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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公　 　 告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发布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的公告

现发布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

２０１９)ꎬ 自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ꎬ 原标准 «民用机场沥青混凝

土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１１—１９９９) 同时废止ꎮ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ꎬ 由中国

民航出版社出版发行ꎮ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



前　 言

«民用机场沥青混凝土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１１—１９９９) 自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

日实施以来ꎬ 对提高沥青道面施工质量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ꎬ 但随着民用机场沥

青道面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ꎬ 部分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实际工程需求ꎬ 需修订完善ꎮ

编写组通过施工技术研究ꎬ 总结了我国民用机场沥青道面建设经验ꎬ 同时借鉴了国

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及标准ꎬ 在广泛征求行业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修订ꎮ

新规范在 １９９９ 版规范的基础上ꎬ 对以下方面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１) 将规范名称由 «民用机场沥青混凝土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更改为 «民用机

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ꎬ 并将各章节中的 “沥青混凝土道面” 更改为 “沥青道

面”ꎻ

(２) 本规范由强制性标准改为推荐性标准ꎻ

(３) 增加了气候分区ꎬ 包括高温分区、 低温分区、 太阳辐射量分区等内容ꎻ

(４) 增加了改性乳化沥青、 橡胶沥青、 湖沥青 ＳＢＳ 复合改性沥青、 高粘改性沥

青、 聚合物纤维、 抗车辙剂、 高模量剂等材料技术要求ꎬ 以及无纺土工织物、 ＳＢＳ

防水卷材等材料技术要求、 施工工艺等内容ꎻ

(５) 增加了柔性基层沥青稳定碎石混合料及其相关技术要求ꎻ

(６) 增加了封层及其技术要求、 施工工艺等内容ꎻ

(７) 附录中删除了重交通道路石油沥青技术要求ꎬ 增加了 ＳＭＡ 沥青混合料配

合比设计方法和沥青道面施工质量动态管理办法等内容ꎮ

本规范第 １ 章、 第 ２ 章由白旭耀、 戴征、 王建党负责编写ꎬ 第 ３ 章由贾逸勤负

责编写ꎬ 第 ４ 章由郝培文、 王春、 罗勇、 王显祎负责编写ꎬ 第 ５ 章、 附录 Ａ、 附录

Ｂ 由郝培文、 王春负责编写ꎬ 第 ６ 章由刘洪海、 彭余华负责编写ꎬ 第 ７ 章由郭荣昌

负责编写ꎬ 第 ８ 章由孙大权、 廖志高负责编写ꎬ 附录 Ｃ 由孙大权负责编写ꎮ 由白旭

耀、 戴征、 郝培文负责统稿ꎮ

本规范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ꎬ 相关意见和建议请寄往西北民航机场建设集

—Ⅰ—

前　 言



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办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唐延国际中心 ２４ 层ꎻ

邮编: ７１００７５ꎻ 传真: ０２９ － ８８７９３０３４ꎻ 电话: ０２９ － ８８７９１７９５ 转 ８０１４ꎻ 电子邮箱:

ｘｂｍｈｊｃｊｓｊｔ＠ １６３ ｃｏｍ)ꎬ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西北民航机场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参编单位: 长安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民航新时代机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　 　 编: 白旭耀　 郝培文

参编人员: 郭荣昌　 戴　 征　 王建党　 贾逸勤　 刘洪海　 王　 春　 孙大权

廖志高　 罗　 勇　 王显祎　 彭余华

主　 　 审: 朱森林

参审人员: 西绍波　 邵道杰　 姜昌山　 谭忆秋　 孟书涛　 叶　 涛　 王　 华

李剑新　 刘佐礼　 第五金明　 李用学　 马志刚

本规范于 １９９９ 年首次发布ꎬ 主编单位为中国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ꎬ 主要起

草人为: 苏勇、 秦汉昌、 罗毓华、 徐德勋、 凌语珍、 王琦、 叶军、 杨山ꎮ 本次修订

为第一次修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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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ꎬ 保证施工质量、 安全ꎬ 做到技术先进、 绿色环保ꎬ 制定

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民用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分) 的沥青道

面施工ꎮ 通用机场参照本规范执行ꎮ

１ ０ ３　 本规范规定了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与质量检验的方法和标准ꎮ

１ ０ ４　 沥青道面施工前ꎬ 应制定施工组织方案ꎬ 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ꎮ

１ ０ ５　 沥青道面不停航施工必须制定确保飞行安全的施工技术方案ꎮ

１ ０ ６　 沥青道面施工应符合国家环境和生态保护的相关规定ꎮ

１ ０ ７　 沥青道面施工除符合本规范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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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 １　 术语

２ １ １　 机场道面石油沥青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ｂｉｔｕｍｅｎ ｆｏｒ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ｓ

供机场沥青道面使用并符合其技术要求的石油沥青ꎮ

２ １ ２　 改性沥青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ｉｔｕｍｅｎ)

掺加橡胶、 树脂、 热塑性弹性聚合物等外掺剂 (改性剂)ꎬ 以改善其性能而制成的沥青ꎮ

２ １ ３　 乳化沥青 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ｅｄ ｂｉｔｕｍｅｎ)

沥青和水在乳化剂作用下制成的稳定乳状液ꎮ

２ １ ４　 改性乳化沥青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ｅｄ ｂｉｔｕｍｅｎ)

在制备乳化沥青的过程中ꎬ 同时加入改性剂或对改性沥青进行乳化加工而得到的乳状液ꎮ

２ １ ５　 液体沥青 ｃｕｔｂａｃｋ ａｓｐｈａｌｔ ( ｌｉｑｕｉｄ ｂｉｔｕｍｅｎ)

用汽油、 煤油、 柴油等溶剂将石油沥青稀释而成的沥青产品ꎬ 也称轻质沥青或稀释沥青ꎮ

２ １ ６　 橡胶沥青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ｒｕｂｂｅｒ

由沥青、 回收轮胎橡胶粉和添加剂 (必要时) 在高温下充分反应融胀而形成的混合物ꎮ

２ １ ７　 湖沥青 ＳＢＳ 复合改性沥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ＬＡ ａｎｄ ＳＢＳ

采用专用设备将湖沥青与 ＳＢＳ 改性沥青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均匀的特殊改性沥青ꎮ

