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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保水剂$粘结剂改性"可配制施工性$粘结性$耐候性良好的特细砂瓷砖粘结砂浆#它的抗流

挂性好"滑移量小于
)DD

"有较充分的凉置时间"凉置
)"D6/

的粘结强度大于
+'"NS0

"可满足瓷砖粘

贴薄层施工的要求#采用聚丙烯纤维复合改性"可配制抗裂性较好的柔性瓷砖粘结砂浆#介绍这种新

型粘结砂浆的配制原理$方法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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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砂浆为现场拌制$质量不稳定$品种单

一$性能低下$砂浆工程中的空鼓)开裂)脱落)渗漏已

成为建筑工程的质量通病$是建材)建筑业的最薄弱环

节%为了尽快改变我国砂浆的落后状态$提升砂浆生

产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使砂浆发展纳入可持续

发展轨道$必须改变砂浆的生产形态$使砂浆生产从现

场拌制转变为工厂化生产$即发展干混砂浆%砂浆外

加剂是发展干混砂浆的技术基础%近年来$国内对砂

浆粘结剂'

+

(

)保水剂'

)

(

)抗裂剂'

!

(

)掺合料'

G

(

$以及干混

砂浆生产工艺与设备'

F

(进行了广泛研究$瓷砖粘结砂

浆'

#

(

)保温砂浆'

K

(

)抗裂砂浆'

*

(等干混砂浆相继开发投

放市场%

以往研究对特细砂水泥砂浆关注很少$重庆等地

砂资源主要为细度模数小于
+'"

的特细砂$工程中

BF̀

以上的砂浆为特细砂水泥砂浆%特细砂粘结砂浆

保水性)施工性差$脆性大$韧性低$耐久性差$存在瓷

砖脱落的安全隐患%由于抗流挂性差)可凉置时间短$

只能采用厚层粘贴施工工艺$效率低$浪费大'

B

(

%本文

采用可再分散乳胶粉
$JC

)甲基纤维素醚
N2

)聚丙

烯纤维等综合技术措施对特细砂粘结砂浆改性$配制

施工性好)粘结强度高)抗裂性好)能满足薄层施工工

艺要求的高性能干混特细砂瓷砖粘结砂浆%

+

!

主要原材料与实验方法

+'+

!

主要原材料

水泥为
!)'FNS0

普通硅酸盐水泥&特细砂细度

模数
"'#*

$含泥量
"'*̀

&

$JC

为
O0?Y:.

公司生产的

聚乙烯
_

醋酸乙烯可再分散乳胶粉&

N2

为甲基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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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醚商品保水剂$粘度
G""""NS0

/

;

&聚丙烯纤维比

重
"'B+

$直径
G"

&

D

$杨氏模量
!KB" NS0

$延伸率

+*̀

$长度
+)DD

%

+')

!

实验方法

砂浆稠度)分层度)泌水率)强度)收缩率参照1建

筑砂浆基本性能的试验方法2

,a,K"

.

B"

进行&粘结

砂浆滑移)粘结强度)浸入)冻融)热老化粘结强度参照

1陶瓷墙地砖胶粘剂2

,2

3

HFGK

进行&断裂能)最大变

形量采用三点弯曲法
M/;<.%/@+!G#

试验机测定$试件

规格
G"gG"g+#"DD

$支座跨度
Qf+)"DD

$加载速

率
+DD

3

#D6/

&裂缝实验方法参照文献'

+"

(

%拌好的

浆料置于
!F"gF""g)"DD

木模中$距试样
"'FD

处

用风速为
)

#

!D

3

;

电风扇吹拂$试样上方
+'FD

处用

+"""O

碘钨灯烘烤$

!3

后关闭风扇与碘钨灯$采用

测微显微镜测量裂缝宽度$根据裂缝宽度分成了
G

个

范围!大"

%

-

!DD

#)中"

!

*

%

-

)

#)小"

)

*

%

-

+

#)极

细"

+

*

%

#$分别对应的权值是
!

)

)

)

+

)

"'F

$计算出砂浆

试件的开裂指数"每一权值和相应的长度的乘积之和

即开裂指数#%

)

!

结果与讨论

)'+

!

特细砂水泥砂浆性能

测定了不同砂率特细砂水泥砂浆性能$结果见

表
+

%

表
+

!

灰砂比对砂浆性能的影响

灰砂比 水灰比
稠度3

?D

分层度3

?D

抗压

强度3

NS0

抗拉

强度3

NS0

粘结

强度3

NS0

干缩率3

p

+

o

+ "'G+ *') +'# !!'+ !'!# "'*! "'KKB

+

o

+'F "'GK *'+ +'# )#'* !'+) "'K* "'K*F

+

o

) "'FF K'B +'* )+'# )'K! "'KF "'*+#

+

o

)'F "'K! *'" )'" +!') )'") "'#+ "'*!)

