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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及纤维增韧复合材料桥面铺装施工应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玄武岩纤维混凝土及纤维增韧复合材料在桥面铺装施工中应用的基本规定、材料、施

工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公路桥梁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含混凝土调平层）玄武岩纤维混凝土及玄武岩纤维增

韧复合材料的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内容通过文中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条款。其中，注日期引用文件，仅该日

期对应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447  纤维增强塑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GB/T 1463  纤维增强塑料密度和相对密度试验方法

GB/T 2572  纤维增强塑料平均线膨胀系数试验方法

GB/T 3217  永磁(硬磁)材料 磁性试验方法

GB/T 3811  玄武岩纤维分类分级及代号

GB/T 7690.1  增强材料 纱线试验方法 第1部分:线密度的测定

GB/T 7690.3  增强材料 纱线试验方法 第3部分:玻璃纤维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

GB/T 7690.5  增强材料　纱线试验方法　第5部分：玻璃纤维纤维直径的测定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9914.1  增强制品试验方法 第1部分:含水率的测定

GB/T 9914.2  增强制品试验方法 第2部分:玻璃纤维可燃物含量的测定

GB/T 18369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GB/T 20310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浸胶纱试样的制作和拉伸强度的测定

GB/T 21120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

GB/T 23265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短切玄武岩纤维

GB/T 34551  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高温耐碱性试验方法

GB/T 36262   结构工程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网格

GB/T 50082  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55008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JT/T 776.1  公路工程 玄武岩纤维及其制品 第1部分：玄武岩短切纤维

JT/T 776.4  公路工程 玄武岩纤维及其制品 第4部分：玄武岩纤维复合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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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 3420 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T F30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

JTG/T 3310  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JTG/T 36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3362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DB32/T 3710—2020  玄武岩纤维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T/JSJTQX 19-2021  高速公路路面3D摊铺施工技术规程

T/JSJTQX 27—2022  高速公路桥梁混凝土构件冬期施工技术指南

T/JSJTQX 30—2022  公路桥梁水泥混凝土桥面 3D摊铺施工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玄武岩纤维  basalt fiber

玄武岩石料在高温熔融后，通过铂铑合金漏板高速拉丝形成的连续纤维。

3.2 

玄武岩短切纤维 basalt fiber chopped stri and

由连续玄武岩纤维基材按规定长度切断的短纤维。

[来源：DB32/T 3710—2020，3.1]

3.3 

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  basalt fiber composite bar

以玄武岩纤维为增强材料，与环氧树脂、乙烯基树脂和不饱和聚酯等树脂和填料、固化剂等基体相

结合，经拉挤工艺成型的复合筋材、网格。

[来源：JT/T 776.4-2010，3.1]

3.4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  basalt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掺加适量均匀分布的玄武岩短切纤维的水泥混凝土。

3.5 

玄武岩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网格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composite grids

用连续玄武岩纤维按一定工艺，如拉挤、模压成型或真空辅助成型等生产的连续网格状复合材料制

品，一般为正交双向形式。

[来源：GB/T 36262—2018，3.1，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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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玄武岩纤维及筋材分类分级和代号规则，按GB/T 3811执行。