２ １ ８　 高粘改性沥青 ｈｉｇｈ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ｓｐｈａｌｔ

采用改性设备将一定比例的高粘添加剂加入基质沥青中ꎬ 经剪切混融制备而成的改性沥青ꎮ

２ １ ９　 沥青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ａｓｐｈａｌｔ

沥青混合料中沥青质量与沥青混合料总质量的比值ꎬ 以百分率 (％) 表示ꎮ

２ １ １０　 油石比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ｎｄｅｒ ｍａ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ｙ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ｍａｓｓ

沥青混合料中沥青质量与矿料总质量的比值ꎬ 以百分率 (％) 表示ꎮ

２ １ １１　 矿料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集料与矿粉的总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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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１２　 粗集料 ｃｏａｒｓ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碎石经加工而成的粒径大于 ２ ３６ ｍｍ 的集料ꎮ

２ １ １３　 细集料 ｆｉｎ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天然形成或经加工而成的粒径小于 ２ ３６ ｍｍ 的天然砂、 机制砂及石屑等集料的总称ꎮ

２ １ １４　 矿粉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ｆｉｌｌｅｒ (ｆｉｎｅｓ)

由石灰岩等碱性石料经磨细加工得到的矿物质粉末ꎮ

２ １ １５　 机制砂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ｓａｎｄ

经机械破碎加工得到的粒径小于 ２ ３６ ｍｍ 的集料ꎮ

２ １ １６　 抗剥落剂 ａｎｔｉ￣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为增强沥青混合料抗水损害能力而在沥青中加入的表面活性剂或在沥青混合料中加入的消

石灰、 水泥等材料ꎮ

２ １ １７　 沥青混合料 ａｓｐｈａｌｔｍｉｘｔｕｒｅ

由矿料、 沥青等拌和形成的混合物ꎮ

２ １ １８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ｄｅｎｓｅ￣ｇｒａｄｅｄ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ｍｉｘｔｕｒｅ

矿料和沥青按照最大密实原则进行配合比设计形成的设计空隙率不大于 ６％的沥青混合料ꎮ

２ １ １９　 集料最大公称粒径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指集料全部通过或少量不通过 (一般容许筛余不超过 １０％) 的最小标准筛筛孔尺寸ꎬ 通常

比集料最大粒径小一个粒级ꎮ

２ １ ２０　 细粒式沥青混合料 ｆｉｎ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

集料最大公称粒径为 ９ ５ ｍｍ 或 １３ ２ ｍｍ 的沥青混合料ꎮ

２ １ ２１　 中粒式沥青混合料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

集料最大公称粒径为 １６ ｍｍ 或 １９ ｍｍ 的沥青混合料ꎮ

２ １ ２２　 粗粒式沥青混合料 ｃｏａｒｓ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

集料最大公称粒径为 ２６ ５ ｍｍ 或 ３１ ５ ｍｍ 的沥青混合料ꎮ

２ １ ２３　 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 ｓｔｏｎ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ａｓｔｉｃ) ａｓｐｈａｌｔ

由粗集料形成嵌挤骨架ꎬ 沥青胶结料、 细集料、 矿粉等材料填充骨架间隙形成的间断级配

沥青混合料ꎮ

２ １ ２４　 沥青稳定碎石混合料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ａｓｅｍｉｘｔｕｒｅ

由沥青、 填料与符合规定级配的粗集料、 细集料拌和而成的用于道面基层的沥青混合料ꎮ

２ １ ２５　 透层 ｐｒｉｍｅ ｃｏａｔ

为使沥青面层与基层结合良好ꎬ 在基层表面喷洒液体稀释沥青或乳化沥青等形成的透入基

—３—

２　 术语和符号



层表面一定深度的薄层ꎮ

２ １ ２６　 粘层 ｔａｃｋ ｃｏａｔ

为加强道面沥青层与沥青层之间、 沥青层与水泥混凝土道面之间的粘结而洒布的沥青薄层ꎮ

２ １ ２７　 封层 ｓｅａｌ ｃｏａｔ

为封闭表面空隙、 防止水分侵入而在基层上或原有道面上铺筑的具有一定厚度的沥青或沥

青混合料薄层ꎮ

２ １ ２８　 沥青面层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

由沥青混合料摊铺碾压成型、 直接承受飞机荷载作用的结构层ꎮ 当为多层结构时ꎬ 自上而

下可分为上面层、 中面层、 下面层ꎮ

２ １ ２９　 沥青加铺层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ｏｖｅｒｌａｙ ｃｏｕｒｓｅ

原有道面表面状况不符合使用要求或结构承载能力不足时ꎬ 在原有道面上加铺的沥青面层ꎮ

２ １ ３０　 橡胶沥青碎石封层 ａｓｐｈａｌｔ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ｈｉｐ ｓｅａｌ

采用专用设备ꎬ 将橡胶沥青和单一粒径碎石洒 (撒) 布在道面上而形成的封层ꎮ

２ １ ３１　 无纺土工织物 ｎｏｎｗｏｖｅｎ ｇｅｏｔｅｘｔｉｌｅ

由短纤维或长丝随机或定向排列制成的薄絮垫ꎬ 经机械结合、 热黏合或化学黏合而成的土

工织物ꎮ

２ １ ３２　 ＳＢＳ 防水卷材 ＳＢ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ｉｔｕｍｉｎｏｕｓ ｓｈｅｅ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以工程纤维机织物为表面增强层ꎬ 工程纤维毡为胎基ꎬ 聚合物改性沥青为上下浸渍涂层ꎬ

聚酯膜为底面隔离膜ꎬ 经复合而成的具有自粘、 防水与抗裂作用的卷状材料ꎮ

２ １ ３３　 马歇尔稳定度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沥青混合料进行马歇尔试验时试件所能承受的最大荷载ꎬ 以千牛 (ｋＮ) 计ꎮ

２ １ ３４　 动稳定度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沥青混合料进行轮辙试验时ꎬ 变形进入稳定期后每产生 １ ｍｍ 轮辙试验轮行走的次数ꎬ 以每

毫米次 (次 / ｍｍ) 计ꎮ

２ １ ３５　 低温弯曲破坏应变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ａｔ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按规定条件进行沥青混合料低温弯曲试验时ꎬ 混合料试件发生弯曲破坏时的最大弯拉应变ꎬ

