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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泡沫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很低,早期收缩严重,产生的裂纹较多,从而影响泡沫混凝土的正常使用性能。实验表明在其中掺入聚丙烯纤维,

可以增加泡沫混凝土的整体性,从而提高泡沫混凝土的力学性能。纤维加入方式的不同、加入量的多少对泡沫混凝土的成型及力学性能都会有

影响。将聚丙烯纤维手动分散处理,掺量为水泥质量的0.3％时(3g)最好,强度为4.93Mpa,干重为323.4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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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市场上的保温材料大部分是不防火的,比如主要应用的聚苯乙烯

泡沫塑料、岩棉等材料,都属于有机材料,虽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性能

好,但是极其易燃,而一旦燃烧火势是很难控制的；并且岩棉材料在北方地

区,冻融循环会完全破坏岩棉的组织结构,使其丧失保温功能。所以目前市

场上并未有同时兼具保温与防火的材料。 

泡沫混凝土具有防火、轻质、隔音、保温、隔热等优点,比其他外墙保

温材料来说,泡沫混凝土更适用于外墙保温层,因为泡沫混凝土不仅能够达

到较好的保温隔热效果,且是无机材料具有不燃性,完全符合A级防火材料,

而且其成本较低,施工简便,符合市场的需要。但泡沫混凝土的自身缺陷是致

命的,所以为了能让泡沫混凝土更好的在多领域应用,必须改善泡沫混凝土。 

1 聚丙烯纤维泡沫混凝土的制备 

1.1实验材料。聚丙烯纤维泡沫混凝土的主要材料有发泡剂、稳泡剂、

水泥、水、外加剂、聚丙烯纤维。 

1.1.1发泡剂。实验使用天津市北辰方正试剂厂生产的十二烷基硫酸

钠分析纯,是一种白色针状微粘物,属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易溶于水,具有

良好的乳化、发泡、渗透、去污和分散性能。 

1.1.2稳泡剂。实验使用山东优索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十二醇,

其为白色固体,具有花香味。熔点24℃,不溶于水、甘油,溶于丙二醇、乙

醇、苯、氯仿、乙醚。 

1.1.3水泥。实验使用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的亚泰鼎鹿牌4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 

1.1.4水。实验用水为长春市自来水。 

1.1.5外加剂。本实验加入的外加剂为聚羧酸系减水剂；速凝剂铝酸

钠,白色粉末状,会刺激鼻黏膜,无毒；增稠剂纤维素醚,白色粉末状,无味,

无毒,能溶解于冷水。 

1.1.6聚丙烯纤维。聚丙烯纤维具有弹性好、强度高、质轻、拉伸好

等优点,而且其价格低廉、掺加工艺简单。本次实验加入聚丙烯纤维,其长

度为6mm。 

1.2聚丙烯纤维泡沫混凝土的制备。发泡剂制备：称取6克的十二烷基

硫酸钠,研磨至粉末状,使其完全溶解在水中,充分发挥起泡的作用,并与

1.2克的十二醇加入1600ml的温度为40-50摄氏度的水中开始搅拌,并且搅

拌机的转速在900-1500r/min之间,开始发泡。首先发泡速度在900r/min

左右,并且随着泡沫体积的增加转速逐渐增加,最大一般不超过1500r/min,

一般来说只要泡沫不发生飞溅在器壁上就可以。一般发泡时间为四十分钟

左右,如果速度过快,发出的泡不稳定,加在水泥浆料中会出现消泡或者合

并现象,并且泡孔较大,不利于隔音隔热。按该用量、该操作流程会发出

4200ml左右的泡,剩800ml左右的水。 

水泥干料制备：水泥1000g,水500ml,减水剂5g,铝酸钠12g,纤维素醚

0.5g,不同质量的纤维。 

将配好的干料与水拌和形成水泥浆料后,向其中加入纤维,然后将发

好的泡沫静止放置5分钟,将泡沫中的水沉下去后,在将上层的泡沫取出约

3600ml加入到水泥浆料中,搅拌均匀后倒入100mm100mm100mm的模具中,放

置48小时后拆模,将试块放到快速养护箱养护24小时后取出,然后放到烘

干箱内烘干,烘干时间为24小时,然后进行称重,并记录好数据。随后进行

的其他相关试验测试。 

2 纤维对泡沫混凝土力学性能影响的研究及分析 

2.1纤维加入方式的不同对泡沫混凝土的影响。分三种方式加入纤维：①

直接加入到水泥浆料中；②加入到水中,在水中分散后,同水一起与干料拌和；

③人为手工分散后加入到水泥浆料中。(纤维加量都为水泥质量的0.4％即4g)。 

实验结果：①抗压强度为0.85Mpa,纤维在试块里分散度极差。②抗压

强度为2.42Mpa,纤维在试块里分散度一般。③抗压强度为3.53Mpa,纤维在

试块里分散度良好。 

对于纤维来说,分散度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分散度的大小直接影响纤

维的作用。而且纤维在混凝土中最好形成一个乱象支撑体系,分散度越大

对形成的乱象支撑体系就越好,泡沫混凝土在受压时为韧性破坏,强度显

著提高。聚丙烯纤维具有“结团成球”现象,若不处理直接加入到浆料中

难以分散,实验表明将聚丙烯纤维手动分散处理,将“团球”打开在加入到

浆料中,其分散效果最好。 

2.2纤维加入量的不同对泡沫混凝土的影响。加入纤维的量分别占水

泥质量的0.2％,0.3％,0.4％,0.5％。 

实验结果：掺量为0.2％试块塌膜；掺量为0.3％时试块最好,其强度

为4.93Mpa,干重为323.49g。 

聚丙烯纤维加入太少,大量的泡不能支撑住,导致试块塌膜。聚丙烯纤

维加入太多,在浆料中所占体积过大,纤维不同于其他颗粒状物料,其形状

决定了它不容易在泡沫混凝土体系中分布均匀,纤维量加得越多,越有可

能出现纤维之间互相缠绕的不良现象,这使得浆料流动性变差,强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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