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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膏基建筑腻子改变了传统建筑腻子中固体组分仪作为惰性填料，腻子硬化完全依 

赖有机粘结剂固化成膜 的技 术模式。采 用复合缓凝技术 、纤维素醚与改性木薯 淀粉胶技 

术可配制 高性 能石膏基 建筑腻子 ，它具有施 工性好、硬化 快、粘结强度高的特点 ，是一种新 

型绿 色建材 。本 文 介 绍其 配 制原 理 、制 备 工 艺及 性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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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mpounding and Properties 

of Gypsum ——based Building Putty 

PENG Jia—hui，LI Qing，ZHANG Jian—xin，CHEN Ming—feng，WAN Ti一 hi 
(Department 0f BuildiIIg materials，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P．R．ChirIa) 

Abstract：Gypsum —based building putty has chased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mode，in which the solid 

component is used only as inert filler．and the stiffening ofputty depends completely on film fom~s of the or- 

ganic binder．Using the composite retarder，cellulose ether and modified starch sine，tt high perfonmnce gYP— 

suln—based building putty Can be compound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traditional b~ ding pu仕y，it has s'~ed 

workability，rapid h~dcms，as well as high adhesive s ng【II，and is tt new green build g materia1．IIl this 

paper，its compounding principle，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properties are introduced． 

K呵 ：gyt~um；building putty；compounding principle；workability，adhesion 

建筑腻子是建筑工程的必备材料，其技术性能对施工与工程质量有重大影响。传统建筑腻子 

(107胶滑石粉)粘结强度低、干燥慢、施工周期长、效率低，为双组分现场配制，其质量不易控制。 

腻子在施工期间和使用过程中施放甲醛等致癌有毒物质，属淘汰类建材。在新型腻子开发上，仍沿 

用传统腻子“有机粘结剂 +无机惰性填料”的技术路线，只是以高分子乳液或粘结剂取代 107 胶，环 

保问题有所解决，但其它方面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改变传统建筑腻子落后的技术经济形态， 

其关键与出路在于改变腻子中固体组分仅作为惰性填料，腻子硬化只能依赖有机粘结剂固化成膜 

的技术模式。为此，应开发配制建筑腻子新的技术途径。 

建筑石膏具有体积稳定性好、质感细腻、色调宜人的特点，同时具有水化活性，可以降低价格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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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聚合物粘结剂用量。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和环保要求的提高，石膏基腻子将逐渐成为我国室 

内建筑腻子的主流产品。 

从石膏相组成、细度、工作时间、保水性和粘结性方面研究了石膏基建筑腻子的配制原理与方 

法。中试与工程应用表明，其性价比明显优于传统建筑腻子，是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型建筑腻子。 

1 原材料与实验方法 

1．1 原材料 

天然二水石膏取 自重庆璧山某石膏矿，二水硫酸钙、SO3、结晶水含量分别为 89．1％、41．1％、 

16．5％，建筑石膏为市售工业品，比表面积 4 122 cm2／g，初终凝时间为 9 min、15 min，2 h抗折、抗压 

强度 2．21 MPa、5．7 MPa。 

缓凝剂为分析纯化学试剂；保水剂、木薯淀粉胶为市售工业品。 

2．2 实验方法 

煅烧制度：在电热烘箱中进行，料厚 2伽 ，升温速度 2—3℃／min，煅烧温度 150 cI=，恒温 2 h。 

石膏标准稠度、凝结时间、强度的测定参照 GB 9776—88进行。石膏基建筑腻子性能测定参照 

JG／T 3049—1998进行。 

2 石膏基腻子配制 

2．1 石膏细度、相组成对性 

能的影响 

建筑石膏是石膏基腻子 

的主要原料，其细度与相组成 

对性能影响较大，普通建筑石 

膏的比表面积一般在 3 000— 

4 000 cm2／g，建筑腻子表面质 

感与打磨性对细度要求较高。 

将天然石膏粉磨不同时间，再 

煅烧 成建筑石膏，考查细度 

(比表面积)对性能的影响，结 

果见图 1、图 2、图 3。 

随着建筑石膏比表面积 

增加，建筑 石膏水化速率加 

快，其标准稠度需水量增加， 

凝结时间缩短，强度增加。当 

比表 面积超 过 6 000 cm2／g 

后，进一步增加细度，其水膏 

比快速增加，强度降低，结合 

细度对表面质感的影响，建筑 

石膏 的适宜细度为 5 5OO。 

6 500 ~m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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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比表面积对凝结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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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比表面积对强度的影响 

建筑石膏主要为 半水 

石膏，由于煅烧制度和陈化工艺差异，含有一定数量的二水石膏、Ⅲ型无水石膏。相组成对建筑石 

http://www.cqvip.com


72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第25卷 

膏性能的影响很大。考察了二水石膏和Ⅲ型无水石膏对性能的影响，结果见图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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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二水石膏含请对建筑石膏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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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II1型无水石膏含量对建筑右膏性能的影响 