+

o

! "'*F K'* )'! K'B +'K* "'F) "'**B

由表
+

可见$特细砂水泥砂浆保水性)和易性)强

度均明显低于普通水泥砂浆$收缩率则大于普通水泥

砂浆%随着灰砂比增加$砂浆的水灰比迅速增大$分层

度增加$保水性与和易性变差$抗压强度)抗拉强度和

粘结强度降低$干缩率增大%综合考虑$确定采用

+o+'F

灰砂比配制粘结砂浆%

)')

!

$JC

对粘结砂浆改性作用

$JC

掺量对砂浆性能的影响见表
)

)图
+

%

图
+

!

$JC

对粘结砂浆不同凉置时间粘结强度的影响

表
)

!

$JC

掺量对粘结砂浆性能的影响

$JC

3

`

分层度3

?D

抗折强度3

NS0

抗压强度3

NS0

抗拉强度3

NS0

粘结强度3

NS0

" )'" #'K! !)'* !'G# "'*!

"'+ +'* #'*! !+'F !'!* "'B"

"'! +'K #'#F !"'* !'!# +'+)

"'F +'G #'K) !"'F !'!F +'+*

"'K +') #'#* )B'B !'!" +')#

+'" +'+ #'FG )*'! !'+* +'GG

+'F +'" #'FF )K') !'+) +'F*

$JC

可以大幅提高粘结砂浆的粘结强度%掺量

"'K̀

时$使砂浆粘结强度从
"'*! NS0

提高到

+')#NS0

%

$JC

使砂浆分层度降低$保水性提高%

粘结砂浆在一定凉置时间内保留足够的粘结强度是瓷

砖粘贴薄层施工的必要条件%未加
$JC

时$砂浆可

凉置时间很短$凉置
)" D6/

后$砂浆粘结强度从

"'*!NS0

降至
"'+*NS0

$凉置
!"D6/

后粘结强度基

本丧失%

$JC

可显著提高粘结强度的凉置时间$

+'"̀

时$粘结砂浆凉置
!"D6/

的粘结强度仍高达

"'*)NS0

%

$JC

可提高粘结砂浆的变形性$使粘结

砂浆的韧性提高%依据1陶瓷墙地砖胶粘剂2

,2

3

HFGK

的性能要求$粘结砂浆中
$JC

的适宜掺量为
"'F

#

+'"̀

%

)'!

!

N2

对粘结砂浆改性作用

纤维素醚可显著提高粘结砂浆的保水性)施工性)

抗滑移性$并延长粘结砂浆的凉置时间$是粘结砂浆的

重要改性组分%试验了
N2

对粘结砂浆分层度)泌水

率)凉置时间)滑移量的影响$结果见图
)

#

图
F

%

N2

可显著提高粘结砂浆保水性$掺量
"'+̀

时$

泌水率即降至
"'F̀

%

N2

可明显延长粘结砂浆的凉

置时间$使粘结砂浆的滑移量减小$即提高粘结砂浆的

抗流挂性%依据1陶瓷墙地砖胶粘剂2

,2

3

HFGK

的性能

要求$粘结砂浆中
N2

的适宜掺量为
"')̀

#

"'!̀

%

KG+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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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丙烯纤维的改性作用

聚丙烯纤维可显著提高粘结砂浆的韧性和抗裂

性$配制高性能柔性粘结砂浆应掺入适量聚丙烯纤维%

聚丙烯纤维对砂浆性能影响见图
#

#

图
+"

%

图
)

!

N2

对粘结砂浆分层度的影响 图
!

!

N2

对粘结砂浆泌水率的影响

图
G

!

N2

对粘结砂浆不同凉置时间粘结强度的影响 图
F

!

N2

对粘结砂浆滑移的影响

图
#

!

纤维掺量对砂浆干缩率的影响 图
K

!

纤维掺量对砂浆断裂能的影响

!!

聚丙烯纤维使水泥砂浆干缩率降低$掺量
"'

+F9<̀

时$水泥砂浆干缩率降低
+K̀

%水泥砂浆断裂

能和砂浆破坏时的最大变形量均随聚丙烯纤维掺量增

加而增大%掺量在
"'+̀

内$砂浆断裂能对聚丙烯纤

维掺量敏感$掺量超过
"'+̀

后$砂浆断裂能增长变

缓%掺量在
"'+̀

内$砂浆最大变形量随纤维掺量增

加而显著提高$之后增长变缓%图
B

)图
+"

可见$聚丙

烯纤维使水泥砂浆裂缝宽度减小$裂缝数量减少%纤

维掺量
"')̀

时$砂浆相对裂缝指数
)"

$裂缝数量比未

掺纤维砂浆减少
*"̀

$即聚丙烯纤维可显著提高砂浆

抗裂性%综合考虑$瓷砖粘结砂浆中聚丙烯纤维的适

宜掺量为
"'"*̀

#

"'+)̀

%

)'F

!

