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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施工准备 

 

5.2.l铺筑沥青层前，应检查基层或下卧沥青层的质量，不符要求的不得铺筑沥青面层。

旧沥青路面或下卧层已被污染时，必须清洗或经铣刨处理后方可铺筑沥青混合料。 

5.2.2 石油沥青加工及沥青混合料施工温度应根据沥青标号及粘度、气候条件、铺装

层的厚度确定。 

  5.2.2.1 普通沥青结合料的施工温度宜通过在 135℃及 175℃条件下测定的粘度－温

度曲线按表 5.2.2-1 的规定确定。缺乏粘温曲线数据时，可参照表 5.2.2-2的范围选

择，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使用高值或低值。当表中温度不符实际情况时，容许作适当

调整。 

   确定沥青混合料拌和及压实温度的适宜温度          表 5.2.2-1 

粘度 适宜于拌和的沥青结合料粘度 适宜于压实的沥青结合料粘度 测定方法 

表观粘度 (0.17±0.02)Pa·s (0.28±0.03)Pa·s T 0625 

运动粘度 (170±20)mm
2
/s (280±30)mm

2
/s T 0619 

赛波特粘度 (85±10)s (140±15)s T 0623 

热拌沥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                 表 5.2.2-2 

施 工 工 序 
石油沥青的标号 

50号 70号 90号 110号 

  沥青加热温度 160～170 155～165 150～160 145～155 

矿料加热温度 
间隙式拌和机 集料加热温度比沥青温度高 10～30 

连续式拌和机 矿料加热温度比沥青温度高 5～10 

  沥青混合料出料温度 150～170 145～165 140～160 135～155 

 混合料贮料仓贮存温度 贮料过程中温度降低不超过 10 

  混合料废弃温度    高于 200 195 190 185 

  运输到现场温度    不低于 150 145 140 135 

混合料摊铺温度 

不低于 

正常施工 140 135 130 125 

低温施工 160 150 140 135 

开始碾压的混合料内

部温度，   不低于     

正常施工 135 130 125 120 

低温施工 150 145 135 130 

碾压终了的表面温

度        不低于 

钢轮压路机 80 70 65 60 

轮胎压路机 85 80 75 70 

振动压路机 75 70 60 55 

  开放交通的路表温度   不高于 50 50 50 45 

注①沥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采用具有金属探测针的插入式数显温度计测量。表面温度可采用表面接触式温



度计测定。当采用红外线温度计测量表面温度时，应进行标定。 

  ②表中未列入的 130 号、160 号及 30 号沥青的施工温度由试验确定。 

   5.2.2.2 聚合物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根据实践经验并参照表 5.2.2-3 选择。通常

宜较普通沥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提高 10℃～20℃。对采用冷态胶乳直接喷入法制作的改性

沥青混合料，集料烘干温度应进一步提高。 

聚合物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正常施工温度范围（℃）        表 5.2.2-3 

工  序 

聚合物改性沥青品种 

SBS 类 SBR胶乳类 EVA、PE类 

沥青加热温度 160～165 

改性沥青现场制作温度 165～170 － 165～170 

成品改性沥青加热温度，不大于 175 － 175 

集料加热温度 190～220 200～210 185～195 

改性沥青 SMA混合料出厂温度 170～185 160～180 165～180 

混合料最高温度(废弃温度) 195 

混合料贮存温度 拌和出料后降低不超过 10 

摊铺温度              不低于 160 

初压开始温度          不低于 150 

碾压终了的表面温度    不低于 90 

开放交通时的路表温度  不高于        50 

注：①同表 5.2.2-2 

②当采用表列以外的聚合物或天然沥青改性沥青时，施工温度由试验确定。 

  5.2.2.3 SMA混合料的施工温度应视纤维品种和数量、矿粉用量的不同，在改性沥青

混合料的基础上作适当提高。 

5.4.11 沥青混合料拌和时间根据具体情况经试拌确定，以沥青均匀裹覆集料为度。间歇式

拌和机每盘的生产周期不宜少于 45s(其中干拌时间不少于 5～10s)。改性沥青和 SMA 混合

料的拌和时间应适当延长。 



5.4.13间隙式拌和机宜备有保温性能好的成品储料仓，贮存过程中混合料温降不得大

于 10℃、且不能有沥青滴漏，普通沥青混合料的贮存时间不得超过 72h，改性沥青混

合料的贮存时间不宜超过 24h，SMA混合料只限当天使用，OGFC混合料宜随拌随用。 

5.5  混合料的运输 

 

