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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大固结体的强度
。

影响浆液胶凝的因素

丙烯酸盐浆液反应时的温度
、

主剂浓度
、

引发剂

浓度
、

浆液 的 值等对浆液 的胶凝时间均有显著

影响
。

凝胶体和固砂体的渗透性小
,

对地基土 的防

渗堵漏效果好
。

根据 文献 仁 」介绍
,

丙烯酸盐凝胶

体渗透系数为
一 ’ 一 一 ’

而
,

固砂体

的渗透系数为
一 ’ 一 一 。

凝胶体的抗压强度不高
。

锌盐
、

铝盐 和镍盐

的凝胶体抗压强度较高
,

而镁盐 和铭盐 的凝胶体弹

性较大
。

凝胶体的抗挤 出能力较强
,

与岩土体的粘结

性较好
。

鉴于纯丙烯酸盐浆液强度较低的弱点
,

故本文

将水泥应用于其中
,

研究配制水泥一丙烯酸盐复合

浆液
,

以在保 留丙烯酸盐浆液原有大部分优点 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其强度
,

使其适应范围更大
,

使用效

果更好
。

水泥一丙烯酸盐复合浆液正 交试验及分析

正交试验

本文用
“
四因素

、

三水平
”

即 , 的正交试验

来试验复合浆液各因素作用的大小及优选配方
。

复

合浆液的组成成分及其作用为

主剂 丙烯酸盐 的丙烯酸镁浆液

引发剂 过硫酸按 因素

交联剂
, ‘

一亚 甲基双丙烯酞胺 因素

促进剂 三乙醇胺 因素

添加剂 水泥 因素
。

其中的 主剂一丙 烯 酸 盐
,

以 的 水 溶 液加

人
。

它可 以是某一种丙烯酸盐或几种丙烯酸盐水溶

液的混合物
。

正交试验结果见表
。

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水泥 为 主要 影响 因素
,

以 后依次为 三 乙 醇

胺
、

过硫酸钱和
, ‘

一甲撑双丙烯酞胺

浆液胶凝时 间一般较短
,

适 于 用
“

双液法
”

灌注
,

如果用于单液灌注
,

则优选配方为 , 。

表 水泥一丙烯酸盐复合浆液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 因素 因素 因素 因素 胶凝时问
序号

,

注 , 、 、

表示某因子在各水平下 的综合平均优 表示某
因子的极差

。

水泥一丙烯酸盐复合浆液的性能

复合浆液的粘度变化对比试验

本文对水泥一丙烯酸盐复合浆液和丙烯酸盐浆

液的粘度变化进行了对 比实验
,

见表
、

表 和图
。

表 水泥一丙烯酸盐复合浆液粘度变化

时间 分 钟

旋转粘度计读数 护 中

粘度 刀

,

已胶凝

注 杯仪 〕表示旋转粘度计在 时的读数 价 表示旋转粘度计在 时的读数 刀 表示浆液的粘度
, 刀 二 栖 一 中

一 ·

杯
一 中

,

其中 厘泊 为粘度单位
, 二 一 ’

· , 。

表 丙烯酸盐浆液粘度变化

时间 分 钟

旋转粘度 计读数
币 币

粘度 刀

从对 比实验可 以看 出 尽管复合浆液的初配粘

度 比丙烯酸盐浆液高
,

但是它仍然保持了丙烯酸盐

浆液在粘度变化方面 的优点
,

即浆液在可泵期内粘

度增长不大
,

而过了可泵期后粘度急剧上升
,

浆液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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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复合浆液在粘结强度上有很大程度地提高
。

图 浆液粘度变化对比曲线

一水泥一丙烯酸盐浆液粘度变化曲线

一丙烯酸盐粘度变化曲线

门一一,,
‘

气
广一一一

速胶凝
。

复合浆液的强度对比试验

本文在固砂体抗压强度和凝胶体粘结强度两方

面对丙烯酸盐浆液和复合浆液的强度进行 了对 比试

验
。

试验选择正交表中的 号配方浆液进行固砂体

强度测试
。

试验结果表 明
,

丙烯 酸盐浆液在湿空气

养护条件下 的固砂体抗压强度几乎 为零
,

而水

泥一丙烯酸盐复合浆液 的固砂体抗压强度达到
。

随养护时间的延长
,

其抗压强度呈上升

趋势
。

在凝胶体粘结强度方面
,

二者的差别也非常悬

殊
。

号配方丙烯酸盐浆液凝胶体在 时抗挤出

能力达到 大气压
,

达到 大气压 而水泥一

丙烯酸盐复合浆液在 抗挤 出能力就大于 大

气压 因实验仪器无法提供超过 大气压 的压力
,

故无法测试复合浆液的 抗挤出能力
。

这说

结 论

上述试验结果表 明
,

水泥一丙烯酸盐复合浆

液在强度上具有明显 的优点
,

使原来的丙烯酸盐浆

液在各方面性能上有了重大改变
。

它不仅保留了原来浆液 的大部分优点
,

而且

在固砂体抗压强度和凝胶体粘结强度两方面有重大

改善和提高
。

在注浆过程中
,

复合浆液 中的两种主要组分

可 以混合注入到较大的裂隙中
,

而其中的丙烯酸盐

成分又可以在一定 时期 内灌注到较小 的裂隙中
,

因

此可 以带来 良好的综合灌注效果
。

该浆液可用 于大坝
、

隧道
、

下 水道和地下建

筑的防渗堵漏
、

软弱岩土体和结构物的补强及钻孔

护壁工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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