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灣環境下高性能混凝土結構體之性質研究(二)
	目錄
	摘要
	目錄
	表目錄
	圖目錄
	照片目錄
	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動機
	1-2 研究目的
	1-3 實施方法
	1-4 預期成果

	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高性能混凝土之定義
	2-2 高性能混凝土之特性
	2-3 摻料對混凝土之影響
	2-3-1 強塑劑對新拌混凝土之影響
	2-3-2 強塑劑對硬固混凝土之影響
	2-3-3 波索蘭材料對高性能混凝土之影響

	2-4 氯化物滲透與透水性之探討
	2-4-1 C1¯之來源
	2-4-2 對鋼筋之侵蝕
	2-4-3 混凝土材料中氯化物的容許含量
	2-4-4 氯離子在混凝土中之擴散模式及電滲試驗
	2-4-5 透水性

	2-5 混凝土電阻性質之影響參數
	2-6 混凝土耐久性
	2-6-1 混凝土之耐久性指標
	2-6-2 高性能混凝土耐久性設計策略

	2-7 高性能混凝土之應用及近況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3-1 研究規劃
	3-2 試體製作
	3-2-1 配比
	3-2-2 試驗變數及試體編號
	3-2-3 試體製作
	3-2-4 齡期及養護方式
	3-2-5 海水乾濕循環方式

	3-3 試驗方法與設備
	3-3-1 工作性試驗
	3-3-2 硬固混凝土性能試驗
	3-3-2-1 強度試驗
	3-3-2-2 品質試驗

	3-3-3 試驗牆試驗
	3-3-3-1 腐蝕電位量測
	3-3-3-2 鋼筋腐蝕速率量測
	3-3-3-3 Anode-Ladder-System 監測系統量測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4-1 工作性(坍度與坍流度)
	4-2 硬固混凝土性質試驗
	4-2-1 強度發展
	4-2-2 超音波速量測
	4-2-3 電阻量測

	4-3 試驗牆試驗
	4-3-1 腐蝕電位量測
	4-3-2 腐蝕電流量測
	4-3-3 電阻之量測
	4-3-4 Anode-Ladder-System 之量測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六章  參考文獻

	表目錄
	表2-1 高性能混凝土與其他混凝土之比較
	表2-2 混凝土添加波索蘭材料之特性
	表2-3 各國對鋼筋混凝土構造物氯化物含量之規定
	表2-4 C1¯含量與鋼筋腐蝕之關係
	表2-5 氯離子擴散係數與混凝土之滲透性之關係
	表2-6 國內外學者對混凝土電阻性質相關研究之彙整
	表2-7 混凝土電阻與其中鋼筋腐蝕活性之關係
	表2-8 ASTM C1202 電量規定值
	表2-9 ACI 318-95 混凝土耐久性設計要求
	表2-10 鋼筋混凝土防蝕之最大氯離子含量
	表2-11 高性能混凝土之優點及應用性
	表2-12 HPC應用之結構形態，增進之工程性質及實例
	表2-13 使用HPC施工之代表性範例
	表2-14 北混凝土結構物之挑戰與需求
	表2-15 北海耐久性混凝土十大重要的法則
	表3-1 混凝土之相關試驗內容
	表3-2 混凝土試體配比設計數據
	表3-3 試驗變數
	表3-4 超音波脈波速度與混凝土品質之關係
	表3-5 ASTM C-876 鋼筋電位值與腐蝕機率之關係
	表3-6 腐蝕電流與鋼筋腐蝕狀態之關係
	表3-7 腐蝕電流與鋼筋表面厚度損失速率之關係
	表3-8 試驗項目及設備
	表4-1 高性能混凝土之基本性質
	表4-2 各齡期混凝土的超音波速與電阻係數

