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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2004】66号文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实践经验，参与有关国外先进标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原《混凝土拌合用 

水标准》JGJ6389进行修订。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技术要求；4.检验方法；5.检验规 

则；6.结果评定。 

修订的主要内容是：1.将标准名称修订为《混凝土用水标准》，将混凝土养护用 

水纳入本标准；2.增加术语一章，取消分类一章；3.将再生水纳入本标准；4.在水质技 

术要求中，预应力混凝土用水 PH值由 4.0提高到 5.0，钢筋混凝土和素混凝土用回 PH 

值由 4.0提高到 4.5；钢筋混凝土用水中氯化物含量（以 CI计）由 1200mg/L减少到 

1000mg/L；设计年限为 100年的结构混凝土用水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 500mg/L；硫酸 

盐（以 SO  －计）含量由 2700mg/L减少到 2000mg/L；取消了硫化物检验项目；增加 

了碱含量内容；5.增加了放射性检验项目；6.确定水泥胶砂强度试验为唯一的强度对比 

试验方法；7.全部检验方法采用国家标准；8.增加检验频率内容。 

本标准由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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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0．1为保证混凝土用水的质量，使混凝土性能符合技术要求，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以及一般构筑物的混凝土用水。 

1．0．3混凝土用水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语 

2．0．I混凝土用水 water for concrete 

混凝土拌合用水和混凝土养护用水的总称，包括：饮用水、地表水、地下水、再 

生水、混凝土企业设备洗刷水和海水等。 

2．0．2地表水 nature surface water 

存在于江、河、湖、塘、沼泽和冰川等中的水。 

2．0．3地下水 underground water 

存在于岩石缝隙或土壤孔隙中可以流动的水。 

2．0．4再生水 urban recycling water 

指污水经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具有使用功能的水。 

2．0．5不溶物 insoluble matter 

在规定的条件下，水样经过滤，未通过滤膜部分干燥后留下的物质。 

2．0．6可溶物 soluble matter 

在规定的条件下，水样经过滤，通过滤膜部分干燥蒸发后留下的物质。



3技术要求 

3．1混凝土拌合用水 

3．1．1混凝土拌合用水水质要求应符合表 3．1．1的规定。对于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 

年的结构混凝土，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 500mg／L；对使用钢丝或经热处理钢筋的预应 

力混凝土，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 350mg／L。 

表 3．1．1混凝土拌合用水水质要求  I 

项目 预应力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索混凝土 

pH值  ≥5.0  ≥4.5  ≥4.5 

不溶物(ｍg／L)  ≤2000  ≤2000  ≤5000 

可溶物(ｍg／L)  ≤2000  ≤5000  ≤10000 

CI一(ｍg／L)  ≤500  ≤1000  ≤3500 

S0 2 一 (mg／L)  ≤600  ≤2000  ≤2700 

碱含量(rag／L)  ≤1500  ≤1500  ≤1500 

注：碱含量按 Na20+0．658K20计算值来表示。采用非碱活性骨料时，可不检验碱含量。 

3．1．2  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GB5749的规定。 

3．1．3  被检验水样应与饮用水样进行水泥凝结时间对比试验。对比试验的水泥初凝 

时间差及终凝时间差均不应大于 30min；同时，初凝和终凝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GB 175的规定。 

3．1．4被检验水样应与饮用水样进行水泥胶砂强度对比试验，被检验水样配制的水 

泥胶砂 3d和 28d强度不应低于饮用水配制的水泥胶砂 3d和 28d强度的 90％。 

3．1．5混凝土拌合用水不应有漂浮明显的油脂和泡沫，不应有明显的颜色和异味。 

3．1．6混凝土企业设备洗刷水不宜用于预应力混凝土、装饰混凝土、加气混凝土和 

暴露于腐蚀环境的混凝土；不得用于使用碱活性或潜在碱活性骨料的混凝土。 

3．1．7未经处理的海水严禁用于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 

3．1．8在无法获得水源的情况下，海水可用于素混凝土，但不宜用于装饰混凝土。



3．2混凝土养护用水 

3． 2． 1混凝土养护用水可不检验不溶物和可溶物， 其他检验项目应符合本标准 3． 1． 1 

条和 3．1．2条的规定。 

3．2．2混凝土养护用水可不检验水泥凝结时间和水泥胶砂强度。



4检验方法 
4．0．1 pH值的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质 pH值的测定玻璃电极法》GB／T 6920 

的要求，并宜在现场测定。 

4．0．2不溶物的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质悬浮物的测定重量法》G]3／T 11901 