4.2  普通钢筋网片和普通钢筋线材替代为玄武岩纤维网格或玄武岩纤维筋时，应采用等强度替代方法。

4.3  桥面铺装层或调平层纤维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40MPa。

4.4  桥面铺装层或调平层水泥混凝土施工宜采用激光摊铺设备或3D摊铺设备，应符合T/JSJTQX 

19-2022、T/JSJTQX 30-2022的要求。

5  材料

5.1 玄武岩纤维

5.1.1  玄武岩纤维材料的各项技术指标应满足表 1的要求。

表1  玄武岩纤维技术指标要求

项目 单位 要求 试验方法 项目 单位 要求 试验方法

密度 g/cm³ 2.6～2.8
JTG3420 T0503、

GB 7690.3 弹性模量 a GPa ≥80 GB/T 20310

拉伸强度 a MPa ≥3000 GB/T 20310 耐碱性、断裂强度保留率 % ≥75 GB/T 23265

断裂强度 a MPa 1800 GB/T 20310 断裂伸长率 % ＞3.5 GB 20310

注：a试验值的变异系数不应大于 10%。

5.1.2  短切纤维原丝长宜为 12mm～30mm之间，单丝公称直径宜为 9μm～25μm之间；短切后纤维长度

在 3mm～10mm 之间时，其长度偏差宜控制在±1.5mm 之间，短切后纤维长度大于 10mm 时，其长度偏差

宜控制在±2mm之间。

5.1.3  短切纤维直径试验方法应按 GB/T 7690.5实施，长度采用游标卡尺测量。

5.1.4  应进行短切纤维直径偏差率检测，直径允许偏差应控制在短切纤维公称直径±0.15d以内（d为

公称直径）。

5.1.5  短切纤维直径偏差率应以统计分析结果为准，计算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变异系数应控制在 12%

以内。

5.1.6  短切纤维基本性能应满足 JT/T 776.1和表 2的要求。

表 2 玄武岩短切纤维基本性能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外观合格率（%） ≥95 / 短切率（%） ≥95 GB/T 18369

密度（g/cm³） 2.6～2.8 JTG 3420 T0503、

GB 7690.3

分散率（%） ≥95 GB/T 18369

单丝断裂强度（MPa） ≥1500 GB/T 7690.3 可燃物含量（%） 0.1～1.0 GB/T 9914.2

单丝拉伸弹性模量（Gpa） ≥80 GB/T 7690.3 耐热性（%） ≥85 GB/T 2572

单丝断裂伸长率（%） 2.4～3.1 GB/T 7690.3 耐碱性（%） ≥75 GB/T 23265

含水率（%） ≤0.2% GB/T 9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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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

5.2.1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的公称直径应符合表 3，用于桥面铺装时，公称直径规格为 6mm至 20mm。

5.2.2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的几何尺寸及允许偏差、技术要求、强度等级应符合表 3、表 4、表 5的要求。

表 3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几何尺寸及允许偏差

公称直径（mm） 内径尺寸（mm） 允许偏差（mm） 公称直径（mm） 内径尺寸（mm） 允许偏差（mm）

3 2.9 ±0.2 14 13.4 ±0.4

6 5.8 ±0.3 16 15.4 ±0.4

7 6.8 ±0.4 18 17.3 ±0.4

8 7.7 ±0.4 20 19.3 ±0.5

10
9.6 ±0.4 25 24.2 ±0.5

12 11.5 ±0.4

表 4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技术指标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密度（g/cm³） 1.9～2.1 GB/T 1463 纵向热膨胀系数（×10-⁶/℃） 9～12 GB/T 2572

弹性模量（GPa） ≥45 JT/T 776.4/ 

GB/T 1447

耐碱性，抗拉强度保留率（%） ≥85 GB/T 34551

抗拉强度标准值（MPa） ≥750 JT/T 776.4/ 

GB/T 1447

磁化率×10-7（4π×10-8SI） ≤5 GB/T 3217

断裂伸长率（%） ≥1.8 JT/T 776.4/ 

GB/T 1447

巴氏硬度（°） 5～9 GB/T 1447

注:玄武岩纤维复合筋试验应在拉挤成型 24h 后实施；耐碱性的试验龄期选用 30d。

表 5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强度等级

强度等级 抗拉强度标准值 fn（MPa） 强度等级 抗拉强度标准值 fn（MPa）

BF75 ≥750 BF100 ≥1000

BF90 ≥900 BF110 ≥1100

注：1、抗拉强度标准值保证率为 95%；2、试验方法采用 GB/T 1447。

5.2.3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应具有良好的外观质量，表面不应出现肉眼可见的毛刺及纤维外露，纤维和

树脂应粘结牢固，不应有分层或翘曲。

5.2.4  复合筋试验应采用试验万能材料试验机，试样应进行有效锚固，不应出现滑移。拉伸弹性模量、

断裂伸长率试验的加载速度应控制在不大于 2mm/min 以内；拉伸强度试验的加载速度应控制在不大于

5mm/min以内。

5.2.5  复合筋在进入施工现场前，应抽样检验外观、尺寸、密度、拉伸强度等指标项目。

5.2.6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应进行材料的检验，检验内容应包括表 3、表 4、表 5中所有项目：

a)  桥梁施工进场的第一批筋材；

b)  在施工现场或厂内生产后存放超过 18个月；

c)  进场的材料制作工艺与之前的筋材有变化时。

5.2.7  复合筋检验时，应抽取同一批次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检验，每一批检测一次，取样时，每根取

