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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混凝土在硫酸盐溶液中的腐蚀破坏是一种常见的混凝土破坏形式，研究混凝土抗硫酸

盐腐蚀破坏对于混凝土工程具有重要意义。混凝土在硫酸盐溶液中受腐蚀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固 液界面的表面吸附、硫酸盐溶液的扩散过程以及硫酸盐在混凝土试件内

部的化学反应和物理结晶等物理化学过程。研究表明：可以采用Ｆｉｃｋ第二扩散定律来描述硫酸盐

在混凝土中的扩散过程；硫酸盐溶液中，混凝土试件的固 液相界面处发生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并

存在表面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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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硫酸盐腐蚀破坏是最常见的影响混凝土耐久性的因素之一，它是一种膨胀性破坏，使混凝土开

裂、剥落，从而降低混凝土的强度，导致工程结构往往达不到预期的使用要求［１２］。硫酸盐侵蚀破坏多发于

水质中离子含量较高的地区。由于土壤或海水和某些地下水中硫酸盐含量较高，混凝土受硫酸盐侵蚀比

较严重［３］。混凝土工程都因为硫酸盐侵蚀而不能达到设计的耐久寿命，所以有必要研究混凝土硫酸盐腐

蚀问题。根据规范ＧＢ５００８２２００９《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的实验方法标准》规定的硫酸盐试验方

法，即采用硫酸盐溶液对混凝土试件进行干湿循环实验。硫酸盐溶液对混凝土的侵蚀不会在一开始就使混

凝土破坏，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于混凝土试件是固体，硫酸盐溶液是液体状态，这个过程应该包括固

－液界面的表面吸附、硫酸盐溶液的扩散过程以及硫酸盐在混凝土试件内部化学反应和物理结晶等物理化

学过程［４６］。文中将从３个方面来分析硫酸盐溶液对混凝土试件腐蚀的机理。

１　试验原材料及试验方案

１．１　试验原材料及其性能

水泥：试验采用甘肃永登水泥厂生产的祁连山牌４２．５级普通硅酸盐水泥，性能指标合格，化学成分如表

１所示。

表１　水泥的化学成分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犫狔犿犪狊狊）狅犳犮犲犿犲狀狋 ％

ＳｉＯ２ Ｆｅ２Ｏ３ Ａｌ２Ｏ３ ＣａＯ ＭｇＯ ＳＯ３ Ｃ３Ａ ＬＯＩ

３０．５４ ３．７８ ４．１６ ５４．２５ １．４３ ２．８３ — １．６７

粉煤灰：兰州二热厂产性能良好的Ｉ级粉煤灰。其化学成分如表２所示。

表２　粉煤灰化学成分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犫狔犿犪狊狊）狅犳犮犲犿犲狀狋 ％

ＳｉＯ２ Ｆｅ２Ｏ３ Ａｌ２Ｏ３ ＣａＯ ＭｇＯ ＳＯ３

４４．３６ １２．６４ ２５．１３ １１．９４ ０．８２ １．２３

１．２　混凝土配合比及试件制作

试验设计使用混凝土试件强度等级为Ｃ４０，其实际配合比，即水泥、粉煤灰、水、砂、石的质量比为：

１∶０．１∶０．４８∶２．０８∶３．１２。将成型后的试件放入标准条件下的养护室内养护２８ｄ，然后开始进行实验。

１．３　试验方案

考虑到一般盐类侵蚀，选择５％的硫酸钠溶液，其中的硫酸根含量相当于３５０００ｍｇ／Ｌ。根据

ＧＢ／Ｔ５００８２—２００９《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在试验室进行混凝土硫酸盐腐蚀试验，混

凝土试件尺寸为１００×１００×４００，混凝土试件在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中浸泡（１５±０．５）ｈ，进入烘箱烘干６ｈ，进行干