瓷砖粘结砂浆配比与性能

干拌特细砂瓷砖粘结砂浆配比为!水泥
G""

)特细

砂
#""

)

$JCG

)

N2"'*

)聚丙烯纤维
"'F

$其性能见

表
!

%

)'F'+

!

施工性能
!

瓷砖粘结砂浆泌水率)分层度分别

为
"')̀

和
*DD

$表明其保水性优良%良好的保水性

*G+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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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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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纤维掺量对砂浆最大变形量的影响 图
B

!

纤维掺量与砂浆裂缝宽度分布

图
+"

!

纤维掺量对砂浆相对裂缝指数的影响

能确保粘结砂浆不会由于缺水)水泥水化不完全而导

致的起砂)起粉和强度降低%

N2

和
$JC

的增稠增粘

效果使得湿粘结砂浆的结构强度大大增强$其抗流挂

性能显著提高$滑移量为
+'*DD

$而普通粘结砂浆滑

移量一般大于
FDD

%

N2

和
$JC

的改性作用$使瓷

砖粘结砂浆的可凉置时间延长$凉置
)"D6/

的压剪粘

结强度
+')FNS0

$使瓷砖粘结砂浆的开放时间)调整

时间有效延长%瓷砖粘结时良好的施工性可满足瓷砖

薄层施工的要求%

表
!

!

瓷砖粘结砂浆性能

性能指标 指标
,2

3

HFGK

.

+BBG

要求

泌水率3
` "') _

分层度3
DD * _

凉置
)"D6/

粘结强度3
NS0 +')F _

压剪粘结原强度3
NS0 +'G)

-

+'"

拉伸粘结强度3
NS0 "'K* _

浸入后压剪粘结强度3
NS0 +')B

-

"'K

冻融循环后压剪粘结强度3
NS0 +'+#

-

"'K

热老化后压剪粘结强度3
NS0 +'+B

-

"'K

抗折强度3抗压强度
"'!* _

干缩率3
` "'"#*

+

"'F"

最大变形量3
DD G'F _

滑移3
DD +'* _

)'F')

!

粘结性
!

瓷砖粘结砂浆的压剪粘结强度
+'G)

NS0

$拉伸粘结强度
"'K* NS0

$大大高于
,2

3

HFGK

1陶瓷墙地砖胶粘剂2对粘结强度的要求%

)'F'!

!

抗裂性
!

由于聚丙烯纤维的增强作用$瓷砖粘

结砂浆的收缩率
#'*DD

3

D

$明显低于普通特细砂水

泥砂浆的收缩率%它的抗折强度3抗压强度为
"'!*

$

最大变形量
G'FDD

$其脆性较普通水泥砂浆明显降

低%裂缝实验结果表明$瓷砖粘结砂浆的相对开裂指

数为
)K̀

$裂缝数量显著降低$裂缝宽度明显减小%

经综合改性的瓷砖粘结砂浆属韧性较高)抗裂性良好$

属柔性粘结砂浆%

)'F'G

!

耐候性
!

瓷砖粘结砂浆的饱水压剪粘结强度)

冻融循环后粘结强度)热老化后粘结强度高$分别为

+')BNS0

)

+'+#NS0

)

+'+BNS0

$表明它的耐水性)耐

冻融性)耐热性较好%在室外使用$其耐候性有保障%

瓷砖粘结砂浆综合性能优良$属高性能粘结砂浆$

已在海棠晓月)茂源名庄等多个工程进行了工程应用$

产品性能和工程质量获开发商)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

一致好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

结
!

论

+

#

$JC

显著提高特细砂水泥砂浆粘结性)施工性

和抗变形能力$其适宜掺量为
"'F̀

#

+'"̀

&

N2

显著

提高砂浆保水性)粘聚性和抗流挂性$其适宜掺量为

"')̀

#

"'!̀

&聚丙烯纤维降低砂浆收缩率$使砂浆断

裂韧性和抗裂性显著提高$其适宜掺量为
"'*̀

#

+')̀

%

)

#采用保水剂)粘结剂改性$可配制施工性)粘结

性)耐候性良好的特细砂瓷砖粘结砂浆%它的抗流挂

性好$滑移量小于
)DD

$有较充分的凉置时间$凉置

)"D6/

的粘结强度大于
+'"NS0

$可满足瓷砖粘贴薄

层施工的要求%采用聚丙烯纤维复合改性$可配制抗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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