样的长度应为 2m，按下列要求抽样：

a)  试验样品应经外观检测，如外观检测和筋材直径不满足要求时，不再进行物理检验；

b)  各取 6根筋材进行尺寸偏差和外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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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取 6根筋材进行单向筋面积检验；

d)  当需要物理力学性能二次抽样时，应各取 3根筋材；

d)  复合筋抽检宜参照附录 A。

5.2.8  材料检验后，应进行合格判定，具体标准如下：

a)  外观质量、尺寸和各项性能均合格，则判该批合格，否则判不合格。

b)  筋材的外观质量和尺寸试验时，样本中全部样品均满足表 3规定，或仅有一个不满足表 3规定，

则判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c)  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时，所取样品的检测项目均符合表 4规定或所取样品中仅有 1个样品的检测

项目不符合表 4规定，判为合格；有两个及以上样品检测结果不符合表 4规定时，可进行复检，若两次

检验的不合格样品总数不多于 1个，则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5.3  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网格

5.3.1  玄武岩纤维压纹复合材料网格表面压纹深度应均匀，不应重复压纹；

5.3.2  玄武岩纤维光面复合材料网格应无外露纤维和毛刺，且网格整体色泽应均匀；

5.3.3  玄武岩纤维粘砂复合材料网格应无掺杂杂质，表面应无可见的砂粒堆叠，喷砂应均匀。

5.3.4  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网格尺寸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网眼尺寸偏差应控制在±5%之间，网眼幅

宽偏差应不大于 2%，网格厚度偏差应不大于 8%。

5.3.5   复合材料网格拉伸强度、拉伸弹性模量、断裂伸长率等力学性能应满足表 6的要求。

表 6  复合材料网格拉伸性能

等级代号 拉 伸 强 度

（MPa）

拉伸弹性模

量（GPa）

断裂伸长率

（%）

等级代号 拉 伸 强 度

（MPa）

拉伸弹性模

量（GPa）

断裂伸长率

（%）

BFG2000 ≥2000 ≥85 ≥2.3 BFG2400 ≥2400 ≥90 ≥2.6

5.3.6  网格耐碱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I级耐碱网格拉伸强度保留率应在 70%以上；

b)  Ⅱ 级耐碱网格拉伸强度保留率应在 50%以上。

5.3.7  网格试验方法如下：

a)  检测网格厚度和网眼尺寸时，应采用精度为 0.02 mm的游标卡，取任意 3处检测结果的算术平

均值作为检测值；

b) 检测网格幅宽时，应采用精度 1mm 的量具，沿幅宽方向取任意 3 处检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检测值；

c)  网格拉伸性能和网格耐碱性能按 GB/T 36262进行检测。

5.3.8  网格应按连续生产的 100 卷（每卷网格面积不少于 100㎡）为一批进行取样检验，不足 100 卷

按一批计，检验应按下列要求执行：

a)  网格进入施工现场后，应进行抽样检测，每批次网格应检测网格的外观、尺寸偏差、拉伸性能

和耐碱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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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一批网格进场后应进行检验。

5.3.9  抽样规则与合格判定规则按下列方法进行：

a)  每一批次抽取 6卷进行外观检验和尺寸偏差试验，当样本全部满足要求或仅有 1卷不能满足要

求时则判该批网格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b)  每一批次抽取 6卷进行拉伸性能和耐碱性能试验，当样本全部满足要求则判该批为合格；如存

在 2卷或 2卷以上不满足要求则判该批不合格；当有 1卷不满足要求时，允许进行第二次取样，若第二

次取样后仍有 1卷或 1卷以上不满足要求，则判该批不合格。

6  施工

6.1  施工准备

6.1.1  桥面铺装施工前，应编制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明确施工目标、施工工序、施工方法、施工机

械、施工工期、施工人员安排以及质量、安全、环保等措施。

6.1.2  施工前，应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使其熟悉施工图纸、施工方案及技术要求，明确各道工