以微应变 (με) 计ꎮ

２ １ ３６　 冻融劈裂残留强度比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ｒａｔｉｏ

按规定条件进行沥青混合料冻融循环试验后ꎬ 冻融试件抗拉强度与未冻融试件抗拉强度的

比值ꎬ 以百分数 (％) 表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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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符号

Ａ———机场道面石油沥青

ＳＢＳ———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ＳＢＲ———苯乙烯－丁二烯橡胶 (丁苯橡胶)

ＥＶＡ———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ＰＥ———聚乙烯

ＲＴＦＯＴ———旋转薄膜烘箱试验

ＴＦＯＴ———薄膜烘箱试验

ＰＡ———喷洒型阴离子乳化沥青

ＰＣ———喷洒型阳离子乳化沥青

ＰＣＲ———喷洒型改性乳化沥青

ＡＣ———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ＳＭＡ———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

ＡＴＢ———沥青稳定碎石混合料

ＰＳＶ ———石料的磨光值 (％)

ＶＣＡ ———粗集料骨架间隙率 (％)

ＶＶ ———沥青混合料的空隙率 (％)

ＶＭＡ ———沥青混合料矿料间隙率 (％)

ＶＦＡ ———压实沥青混合料的沥青饱和度 (％)

ＭＳ ———马歇尔稳定度 (ｋＮ)

ＦＬ ———马歇尔试验的流值 (０ １ ｍｍ)

ＯＡＣ ———沥青混合料的最佳沥青用量 (％)

ＤＳ ———沥青混合料轮辙试验的动稳定度 (次 / ｍｍ)

ＴＳＲ ———冻融劈裂抗拉强度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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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施工测量

３ １　 一般规定

３ １ １　 施工测量应以建设单位提供的机场统一平面、 高程控制 (网) 点及其成果作为控制

基准ꎮ

３ １ ２　 施工测量前ꎬ 施工单位应对建设单位提供的平面、 高程控制 (网) 点及其成果进行复测

检查ꎮ

３ １ ３　 复测检查合格后ꎬ 施工单位正式接管建设单位提供的平面、 高程控制 (网) 点等成果ꎬ

并由施工单位妥善保护ꎮ 工程竣工后ꎬ 施工单位应将所有测量成果资料 (含竣工测量资料、 数

据、 图纸和计算结果等) 按工程项目分类装册ꎬ 作为工程竣工资料的附件ꎮ

３ ２　 施工控制测量

３ ２ １　 施工测量控制点标石的埋设ꎬ 应根据施工需要而定ꎬ 埋设位置应通视和净空条件良好ꎬ

无明显电磁干扰ꎬ 便于 ＧＮＳＳ 接收机、 激光发射器、 全站仪和水准仪等测量仪器的架设观测ꎮ 控

制点标石应不影响飞行安全ꎬ 且能永久保存ꎬ 可在跑道两端中心延长线上ꎬ 距跑道端安全区边

线以外 ２００ ｍ 处埋设ꎬ 全机场 (或机场跑道附近) 应有 ４~５ 个永久性测量控制点ꎮ

３ ２ ２　 施工测量控制点标石ꎬ 应采用永久性的混凝土标石ꎬ 标石的顶面不小于 １５０ ｍｍ ×

１５０ ｍｍꎬ 底面不小于 ２５０ ｍｍ×２５０ ｍｍꎻ 埋设深度应大于 ８００ ｍｍꎬ 寒冷地区根据当地气象资料ꎬ

标石底部应埋设于最大冰冻线以下 ２００ ｍｍꎬ 且标石顶面高度高出完工后场地标高 ５０ ｍｍ ~

１００ ｍｍꎮ

３ ２ ３　 平面控制测量与高程控制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平面控制网与高程控制网的布设ꎬ 可利用复测合格的机场统一平面、 高程控制 (网) 点

为控制基准进行ꎮ 平面控制测量可采用 ＧＮＳＳ 卫星定位、 导线测量、 边角组合测量等方法测定ꎬ

高程控制测量应采用水准测量方法测定ꎮ

２　 平面控制网与高程控制网的布设ꎬ 必须利用 ２ 个以上的控制点作为起算数据ꎬ 并应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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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附合或者闭合网形ꎮ

３ ２ ４　 如果机场统一的测量控制 (网) 点损坏严重ꎬ 不能控制施工区域ꎬ 则应由原测量单位负

责恢复机场统一的控制 (网) 点ꎬ 并将恢复后的统一控制网提交给建设单位ꎮ 建设单位组织人

员对恢复后的统一控制网进行验收ꎬ 通过验收后将合格的成果提供施工方使用ꎮ

３ ３　 测量精度

３ ３ １　 平面控制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施工控制网点的测量要求ꎬ 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０２６ 中一级卫星定位测量的各项规定ꎬ 其技术

要求见表 ３ ３ １￣１ꎮ 规范中关于一级导线测量的各项规定ꎬ 其技术要求见表 ３ ３ １￣２ꎮ

２　 施工放线定位测量的要求ꎬ 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０２６ 中二级卫星定位测量的各项规定ꎬ 其技术

要求见表 ３ ３ １￣１ꎮ 规范中二级导线测量的各项规定ꎬ 其技术要求见表 ３ ３ １￣２ꎮ

表 ３ ３ １￣１　 卫星定位测量控制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平均边长 (ｋｍ) 固定误差 Ａ
(ｍｍ)

比例误差系数 Ｂ
(ｍｍ / ｋｍ)

约束点间的
边长相对中误差

约束平差后
最弱边相对中误差

一级 １ ≤１０ ≤２０ ≤１ / ４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０

二级 ０ ５ ≤１０ ≤４０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 / １００００

表 ３ ３ １￣２　 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导线
长度
(ｋｍ)

平均
边长
(ｋｍ)

测角
中误差
(″)

测距
中误差
(ｍｍ)

测距相对
中误差

测回数

２″级仪器 ６″级仪器

方位角
闭合差
(″)