湿循环。观察其现象并研究分析在此过程中的离子的扩散规律。

２　模型原理

２．１　混凝土试件在硫酸盐溶液中的表面吸附

在硫酸盐溶液中浸泡的混凝土试件是多孔性材料，硫酸盐溶液能渗透到混凝土试件中，对混凝土进行腐

蚀破坏［７］，这种渗透的机理其实是多孔性材料在固－液相界面的吸附。处在混凝土试件表面上的原子，由于

周围的原子对它的作用力不对称，原子所受的力不饱和，因而有剩余力场，可以吸附硫酸盐溶液的液体分子。

混凝土试件表面和硫酸盐溶液表面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表面上的力场是不饱和的，表面分子都处于非均

匀力场之中，有表面张力存在［８］。混凝土试件的表面现象与硫酸盐溶液的不同，液体能够自动地缩小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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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表面吉布斯自由能，同时硫酸盐溶液表面还能对溶液中的溶质产生表面吸附，进一步降低表面吉布斯自

由能。混凝土试件表面上的分子几乎是不能移动的，固体表面上原子和分子的位置就是在表面形成时它们

所处的位置。无论经过多么精心抹平的混凝土试件表面，实际上都是凹凸不平的。正是由于固体表面的不

均匀性，表面上可能没有２个原子或分子所处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尽管混凝土试件表面和硫酸盐溶液表

面不同，但它们产生吸附作用的实质都是趋向于使表面吉布斯自由能降到最低［９］。

为了降低表面张力，混凝土试件表面能够从表面外部空间吸附硫酸盐溶液的液体分子。当无规则热运

动的液体分子碰撞到固体表面时，就有可能被吸附到表面上。混凝土试件表面吸附硫酸盐溶液的液体分子

以后，表面上的不均匀力场就会减弱，从而使表面张力降低。固体在溶液中的吸附较为复杂，迄今尚未有完

满的理论。因为既要吸附溶剂，又要吸附溶质，溶质和溶剂之间还有相互作用。

在混凝土试件表面吸附硫酸盐溶液的过程中，既存在物理吸附又存在化学吸附［１０］。物理吸附是硫酸盐

溶液分子借助混凝土试件表面浓集，这种浓集作用无任何选择性；混凝土试件表面依靠其表面分子的分子间

力，把周围临近的硫酸盐溶液分子拉到混凝土试件表面上浓集。化学吸附是由于混凝土试件表面存在的

水泥水化后的Ｃａ（ＯＨ）２ 产物与硫酸盐溶液中的溶质 Ｎａ２ＳＯ４ 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新的反应产物；混凝土

试件表面依靠化学键力吸附周围临近的硫酸盐溶液中的分子和离子。在混凝土试件对硫酸盐溶液的吸附

过程中，既存在物理吸附也存在化学吸附。硫酸盐溶液分子首先通过物理吸附到混凝土试件表面上，然

后再与表面发生化学反应，所以物理吸附是化学吸附的前奏，如果没有物理吸附，化学吸附将变得很慢，

甚至不会发生。

混凝土试件表面对硫酸盐溶液的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的本质区别是：在物理吸附中被吸附的硫酸盐溶

液分子与混凝土试件表面之间的作用力是范德华力，而化学吸附则为化学键力，形成吸附键。试验中的

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是一种电解质溶液，溶液在水中表现为离子形式：

Ｎａ２ＳＯ４２Ｎａ
＋
＋ＳＯ

２－
４ 。

　　固体在电解质溶液中对离子的吸附通常有２种
［１１］：离子选择性吸附和离子交换吸附。固体在电解质溶

液中优先吸附某种电荷的离子（正离子或负离子）而使固体带有电荷（正或负），这种现象称为离子的选择性

吸附；离子交换吸附与选择性吸附不同，它不是固体直接从溶液中吸附离子，而是固体本身的组成离子与溶

液中的同号离子发生交换，即固体吸附剂在溶液中吸附了某种离子的同时，将另一种相同符号电荷的离子释

放到溶液中。

混凝土试件对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的吸附应该是离子交换吸附，混凝土试件表面存在的部分Ｃａ（ＯＨ）２ 接触到