序的施工工艺、操作要点和质量标准。

6.1.3  施工前，应进行导线点和水准点的布设，布设精度应满足 JTG/T 3650 的要求。

6.1.4  施工前，应调配设备和工具，并检查设备的完好性。

6.1.5  施工前，应进行下承层的质量检查，包括外观质量、纵断高程、横坡度、平整度等。

6.2  筋材和网格铺设

6.2.1  桥面铺装纵横向筋材的选择应根据设计要求、工程实际和材料性能综合考虑。筋材的直径应相

同或相近，间距应均匀，纵横筋材直径差应不大于 4mm。

6.2.2  用于桥面铺装层的纤维复合筋直径应不小于 6mm。

6.2.3  在铺设时，应按照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的要求进行，确保铺设位置准确、间距均匀。同时，应

注意纤维复合筋的搭接长度和连接方式，确保满足设计要求。

6.2.4  在铺设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避免筋材或网格损坏。

6.2.5  复合筋搭接长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受拉复合筋的锚固长度应满足拉拔试验要求，锚固长度计算见公式（1），当锚固长度不足时，

应采用机械锚固。

……………………………………（1）

式中：

la——复合筋锚固长度，mm；

d——复合筋直径，mm；

d
f

f
l

td

fd
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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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d——复合筋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ftd——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b)  受拉复合筋纵筋绑扎接头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6la；当复合筋的实际应力与抗拉强度设计值

的比值小于 0.5，且搭接长度范围内配置的复合筋面积占计算所需总面积的 50%以下时，搭接长度可折

减为 1.4la；

c)  构造用复合筋绑扎搭接长度不应小于其公称直径的 35 倍；同一垂直断面上绑扎接头数量不应

多于 1个，相邻复合筋的绑扎接头应交错布置，接头间距不应小于 500mm。

注：复合筋材绑扎搭接长度区段参考了 JTG/T 3650中对钢筋搭接长度的要求，无论钢筋还是玄武岩复合筋，其搭接

长度均为考虑筋材本身的强度，而是考虑混凝土与筋材的粘结力，而粘结力又与筋材直径、筋材锚固入混凝土的长度、

筋材表面特性、混凝土的粘结强度等因素有关，因此，将搭接长度确定为 35倍筋材直径。

6.2.6  复合筋全部截面积宜根据等代强度法替换，等代计算见式（2）。

……………………………………（2）

式中：

Asx——纵向复合防全部截面面积，mm²；

Asf——纵向钢筋全部截面积，mm²；

fyf——复合筋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fu—— 钢筋抗拉设计强度，MPa。

6.2.7  复合筋网纵向筋间距宜不大于 150mm、横向间距宜不大于 300mm；纵向、横向最小间距应不小于

集料最大粒径的 2倍。

6.2.8  单层玄武岩纤维复合筋网的纵向筋设在面层表面下 1/4～1/2 厚度范围内，横向筋位于纵向筋之

下。

6.2.9  复合筋网底部采用混凝土垫块支撑，数量应不少于 5个/m²～8个/m²。

6.2.10  双层玄武岩纤维复合筋网纵筋应分别安装在上层顶部、下层底部。双层玄武岩纤维复合筋网上、

下层之间绑扎支架或环形绑扎箍筋不应少于 4 个/m²～6 个/m²。

6.2.11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保护层最小厚度应不小于 15mm。 

6.2.12  施工时，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施工前，应详细了解施工现场和施工工期情况，做好施工组织；

b)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在铺筑前，应按设计准确放样；

c)  施工过程中筋材不应在地面上的拖拽，防止玄武岩纤维复合筋表面被磨损。布筋时应使纵横向

筋拉直，绑扎时应注意间距是否满足要求，应在绑扎时进行间距矫正；

d)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网布置需满足表 7要求；

u

yfsf
sx f

f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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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网绑扎的允许偏差

项目 绑扎复合筋网及骨架允许偏差（mm） 项目 绑扎复合筋网及骨架允许偏差（mm）

网的长度与宽度 ±10 骨架长度 ±10

网眼尺寸 ±20 箍筋间距 ±20

骨架宽度及高度 ±5 两片网片间距 ±5

e)  混凝土铺筑前应将筋网固定在支架上（或采用混凝土垫块将筋网抬高固定），不应有贴地、变

形、移位、松脱现象；

f)  不应使用因受热引起局部弯曲的筋材；

g)  切割玄武岩纤维复合筋时，应使用高速切割机锯或无齿锯，不应使用剪刀进行剪裁。切割时应

尽量使弯曲的玄武岩纤维复合筋拉直，以方便筋网的布置，保证筋网间距准确。

6.3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

6.3.1  桥面铺装用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的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水泥、粗集料、细集料、外加剂、矿物掺合料、水等应满足 GB 55008、JTG/T F30、GB 8076、JTG/T 