导线全长
相对

闭合差

一级 ４ ０ ５ ５ １５ １ / ３００００ ２ ４ １０ ｎ １ / １５０００

二级 ２ ４ ０ ２５ ８ １５ １ / １４０００ １ ３ １６ ｎ １ / １００００

　 　 注: ｎ 为测站数ꎮ

３　 对有条件的工程项目ꎬ 可利用 ＲＴＫ 测量技术布设平面控制点ꎮ 具体要求应符合 ＣＨ / Ｔ

２００９ 中对 ＲＴＫ 平面控制点测量的规定ꎬ 见表 ３ ３ １￣３ꎮ

利用 ＲＴＫ 测量方法布设控制点时ꎬ 点位选择要求按 ＧＢ / Ｔ １８３１４ 执行ꎮ

—７—

３　 施工测量



表 ３ ３ １￣３　 ＲＴＫ 平面控制点测量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相邻点间平均
边长 (ｍ)

点位中误差
(ｃｍ)

边长相对
中误差

与基准站间
距离 (ｋｍ) 观测次数 起算点等级

一级 ５００ ≤±５ ≤１ / ２００００ ≤５ ≥４ 四等及以上

二级 ３００ ≤±５ ≤１ / １００００ ≤５ ≥３ 一级及以上

　 　 注: １　 点位中误差指控制点相对于最近基准站的误差ꎮ

２　 采用单基准站 ＲＴＫ 测量一级控制点需至少更换一次基准站进行观测ꎬ 每站观测次数不少于 ２ 次ꎮ

３　 采用网络 ＲＴＫ 测量各级控制点可不受流动站到基准站距离的限制ꎬ 但应在网络有效服务范围内ꎮ

４　 相邻点间距离宜不小于该等级平均边长的 １ / ２ꎮ

３ ３ ２　 高程控制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施工控制网点的高程测量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０２６ 中二等水准的规定ꎬ 其技术要求见表 ３ ３ ２ꎮ

２　 工程点高程测量应符合 ＧＢ ５００２６ 中三等水准的规定ꎬ 其技术要求见表 ３ ３ ２ꎮ

表 ３ ３ ２　 水准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每千米
高差全
中误差
(ｍｍ)

路线
长度
(ｋｍ)

水准仪
型号

水准尺
观测次数

往返较差、 附合或
环线闭合差

与已知点联测 附合或环线 平地 (ｍｍ) 山地 (ｍｍ)

二等 ２ — ＤＳ１ 铟瓦 往返各一次 往返各一次 ４ Ｌ —

三等 ６ ≤５０
ＤＳ１ 铟瓦

ＤＳ３ 双面
往返各一次

往一次

往返各一次
１２ Ｌ ４ ｎ

　 　 注: １　 结点之间或结点与高级点之间ꎬ 其路线的长度应不大于表中规定的 ０ ７ 倍ꎮ

２　 Ｌ 为往返测段、 附合或环线的水准路线长度 (ｋｍ)ꎬ ｎ 为测站数ꎮ

３　 数字水准仪测量的技术要求和同等级的光学水准仪相同ꎮ

３　 各施工点的高程精度用水准仪直接后视控制桩检测ꎬ 不得两次转点引测ꎬ 道面工程高程

误差不大于±２ ｍｍꎮ

３ ４　 沥青道面施工的工程测量

３ ４ １　 放线定位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测设道面中心线ꎬ 对于跑道还应加测道面边线ꎬ 宜每 １００ ｍ~１５０ ｍ 布设一个满足道面高

程精度要求的施工控制点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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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合现代卫星定位技术和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液压控制技术ꎬ 在符合本规范第 ３ ３ ２ 条的

要求下ꎬ 可采用无桩 ３Ｄ 数字化施工等先进技术手段辅助控制沥青混凝土摊铺机高程ꎮ

３ ４ ２　 在铺筑沥青道面前ꎬ 根据本规范第 ３ ４ １ 条所设置的施工控制点测量各个灯具的中心点

位置ꎬ 可按三级导线测量的各项规定测设ꎮ 当沥青道面施工完毕后ꎬ 用 ＧＮＳＳ、 全站仪等仪器进

行灯位复位测量ꎬ 新安装灯位应在其原有中心位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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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道面使用的沥青、 矿料和外掺剂等各种原材料ꎬ 必须具有出厂 (场) 合格证或质保书ꎬ

进口材料应提供海关商检合格证明ꎮ

４ １ ２　 材料进入现场应按规定要求进行检验并登记ꎬ 签发材料验收单ꎮ 验收单应包括产地、 品

种、 规格、 数量、 质量、 日期等ꎮ

４ １ ３　 道面使用的各种材料运至现场后必须取样进行质量检验ꎬ 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ꎮ

４ １ ４　 矿料选择应遵循就地取材的原则ꎮ

４ １ ５　 成品改性沥青应提供产品的名称、 代号、 标号、 成分、 质量检验单ꎬ 运输、 贮存、 使用

方法ꎬ 以及与健康、 环保、 安全等有关的资料ꎮ

４ １ ６　 使用现场改性沥青的工程ꎬ 应针对不同的原材料进行配方优化设计ꎬ 并经检测合格后方

可使用ꎮ

４ ２　 气候分区

４ ２ １　 机场沥青道面使用性能的气候分区以高温指标、 低温指标、 太阳辐射量作为分区标准ꎬ

具体划分见表 ４ ２ １￣１ 至表 ４ ２ １￣３ꎮ

表 ４ ２ １￣１　 高温分区标准

气候分区 最热月日最高气温的平均值 Ｔ (℃)

夏炎热区 Ｔ >３０

夏热区 ２０< Ｔ ≤３０

夏凉区 Ｔ ≤２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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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 １￣２　 低温分区标准

气候分区 ９９％可靠度的冬季极端日最低气温 Ｔ (℃)

冬严寒区 Ｔ ≤－３７

冬寒区 －３７< Ｔ ≤－２１ ５

冬冷区 －２１ ５< Ｔ ≤－９

冬温区 Ｔ >－９

表 ４ ２ １￣３　 太阳辐射量划分标准

气候分区 平均日太阳辐射强度幅值 Ｒ (Ｗ / ｍ２)

太阳辐射极强烈区 Ｒ ≥８３０

太阳辐射强烈区 ６８０≤ Ｒ <８３０

太阳辐射极一般区 Ｒ <６８０

【条文说明】 本次修订参照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的气候分区ꎬ 增加了太阳辐射强度分区标准ꎮ