二水石膏可促进 口半水石膏的早期水化，含量较低时可提高硬化体早期强度，当其含量超过 

5％时，建筑石膏强度大幅降低。二水石膏使建筑石膏凝结时间缩短，这对于配制建筑腻子是不利 

的。二水石膏含量应控制在 3％以内。Ⅲ型无水石膏使建筑石膏标准稠度水膏比增加，凝结时间 

大幅缩短，强度显著降低 ，是建筑石膏的有害相组分。煅烧温度过高(>180℃)将生成较多的Ⅲ型 

无水石膏。适度的陈化可使Ⅲ型无水石膏转化为 半水石膏，对建筑石膏性能是有利的。建筑石 

膏中Ⅲ型无水石膏含量应控制在 1％以内。 600 

2．2 工作时间与缓凝剂 500 

建筑石膏凝结硬化很快，其初终凝时问 i 400 

为6—30 min，可操作时间(工作时间)只有 4 300 
一 lO min，不能满足建筑腻子的施工要求，建 200 

筑腻子的工作时间一般在 2 h以上才能满足 1O0 

施工的要求，为此，必须采用缓凝剂。 0 

考查了不同类型缓凝剂对石膏初凝时间 

的影响，结果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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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多聚磷酸钠、蛋白质 G这三类 图6 不同缓凝剂掺入石膏中凝结时间对比 ‘ 

缓凝剂对石膏的缓凝效果显著，其中柠檬酸缓凝效果最好。 

采用柠檬酸作石膏腻子缓凝剂是合适的，但对硬化体强度有负面影响，当掺量超过 0．1％时， 

影响加剧，故应控制其掺量。蛋白质 G对石膏强度影响较小，柠檬酸与蛋白质G复合可避免柠檬 

酸高掺量对强度的负面影响。 

柠檬酸与蛋白质 G复合，可降低前者掺量，在保证腻子足够工作时间前提下，避免强度的大幅 

降低，是腻子的适宜缓凝剂。 

2．3 保水性与保水剂 

良好的保水性是高性能建筑腻子的必备性能，为了确保施工性和防止腻子层塑性开裂，石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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腻子的保水率一般应在 90％以上，为此，应 

采用高效保水剂。试验了羧甲基纤维素、纤 

维素醚、聚丙烯酰胺等不同类型的保水剂的 

作用效果，甲基纤维素醚保水效果最好。甲 

基纤维素醚对保水性影响见图7。 

2．4 粘结性与胶粉 

为提高腻子的粘结强度，需采用水溶性 

固体胶粉改性。选择适宜的水溶性固体粘结 

剂是配制石膏基腻子的关键技术之一，分析 

比较了乙烯一醋酸乙烯可再分散乳胶粉、聚 

乙烯醇、改性木薯淀粉胶等胶粉对石膏基腻 

子的改性效果，Ⅵ 胶粉粘结强度最高，但 

价格昂贵，改性木薯淀粉胶性价比最佳，其对 

腻子粘结强度的影响见图 8。 ． 

由图 8可见，改性木薯淀粉胶可显著提 

高腻子的粘结强度，且随其掺量增加，腻子粘 

结强度迅速增加；当掺量超过 3％以后，粘结 

强度增加变缓 ，其适宜掺量为 3％。VAE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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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纤维素醚对腻子保水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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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量 

图8 改性淀粉胶对腻子粘结强度的影响 

粉耐水性优 良，配制耐水性腻子时应选用 VAE胶粉。 

2．5 填料 

为了减少缓凝剂的掺量，改善腻子施工性，掺人一定 比例的滑石粉、双飞粉等填料是可行的。 

试验了不同掺量滑石粉、双飞粉等惰性填料对石膏基腻子性能的影响。随填料掺量增加，腻子凝结 

时间延长，涂刮性、打磨性趋好，但强度、粘结性降低。双飞粉作填料优于滑石粉，双飞粉的适宜掺 

量为 30％。 

3 石膏基建筑腻子配方与性能 

石膏基建筑腻子配方质量比为：建筑石膏 7O、双飞粉 3o、柠檬酸0．1、蛋白质 GO．2、甲基纤维素 

醚 0．2、改性木薯淀粉胶 3。其制备工艺为： 

石膏矿一破碎一粉磨一煅烧一复合外加剂填料混合一产品 

石膏基建筑腻子性能 ： 

比表面积 5 800 cm2／g 

标准稠度 46％ 

表干时间 135 min 

打磨性 47％ 

白度 78 

保水率 95％ 

粘结强度 0．7 MPa 

石膏基建筑腻子性能满足 JG／rI'3049—1998(建筑室内用腻子)的要求，具有施工性好，凝结硬 

化快、保水性好、粘结强度高的显著特点，其施工工艺与传统腻子相同。 

石膏基建筑腻子已实现工业性生产，进行了大规模工程应用，其生产成本约 650元／t，是一种 

很有市场竞争力的新型建筑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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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建筑石膏细度与相组成对腻子性能影响较大。建筑石膏适宜的比表面积为 5 500—6 500 

咖2／g，Ⅲ型无水石膏含量应控制在 1％以内，二水石膏含量控制在 3％以内。 

2)柠檬酸对建筑石膏的缓凝效果显著，但使其强度大幅降低，在石膏基腻子中不宜单独采用 

柠檬酸。柠檬酸与蛋白质 G复合既可有效解决腻子工作时间需要解决的缓凝问题，同时可避免硬 

化体强度的大幅降低。纤维素醚可显著提高石膏基腻子保水性，掺人适量甲基纤维素醚可显著提 

高腻子施工性，避免腻子的塑性开裂。改性木薯淀粉胶可大幅度提高腻子的粘结强度，其适宜掺量 

为 3％。 

3)控制石膏相组成与细度，采用复合缓凝、保水、木薯淀粉胶改性技术可配制高性能石膏基建 

筑腻子。它具有施工性能好、硬化快、施工周期短、粘结强度高、表面细腻的显著特点，是一种性价 

比优良的绿色建筑材料，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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