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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排水沥青路面施工技术研究

●刘俊鹏

　　

[摘要]市政道路建设过程中,为了确保建设的路面能够满足良好的排水需求,需要重视沥青路面整体施工技

术的规范化应用与操作,这是保证市政道路总体建设质量效果的关键点.鉴于此,本文主要以市政道路项目

工程实例为基础,对具备排水功能的沥青路面施工中的混料设计技术、混料拌合技术、运输技术、摊铺技术、

碾压技术进行了总结分析,期望能够为更多业内技术人员提供一些实践工作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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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政道路项目工程中的沥青路面建造施工，属于城市

基建工程的核心构成部分。 为了确保沥青路面在降

雨天气不会发生积水过多的问题，维持城市良好的交通环

境，有必要提高对市政道路项目中具备排水功能的沥青路面

施工技术实践的重视度，这对于建造高品质的市政道路建筑

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项目介绍

本道路改造项目为市政重点项目，路面现状是整段路面

低洼，雨季时多积水，对车辆通行造成安全威胁。 为确保

道路路面具有更优的排水性能，下文将对本道路工程中的排

水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进行具体实践分析。

市政道路工程中排水沥青路面相关施工技术

(一)混料设计技术

具备排水功能的沥青路面，不但能够将市政道路两侧积

水排出，还能对路面起到降噪作用，其优势作用比较显著，

有助于打造海绵城市。 此沥青路面混料在级配上应具备不

连续性特征，对增强路面排水来说十分重要。 不同骨料存

在较大空隙，若是油石比欠缺合理性，就会致使骨料之间无

法结合，强度下降，对路面层总体刚度及承载力所造成影响

都比较大。 骨料内部杂质含量，还会影响到骨料总体结合

强度。 所以，在混料选用节点上，应充分考虑骨料纯度，

尽量选择纯度较高的骨料，还应确保骨料表面维持干燥干净

的状态。 下面是关于混料选用和设计技术方面的阐述分

析：(１)用材标准。 道路工程当中具有排水功能的沥青路面

混料，在用材上应以填料、粗细集料、沥青胶结类材料等为

主。 在填料方面，此次主要使用石灰岩，将其研磨制成细

矿粉，确保它的性能指标能够与设计规范相符；针对粗细集

料，用玄武岩为粗集料，用机制砂为细集料，确保它的性能

指标能与设计规范相符；针对沥青胶结类材料方面，排水功

能沥青混料呈骨架空隙形式结构，抗冲刷性及排水性能相对

较好。 所以，要求沥青材料应具备较好的黏性。 (２)明确

矿料级配及沥青用量。 考虑到项目具体情况，需合理设计

沥青混料配比，结合以往工程经验，确定集料最适宜通过率

的阈值。 以该阈值为基础，完成集料级配的划分工作，以

现有设计规范为参照，将最佳级配明确下来，具体分析阐述

如下：参照沥青路面各项施工技术作业标准，混料孔隙率应

把控至１８％~２２％范围内，此次选取的孔隙率为２０％，设

计级配与项目设计建设规范相符，满足科学合理性要求。

待级配确定之后，需要算出最适宜孔隙率。 初步确定本次

项目施工中的孔隙率之后，还需要合理的优化级配，对筛孔

２．３６mm的通过率做出合理调整处理，再结合初期阶段确定

的级配，将异常级配找出；通过开展孔隙率测试，获取级配

和通过率的关联曲线，最终将最佳级配合理确定下来即可；

针对估算沥青用量方面，基于最佳级配最终分析结果，计算

沥青厚度，结合获取的计算结果，对沥青用量进行合理预

估，估算列式为拟定膜厚×预设级配集料的表面积＝沥青用

量总体估算数值。 考虑到工程的现状，最终将沥青膜总体

厚度确定为１２μm。 基于上述算式获取沥青用量数据，如表

１所示。

表１　沥青用量最终估算结果数据汇总

序号 级配 油石比(％)

１ 级配C ４．６０

２ 级配B ４．４０

３ 级配 A 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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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级配和沥青用量，开展马歇尔测试。 基于上述测

