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91.100.30
CCSQ12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8077—2023
代替GB/T8077—2012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Methodsfortestinguniformityofconcreteadmixtures

2023-12-28发布 2024-07-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Ⅴ…………………………………………………………………………………………………………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试验条件 2…………………………………………………………………………………………………

 4.1 试验次数与要求 2……………………………………………………………………………………

 4.2 空白试验 2……………………………………………………………………………………………

 4.3 灼烧 2…………………………………………………………………………………………………

 4.4 恒量 2…………………………………………………………………………………………………

 4.5 检查氯离子(Cl-)(硝酸银检验) 2……………………………………………………………………

 4.6 试剂要求 2……………………………………………………………………………………………

 4.7 数据处理要求 2………………………………………………………………………………………

5 外观 3………………………………………………………………………………………………………

6 稳定性 3……………………………………………………………………………………………………

 6.1 原理 3…………………………………………………………………………………………………

 6.2 仪器 3…………………………………………………………………………………………………

 6.3 试验步骤 3……………………………………………………………………………………………

 6.4 结果的计算与表示 3…………………………………………………………………………………

 6.5 试验结果的确定 3……………………………………………………………………………………

7 含固量 3……………………………………………………………………………………………………

 7.1 干燥法 3………………………………………………………………………………………………

 7.2 稀释干燥法 4…………………………………………………………………………………………

 7.3 真空干燥法 5…………………………………………………………………………………………

8 含水率 6……………………………………………………………………………………………………

 8.1 干燥法 6………………………………………………………………………………………………

 8.2 真空干燥法 7…………………………………………………………………………………………

9 密度 7………………………………………………………………………………………………………

 9.1 比重瓶法 7……………………………………………………………………………………………

 9.2 精密密度计法 9………………………………………………………………………………………

10 细度 9………………………………………………………………………………………………………

 10.1 手工筛析法 9…………………………………………………………………………………………

 10.2 负压筛析法 10………………………………………………………………………………………

11 pH 11……………………………………………………………………………………………………
Ⅰ

GB/T8077—2023



 11.1 原理 11………………………………………………………………………………………………

 11.2 仪器 11………………………………………………………………………………………………

 11.3 测试条件 11…………………………………………………………………………………………

 11.4 试验步骤 11…………………………………………………………………………………………

 11.5 结果表示 11…………………………………………………………………………………………

 11.6 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 11……………………………………………………………………………

12 表面张力 11………………………………………………………………………………………………

 12.1 原理 11………………………………………………………………………………………………

 12.2 仪器 12………………………………………………………………………………………………

 12.3 测试条件 12…………………………………………………………………………………………

 12.4 试验步骤 12…………………………………………………………………………………………

 12.5 结果与计算 12………………………………………………………………………………………

 12.6 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 12……………………………………………………………………………

13 氯离子含量 13……………………………………………………………………………………………

 13.1 电位滴定法 13………………………………………………………………………………………

 13.2 离子色谱法 15………………………………………………………………………………………

14 硫酸钠含量 17……………………………………………………………………………………………

 14.1 重量法 17……………………………………………………………………………………………

 14.2 离子交换重量法 18…………………………………………………………………………………

15 水泥净浆流动度 19………………………………………………………………………………………

 15.1 原理 19………………………………………………………………………………………………

 15.2 材料与仪器 19………………………………………………………………………………………

 15.3 环境条件 19…………………………………………………………………………………………

 15.4 试验步骤 19…………………………………………………………………………………………

 15.5 结果表示 19…………………………………………………………………………………………

 15.6 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 20……………………………………………………………………………

16 胶砂减水率 20……………………………………………………………………………………………

 16.1 原理 20………………………………………………………………………………………………

 16.2 材料与仪器 20………………………………………………………………………………………

 16.3 环境条件 20…………………………………………………………………………………………

 16.4 试验步骤 20…………………………………………………………………………………………

 16.5 结果与计算 21………………………………………………………………………………………

 16.6 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 21……………………………………………………………………………

17 碱含量 21…………………………………………………………………………………………………

 17.1 火焰光度法 21………………………………………………………………………………………

 17.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23……………………………………………………………………………