４ ２ ２　 机场沥青道面采用的沥青类型宜根据航空交通量等级及所在地气候分区按表 ４ ２ ２ 确定ꎮ

表 ４ ２ ２　 各气候分区适用的沥青标号

气候分区
航空交通量

等级

沥青结合料

石油沥青
改性沥青

ＳＢＳ 改性沥青等级要求 用于改性的基质沥青等级要求

夏炎热—冬严寒
夏热—冬严寒
夏炎热—冬寒
夏热—冬寒

重
中

Ａ￣９０ꎬ Ａ￣７０

轻 Ａ￣１１０ꎬ Ａ￣９０

Ｉ￣Ｂꎬ Ｉ￣Ｃ Ａ￣１１０ꎬ Ａ￣９０

夏炎热—冬冷
夏炎热—冬温
夏热—冬冷
夏热—冬温

重
中

Ａ￣７０ꎬ Ａ￣５０

轻 Ａ￣９０ꎬ Ａ￣７０

Ｉ￣Ｃꎬ Ｉ￣Ｄ Ａ￣９０ꎬ Ａ￣７０

夏凉—冬寒

重
中

Ａ￣１１０ꎬ Ａ￣９０ Ｉ￣Ｂꎬ Ｉ￣Ｃ

轻 Ａ￣１３０ꎬ Ａ￣１１０ Ｉ￣Ａꎬ Ｉ￣Ｂ

Ａ￣１３０ꎬ Ａ￣１１０

【条文说明】 航空交通量等级根据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确定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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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沥青

４ ３ １　 机场沥青道面施工应采用机场道面石油沥青ꎬ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３ 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３ １　 石油沥青技术要求

项目 Ａ￣１３０ Ａ￣１１０ Ａ￣９０ Ａ￣７０ Ａ￣５０ 试验方法

针入度 (２５℃ꎬ １００ ｇꎬ ５ ｓ) (０ １ ｍｍ) １２０~１４０ １００~１２０ ８０~１００ ６０~８０ ４０~６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延度 (１０℃ꎬ ５ ｃｍ / ｍｉｎ)ꎬ 不小于 (ｃｍ)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４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５

延度 (１５℃ꎬ ５ ｃｍ / ｍｉｎ)ꎬ 不小于 (ｃｍ) １００ ８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５

软化点 (环球法)ꎬ 不小于 (℃) ４０ ４３ ４５ ４６ ４９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６

闪点 (ＣＯＣ)ꎬ 不小于 (℃) ２３０ ２４５ ２６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１１

含蜡量 (蒸馏法)ꎬ 不大于 (％) ２ ２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１５

溶解度 (三氯乙烯)ꎬ 不小于 (％) ９９ 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７

６０℃动力粘度ꎬ 不小于 (Ｐａｓ) ６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０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０

１３５℃运动粘度ꎬ 不大于 (Ｐａｓ) ３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５ / Ｔ０６１９

密度 (１５℃) (ｇ / ｃｍ３) 实测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３

旋转薄膜
(ＲＴＦＯＴ)
或者薄膜
(ＴＦＯＴ)
加热试验

质量变化 (％) ±０ ８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１０ / Ｔ０６０９

针入度比ꎬ 不小于 (％) ５４ ５５ ５７ ６１ ６３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延度 (１０℃ꎬ ５ ｃｍ / ｍｉｎ)ꎬ 不小于
(ｃｍ) １２ １０ ８ ６ ４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５

延度 (１５℃ꎬ ５ ｃｍ / ｍｉｎ)ꎬ 不小于
(ｃｍ) ３５ ３０ ２０ １５ １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５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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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根据实际施工经验ꎬ 机场道面几乎全部采用机场道面石油沥青ꎬ 因此本次修订取消

对重交通道路石油沥青的技术要求ꎬ 并以 Ａ 表示机场道面石油沥青ꎮ

结合机场道面的技术特点和实际工程经验ꎬ 增加了 １３５℃运动粘度指标以保证沥青混合料具

有良好的施工和易性ꎮ

４ ３ ２　 改性沥青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３ ２ 的规定ꎮ 用于改性的基质沥青应采用机场道面石油

沥青ꎮ

表 ４ ３ ２　 改性沥青技术要求

项目
ＳＢＳ 类 (Ⅰ类) ＳＢＲ 类 (Ⅱ类) ＥＶＡ、 ＰＥ 类 (Ⅲ类)

Ⅰ̄Ａ Ⅰ̄Ｂ Ⅰ̄Ｃ Ⅰ̄Ｄ Ⅱ￣Ａ Ⅱ￣Ｂ Ⅱ￣Ｃ Ⅲ￣Ａ Ⅲ￣Ｂ Ⅲ￣Ｃ Ⅲ￣Ｄ
试验方法

针入 度 ( ２５℃ꎬ １００ ｇꎬ
５ ｓ) (０ １ ｍｍ)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６０~
８０

４０~
６０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６０~
８０ >８０ ６０~

８０
４０~
６０

３０~
４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软化点 (环球法)ꎬ 不小
于 (℃) ５５ ６０ ６５ ７５ ４５ ４８ ５２ ５０ ５２ ５６ ６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６

延度 (５℃ꎬ ５ ｃｍ / ｍｉｎ)ꎬ
不小于 (ｃｍ) ４０ ３５ ２５ ２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５

闪点ꎬ 不小于 (℃) ２３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１１

贮存稳定性试验 软化点差≤２℃ — 无改性剂明显析出或凝聚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６１

１３５℃运动粘度ꎬ 不大于
(Ｐａｓ) ３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５ / Ｔ０６１９

弹 性 回 复 ２５℃ꎬ 不 小
于 (％) ６０ ６５ ７０ ７５ — —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６２

粘韧性ꎬ 不小于
(Ｎｍ) 实测 ５ ０ —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４

韧性ꎬ 不小于 (Ｎｍ) 实测 ２ ５ —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４

密度 １５℃ (ｇ / ｃｍ３) 实测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３

旋转薄膜
(ＲＴＦＯＴ)
或者薄膜
(ＴＦＯＴ)
加热试验

质量变化
(％) ±０ ８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１０ / Ｔ０６０９

针入度比ꎬ
不小于 (％) ５０ ５５ ６０ ６５ ５０ ５５ ６０ ５０ ５５ ５８ ６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延度 (５℃ꎬ
５ ｃｍ / ｍｉｎ)ꎬ
不小于 (ｃｍ)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５ ３０ ２０ １０ — — — —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５

