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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氯氧镁水泥由轻烧氧化镁、六水氯化镁溶液等组成，具有高强、轻质、耐火性好、低导热性、耐磨等优点，
被广泛用于各种氯氧镁水泥制品。我国工农业每年产生大量植物纤维副产品，但利用率甚低。氯氧镁水泥可与植物
纤维结合，制成生态环保的植物纤维-氯氧镁水泥材料。为促进工农业副产植物纤维在氯氧镁水泥制品中的应用，国
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试验研究，探究了植物纤维种类、形态、掺量等因素对植物纤维-氯氧镁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耐水性等性能的影响。并提出植物纤维-氯氧镁水泥复合材料在未来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氯氧镁水泥；植物纤维；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TQ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23）01-0159-02 

 
引言 

氯氧镁水泥1867 年由法国学者 Sorel 发明[1]，又称 Sorel
水泥，由轻烧氧化镁和一定浓度的氯化镁溶液拌合而成[2]，具
有高强、凝结时间短、耐磨性优、防火性好、导热系数低等优
良性能[3]。我国工农业每年产生大量植物纤维副产品，但利用
于建材类产品的比率甚低。近年来，氯氧镁水泥逐渐应用于植
物纤维复合材料制品，许多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文中主要针对于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植物纤维-氯氧镁水
泥复合材料的研究现状进行概括阐述。 

一、植物纤维种类 

1．秸秆 

我国农业每年产生巨量秸秆，2016 年主要农作物秸秆
总量为 9.84×108t[4]。有效利用秸秆，对推动我国的环保事
业前进具有重大意义。秸秆类氯氧镁水泥制品的相关研究，
可助力秸秆的资源化利用进程。 

腾娜[5]将秸秆氯氧镁水泥复合材料与传统材料进行对比，
总结出秸秆氯氧镁水泥具有质轻高强，方便安装，材料来源广
泛等优势，具有较好的推广前景；曹旭辉[6]发现，水稻秸秆的
掺入使氯氧镁水泥的脆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降低了镁水泥
的干燥收缩率；王付根[7]将小麦和玉米秸秆分别掺入氯氧镁水
泥砂浆，加压制成秸秆氯氧镁水泥复合材料，通过探究二者力
学性能，发现复合材配合比相同时，秸秆种类对秸秆复合材抗
压强度的影响差别不大；玉米秸秆表面存在蜡质层，氯氧镁水
泥浆体很难在玉米秸秆外表面润湿、扩散和渗透，从而影响制
品强度[8]，王建恒[9]为改善玉米秸秆外表皮与氯氧镁水泥的粘
结强度，对玉米秸秆进行预处理，试验结果发现，对玉米秸秆
氯氧镁水泥复合材料强度的提高程度的顺序为 EVA 乳液处理
> 碱液处理> 浸水处理> 未处理> 水玻璃处理。 

氯氧镁水泥较差的耐水性亦传导至秸秆类氯氧镁水泥制
品上。近年来，旨在改善秸秆类氯氧镁水泥制品的耐水性的
研究逐渐增加。刘军[8]发现粉煤灰和脲醛树脂均能增强玉米

秸秆氯氧镁水泥复合材料的耐水性，改善其力学性能；毕士
琪[10]通过试验对比发现，由消泡剂、抗反卤剂与缓凝剂组成
的复合改性剂能大大改善秸秆菱镁混凝土的耐水性能。 

在秸秆类氯氧镁水泥制品的建筑应用研究方面，许多学
者进行了有深度的探索。江嘉运[11]制成轻质空心条板，并采
用复合改性剂解决了耐水性差的问题；亢毅[12]通过试验配置
适合的配合比，研发出价格低廉、力学性能优良、保温隔热
性能佳、适合于村镇的节能型墙体材料。 

2．木屑 

我国木材工业规模巨大，木材剩余物总量亦惊人。木屑
运用于氯氧镁水泥品的研究也逐年增多。 

黄皓哲[13]分别掺入杉木、杨木、马尾松等木种的木粉，
探究木粉种类对氯氧镁水泥水化放热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杉木和马尾松木粉的掺入，缩短诱导期持续时间，提高了水
化放热速率，使放热峰的出现提前，杨木粉的掺入对诱导期
持续时间和放热峰的出现无明显影响；郭德禹[14]发现，随着
木粉粒径的增大，木粉氯氧镁水泥复合材料的抗压强度虽下
降但不明显，然而抗折强度却显著增大；梅佳[15]探究了不同
外加剂对木粉氯氧镁水泥混合物水化放热特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氧化钙和硫酸铝具有促凝效果，甲酸钙和硫酸锌具有
缓凝效果，四种外加剂对试样抗折及抗压强度的影响不明显，
可作为促凝剂或缓凝剂使用。 