附录A(资料性) 有效成分 26………………………………………………………………………………
Ⅱ

GB/T8077—2023



 A.1 原理 26………………………………………………………………………………………………

 A.2 试剂与仪器 26………………………………………………………………………………………

 A.3 环境条件 26…………………………………………………………………………………………

 A.4 试验步骤 26…………………………………………………………………………………………

附录B(资料性) 纯水的密度和温度的对应关系 27………………………………………………………

附录C(资料性) 二次微商法计算混凝土外加剂中氯离子百分含量示例 28……………………………

 C.1 空白试验及硝酸银浓度的标定 28……………………………………………………………………

 C.2 外加剂样品的试验 28…………………………………………………………………………………

参考文献 30……………………………………………………………………………………………………

Ⅲ

GB/T8077—2023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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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8077—2012《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与GB/T8077—2012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范围中增加了膨胀剂(见第1章,2012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试验的基本要求中试验次数与要求,更改了试验用水的要求,增加了例行生产控制分析

时的要求,增加了试剂要求,增加了数据处理的要求(见第4章,2012年版的第4章);

c) 增加了外观的要求(见第5章);

d) 增加了稳定性的要求(见第6章);

e) 更改了含固量的称样量以及干燥时间(见7.1.3,2012年版的第5章);

f) 增加了含固量的试验方法———稀释干燥法(见7.2);

g) 增加了含固量的试验方法———真空干燥法(见7.3);

h) 更改了含水率的称样量以及干燥时间(见8.1.3,2012年版的第6章);

i) 增加了含水率的试验方法———真空干燥法(见8.2);

j) 删除了密度测定的液体比重天平法,更改了比重瓶法测定密度中比重瓶容积的校正(见

9.1.4.1,2012年版的7.1.4.1、7.2);

k) 增加了手工筛析法细度检验的设备,增加了细度测定中的负压筛析法(见10.1,10.2,2012年

版的第8章);

l) 增加了表面张力的仪器(见12.2,2012年版的10.3);

m)更改了电位滴定测定氯离子的试验方法,增加了全自动氯离子测定仪,增加了低浓度氯离子含

量的测定方法,增加了标准溶液的浓度,增加了不溶物测定氯离子的样品前处理,更改了重复

性和再现性(见第13章,2012年版的第11章);

n) 更改了离子色谱法测定氯离子样品的前处理,更改了重复性限,增加了再现性限(见13.2.3.1、

13.2.5,2012年版的11.2.4.1、11.2.6);

o) 更改了重量法测定硫酸钠含量的试剂以及仪器设备,更改了试验步骤(见14.1.2、14.1.3,2012年

版的12.1.2、12.1.3、12.1.4);

p) 更改了离子交换重量法测定硫酸钠含量的仪器(见14.2.2.2,2012年版的12.2.3);

q) 更改了水泥净浆流动度中仪器,增加了的材料,增加了试验用水的温度,增加了试验环境温

度,更改了试料加入的顺序,更改了测试时间(见15.2、15.4,2012年版的13.2、13.3);

r) 增加了胶砂减水率的试验环境温度,增加了试验用水的温度(见16.2、16.3,2012年版的第

14章);

s) 更改了碱含量的试验方法,对溶于水和不溶于水的试样分别采取不同的前处理方法(见第

17章,2012年版的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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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泥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7)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检测中心有限公司、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浙江五龙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鼎混凝土建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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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广东稳固检测鉴定有限公司、浙江意诚检测有限公司、山东建科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国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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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穆斯建材化工有限公司、苏州三佳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新铭建设工程测试有限公司、广西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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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高性能减水剂、高效减水剂、普通减水剂、引气减水剂、泵送剂、早强剂、缓凝剂、引气

剂、防水剂、防冻剂、速凝剂、膨胀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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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2419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GB/T6005 试验筛 金属丝编织网、穿孔板和电成型薄板 筛孔的基本尺寸

GB/T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8075—2017 混凝土外加剂术语

GB/T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JC/T681 行星式水泥胶砂搅拌机

JC/T729 水泥净浆搅拌机

3 术语和定义

GB/T8075—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复性条件 repeatabilityconditions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员使用相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在短时间内对同一被测对象相

互独立进行的测试条件。
[来源:GB/T8075—2017,6.7]

3.2
再现性条件 reproducibilityconditions
在不同的实验室,由不同的操作员使用不同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进

行的测试条件。
[来源:GB/T8075—2017,6.8]

3.3
重复性限 repeatabilitylimit
一个数值,在重复性条件(3.1)下,两个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小于或等于此数的概率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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