Ｎａ２ＳＯ４ 电解质溶液后，吸附了溶液中的ＳＯ
２－
４ 离子，将自身的 ＯＨ

－释放到溶液中，离子交换过程如图１所

示，此过程仅考虑了混凝土试件表面存在的少量Ｃａ（ＯＨ）２ 与Ｎａ２ＳＯ４ 电解质溶液的离子交换过程，混凝土

试件表面存在的其他水化产物与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的离子吸附形式尚不清楚，在混凝土试件表面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同

时进行了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之后，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在混凝土试件内部应该进行扩散。

图１　离子交换过程

犉犻犵．１　犐狅狀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狆狉狅犮犲狊狊

２．２　硫酸盐溶液在混凝土试件内部的扩散

固－液相界面处的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不断深入到混凝土试件内部，把这个过程也叫做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的离子

迁移，这种离子迁移的机理应该是以布朗运动为理论基础的 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分子在固体混凝土试件中的

扩散［１２］。

１３１第６期 乔宏霞，等：混凝土在硫酸盐溶液中的腐蚀模型



 http://qks.cqu.edu.cn

根据分子运动论［１３］的基本概念，不管是硫酸盐溶液还是混凝土试件，都是由大量分子组成的，而组成物

质的分子在不停地做布朗运动，布朗运动的剧烈程度与物体的温度有关。根据分子的热运动理论，混凝土试

件是固体，分子的无规则运动不够剧烈，分子在相互作用力的影响下被束缚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近做微小的

振动；硫酸盐溶液是液体状态，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加剧，分子力的作用已不能把分子束缚在各自的平衡位置

附近做微小的振动，也不能使分子分散远离。由于硫酸盐溶液的分子运动比混凝土试件的分子运动更加剧

烈，最终结果就是硫酸盐溶液扩散到混凝土试件内部［１４］。

外部硫酸钠溶液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扩散之后，应该不存在浓度梯度，溶液中浓度处处相同，混凝土试件

表面吸附了硫酸钠溶液，达到吸附平衡，也就是说混凝土试件表面应该具有和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中相同的浓度；

混凝土试件内部无Ｎａ２ＳＯ４，可以认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混凝土试件内部Ｎａ２ＳＯ４ 浓度为０，此时混凝土试件的

表面和内部存在浓度差，浓度差是引起的 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分子扩散的驱动力，这时假定扩散服从Ｆｉｃｋ第一

定律。

采用Ｆｉｃｋ定律
［１５］适用条件：在定温、定压的条件下，二元扩散体系中任意组元的分子扩散通量与该组元

的浓度梯度成正比，如式（１）所示。

犑犃

＝－犇ＡＢ

ｄ犮Ａ

ｄ狕
， （１）

式中：犑犃
为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沿混凝土试件狕 轴的通量，ｋｍｏｌ／（ｓ·ｍ

２）；犇ＡＢ为比例系数，称为扩散系数；

ｄ犮Ａ／ｄ狕为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沿混凝土试件狕轴的浓度梯度。负号表示分子扩散通量沿浓度减小的方向，混凝土

试件狕轴指的是混凝土试件表面到混凝土深处的距离。由式（１）有

犇
·

ＡＢ＝－犑犃
／
ｄ犮犃

ｄ狕
。 （２）

　　可见，扩散系数犇ＡＢ表示单位浓度梯度下的通量，它反映分子扩散的强度，取决于Ａ组元和Ｂ组元的物

性、体系的状态以及混合物的成分，这里的Ａ组元是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Ｂ组元是混凝土试件。式（１）通常使用于

气体分子扩散过程，若用于混凝土试件中，因为混凝土试件是固体，应改写成固体的稳态传质方程

犖Ａ＝－犇ＡＢ

ｄ犮Ａ

ｄ狕
， （３）

式中犇ＡＢ表示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通过混凝土试件的扩散系数，在混凝土试件沿狕轴方向，两点１和２之间积分得

通量公式

犖Ａ＝
犇ＡＢ（犮Ａ１－犮Ａ２）

狕２－狕１
。 （４）

图２　多孔固体示意图

犉犻犵．２　狊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狆狅狉狅狌狊狊狅犾犻犱

　　式（３）的固体稳态传质方程考虑了混凝土试件是固体，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的扩散过程没有考虑混凝土试件的结构，而是把混凝土试件按