5.5.1 热拌沥青混合料宜采用较大吨位的运料车运输，但不得超载运输，或急刹车、急弯

掉头使透层、封层造成损伤。运料车的运力应稍有富余，施工过程中摊辅机前方应有运料

车等候。对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宜待等候的运料车多于 5辆后开始摊铺。 

5.5.2 运料车每次使用前后必须清扫干净，在车厢板上涂一薄层防止沥青粘结的隔离剂或

防粘剂，但不得有余液积聚在车厢底部。从拌和机向运料车上装料时，应多次挪动汽车位

置，平衡装料，以减少混合料离析。运料车运输混合料宜用苫布覆盖保温、防雨、防污染。 

5.5.3 运料车进入摊铺现场时，轮胎上不得沾有泥土等可能污染路面的脏物，否则宜设水

池洗净轮胎后进入工程现场。沥青混合料在摊铺地点凭运料单接收，若混合料不符合施工

温度要求，或已经结成团块、已遭雨淋的不得铺筑。 

5.5.4 摊铺过程中运料车应在摊辅机前 l00mm～3O0mm 处停住，空挡等候，由摊辅机推动前

进开始缓缓卸料，避免撞击摊辅机。在有条件时，运料车可将混合料卸入转运车经二次拌

和后向摊铺机连续均匀的供料。运料车每次卸料必须倒净，尤其是对改性沥青或 SMA 混合

料，如有剩余，应及时清除，防止硬结。 

5.5.5 SMA 及 OGFC 混合料在运输、等候过程中，如发现有沥青结合料沿车厢板滴漏时，应

采取措施易于避免。 

 

5.6  混合料的摊铺 

 

5.6.1 热拌沥青混合料应采用沥青摊铺机摊铺，在喷洒有粘层油的路面上铺筑改性沥青混

合料或 SMA时，宜使用履带式摊铺机。摊辅机的受料斗应涂刷薄层隔离剂或防粘结剂。 

5.6.2 铺筑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沥青混合料时，一台摊铺机的铺筑宽度不宜超过 6m(双车

道)～7.5m(3 车道以上)，通常宜采用两台或更多台数的摊铺机前后错开 10m～20m 成梯队

方式同步摊铺，两幅之间应有 30mm～60mm 左右宽度的搭接，并躲开车道轮迹带，上下层的

搭接位置宜错开 200mm 以上。 

5.6.3摊铺机开工前应提前 0.5～1h预热熨平板不低于 100℃。铺筑过程中应选择熨平板的

振捣或夯锤压实装置具有适宜的振动频率和振幅，以提高路面的初始压实度。熨平板加宽

连接应仔细调节至摊铺的混合料没有明显的离析痕迹。 

5.6.4 摊铺机必须缓慢、均匀、连续不间断地摊铺，不得随意变换速度或中途停顿，以提

高平整度，减少混合料的离析。摊铺速度宜控制在 2～6m/min 的范围内。对改性沥青混合

料及 SMA 混合料宜放慢至 1～3m/min。当发现混合料出现明显的离析、波浪、裂缝、拖痕

时，应分析原因，予以消除。 

5.6.5 摊铺机应采用自动找平方式，下面层或基层宜采用钢丝绳引导的高程控制方式，上

面层宜采用平衡梁或雪橇式摊铺厚度控制方式，中面层根据情况选用找平方式。直接接触



式平衡梁的轮子不得粘附沥青。铺筑改性沥青或 SMA 路面时宜采用非接触式平衡梁。 

5.6.8 摊铺机的螺旋布料器应相应于摊铺速度调整到保持一个稳定的速度均衡地转动，两

侧应保持有不少于送料器 2/3高度的混合料，以减少在摊铺过程中混合料的离忻。 

5.6.9 用机械摊铺的混合料，不宜用人工反复修整。当不得不由人工作局部找补或更换混

合料时，需仔细进行，特别严重的缺陷应整层铲除。 

5.6.10 在路面狭窄部分、平曲线半径过小的匝道或加宽部分，以及小规模工程不能采用摊

铺机铺筑时可用人工摊铺混合料。人工摊铺沥青混合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5.6.10.1半幅施工时，路中一侧宜事先设置挡板。 

