定一次，精确至
1%( 体积浓度)。 并根据测得的二氧化碳浓度，随时调节其流量。

15.3.2.2 二氧化碳浓度的调节和控制

如图16所示，装配人工碳化装置，调节二氧化碳钢瓶的针形阀，控制流量使二氧化碳浓度达60%
( 体积浓度)以上。

1一一-二氧化碳钢瓶;

2一一碳化箱;
3 试样;
4一一-湿温度计。

15.4 试验步骤

.-4 

图16 人工碳化装置示意图

15.4. 1 将用于碳化试验的7块试样在室内放置7 d，然后放入碳化箱内进行碳化，试样间隔不得小于
20 mmo 

15.4.2 碳化开始3 d 后，每天将用于碳化深度检测试样 局部劈开，用1%酣wt乙醇溶液检查碳化程度，
当试样 中心不呈显红色时，则认为试样 己全部 碳化。
15.4.3 将已全部 碳化或进行碳化28 d 后仍未完全碳化试样和对比试样于室内放置 24 h-36 h 后，按
第7章的规定进行抗压强度试验。

15.5 结果计算与评定

15.5. 1 碳化系数(Kc)按式(11)计算。

式 中z
Kc 一一碳化系数;

16 

K， =�c 一-

Ro 
…. ( 11 ) 



Rc →一碳化后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兆帕(MPa ); 
R。 一一对比试样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兆帕(MPa )。

15. 5. 2 试验结果以试样碳化系数或碳化后抗压强度表示。

16 软化试验

16. 1 仪器设备

16. 1. 1 水池或水箱。
16. 1. 2 抗压强度试验设备:同7.1 。

16.2 样晶数量

试样数量为1 0块，其中 5块用于软化试验，5块用于未经软化强度对比试验。

16.3 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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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 1 将用于软化试验的 5块试样浸入(20土5)'C的水中 ，水面高出试样 20 mm 以上，浸泡4 d 后取
出，在铁丝网架上滴水1 m in，再用拧干的湿布拭去试样表面的水，即为饱和面干状态试样。
16. 3. 2 将 5块对比试样，在不低于1 0'C的不通风室内，放置72 h 的试样即为气干状态试样。
16. 3. 3 将软化后试样和未经软化对比试样，按第7章的规定进行抗压强度试验。

16.4 结果计算与评定

16. 4. 1 软化系数(Kf )按式 (1 2)计算。

式中:
Kf 软化系数;

K，= �f -f - Ro 

Rf -一软化后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兆帕(MPa ); 
R。 对比试样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兆帕(MPa )。

16.4.2 试验结果以试样软化系数或软化后抗压强度表示。

1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内容应包括:
a ) 受检单位;
b) 试样名称、编号、数量、规格尺寸及状态;
c) 送(抽 )样日期;
d) 检验项目F
e) 依‘据标准z
f) 检验类别;
g) 试验结果与评定z
h) 报告编号及报告日期;
i) 检验单位与编写、审核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签章。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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