3650的要求；

b)  短切纤维抽样方法和频率可按附录 A相关规定，并保证样品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6.3.2  纤维水泥混凝土的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强度等级采用符号 BF与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表示，分为 BF25、BF30、BF35、BF40、

BF45、BF50、BF55、BF60、BF65、BF70、BF75、BF80，抗压强度的评定应满足 GB/T 50107 的要求；

b)  拌合物性能应满足玄武岩短切纤维在混凝土拌合物中的均匀性要求，应具有良好的和易性；

c)  其它要求见表 8。

表 8 纤维混凝土性能要求

项目 应满足的规范 项目 应满足的规范 项目 应满足的规范

抗冻性能等级划

分（如有要求）

JTG 3420 抗硫酸盐侵蚀性

能等级划分

JTG 3420 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等级

划分

JTG/T 3310

抗渗性能等级划

分

JTG 3420 抗碳化性能等级

划分

JTG 3420 基本力学性能试验 JTG 3420

疲劳性能试验方

法

GB/T 50082 冲击性能试验方

法

GB/T 21120 拌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

试验方法与最大含量

JTG/T 3310

轴心抗压强度 JTG 3362 弹性模量 JTG 3362 泊松比 JTG 3362

线膨胀系数 JTG 3362

6.3.3  桥面铺装用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应满足桥梁抗渗性能要求，宜采用抗渗性能提高系数表征混

凝土的抗渗透性能。见式（3）：

𝜙 =
𝐻𝑚1

𝐻𝑚0
……………………………………（13）

式中：

——抗渗性能提高系数，取 1.1～1.2之间；

Hm0 ——普通混凝土的渗水高度；

Hm1 ——玄武岩纤维混凝土渗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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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应将桥面铺装用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抗弯拉强度与普通水泥混凝土抗弯拉强度进行比较，得

到抗弯拉性能提高系数，见式（4）：

𝜆 =
𝑓𝑚1

𝑓𝑚0
……………………………………（4）

式中：

——抗弯拉性能提高系数。取 1.1～1.2；

fm0 ——普通水泥混凝土的的抗弯拉强度；

fm1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的抗弯拉强度。

6.3.5  应将桥面铺装用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抗冻融性能与普通混凝土进行比较，得到抗冻融性能提

高程度系数，见式（5）：

𝛽 =
2𝑚𝑛0−𝑚𝑛1

𝑚𝑛0
……………………………………（5）

式中：

——玄抗冻融性能提高系数。1.03～1.05；

mn0 ——基准水泥混凝土的的质量损失；

mn1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的质量损失。

6.3.6  玄武岩纤维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宜参考附录 B，配合比设计包括确定水胶比、选择原材料、进行

试配和调整等关键环节。

6.4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拌制、运输和浇筑

6.4.1  混凝土拌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采用强制式拌和机集中制备，控制投料顺序、拌和速度和拌和时间，确保混凝土拌和均匀。

同时，应避免长距离运输，以减少混凝土的性能损失；

b) 玄武岩纤维掺量应根据工程需要和设计要求合理确定，宜为 2kg/m³～4kg/m³，并在拌制过程中

均匀加入。同时，应对拌制过程进行监控，并定期对混凝土的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

c)  拌和时，玄武岩纤维用量、拌和水用量、外加剂用量允许偏差应控制在±1%，水泥和矿物掺合

料用量偏差应控制在±2%，骨料用量偏差应控制在±3%；

d)  搅拌时，应将玄武岩短切纤维、粗细骨料和水泥先干拌 30s～60s，而后加水湿拌 90s～120s，

对于玄武岩短切纤维体积率较高或拌制纤维混凝土等级在 BF50以上时，应延长搅拌时间；

e)  在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搅拌过程中，应避免玄武岩短切纤维结团。

6.4.2  根据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运输方式，并控制运输时间不超过 20min；

6.4.3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浇筑及养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控制浇筑速度和混凝土自由下落高度，避免出现拌合物离析、分层以及玄武岩纤维裸露等现