试分析所获取的最佳级配和油石比，制备获取的标准试件，

规范落实马歇尔测试，结合检测数据，将油石比最佳数值确

定下来。 经测试分析之后发现，孔隙率达到２０％条件时，

油石比基本达到４．４０％，此时的沥青材料自身稳定性不会由

于油石比改变而产生变化情况。 所以，判定油石比最佳数

值的过程当中，测试结果不能当成唯一判据。 在各种级配

条件下，２．３６mm筛孔实际通过率往往有所不同，各类级配

试件的孔隙率和２．３６mm筛孔实际通过率之间呈线性关系，

结合曲线变化便可获取更能匹配２０％孔隙率的一个级配；

结合孔隙率及其通过率内在的关系曲线不难发现通过率达到

１１．２０％、孔隙率基本达到２０％，基本能够与设计要求相

符。 经对比分析可以确定的是最佳级配应是级配B。 关于

沥青最佳用量的明确方法，即结合所获取最佳级配B，将±

１．０％和±０．５％沥青最佳用量算出，把它当成是变量之后，

开展析漏及飞散测试。 对沥青用量阈值予以计算分析，与

马歇尔测试联合将沥青材料的综合性能明确下来，获取沥青

材料的实际用量；结合上述测试分析中获取的数据资料，充

分把握沥青飞散、析漏和油石比数值相互间存在的关联性，

获取曲线波动表现图，曲线拐点位置的油石比就是本次沥青

材料的实际用量。 针对上述所提出的沥青析漏测试，主要

是结合所获取测试数据(如图１所示)，充分了解沥青析漏测

试结果和沥青用量相互间所存在的关联性曲线，拐点处沥青

用量，代表峰值。 从中能够了解到，沥青材料析漏损失和

油石比数值关系曲线，二者拐点处油石比达到了４．５％。 通

过开展飞散测试，结合沥青飞散数值和油石比数值二者的关

联曲线，便可获取沥青材料的最小用量。 以测试数据为基

础(如图２所示)，可以获取飞散数值和油石比二者的关联性

变化曲线，从中能够了解到，拐点处油石比属于沥青材料的

最小用量，且此处油石比达到了４．１０％。

图１　析漏损失测试结果和油石比的关联性曲线图

综上，在实施大孔隙沥青混合料设计时，沥青材料最佳

用量范围为４．１％~４．５％。 在采用马歇尔测试方法对混合

料的稳定性进行测试之后，获取沥青材料最佳用量基本为４．

５％，此基础条件之下，沥青混料基本可以达到最优性能。

所以，此次项目实践中，决定用级配为 B大孔隙的沥青混

料，沥青最佳用量为４．５％，孔隙率为２０％。

图２　飞散损失数值和油石比的关联性曲线图

(二)混料拌合技术

为保障大孔隙沥青混料总体拌合质量能够达标，应配置

间歇拌合装置，可有序完成高质量的混料拌合技术操作。

拌合之前，应对拌合装置各方面的机械性能开展检查测试工

作，保证无运行异常或隐患问题存在。 在拌合过程中，应

严格控制投料时机与比例，以确保拌合质量及效果达到最优

化水平，为后续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大孔隙沥青混料，主

要用高黏性的一种改性沥青，现场拌合技术实操过程中务必

要将拌合温度把控到位，保证能够与施工设计各项规范要求

相符。 表２为大孔隙沥青混料当中各类材料加热和出料温

度数据。 大孔隙沥青混料对于温度控制方面要求比较严

格，混料出料时的温度如果超出标准要求则不可投用，必须

立即依规做好废弃物处理工作。 同时，需要通过试拌，将

混料拌合的最佳时间确定下来。 混料拌合过程中，应保证

不同粒径集料能够混合均匀，表面被沥青均匀裹满，无未被

沥青包裹集料存在且不存在离析和结块等问题。 在拌合大

孔隙沥青混料过程当中，应确保结合项目施工所要求投料顺

序来完成投料操作，投放完材料之后继续拌合作业到一定时

间，此次拌合作业全程用时把控在７０s范围即可。 与普通

类型沥青混料相比较起来，大孔隙沥青混料现场拌合用时应

尽可能地增加５~１５s。 此外，拌合过程当中，务必合理把

控温度，以免受过高温度影响，致使沥青老化，粘结性

下降。

表２　大孔隙沥青混料内部材料加热及其出料温度数据汇总

