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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渣是冶金工业中产生的主要固体废弃物!其产量约为每年粗钢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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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的

局限!导致我国钢渣利用率较低!仅为年钢渣产量的
0/i

'同时加之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导致钢渣大量露天

堆放!对土地资源"地下水源!以及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固体废弃物再利用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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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三钙"硅酸二钙"钙镁橄榄石"钙镁蔷薇辉石"铁酸二钙等&与水泥熟料的主要化学成分"主要矿物组成极

为相似!是一种具有潜在胶凝活性的胶凝材料#以钢渣尾渣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机械研磨的方式对钢渣尾渣

处理!即物理激发!获得不同粒径钢渣尾渣微粉#依据0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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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钢渣尾渣胶凝活性的影响!以及不同水化时间对钢渣尾渣胶凝活性的影

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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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钢渣尾渣微粉与钢渣尾渣胶砂的

矿物组成进行测试与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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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微观形貌测试与分析!从而获得钢渣尾渣的物理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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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渣尾渣胶砂中形成大量水化产物且几乎不存在分散小颗粒#从而进一步实现固体

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利用!达到钢铁企业增加效益!环境缓解压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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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渣是冶金工业中产生的主要固体废弃物!其产量约为

每年粗钢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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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的局限!导致我

国钢渣利用率较低!仅为年钢渣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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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之管理

制度的不健全!导致钢渣大量露天堆放!对土地资源"地下

水源!以及空气质量形成严重影响#钢渣的主要化学成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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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机械研磨的方式激发钢渣尾渣胶凝活性!获得不同

粒径钢渣尾渣微粉#依据0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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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一系列钢渣尾渣胶砂试块#研究不

同粒径钢渣尾渣微粉%分别标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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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胶凝活性!以及不同水化时间对钢渣尾渣胶凝活性

的影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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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渣尾渣胶砂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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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渣尾渣胶砂强度#利用激光粒度分析仪对钢渣尾渣微

粉的粒径分布进行测试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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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衍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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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矿

物组成测试与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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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微观形貌测

试与分析!揭示钢渣尾渣的物理激发机理#从而实现钢渣的

资源化利用!达到钢铁企业增加效益!环境缓解压力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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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钢渣尾渣%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其处理工艺为转

炉风淬渣工艺!化学成分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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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钢渣尾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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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微粉与水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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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渣尾渣微粉粒径对钢渣胶凝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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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当研磨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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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微粉的胶凝活性最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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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指数明显高于钢渣尾渣胶

砂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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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指数!说明钢渣尾渣微粉在水化中"后期

的力学性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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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随着钢渣尾渣微粉粒

径的减小!钢渣尾渣微粉胶凝活性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

势!这是因为钢渣尾渣微粉粒径减小时!其比表面积增大!

钢渣尾渣微粉胶凝活性提高'而钢渣尾渣微粉粒径过小时!

其易出现团聚现象!导致比表面积减小!钢渣尾渣微粉胶凝

活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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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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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这是因为
Ac

相属于难磨物质机械

研磨不 易 被 磨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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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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