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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沥青混合料的质量是保证整个道路质量的关键,在施工过程沥青混合料的原材料性能,沥青混合料在拌合生产过程

中的质量,这将对整个沥青混合料的路面施工质量会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搅拌站之中所有的沥青混合料一定要加强质量管

控,控制的方向分多个：例如沥青管理,集料与混合料的温度管控等,以此保证沥青混合料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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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质量控制在沥青混合料的搅拌过程中的最为重要。只有

通过搅拌与生产中严格控制其混合料的质量,才可提供沥青

路面的供料与实施质量,从而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1 沥青混合料的原材料的质量控制 

1.1粗骨料 

沥青层粗集料包括碎石、碎石等,粗集料表面应洁净、

干燥、粗糙,其质量应符合表1.1.1的要求。 

表1.1.1  沥青混合料用粗集料技术要求： 

指标 单位 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 其他公路

表面层 其他层次

石料压碎值,不大于 % 26 28 30

洛杉矶磨耗损失,不大

于

% 28 30 35

表面相对密度,不小于 -- 2.60 2.50 2.45

吸水率,不大于 % 2.0 3.0 3.0

坚固性,不大于 % 12 12 --

针片状颗粒含量(混合

料),不大于

% 15 18 20

水洗法<0.075mm 颗粒含

量,不大于

% 1 1 1

软石含量,不大于 % 3 5 5  

沥青混合料在搅拌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必须引起足够的

重视。在拌制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严格控制沥青混合

料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沥青路面的施工和生产,取得

明显的经济效益。 

1.2细集料 

沥青路面细集料包括天然砂、机制砂和石屑。细集料应

坚硬、清洁、干燥、无气候、无杂质且分级适当。细集料质

量应符合表1.2.1的要求： 

表1.2.1  沥青混合料用细集料质量要求 

项目 单位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其他公路

表观相对密度、不小于 -- 2.50 2.45

坚固性(>0.3mm部分),不小

于

% 12 --

含泥量,不大于 % 3 5

砂当量,不小于 % 60 50

亚甲蓝值,不大于 g/kg 25 --

棱角性(流动时间),不小于 s 30 --
 

拌和站料仓必须有防雨棚且应有排水槽,避免料仓积水。 

1.3填料 

矿粉必须用碱性材料如石灰石或岩浆岩进行研磨。要求

干燥、洁净,其表观密度、含水量、粒径范围、亲水系数、

塑性指数等指标必须符合规范要求。特别是,严格控制

0.075mm 以下的含量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除了满足质量和

技术要求外,还要求矿粉从筒仓自由流动。在使用过程中应

防止吸潮结块,因此矿粉的储槽和输送管必须密封,吸潮结

块不能留有空间。 

1.4沥青 

沥青路面使用的沥青标号是根据道路等级、气候条件、

交通条件、路面类型、结构层的层数和应力特性、施工方法

等,结合当地经验,经技术论证后确定的。沥青的粘附性是指

沥青与集料相互作用的物理和化学吸附能力,而粘附性是沥

青本身的内在粘附性。但是,粘结性好的沥青一般具有很强

的粘结性。沥青对沥青路面的强度、水稳定性和耐久性有很

大的影响。但在使用前,应检查沥青指标是否符合相关技术

要求,包括渗透性、延展性、软化点、粘附性、含蜡量、薄

膜炉加热后的试验指标。沥青进入搅拌站时,应附有原厂质

量证明书和出厂检验单。实验室取样检查每批沥青是否符合

要求。实验室取样检验合格后,每批沥青应留有不少于4kg

的材料样品供检验后参考。沥青卸料时,应将卸料口清理干

净,检查卸料罐,确保罐内及其内含物无水。只有在允许其它

杂质卸下沥青时,才能定期检查和清洗沥青过滤器,在沥青

灌溉的储存条件下,沥青的性能保持不变。影响其性能的主

要因素是温度,因此运输过程中所需的沥青温度通常控制在

130-135度之间。 

2 沥青混合料在拌合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2.1拌合设备的标定 

首先要对拌合设备进行标定,一般为一年标定一次,当

使用过程中发现不准时,可随时进行标定或者自校。为确定

冷料进料量,需要校准的部件主要有：集料称量、沥青称量、

温度计、搅拌时间显示、冷斗皮带速度等。所有校准部件的

精度必须符合要求,否则应进行调试或维护。特别是在集料

称量、沥青称量、矿粉称量、温度显示等方面,这些组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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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直接影响到沥青混合料的混合质量。只有当上述各组