均匀物质处理；由于混凝土是多孔性、非均质固体材料，多孔材料中

充满了空隙或孔洞，其空隙的尺寸和类型极大地影响着固体中的扩

散［１６１７］。图２示意的混凝土试件为多孔固体，混凝土试件内部空隙

中充满水，在边界１处为混凝土试件外表面，Ｎａ２ＳＯ４ 浓度为犮Ａ１，在

边界２处为混凝土试件内部某一点，Ｎａ２ＳＯ４ 浓度为０，因而 Ｎａ２ＳＯ４

将由１向２扩散。在扩散过程中，Ｎａ２ＳＯ４ 分子必须通过图１中虚线

所示的曲折路径，虽然该路径的长度不知，但该路径一定比狕２－

狕１ 长。

假定曲折路径为狕２－狕１的犽狋 倍，犽狋 称为曲折度，必须由实验确定。

由式（４）可知，Ｎａ２ＳＯ４ 在混凝土试件中的稳态扩散通量公式可写为

犖Ａ＝
ε

犽２狋
·犇ＡＢ

犮Ａ１－犮Ａ２

狕２－狕１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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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ε为空隙分数；犇ＡＢ为Ｎａ２ＳＯ４ 的扩散系数；犽
２
狋，其中一个犽狋 修正比狕２－狕１ 长的扩散路径，另一个犽狋

修正在固体表面的孔洞与表面所构成的角度，犽狋 的实验值在１．２～２．５范围内。通常把ε、犽狋、犇ＡＢ写在一

起，即

犇Ａｅｆｆ＝
ε

犽２狋
犇ＡＢ。 （６）

　　上述推导未考虑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在扩散过程中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若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在混凝土试件中扩散时

ｄ犮／ｄ狋≠０，假定图１中进入界面１和流出界面２的扩散通量为犑１ 和犑２，则在单元体积中溶质积累速率为

犮

狋
·ｄ狕＝犑１－犑２， （７）

进入界面１的扩散通量： 犑１＝－犇
犮

狕（ ）
狕

， （８）

流出界面２的扩散通量： 犑２＝－犇
犮

狕（ ）
狕＋ｄ狕

＝犑１＋


狕
－犇

犮

狕［ ］
ｄ狕

， （９）

则有 犮

狋
·ｄ狕＝犇


２犮

狕
２
·ｄ狕， （１０）

犮

狋
＝犇


２犮

狕
２
。 （１１）

即Ｆｉｃｋ第二定律。式中：狋为时间；狕 为距混凝土表面的距离；犇 为ＳＯ２－４ 离子扩散系数；犮为距混凝土表

面狕 处的ＳＯ２－４ 离子浓度。

此时对混凝土采用的假定是：混凝土是半无限均匀介质；ＳＯ２－４ 离子扩散时不与混凝土结合，ＳＯ２－４ 离子

扩散系数是一个常数，但事实上，ＳＯ２－４ 离子在扩散时会与混凝土内部水泥水化产物发生化学反应，必须考虑

Ｎａ２ＳＯ４ 在混凝土试件内部的消耗量。同时，在混凝土试件中生成的各种反应物会在一定时间内填充混凝土

孔隙，这也将影响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的扩散过程和扩散速度；伴随电解质溶液进入混凝土试件内部的Ｎａ
＋和混凝