的要求。 

4．0．3可溶物的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GB 5750中溶解 

性总固体检验法的要求。 

4．0．4氯化物的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质氯化物的测定硝酸银滴定法》G]3／ 

T 11896的要求。 

4．0．5硫酸盐的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质硫酸盐的测定重量法》GB／T 11899 

的要求。 

4．0．6碱含量的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6中关于 

氧化钾、氧化钠测定的火焰光度计法的要求。 

4．0．7水泥凝结时问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 

安定性检验方法》GB／T 1346的要求。试验应采用 42．5级硅酸盐水泥，也可采用 

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出现争议时，应以 42．5级硅酸盐水泥为准。 

4．0．8水泥胶砂强度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 

／T 17671的要求。试验应采用 42．5级硅酸盐水泥，也可采用 42．5级普通硅酸盐水 

泥；出现争议时，应以 42．5级硅酸盐水泥为准。



5检验规则 

5．1取 样 

5．1．1水质检验水样不应少于 5L；用于测定水泥凝结时间和胶砂强度的水样不应少 

于 3L。 

5．1．2采集水样的容器应无污染；容器应用待采集水样冲洗三次再灌装，并应密封 

待用。 

5．1．3地表水宜在水域中心部位、距水面 lOOmm以下采集，并应记载季节、气候、 

雨量和周边环境的情况。 

5．1．4地下水应在放水冲洗管道后接取，或直接用容器采集；不得将地下水积存于 

地表后再从中采集。 

5．1．5再生水应在取水管道终端接取。 

5．1．6混凝土企业设备洗刷水应沉淀后，在池中距水面 lOOmm以下采集。 

5．2检验期限和频率 

5．2．1水样检验期限应符合下列要求： 

1水质全部项目检验宜在取样后 7d内完成； 

2放射性检验、水泥凝结时间检验和水泥胶砂强度成型宜在取样后 lOd内完成。 

5．2．2地表水、地下水和再生水的放射性应在使用前检验；当有可靠资料证明无放 

射性污染时，可不检验。 

5．2．3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和混凝土企业设备洗刷水在使用前应进行检验；在 

使用期间，检验频率宜符合下列要求： 

1地表水每 6个月检验一次； 

2地下水每年检验一次； 

3再生水每 3个月检验一次；在质量稳定一年后，可每 6个月检验一次； 

4混凝土企业设备洗刷水每 3个月检验一次；在质量稳定一年后，可一年检验一 

次； 

5当发现水受到污染和对混凝土性能有影响时，应立即检验。



6结果评定 

6．0．1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要求的饮用水，可不经检 

验作为混凝土用水。 

6．0．2符合本标准 3．1节要求的水，可作为混凝土用水；符合本标准 3．2节要求 

的水，可作为混凝土养护用水。 

6．0．3当水泥凝结时间和水泥胶砂强度的检验不满足要求时，应重新加倍抽样复检 

一次。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混 凝 土 用 水 标 准 

JGJ 632006 

条 文 说 明



前 言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2006，经建设部 2006 年 7 月 25 日以公告 

第 461 号批准，业已发布。 

原《混凝土拌合用水标准》JGJ 6389 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参加单位是北京市市政设计院研究所、北京市第一建筑构件厂。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 

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混凝土用水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 

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供使用者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 

有不妥之处，请将意见函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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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水是混凝土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主要组分之一，直接影响混凝土拌 