　 　 注: １３５℃运动粘度ꎬ 若在不改变改性沥青物理力学性质并符合安全条件的温度下易于泵送和拌和ꎬ 或经证明适当提高泵

送和拌和温度时能保证改性沥青的质量ꎬ 且容易施工ꎬ 可不要求测定ꎮ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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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根据机场道面工程积累的实践经验ꎬ 改性沥青应采用与同一工程所用的机场道面石

油沥青相同的沥青进行改性ꎬ 以确保改性沥青的技术性能ꎮ

参照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ꎬ 本次修订对改性沥青的技术指标做了以下修正:

(１) 对热塑性橡胶类 (ＳＢＳ) 改性沥青、 热塑性树脂类 (ＥＶＡ、 ＰＥ) 改性沥青的软化点进

行了调整ꎻ

(２) 采用 ５℃延度指标取代了 １０℃延度指标来评价改性沥青的低温性能ꎻ

(３) 采用 ２５℃弹性恢复指标代替了 １５℃弹性恢复指标ꎻ

(４) 对改性沥青老化后的质量损失做了修正ꎻ

(５) 增加了 １３５℃运动粘度指标以保证沥青混合料具有良好的施工和易性ꎻ

(６) 对橡胶类 (ＳＢＲ) 改性沥青增加了粘韧性和韧性指标ꎮ

４ ３ ３　 用于太阳辐射极强烈或强烈区沥青道面上面层的沥青ꎬ 应按照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 附录 Ｇ ２ 规定

的方法进行沥青抗紫外老化能力评价ꎬ 紫外老化试验后的残留延度比 (１５℃) 应不小于 ６０％ꎮ

【条文说明】 对太阳辐射强烈区的沥青道面上面层沥青ꎬ 增加了紫外老化试验来评价沥青抗紫外

老化能力ꎮ

４ ４　 液体沥青

４ ４ １　 液体沥青适用于透层ꎮ

４ ４ ２　 根据使用目的ꎬ 可选用中凝、 慢凝液体石油沥青ꎬ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４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４ ２　 液体沥青技术要求

　 　 　 　 　 　 　 　 　 　 　 　 　 种类

项目　 　 　 　 　 　 　 　 　 　
ＡＬ(Ｍ)￣１ ＡＬ(Ｍ)￣２ ＡＬ(Ｍ)￣３ ＡＬ(Ｓ)￣１ ＡＬ(Ｓ)￣２ ＡＬ(Ｓ)￣３ 试验方法

粘度
Ｃ２５ꎬ ５ (ｓ) <２０ — — <２０ — —

Ｃ６０ꎬ ５ (ｓ) — ５~１５ １６~２５ — ５~１５ １６~２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１

蒸馏
体积

２２５℃前 (％) <１０ <７ <３ — — —

３１５℃前 (％) <３５ <２５ <１７ — — —

３６０℃前 (％) <５０ <３５ <３０ <４０ <３５ <２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３２

蒸发
残留物

针入度 (２５℃ꎬ １００ ｇꎬ ５ ｓ)
(０ １ ｍｍ)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 — —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延度 (２５℃ꎬ ５ ｃｍ / ｍｉｎ)
(ｃｍ) >６０ >６０ >６０ — — —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５

浮漂度 (５℃) (ｓ) — — — <２０ >２０ >３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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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类

项目　 　 　 　 　 　 　 　 　 　
ＡＬ(Ｍ)￣１ ＡＬ(Ｍ)￣２ ＡＬ(Ｍ)￣３ ＡＬ(Ｓ)￣１ ＡＬ(Ｓ)￣２ ＡＬ(Ｓ)￣３ 试验方法

闪点 (ＴＯＣ 法)ꎬ 大于 (℃) >６５ >６５ >６５ >７０ >７０ >１０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３３

含水量ꎬ 不大于 (％)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１２

４ ５　 乳化沥青和改性乳化沥青

４ ５ １　 乳化沥青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乳化沥青的品种及适用范围宜符合表 ４ ５ １￣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５ １￣１　 乳化沥青的品种及适用范围

分类 品种及代号 适用范围

阳离子乳化沥青
ＰＣ￣２ 透层油及基层养生

ＰＣ￣３ 粘层油

阴离子乳化沥青 ＰＡ￣２ 透层油及基层养生

【条文说明】 本次修订根据不同种类乳化沥青的特点及其工程应用经验ꎬ 规定了阳离子乳化沥青

与阴离子乳化沥青的具体使用范围ꎮ

２　 乳化沥青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５ １￣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５ １￣２　 乳化沥青技术要求

　 　 　 　 　 　 　 　 　 　 　 　 　 种类

项目　 　 　 　 　 　 　 　 　 　
ＰＣ￣２
ＰＡ￣２ ＰＣ￣３ 试验方法

筛上剩余量ꎬ 不大于 (％) ０ １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２

破乳速度试验 慢裂 快裂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８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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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类

项目　 　 　 　 　 　 　 　 　 　
ＰＣ￣２
ＰＡ￣２ ＰＣ￣３ 试验方法

粘度

沥青标准粘度计 Ｃ２５ꎬ ３ (ｓ) ８~２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１

恩格拉粘度 Ｅ２５ １~６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２

蒸发残留物含量ꎬ 不小于 (％) ５０ ６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１

蒸发残留物

针入度 (２５℃ꎬ １００ ｇꎬ ５ ｓ) (０ １ ｍｍ) ５０~３００ ４５~１５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残留延度比 (１５℃ꎬ ５ ｃｍ / ｍｉｎ)ꎬ 不小于 (％) ５０ ６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５

溶解度 (三氯乙烯)ꎬ 不小于 (％) ９７ 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７

贮存稳定性
５ ｄꎬ 不大于 (％)
１ ｄꎬ 不大于 (％)