土水化产物释放的ＯＨ－的脱附过程也应该被考虑［１８］，可以按照Ｆｉｃｋ第二定律描述硫酸盐溶液在混凝土试

件中的扩散过程。

３　试验现象及化学机理分析

３．１　干湿循环过程对犖犪２犛犗４ 溶液扩散的影响

干湿循环过程对硫酸盐溶液中的混凝土试件产生较大的影响［１９２０］。在循环初期，混凝土失水／吸水速率

最大，之后大幅减小，同时离子的存在不影响混凝土水分的传输方式，但会大大降低其毛细吸附和扩散传输

效果［２１］。同时在循环过程中高温和低温不断反复作用，更加促进硫酸根离子的扩散［２２２３］。通过实验可以观

察到混凝土在硫酸盐溶液进行干湿循环过程中Ｎａ２ＳＯ４ 在混凝土试件表面的白色结晶产物，符合研究中设

计的腐蚀模型［２４］。试验前、后的混凝土试件如图３、图４所示。

图３　试验前混凝土试件

犉犻犵．３　犆狅狀犮狉犲狋犲狊狆犲犮犻犿犲狀犫犲犳狅狉犲狋犲狊狋

图４　试验中的混凝土试件

犉犻犵．４　犜犺犲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狊狆犲犮犻犿犲狀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狋犲狊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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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扩散进入混凝土试件之后，混凝土试件烘干的过程中，内部失水，有较大部分Ｎａ２ＳＯ４ 并未

和混凝土试件内部的水泥水化产物发生化学反应，混凝土内部孔溶液盐浓度增大析出晶体，即：

Ｎａ２ＳＯ４＋１０Ｈ２ＯＮａＳＯ４·１０Ｈ２Ｏ。

　　在混凝土试件内部孔溶液高度饱和时，上述可逆反应会在混凝土内部孔壁上产生相当大的析晶渗透压；

同时从可逆反应左边的无水硫酸钠到右边的１０水硫酸钠，体积增大较多，在混凝土内部的孔隙也会产生较

大的膨胀压力，这两种压力作用在混凝土的孔壁上，使混凝土毛细孔壁承受较大的环向拉伸应力，如果这个

拉应力超过混凝土孔壁上自身的抗拉强度，混凝土内部的孔隙将破坏［２５］。

如果在混凝土试件孔隙内温度超过３２．４℃时，上述可逆反应向左进行，１０水硫酸钠分解为无水硫酸钠，

此时，由１０水硫酸钠体积增大引起的作用在混凝土孔壁上的膨胀压力大大减小，水分变为水蒸气，作用在混

凝土孔壁上的膨胀压力转化为蒸汽对毛细孔壁的压强，水蒸汽浓度增加，压强增大，同时气体温度也高于１０

水硫酸钠时的温度，气体分子扩散速度加快，大量气体会快速扩散到混凝土孔隙外，混凝土孔壁上承受的压

力快速减小，混凝土孔壁上的拉应力快速下降［２６］。

混凝土试件烘干６ｈ后，会再一次浸泡在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中，溶液再一次扩散进入混凝土试件内部的孔隙