序号 温度指标(℃) 矿料 改性沥青

１ 加热温度 １８０~１９０ １６５~１７５

２ 出料温度 １７５~１８５ １７５~１８５

　　(三)运输技术

考虑到大孔隙沥青混料有着较高的温度环境要求，所

以，运输途中务必要严格落实保温和防雨等各项防护工作，

以免大孔隙沥青混料过快降温对后续摊铺技术工作造成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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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当把大孔隙沥青混料运送到现场之后，为确保其温

度高于１７５℃，则在装车完毕就应立即在大孔隙沥青混料上

面覆盖双层的保温布，防止温度下降。 还应把控大孔隙沥

青混料现场的卸料高度，以免因过高致使各粒径集料分离，

诱发大孔隙沥青混料严重离析问题。

(四)摊铺技术

大孔隙沥青混料应用下的沥青路面摊铺技术操作，基本

等同于普通类型沥青混料的摊铺操作。 摊铺技术实操前的

３０min，应确保熨平板的规范预热工作得到妥善执行，在将

温度提升至１１０℃后，借助摊铺装置的辅助实施摊铺技术操

作。 同时，压实装置也被启动，同步执行压实作业。 大孔

隙沥青混料现场摊铺技术操作中，需要配置自动找平系统装

置，将摊铺速率合理把控至１~３m/min范围，坚持连续、

缓慢及匀速原则，有序实施摊铺技术操作且中途不可停顿，

防止大孔隙沥青混料发生离析状况。 为防止离析状况出

现，还需对布料装置的运行状态进行合理把控，保证布料装

置上面的大孔隙沥青混料充足，便于达到良好的摊铺效果。

(五)碾压技术

大孔隙沥青混料现场碾压技术手段，区别于普通类型沥

青混料。 在一定程度上，大孔隙沥青混料应用下的沥青路

面核心控制指标是孔隙率，而普通类型沥青混料的路面的控

制重点则在于压实度方面，所以本项目工程施工中应重点把

控孔隙率。 考虑到大孔隙沥青混料是以大孔隙形式结构达

到降噪与排水的目的。 故而在碾压技术实操过程中，应确

保孔隙率与施工规范相符，承载力充足；在执行现场碾压技

术操作时必须精确控制压实力。 过大的压实力会破坏大粒

径集料，导致无法满足孔隙率的标准要求，从而难以确保降

噪和排水效果；过小压实力情况下，即便是孔隙率能够满足

要求，但路面整体的压实度却是与设计要求存在偏差的，这

就导致骨架结构无法形成、路面总体承载力偏低，比较容易

产生有车辙、开裂、松散等质量缺陷，对使用寿命及行车安

全会造成不利影响。 大孔隙沥青混料应用下的沥青路面现

场碾压技术操作过程当中，应以试验段为参照，将压实机

具、所采取具体的压实处理方式或手段、压实遍数及温度等

各项技术参数合理明确下来，便于达到良好的压实处理效

果。 此外，为防止碾压技术实操过程当中击碎部分集料，

造成孔隙率低于预设值，则在碾压过程当中应选用重量小于

１３t的钢轮压路装置开展碾压技术操作，但不可进行振压操

作。 完成碾压之后，等到路面强度能够与设计要求相符

后，方允许恢复正常的交通运行状态。

结束语

市政道路项目建设中为确保能够建造排水功能相对良好

的沥青路面，务必要联系项目实际来落实混料设计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使用大孔隙沥青混料，规范落实混料拌

合和运输工作，并规范落实沥青路面摊铺及碾压工作，进而

确保能够高效高质地完成市政道路项目建设活动。 只有赋

予沥青路面良好的排水功能，在降雨天气才不会因排水功能

不佳而影响路面交通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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