象；







T/JSJTQX 74－2025

10

b)  纤维混凝土振捣时间应比普通混凝土振捣时间略延长 10s～20s，以确保混凝土内部气泡充分

排出和纤维分布均匀。在振捣过程中，应加强对振捣效果的检查；

c)在特殊季节施工时，应遵守 JTG 3650 的相关要求，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保温、保湿或降

温措施。在冬期施工时，还需满足 T/JSJTQX 27—2022的要求，并加强对施工过程中的温度监控和记录；

d)  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应根据环境条件及时采取养生措施，应按表 9进行养生。

表 9 玄武岩纤维混凝土养生

日均气温（℃） 养生方法 养生期（d） 日均气温（℃） 养生方法 养生期（d）

5～9 塑料薄膜覆盖保湿，保温

材料覆盖保温，不应洒水

21 20～29 土工布覆盖，不间断洒水

至少 7d。

10

10～19 塑料薄膜覆盖保湿，保温

材料覆盖保温，温度较高

时段适当洒水

14 30～35 土工布覆盖，不间断洒水

至少 3d，不宜直接将塑料

薄膜覆盖在混凝土表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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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和玄武岩短切纤维现场抽检规则

A.1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

A.1.1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送检组批以材料单次进场同一型号产品为一批，每批由若干盘数组成。

A.1.2  抽检样品数目与合格判定限值应满足表 A.1规定。 

表 A.1  玄武岩纤维复合筋抽检样品数量与质量判定
单批进场数量（盘） 取样数量（盘） 不合格数量限值

（盘）

单批进场数量（盘） 取样数量（盘） 不合格数量限值

（盘）

1～5 全部取样 0 25～50 15 1

6～25 5 0 50 以上 20 2

A.1.3  对玄武岩纤维复合筋抽检时，抽检样品应检验表 A.2中所有检测项目，并对该批次复合筋进行质量判

定。

表 A.2  公路工程混凝土用玄武岩纤维复合筋检验项目表

检测项目 判定规则 检测项目 判定规则

外观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个与平均值

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定

结果。

磁化率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 个与平均

值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

定结果。

尺寸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个与平均值

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定

结果。

拉伸强度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 个与平均

值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

定结果。

密度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个与平均值

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定

结果。

弹性模量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 个与平均

值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

定结果。

热膨胀系

数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个与平均值

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定

结果。

弯曲强度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 个与平均

值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

定结果。

耐碱性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个与平均值

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定

结果。

极限抗拉

强度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 个与平均

值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

定结果。

巴氏硬度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个与平均值

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定

结果。

断裂伸长

率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测值不应少于 3 个与平均

值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

定结果。

A.2  玄武岩短切纤维

A.2.1  取样样本所有的单项均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则须判定该产品不合格。该批产品各分项的测

定结果的取值须符合附表 A.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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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玄武岩短切纤维现场检验项目

检测项目 判定规则 检测项目 判定规则

外观 自然光下，目测距离不大于 0.5m，外表无缺陷

即为合格。

密度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数量不得少于 3个，单

个样本测值与平均值差值不大于 15%时，可

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定结果。

短切率和

分散率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数量不得少于 3个，单个样

本测值与平均值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

作为本批次测定结果。

可燃物含量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数量不得少于 3个，单

个样本测值与平均值差值不大于 15%时，可

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定结果。

含水率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数量不得少于 3个，单个样

本测值与平均值差值不大于 15%时，可将平均值

作为本批次测定结果。

单丝断裂强度、

断裂伸长率、

拉伸弹性模量

同一检测批次，样本数量不得少于 3个，单

个样本测值与平均值差值不大于 15%时，可

将平均值作为本批次测定结果。

A.2.2 玄武岩短切纤维抽检批以同一批原料、同一规格、稳定连续生产的一定数量的产品（袋）为一批。取批

样品的数量根据总包装袋数而定。

A.2.3 玄武岩短切纤维抽样方案如附表 A.4，在每个取样包底表层的 10%内进行独立随机取样一次，在包底表

层的 15%内进行独立随机取样一次，每一样品不少于 200g。对于每批所取得的试样应分为两等分，一份按规定

的项目进行试验。另一份应进行封存，当对产品存疑时，利用该份提交复验或仲裁。

表 A.4 玄武岩短切纤维抽样方案

单批进场数量（盘） 取样数量（盘） 不合格数量限值

（盘）

单批进场数量（盘） 取样数量（盘） 不合格数量限值

（盘）

1～5 全部取样 1 25 10 3

6～25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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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玄武岩纤维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B.1 一般规定