合物的性能，如力学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应制定技术标准进行规 

范，保证混凝土质量，满足建设工程的要求。本标准规定的混凝土用水包 

括了混凝土拌合用水和养护用水， 与原标准相比， 增加了养护用水的内容。 

1.0.2 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1.0.3 相关规定。



2 术 语 

2.0.1 定义混凝土用水及其主要内容。 

2.0.2 定义地表水。在我国通常所说的地表水并不包括海洋水，属于狭义的 

地表水的概念。主要包括河流水、湖泊水、冰用水和沼泽水，并把大气降 

水视为地表水体的主要补给源。把分别存在于河流、湖库、沼泽、冰用和 

冰盖等水体中水分的总称定义为地表水。 

2.0.3 定义地下水。 

2.0.4 定义再生水。再生水也称为中水，应符合《城市污水利用 城市杂用 

水水质》GB/T18920 的要求。 

2.0.5、2.0.6 混凝土用水水质专有测试项目。



3 技 术 要 求 

3.1 混凝土拌合用水 

3.1.1 规定混凝土拌合用水中影响混凝土性能的物质含量限值。 

1、原标准规定 PH 值大于 4.0，试验证明，PH 值约为 4.0 时，对水泥 

凝结时间和胶砂强度影响不大。但考虑到 PH 值约为 4.0 时，水呈较明显 

的酸性，尤其是腐殖酸或有机酸等对混凝土耐久性可能造成影响，因此， 

适当提高 PH 值，有益于混凝土的耐久性。正常情况下，各类水均可达到 

PH值大于 4.5 的要求。对于预应力混凝土，要求应高一些，如桥梁工程中 

预应力混凝土应用较多，《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J0412000 规定  PH 

值不得小于 5.0.另外， 喷射混凝土用水的 PH值小于 5.0 与会影响混凝土的 

施工性质。 

2、不溶物含量限值主要是限制水中泥土、悬浮物等物质，当这类物质 

含量较高时，会影响混凝土质量，但控制在水泥含量的  1%以内，影响较 

小。 

3、可溶物含量限值主要是限制水中各类盐的总量，从而限制水中各类 

离子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原标准规定的限值是合理的。 

4、氯离子会引起钢筋锈蚀，《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和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5016492  对不同环境条件下混凝土中氯离子 

含量有明确的规定，本标准中的规定与其是协调的。对钢筋混凝土用水的 

要求与欧洲标准一致。 

5、硫酸根离子（SO）会与水泥水化产物反应，进而影响混凝土的体 

积稳定性，对钢筋也有腐蚀作用，混凝土各原材料的有关标准对其都有规



定。在原标准的基础上，修订钢筋混凝土用水的要求与欧洲标准相一致。 

6、如使用碱活性骨料，则必须限制混凝土中的碱含量，避免发生碱骨 

科反应。《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对混凝土中最大碱含量有 

明确的规定。本标准的规定与其是协调的，也与欧洲标准一致。 

3.1.2 放射性要求按饮用水标准从严控制，超标者不能使用。 

3.1.3 本条款除保证混凝土拌合物施工性能外， 对一些未列入检验的水中物 

质含量也是间接的控制。 

3.1.4 强度是混凝土的主控项目，对比试验也反映水的质量。水泥胶砂试验 

使用材料一致，试验控制标准化水平高，对比性强，误差小。 

3.1.5 采用油污染的水和泡沫明显的水会影响混凝土性能； 采用明显颜色的 

水会影响混凝土质量；采用异味的水会影响环境。 

3.1.6 经试验验证，混凝土生产企业（主要是商品混凝土搅拌站）设备洗刷 

水含 Ca（OH）2，PH值可达 12 左右；若沉淀不足会含有细颗粒；水中含 

有一些有害物质，如碱含量较高等。鉴于这些情况的影响，作出相应的规 

定。 

3.1.7  未经处理的海水不能满足混凝土用水的技术要求。海水中含盐量较 

高，可超过 30000mg/L，尤其是氯离子含量高，可超过 15000mg/L。 

高含盐量会影响混凝土性能，尤其会严重影响混凝土耐久性，例如，高氯 

离子含量会导致混凝土中钢筋锈蚀，使结构物破坏。因此，海水严禁用于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 

3.1.8 即使将海水用于素混凝土， 也是在无法获得其他水源情况下的不得已 

的做法。海水会引起混凝土表面潮湿和泛霜，影响混凝土表面质量。



３.２混凝土养护用水 

３.２.１、３.２.２对硬化混凝土的养护用水，重点控制ＰＨ值、氯离子含 

量、硫酸根离子含量和放射性指标等。对混凝土养护用水的要求，可按拌 

合用水适当放宽，监测项目可适当减少。



４ 检 验 方 法 

４.０.１４.０８全部检验方法都采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方法。 

４.０.７、４.０８  4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受矿物掺合料影响较小，使 

用最普遍；42.5 级硅酸盐水泥受矿物掺合料影响较小。



５ 检 验 规 则 

5．1 取 样 

５.１.１规定检验水样的最小用量。 

５.１.２避免其他物质沾染容器，影响水样检验的准确性。 

５.１.３地表水取样应有代表性，并注意环境等影响因素。 

５.１.４地下水取样应避免管道中或地表附近物质的影响。 

５.１.５规定再生水取样位置。 

５.１.６混凝土生产企业设备洗刷用水在使用前应充分沉淀，取样情况也 

应相同。 

５.２检验期限和频率 

５.２.１避免水样陈放时间过长变质。 

５.２.２放射性检验不宜重复。 

５.２.３规定的检验频率可以满足监控混凝土用水质量稳定性的要求，便 

于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



６ 结 果 评 定 

６.０.１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的饮用水完全可以满 

足本标准要求，可以不经检验，直接用于混凝土生产。 

６.０.２满足混凝土拌合用水要求即可满足混凝土养护用水的要求；混凝 

土养护用水要求可略低于混凝土拌合用水要求。 

６.０.３水泥凝结时间检验和水泥胶砂强度不符合要求， 有可能是材料 （如 

水泥）或操作等因素的影响，可对这两项进行复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