５
１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５

与矿料的粘附性 (裹覆面积)ꎬ 不小于 ２ / ３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４

低温贮存稳定度 (－５℃) 无粗颗粒或结块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６

　 　 注: １　 乳液粘度可选沥青标准粘度计或恩格拉粘度计的一种进行测定ꎬ Ｃ２５ꎬ ３ 表示测试温度 ２５℃、 粘度计孔径 ３ ｍｍꎬ Ｅ２５

表示在 ２５℃时测定ꎮ

２　 贮存稳定性一般用 ５ ｄ 的ꎬ 如时间紧迫也可用 １ ｄ 的稳定性ꎮ

【条文说明】 由于直接喷洒型阴离子乳化沥青破乳速度偏慢ꎬ 且存在表面电荷排斥等问题ꎬ 往往

造成最后的粘结效果较差ꎬ 所以本规范规定采用快裂型阳离子乳化沥青作为粘层油ꎮ

为保证乳化沥青中沥青含量ꎬ 确保层间粘结效果ꎬ 本次修订规定 ＰＣ￣２ 型、 ＰＡ￣２ 型乳化沥青

蒸发残留物含量不小于 ５０％ꎬ ＰＣ￣３ 型乳化沥青的蒸发残留物含量不小于 ６０％ꎮ

为了与现行其他相关规范统一标准ꎬ 以使延度检测指标更具代表性ꎬ 本次修订采用 １５℃残

留延度比代替了原规范 ２５℃残留延度比ꎮ

３　 乳化用石油沥青宜采用与道面所用相同的石油沥青进行乳化ꎮ

４ ５ ２　 改性乳化沥青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改性乳化沥青可用于粘层、 封层ꎻ

２　 改性乳化沥青质量应符合表 ４ ５ ２ 的技术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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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５ ２　 改性乳化沥青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
品种及代号

ＰＣＲ
试验方法

破乳速度 快裂或中裂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８

粒子电荷 阳离子 (＋)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３

筛上剩余量 (１ １８ ｍｍ)ꎬ 不大于 (％) ０ １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２

粘度

恩格拉粘度 Ｅ２５ １~１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２

沥青标准粘度 Ｃ２５ꎬ ３ (ｓ) ８~２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１

蒸发残留物

含量ꎬ 不小于 (％) ５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１

针入度 (２５℃ꎬ １００ ｇꎬ ５ ｓ) (０ １ ｍｍ) ４０~１２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软化点ꎬ 不小于 (℃) ５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６

延度 (５℃ꎬ ５ ｃｍ / ｍｉｎ)ꎬ 不小于 (ｃｍ) ２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５

溶解度 (三氯乙烯)ꎬ 不小于 (％) ９７ 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７

与矿料的粘附性 (裹覆面积)ꎬ 不小于 ２ / ３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４

贮存稳定性

１ ｄꎬ 不大于 (％) １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５

５ ｄꎬ 不大于 (％) 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５５

　 　 注: １　 破乳速度、 与集料粘附性、 拌和试验与所使用的石料品种有关ꎮ 工程上ꎬ 施工质量检验时应采用实际的石料试验ꎬ

仅进行产品质量评定时ꎬ 可不对这些指标提出要求ꎮ

２　 贮存稳定性根据施工实际情况选择试验天数ꎬ 通常采用 ５ ｄꎬ 乳液生产后能在第二天使用完时也可选用 １ ｄꎮ 个别

情况下ꎬ 改性乳化沥青 ５ ｄ 的贮存稳定性难以满足要求ꎬ 如果经搅拌后能够达到均匀一致并不影响正常使用ꎬ 此时

要求改性乳化沥青运至工地后存放在附有搅拌装置的贮存罐内ꎬ 并不断地进行搅拌ꎬ 否则不准使用ꎮ

【条文说明】 改性乳化沥青是以乳液状的高分子聚合物或者是以高分子聚合物改性沥青进行乳化

所得的产品ꎬ 它既保留了乳化沥青的特点ꎬ 又具备改性材料的特性ꎬ 因具有施工简便、 不需加

热、 节能减排、 安全环保等一系列的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粘层、 封层、 微表处等方面ꎮ 改性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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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沥青分为 ＰＣＲ、 ＢＣＲ 两种类型ꎬ ＰＣＲ 是喷洒用阳离子改性乳化沥青ꎬ 主要适用于粘层、 封层ꎻ

ＢＣＲ 是拌和用阳离子改性乳化沥青ꎬ 主要适用于微表处ꎮ

参照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 ＪＴＧ Ｆ４０) 中对改性乳化沥青的技术要求ꎬ 结合机场

道面的使用特点与技术要求ꎬ 对机场用改性乳化沥青技术指标做了相关规定ꎮ

４ ６　 橡胶沥青

４ ６ １　 橡胶粉应选用废旧轮胎在常温状态下研磨粉碎加工而成ꎬ 且宜选择斜交胎胶粉或天然胶

含量较高的废旧轮胎加工而成的橡胶粉ꎮ 橡胶粉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６ 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６ １　 橡胶粉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粒径 (目) ２０~６０ ＧＢ / Ｔ １９２０８

水分ꎬ 不大于 (％) １ ＧＢ / Ｔ １９２０８

灰分ꎬ 不大于 (％) ８ ＧＢ / Ｔ ４４９８

金属含量ꎬ 小于 (％) ０ ０３ ＪＴ / Ｔ ７９７

丙酮抽出物ꎬ 不大于 (％) １６ ＧＢ / Ｔ ３５１６

炭黑含量ꎬ 不小于 (％) ２８ ＧＢ / Ｔ １４８３７ １

天然橡胶含量ꎬ 不小于 (％) ３０ ＧＢ / Ｔ １３２４９

橡胶烃含量ꎬ 不小于 (％) ４８ ＧＢ / Ｔ １４８３７

纤维含量ꎬ 小于 (％) １ ＧＢ / Ｔ １９２０８

４ ６ ２　 橡胶粉应存储在干燥、 通风的仓库中ꎬ 并采取有效的防淋、 防潮及消防措施ꎬ 其现场储

存时间不宜超过 １８０ ｄꎮ

４ ６ ３　 橡胶沥青应采用专用设备现场制备ꎬ 橡胶粉与沥青混合后ꎬ 其反应时间应不少于 ４５ ｍｉｎꎮ

４ ６ ４　 橡胶沥青中橡胶粉的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ꎬ 其外掺掺量宜为沥青质量的 １５％~２５％ꎮ

４ ６ ５　 橡胶沥青质量应符合表 ４ ６ ５ 的技术要求ꎮ

—８１—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表 ４ ６ ５　 橡胶沥青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１８０℃运动粘度 (Ｐａｓ) １ ５~４ 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５

针入度 (２５℃ꎬ １００ ｇꎬ ５ ｓ) (０ １ ｍｍ) ４０~８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软化点 (环球法)ꎬ 大于 (℃) ４７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６