3．竹屑 

除木屑外，竹屑近年来也逐渐运用至该领域，相关研究
亦逐渐增加。 

梅佳[16]以毛竹的竹青、竹肉、竹黄、竹节为竹粉原料，探
究了竹粉氯氧镁水泥复合材24h内水化历程和水化放热特性，
并且测试了复合材的抗折抗压强度，结果表明，竹节、竹青、
竹肉、竹黄和混合粉的掺入，均延长了诱导期持续时间，掺入
竹节、竹肉、竹黄和混合粉的试样 24h 累计水化放热总量比
纯氯氧镁水泥低，掺入竹青粉的试样 24h 累计水化放热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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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纯氯氧镁水泥高； 掺入不同竹粉的材料的抗折和抗压强度
与纯氯氧镁水泥相比都有所提高。杨少婷[17]以竹丝为原料，探
究了竹复合氯氧镁水泥试件与未复合试件的力学性能对比及
不同改性剂对竹复合氯氧镁水泥抗折强度增强效果，结果表
明，当掺量达到 12.5%，复合抗折强度为 34.12MPa，是未
复合试件的 292.1%，不同改性剂对竹复合氯氧镁水泥抗折强
度增强效果排序为碱液＞ 未改性＞ 复合改性＞偶联剂。 

二、植物纤维形态 

曹旭辉 [6]研究了稻草纤维的粒径对氯氧镁水泥抗压强
度、抗弯强度以及干燥收缩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试验选定
范围内，随着纤维长度增加，镁水泥抗压强度逐渐降低，抗
弯强度虽略有降低，但韧性逐渐转好，干燥收缩率则逐渐增
大；腾娜[5]选定秸秆粉、3-5mm、5-8mm 秸秆来探究秸秆
形态对复合材料各项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3-5mm 秸秆
抗折强度最优，掺秸秆粉试件耐水性能最佳、含水率亦最低；
王健[18]通过试验发现，秸秆尺寸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秸秆分散
性和秸秆/MOC 复合材料试样性能。随着秸秆尺寸的减小，
秸秆分散性、秸秆/MOC 复合材料试样微观结构变好，力学
强度、韧性和抗裂性显著提高，而吸水性略有上升。 

三、植物纤维掺量 

王建恒[19]掺入玉米秸秆制备玉米秸秆镁水泥基复合保温
材料，随着玉米秸秆掺量的增加，其抗折、抗压强度降低、
耐水性变差，导热系数及密度也随之减小；王付根[7]采用加
压锁模工艺，制成秸秆-氯氧镁水泥复合材料，通过试验发现，
当压制复合材密度较低时，材料抗压强度随秸秆掺量增加而
波动增长，复合材密度较大时，抗压强度将随秸秆掺量增加
而下降；腾娜[5]发现，随着秸秆掺量的增加，复合材的抗压
强度逐渐降低，抗折强度则先增长后降低；杨少婷[17]将竹丝
掺入氯氧镁水泥，发现当竹丝掺量超过 1%时，竹丝复合氯
氧镁水泥的抗折强度与竹掺量正相关，当掺量达到 12.5%，
复合材料抗折强度为34.12 MPa，是未复合试件的292.1%；
盛浩探究了木粉掺量对发泡氯氧镁水泥性能的影响，结果表
明，随木粉掺量增加，发泡水泥抗压强度整体先提高后降低，
泡孔孔径减小、数目增加，导热系数降低。 

四、结论与展望 

植物纤维-氯氧镁水泥复合材料作为一种新兴材料，相较
于纯氯氧镁水泥而言，可有效改善其脆性较大、水化速率较
低等问题；与传统建筑材料相比，其可充分利用农林业副产
物，实现环保与效益的统一。文中从有效利用农林业植物纤
维的角度出发，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对植物纤维氯氧镁水
泥制品的发展前景提出以下几点展望：（1）建立秸秆及竹木
副产物回收及分类加工体系，化废物为资源；（2）深入研究
植物纤维氯氧镁水泥制品的微观机理及协同工作机制，选出
使植物纤维分布更均匀的工艺，为植物纤维在氯氧镁水泥体
系的成熟应用奠定基础；（3）植物纤维氯氧镁水泥复合材料
应用于结构或构件的研究相对匮乏，应就此方向多开展相应
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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