  5.6.10.2 沥青混合料宜卸在铁板上，摊铺时应扣锹布料，不得扬锹远甩。铁锹等工具宜

沾防粘结剂或加热使用。 

  5.6.10.3边摊铺边用刮板整平，刮平时应轻重一致，控制次数，严防集料离析。 

  5.6.10.4 摊铺不得中途停顿，并加快碾压。如因故不能及时碾压时，应立即停止摊铺，

并对已卸下的沥青混合料覆盖苫布保温。 

  5.6.10.5 低温施工时，每次卸下的混合料应覆盖苫布保温。 

5.6.11 在雨季铺筑沥青路面时，应加强气象联系，已摊铺的沥青层因遇雨未行压实的应予

铲除。 

沥青路面施工应配备足够数量的压路机，选择合理的压路机组合方式及初压、复压、

终压(包括成型)的碾压步骤，以达到最佳碾压效果。高速公路铺筑双车道沥青路面的

压路机数量不宜少于 5 台。施工气温低、风大、碾压层薄时，压路机数量应适当增加。 

5.7.4 压路机应以慢而均匀的速度碾压，压路机的碾压速度应符合表 5.7.4 的规定。压路

机的碾压路线及碾压方向不应突然改变而导致混合料推移。碾压区的长度应大体稳定，两

端的折返位置应随摊铺机前进而推进，横向不得在相同的断面上。 

       压路机碾压速度(km/h)        表 5.7.4 

压路机类型 
初压 复压 终压 

适宜 最大 适宜 最大 适宜 最大 

钢筒式压路机 2～3 4 3～5 6 3～6 6 

轮胎压路机 2～3 4 3～5 6 4～6 8 

振动压路机 

2～3 

(静压或振

动) 

3 

(静压或振

动) 

3～4.5 

(振动) 

5 

(振动) 

3～6 

(静压) 

6 

(静压) 

5.7.6沥青混合料的初压应符合下列要求: 

  5.7.6.l 初压应在紧跟摊铺机后碾压，并保持较短的初压区长度，以尽快使表面压实，

减少热量散失。对摊铺后初始压实度较大，经实践证明采用振动压路机或轮胎压路机直接

碾压无严重推移而有良好效果时，可免去初压直接进入复压工序。 

  5.7.6.2 通常宜采用钢轮压路机静压 1～2 遍。碾压时应将压路机的驱动轮面向摊铺机，

从外侧向中心碾压，在超高路段则由低向高碾压，在坡道上应将驱动轮从低处向高处碾压。 

  5.7.6.3初压后应检查平整度、路拱，有严重缺陷时进行修整乃至返工。 



5.7.7复压应紧跟在初压后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5.7.7.1 复压应紧跟在初压后开始，且不得随意停顿。压路机碾压段的总长度应尽量缩