中，上述过程重复发生，混凝土孔壁上再次承受拉应力以及拉应力的快速卸载，这种过程的重复发生，混凝土

孔壁上也会发生疲劳破坏［２７２８］，从而使材料丧失一定的强度和粘性，达不到正常使用要求［２９３０］。

盐渍土地区实际混凝土结构的腐蚀［３１］实例也符合上述分析，图５、６、７为甘肃省某盐渍土地区被硫酸盐

腐蚀的电线杆。

图５　电线杆阳面

犉犻犵．５　犜犺犲狊狌狀狀狔狊犻犱犲狅犳狆狅犾犲

图６　电线杆阴面

犉犻犵．６　犜犺犲犱犪狉犽狊犻犱犲狅犳狆狅犾犲

图７　加固处理的电线杆

犉犻犵．７　犆狅狉狉狅狊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狆狅犾犲

由于该地区干旱少雨，年降雨量小于年蒸发量，所以盐渍土中的硫酸盐对混凝土电线杆的腐蚀是在有水

的情况下才会发生［３１］。如果降雨后，混凝土电线杆的阳面由于太阳辐射强，会很快干燥，硫酸盐腐蚀能够发

生的时间很短，机会很少，所以看到图５中的电线杆阳面几乎未受腐蚀，表面完好；而电线杆的阴面由于水分

蒸发速度慢，盐渍土中的硫酸盐会随着水分通过电线杆表面扩散到电线杆内部，随着水分蒸发，电线杆阴面

的硫酸盐浓度增加，达到过饱和状态时硫酸盐结晶析出，在电线杆阴面内部孔隙结晶的硫酸盐体积增大，会

破坏混凝土电线杆的内部结构，在表面结晶的硫酸盐附着在电线杆阴面外部，如图４中看到的白色晶体；等

电线杆阴面水分蒸发完全干燥后，硫酸盐大部分结晶在电线杆表面和内部（在有水的条件下部分硫酸盐参与

化学反应），完成一次干湿循环，如果下次降雨，硫酸盐扩散和结晶过程重复进行，完成第二次干湿循环，所以

处于盐渍土地区的混凝土电线杆的阴面受到干湿循环作用下硫酸盐的腐蚀，破坏速度很快，而阳面往往还处

于完好状态，单面破坏最终导致混凝土电线杆的保护层脱落，钢筋外露，如图７所示。

这种形式的干湿循环常见于电线杆的１．５ｍ以下的位置，高于１．５ｍ后，由于电线杆的阴阳面差别不大，

并且距离盐渍土较远，硫酸盐扩散影响很少而不存在这样硫酸盐腐蚀破坏。在实际环境中的电线杆和试验

中的混凝土试件均证明了干湿循环试验制度符合盐渍土地区混凝土的硫酸盐腐蚀破坏机理，Ｎａ２ＳＯ４ 的直接

结晶是硫酸盐腐蚀破坏的主要因素，所以研究的混凝土试件在硫酸盐溶液中的腐蚀模型符合混凝土破坏的

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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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混凝土受硫酸盐腐蚀的物相化学平衡及机理分析

１）混凝土是强亲水性多孔材料，且内部存在对硫酸盐溶液不稳定的物相，当混凝土试件浸入Ｎａ２ＳＯ４ 溶

液中，在其界面就会发生化学侵蚀反应，本质是物相化学平衡问题，即使硫酸盐溶液不渗入混凝土内，也可从

表面开始发生化学侵蚀反应，如图８、图９所示。

２）硫酸根离子在混凝土中的扩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比氯离子在混凝土中的扩散更复杂。部分原因

是硫酸根离子可与混凝土中的氢氧化钙反应，形成较难溶的硫酸钙，会直接结晶到混凝土孔隙中

ＳＯ２－４ ＋Ｃａ（ＯＨ）２ ＣａＳＯ４＋２ＯＨ
－，

还有一部分扩散进入混凝土内部的硫酸根离子会与水泥中水化铝酸三钙生成钙矾石

３（ＣａＳＯ４·２Ｈ２Ｏ）＋３ＣａＯ·Ａｌ２Ｏ３·Ｈ２ Ｏ ３ＣａＯ·Ａｌ２Ｏ３·３ＣａＳＯ４·３１Ｈ２Ｏ。

图８　表层混凝土试件孔隙中的硫酸钙

犛犈犕照片

犉犻犵．８　狋犺犲犛犈犕犮犪犾犮犻狌犿狊狌犾犳犪狋犲犻狀狋犺犲

狊狌狉犳犪犮犲犾犪狔犲狉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狊狆犲犮犻犿犲狀狆狅狉犲

　　

图９　混凝土试件２０犿犿深度的

犛犈犕照片

犉犻犵．９　犜犺犲犛犈犕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狊狆犲犮犻犿犲狀

２０犿犿犱犲狆狋犺

综上所述，在该腐蚀模型中，化学反应是存在的，但是在干湿循环状态下，物理腐蚀占主要作用。

４　结　论

１）混凝土试件在硫酸盐溶液中浸泡时，它们的固 液相界面处发生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也存在表面化

学反应。

２）混凝土在硫酸盐溶液中的腐蚀模型符合现场盐渍土地区混凝土结构物硫酸盐腐蚀破坏实例，可以参

考采用Ｆｉｃｋ第二扩散定律来描述硫酸盐在混凝土中的扩散过程。

３）混凝土试件干湿循环作用下，孔壁上承受更快速的疲劳破坏，因此在这种试验条件下混凝土试件破坏

速度更快，破坏程度更严重。

４）混凝土是强亲水性多孔材料，且内部存在对硫酸盐溶液不稳定的物相，试验现象分析也符合物相化学

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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