成部分都处于良好状态时,才能进行生产配合比设计。 

2.2混合料的拌制 

搅拌设备计量系统准确校准后,将集料装入冷料仓,使集

料充分,相邻两个料仓不得混合。在生产过程中,沥青搅拌站

的操作人员应始终注意各配料秤的准确度,包括集料、沥青、

矿粉填料等,以免因设备本身的影响而造成配料偏差过大,造

成混合料级配不合格。直接影响混合料的质量。未经许可,经

营者不得以任何时间、任何理由改变生产配合比。总搅拌能

力满足施工要求,搅拌机除尘设备完好,能满足环保要求。冷

料仓数量满足配合比要求,一般不少于5-6个。沥青混合料的

生产温度应符合规范要求。干燥集料的含水量不应超过1%。

每天初应提高几盘集料的加热温度,并将几罐集料烘干丢弃,

正式加入沥青混合料。沥青混合料的拌制时间根据混凝土条

件确定,取沥青集料均匀覆盖度。间歇式搅拌机的生产周期不

应小于45s/盘(干混时间不应小于5-10s)。改性沥青和SMA混

合料的混合时间应适当延长。 

2.3混合料温度控制 

沥青混合料的出料温度应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同时必

须保证沥青混合料的性能指标无明显变化。但是在实际生产

中,不管是沥青温度,还是骨料温度都要控制得当,否则会造

成以下情况。 

2.3.1沥青加热温度过高,集料加热温度过低,出料温度

虽然能满足要求了,可是沥青混合料的水稳定性降低了。 

2.3.2沥青加热温度过低,集料加热温度很高,出料温度

虽然满足要求了,低温的沥青会影响沥青在往拌锅喷洒时不

均匀,从而引起花白料和油膜过薄的质量问题,并且低温的

沥青不易雾化,很难均匀地分布于沥青混合料中,从而影响

了沥青混合料的耐久性能。因此,沥青混合料在生产过程中,

必须保证沥青、集料等原材料以及混合料的温度满足规范要

求。通常基质沥青预热到145~155℃,骨料加热温度在

155-185℃较为合适。当然,集料的加热温度应与大气温度适

当调节,以保证混合料在工厂的温度和现场的摊铺温度符合

要求。对于185℃以上的沥青混合料,应丢弃。 

由于拌和站在开盘前,拌锅是凉的,拌和站在生产时应

当出1-2盘干料并废弃,以达到预热拌锅的目的,以确保生产

出来的沥青混合料满足要求之后方能正常生产。 

沥青混合料在现场安装前,必须由专人测量,沥青混合

料必须覆盖严密,因为覆盖不严或覆盖不严,直接导致沥青

混合料冷却过快,造成施工效果差。如果混合料不符合施工

温度要求或已结块,已下雨不能铺筑。 

2.4沥青混合料拌和时间的控制 

拌和站的搅拌时间应以沥青均匀裹覆集料表面为准。如

果搅拌时间太短,沥青混合料中的粗、细集料混合不均匀,

使沥青不能均匀地包裹在集料表面,造成沥青混合料在储

存、运输和摊铺过程中离析,影响沥青混合料的级配均匀性；

如果搅拌时间过长,这将增加混合罐中集料的二次破碎,导

致沥青老化和沥青损失。沥青混合料原粘性的去除直接影响

到沥青混合料的质量和生产效率。 

3 混合料的装车及运输 

成品混合料在成品斗车里的堆放,往运输车卸料、运输

环节对于混合料的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混合料在装

料、运输时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3.1装车控制 

混合料在成品斗车里堆放时间不能太久,避免混合料因

为长时间堆放成品斗车而降低温度,应当由系统自动放料。

为避免沥青混合料在卸料过程中离析,影响混合料的质量,

应先在运输车前面,再在运输车后面,再在运输车中间进行

适当的装载顺序。而且装载量不应太满,不应超过自己的车

厢,以免在运输过程中泄漏,污染已施工的路面。 

3.2混合料的运输 

沥青混合料运输应选择大吨位汽车运输,但不应超载或

制动,以免损坏透层。货车在使用前后必须清洗干净,车厢板

上应涂一层防止沥青粘附的抗粘附剂。当卡车进入铺路现场

时,轮胎不应被灰尘或其他可能污染路面的灰尘污染。否则,

建议在进入施工现场前设置一个清洗罐清洗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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