	圖目錄
	圖2-1 強塑劑對混凝土凝超時間之影響
	圖2-2 添加強塑劑混凝土之坍度損失
	圖2-3 固定坍度含不同強塑劑量混凝土之強度發展
	圖2-4 混凝土內部pH質與C1¯濃度對鋼筋腐蝕之關係
	圖2-5 混凝土電阻係數與鋼筋腐蝕有關文獻比較
	圖2-6 混凝土水灰比與電阻性質之關係
	圖2-7 W/C、W/B及W/S對電阻係數之影響
	圖2-8 混凝土齡期與電阻性質之關係
	圖2-9 相對濕度與混凝土電阻性質之關係
	圖2-10 混凝土之溫度與電阻性質關係
	圖2-11 混凝土的摻料效應對電阻性質及鋼筋電位的關係
	圖2-12 降低水膠比增進鍵結力
	圖2-13 水泥漿量對超音波速之影響
	圖3-1 研究計劃流程圖
	圖3-2 單座試驗牆之設計詳圖
	圖3-3 試驗牆埋設之監視系統詳圖
	圖3-4 混凝土試體及試驗牆曝露位置配置圖
	圖3-5 四探針式之電阻量測簡示圖
	圖3-6 鋼筋腐蝕測儀之簡示剖圖
	圖3-7 混合電位理論之極化曲線圖
	圖3-8 Anode-Ladder-System 之原理
	圖3-9 Anode-Ladder-System 之排置詳圖
	圖4-1 HPC-4000psi 之強度發展
	圖4-2 OPC-4000psi 之強度發展
	圖4-3 HPC-5000psi 之強度發展
	圖4-4 HPC-3000psi 之強度發展
	圖4-5 在養生室內養護下各配比混凝土之強度發展
	圖4-6 在大氣工地養護下各配比混凝土之強度發展
	圖4-7 HPC-4000psi 之超音波速
	圖4-8 OPC-4000psi 之超音波速
	圖4-9 HPC-5000psi 之超音波速
	圖4-10 HPC-3000psi 之超音波速
	圖4-11 養生室養護下各配比混凝土之超音波速發展
	圖4-12 工地養護下各配比混凝土之超音波速發展
	圖4-13 養生室養護下各配比混凝土之電阻發展
	圖4-14 大氣工地養護下各配比混凝土之電阻發展
	圖4-15 各配比鋼筋顯凝土試驗牆之腐蝕電位
	圖4-16 各配比混凝土以GECOR6-CSE、AgC1及MnO2電極量測試驗牆之電位比較圖
	圖4-17 HPC和OPC-4000psi 在大氣與海水曝露環境下腐蝕電位之比較圖
	圖4-18 各配比試驗牆之鋼筋腐蝕電流
	圖4-19 HPC和OPC-4000psi 在大氣與海水曝露環境下腐蝕電流之比較圖
	圖4-20 各配比鋼筋混凝土試驗牆之電阻
	圖4-21 HPC和OPC-4000psi 在大氣與海水曝露環境下電阻之比較圖
	圖4-22 Ladder System 量測各配比混凝土之電位關係圖
	圖4-23 Ladder System 量測各配比混凝土之電流關係圖
	圖4-24 Ladder System 量測各配比混凝土之電阻關係圖

	照片目錄
	照片3-1 試驗室內圓柱試體之灌製
	照片3-2 單座試驗牆之實際佈置情形
	照片3-3 試驗牆Sensor埋設之情形
	照片3-4 試驗牆及圓柱試體以濕麻布濕治養護
	照片3-5 混凝土電阻量測儀
	照片3-6 MnO2參考電極
	照片3-7 AgC1參考電極
	照片3-8 鋼筋腐蝕測儀
	照片3-9 感應計緊貼牆面
	照片3-10 Anode-Ladder-System 腐蝕監視系統
	照片3-11 可攜式CANIN量測儀
	照片4-1 配比A HPC-4000psi 之坍度及坍流度
	照片4-2 配比B OPC-4000psi 之坍度及坍流度
	照片4-3 配比C HPC-5000psi 之坍度及坍流度
	照片4-4 配比D HPC-3000psi 之坍度及坍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