B.1.1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强度、韧性、耐久性应符合 JTG/T 3650的规定。

B.1.2  玄武岩短切纤维掺量应经试验确定，宜为 2.5kg/m3～3.5kg/m3。

B.2  设计要求

B.2.1  水胶比应符合 JTG/T 3650的规定。

B.2.2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配合比应根据纤维掺量按下列规定进行试配：

a)  按假定质量法确定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配合比材料用量时，按式（B.1）、式（B.2）和式（B.3）

计算。

………………………………（B.1）

………………………………（B.2）

………………………………（B.3）

式中：

mc0、ma0、mw0、ms0、mg0、mf0 ——分别为 1 m3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所用水泥、矿物掺合料、水、砂、石

和玄武岩纤维的质量，单位为 kg；

mcp ——1m3新拌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的假定质量，单位为 kg；

 ——玄武岩短切纤维体积率；

——新拌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的砂率。

b)  按体积法确定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配合比材料用量时，按式（B.2）、式（B.3）和式（B.4）计算。

………………………………（B.4）

式中：

——分别为水泥密度、矿物掺和料密度、水密度、砂的表观密度、石的表观密度，

单位为 kg/m3；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的含气量百分数。

cpfgswac mmmmmm )1(00000 

000

0

fgs

s
s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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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的配合比应经试配，试配时应使用实际工程使用的原材料。

B.2.4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配置强度按 JTG/T 3650 的规定进行确定。

B.2.5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的配置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设计强度等级小于 BF50 时，配置强度应符合式（B.5）。

………………………………（B.5）

式中：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的配置强度，单位为 MPa；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单位为 MPa；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差，单位为 MPa。

b)  当设计强度等级大于或等级 BF50 时，配置强度应符合式（B.6）。

………………………………（B.6）

c)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强度标准差的取值根据混凝土设计强度确定，当混凝土强度为 BF20MPa～

BF50MPa时， 取 5.0；当混凝土强度为 BF50MPa～BF55MPa时， 取 6.0

B.2.6  采用工程中实际使用的原材料和搅拌方法，通过适当调整混凝土外加剂用量或砂率，调配出坍落度、

含气量、泌水率符合要求的混凝土配合比，该配合比作为基准配合比。

B.2.7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试验样品应养护至 28d 后进行试验。抗压强度与抗裂性能试验方法按照 JTG 

3420 执行。

B.2.8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抗裂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用于路面抗裂的纤维混凝土试验室实测早期裂缝降低率不应小于 30%，工程中早期抗裂等级单位面

积上的总开裂面积应小于 700 mm2/m2，且平均裂隙降低率应大于 60%；

b)  用于桥面抗裂的纤维混凝土试验室实测早期裂缝降低率不应小于 60%，工程中早期抗裂等级单位面

积上的总开裂面积应小于 400 mm2/m2 且平均裂隙降低率不应小于 90%。

B.2.9  根据不同配合比的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抗压强度、抗裂性及耐久性能试验结果，按照工作性能、力学

特性、耐久性要求且经济合理的原则，从不同配合比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配合比作为试配配合比。

B.2.10  对于纤维体积率为 0.04%～0.10%的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可按计算配合比进行试配和调整；当纤

维体积率大于 0.10%时，可适当提高外加剂用量或胶凝材料用量，不应降低水胶比。

B.2.11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配合比试验方法应按 GB/T 50080进行。

B.2.12  在配合比试配的基础上，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配合比应按 JTG/T F30 的规定进行混凝土强度试验并

进行配合比调整。

B.2.13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配合比校正系数应按公式（B.7）计算。

645.1,,  kcuocu ff

ocuf ,

kcuf ,



kcuocu ff ,,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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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式中：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配合比校正系数；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拌合物的表观密度实测值，单位为 kg/m3；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拌合物的表观密度计算值，单位为 kg/m3。

B.2.14  调整后的配合比中每项原材料用量均应乘以校正系数。校正后的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配合比应在满

足拌合物性能要求和试配强度的基础上，对设计提出的混凝土耐久性项目进行检验和评定，符合要求的，可确

定为设计配合比。

B.2.15  玄武岩纤维水泥混凝土设计配合比确定后，应进行生产适应性验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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