短，通常不超过 60～80m。采用不同型号的压路机组合碾压时宜安排每一台压路机作全幅

碾压。防止不同部位的压实度不均匀。 

  5.7.7.2 密级配沥青混凝土的复压宜优先采用重型的轮胎压路机进行搓揉碾压，以增加

密水性，其总质量不宜小于 25t，吨位不足时宜附加重物，使每一个轮胎的压力不小于

15kN，冷态时的轮胎充气压力不小于 0.55Mpa，轮胎发热后不小于 0.6MPa，且各个轮胎的

气压大体相同，相邻碾压带应重叠 1/3～1/2的碾压轮宽度，碾压至要求的压实度为止。 

  5.7.7.3 对粗集料为主的较大粒径的混合料，尤其是大粒径沥青稳定碎石基层，宜优先

采用振动压路机复压。厚度小于 30mm 的薄沥青层不宜采用振动压路机碾压。振动压路机的

振动频率宜为 35～50Hz，振幅宜为 0.3～0.8mm。层厚较大时选用高频率大振幅，以产生较

大的激振力，厚度较薄时采用高频率低振幅，以防止集料破碎。相邻碾压带重叠宽度为

100～2O0mm。振动压路机折返时应先停止振动。 

  5.7.7.4 当采用三轮钢筒式压路机时，总质量不宜小于 12t，相邻碾压带宜重叠后轮的

1/2宽度，并不应少于 200mm。 

  5.7.7.5 对路面边缘、加宽及港湾式停车带等大型压路机难于碾压的部位，宜采用小型

振动压路机或振动夯板作补充碾压。 

5.7.8 终压应紧接在复压后进行，如经复压后已无明显轮迹时可免去终压。终压可选用双

轮钢筒式压路机或关闭振动的振动压路机碾压不宜少于 2遍，至无明显轮迹为止。 

5.7.9 SMA路面的压实应符合以下要求： 

  5.7.9.1 除沥青用量较低，经试验证明采用轮胎压路机碾压有良好效果外，不宜采用轮

胎压路机碾压，以防将沥青结合料搓揉挤压上浮。 

  5.7.9.2 SMA 路面宜采用振动压路机或钢筒式压路机碾压。振动压路机应遵循“紧跟、

慢压、高频、低幅”的原则，即紧跟在摊铺机后面，采取高频率、低振幅的方式慢速碾压。

如发现 SMA混合料高温碾压有推拥现象，应复查其级配是否合适。 

5.7.10 OGFC宜采用小于 12吨的钢筒式压路机碾压。 

5.7.11 碾压轮在碾压过程中应保持清洁，有混合料沾轮应立即清除。对钢轮可涂刷隔离剂

或防粘结剂，但严禁刷柴油。当采用向碾压轮喷水(可添加少量表面活性剂)的方式时，必

须严格控制喷水量且成雾状，不得漫流，以防混合料降温过快。轮胎压路机开始碾压阶段，

可适当烘烤、涂刷少量隔离剂或防粘结剂，也可少量喷水，并先到高温区碾压使轮胎尽快

升温，之后停止洒水。轮胎压路机轮胎外围宜加设围裙保温。 

5.7.12 压路机不得在未碾压成型路段上转向、调头、加水或停留。在当天成型的路面上，

不得停放各种机械设备或车辆，不得散落矿料、油料等杂物。 

热拌沥青混合料的频度和质量要求                 表 11.4.4 

项 目 
检查频度及单点检

验评价方法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试验方法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其他等级公路 

混合料外观 随时 
观察集料粗细、均匀性、离析、油石比、色

泽、冒烟、有无花白料、油团等各种现象 
目测 



拌和 

温度 

沥青、集料的

加热温度 
逐盘检测评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传感器自动检测、显示

并打印 

混合料出厂温

度 

逐车检测评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传感器自动检测、显示

并打印，出厂时逐车按

T 0981 人工检测 

逐盘测量记录，每

天取平均值评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传感器自动检测、显示

并打印 

矿料 

级配 

(筛孔) 

0.075mm 

逐盘在线检测 

±2％(2％) － 

计算机采集数据计算 2.36mm ±5％(4％) － 

4.75mm ±6％(5％)  

0.075mm 逐盘检查，每天汇

总 l 次取平均值评

定 

±1％ － 

附录 G 总量检验 2.36mm ±2％ － 

4.75mm ±2％ － 

0.075mm 
每 台 拌 和 机 每 天

l～2 次，以 2 个试

样的平均值评定 

±2％(2％) ±2％ 

T 0725 抽提筛分与标

准级配比较的差 
2.36mm ±5％(3％) ±6％ 

4.75mm ±6％(4％) ±7％ 

沥青用量(油石比) 

逐盘在线监测 ±0.3％ － 计算机采集数据计算 

逐盘检查，每天汇

总 l 次取平均值评

定 

±0.1％ － 附录 F 总量检验 

每 台 拌 和 机 每 天

l～2 次，以 2 个试

样的平均值评定 

±0.3％ ±0.4％ 抽提 T 0722、T0721 

马歇尔试验： 

空隙率、稳定度、流

值 

每 台 拌 和 机 每 天

l～2 次，以 4～6

个试件的平均值评

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T 0702、T 0709、本规

范附录 B、附录 C 

浸水马歇尔试验 
必要时(试件数同马

歇尔试验) 
符合本规范规定 T 0702、T 0709 

车辙试验 
必要时(以 3 个试件

的平均值评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T 0719 

注：①单点检验是指试验结果以一组试验结果的报告值为一个测点的评价依据，一组试验(如马歇尔试验、

车辙试验)有多个试样时，报告值的取用按《公路工程沥青与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的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