弹性恢复ꎬ 大于 (％) ５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６２

旋转薄膜
(ＲＴＦＯＴ) 或者薄膜
(ＴＦＯＴ) 加热试验

质量损失ꎬ 小于 (％) ０ ４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９ / Ｔ０６１０

２５℃针入度比ꎬ 大于 (％) ８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４ ６ ６　 橡胶沥青宜当天生产并使用ꎮ 如遇特殊情况ꎬ 宜在 １４０℃ ~１４５℃温度下存放ꎬ 且存放不

得超过 ３ ｄꎮ

４ ７　 湖沥青 ＳＢＳ 复合改性沥青

４ ７ １　 复合改性沥青中ꎬ ＳＢＳ 改性沥青和湖沥青掺配质量比应根据试验确定ꎮ

４ ７ ２　 湖沥青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７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７ ２　 湖沥青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针入度 (２５℃ꎬ １００ ｇꎬ ５ ｓ) (０ １ ｍｍ) １~４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软化点ꎬ 不小于 (℃) ９３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６

灰分 (％) ３３~３８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１４

密度 (２５℃ꎬ ｇ / ｃｍ３) １ ３~１ 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３

旋转薄膜 (ＲＴＦＯＴ) 或者薄膜 (ＴＦＯＴ)
加热试验后残留针入度比ꎬ 不小于 (％) ５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９ / Ｔ０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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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７ ３　 湖沥青 ＳＢＳ 复合改性沥青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７ ３ 的规定ꎮ

表 ４ ７ ３　 湖沥青 ＳＢＳ 复合改性沥青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针入度 (２５℃ꎬ １００ ｇꎬ ５ ｓ) (０ １ ｍｍ) ３０~５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软化点ꎬ 不小于 (℃) ８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６

延度 (５℃ꎬ ５ ｃｍ / ｍｉｎ)ꎬ 不小于 (ｃｍ) １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５

弹性恢复 (２５℃)ꎬ 不小于 (％) ８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６２

【条文说明】 考虑到湖沥青复合改性沥青已在国内多个机场成功地设计、 施工与应用ꎬ 本次修订

增加了湖沥青 ＳＢＳ 复合改性的一些技术要求ꎮ

４ ８　 高粘改性沥青

４ ８ １　 高粘改性沥青一般用于道面的上、 中面层ꎮ

４ ８ ２　 高粘改性沥青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８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８ ２　 高粘改性沥青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针入度 (２５℃ꎬ １００ ｇꎬ ５ ｓ)ꎬ 不小于 (０ １ ｍｍ) ４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４

软化点ꎬ 不小于 (℃) ８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６

延度 (５℃ꎬ ５ ｃｍ / ｍｉｎ)ꎬ 不小于 (ｃｍ) ３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５

闪点ꎬ 不小于 (℃) ２３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１１

旋转薄膜 (ＲＴＦＯＴ) 或者薄膜 (ＴＦＯＴ)
加热试验后的质量损失ꎬ 不大于 (％) ０ ２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０９ / Ｔ０６１０

粘韧性 (２５℃)ꎬ 不小于 (Ｎｍ) ２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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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韧性 (２５℃)ꎬ 不小于 (Ｎｍ) ２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４

６０℃动力粘度ꎬ 不小于 (Ｐａｓ) ５０００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０

运动粘度 (１７０℃)ꎬ 不大于 (Ｐａｓ) ３ 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５

【条文说明】 考虑到高粘改性沥青在国内机场道面上的应用情况ꎬ 增加了高粘改性沥青技术

要求ꎮ

４ ９　 矿料

４ ９ １　 粗集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粗集料应采用岩石破碎加工而成的碎石ꎬ 碎石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硬度ꎬ 且清洁、 干

燥ꎮ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９ １￣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９ １￣１　 粗集料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上面层 中、 下面层
试验方法

压碎值ꎬ 不大于 (％) ２０ ２３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６

洛杉矶磨耗损失ꎬ 不大于 (％) ２８ ３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７

表观相对密度ꎬ 不小于 ２ ６ ２ ５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０４

吸水率ꎬ 不大于 (％) ２ ０ ２ 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０７

粘附性 (水煮法)ꎬ 不小于 ５ 级 ５ 级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１６

坚固性ꎬ 不大于 (％) １０ １２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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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技术要求

上面层 中、 下面层
试验方法

针片状颗粒含量ꎬ 不大于 (％)
其中粒径大于 ９ ５ ｍｍ 的含量ꎬ 不大于 (％)
其中粒径小于 ９ ５ ｍｍ 的含量ꎬ 不大于 (％)

１２
１０
１５

１５
１２
１８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２

水洗法<０ ０７５ ｍｍ 颗粒含量ꎬ 不大于 (％) １ １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０

软石含量ꎬ 不大于 (％) ２ ３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２０

磨光值 ( ＰＳＶ )ꎬ 不小于 ４２ —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２１

　 　 注: 坚固性试验根据需要进行ꎮ

２　 粗集料的颗粒形状宜接近立方体ꎬ 表面粗糙而富有棱角ꎮ 粗集料的粒径规格应符合表

４ ９ １￣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９ １￣２　 粗集料规格

规格
通过下列筛孔 (ｍｍ) 的质量百分率 (％)

３７ ５ ３１ ５ ２６ ５ １９ １３ ２ ９ ５ ４ ７５ ２ ３６ ０ ６

Ｓ１ ２０~４０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 ０~１５ — ０~５ — —

Ｓ２ １０~３０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 — ０~１５ ０~５ — —

Ｓ３ １０~２５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０~１５ — ０~５ — —

Ｓ４ １０~２０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０~１５ ０~５ — —

Ｓ５ １０~１５ —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０~１５ ０~５ — —

Ｓ６ ５~１５ —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４０~７０ ０~１５ ０~５ —

Ｓ７ ５~１０ — —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０~１５ ０~５ —

Ｓ８ ３~１０ — —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４０~７０ ０~２０ ０~５

Ｓ９ ３~５ — — —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０~１５ ０~３

３　 粗集料与沥青粘附性不符合要求时ꎬ 应采取抗剥落措施ꎬ 抗剥落措施应通过试验确定ꎮ

４　 碎石供应确有困难的地区经专项论证后可以采用破碎的砾石ꎻ 破碎砾石除满足粗集料技

术要求外ꎬ 其中 ４ ７５ ｍｍ 及以上颗粒的破碎面应符合表 ４ ９ １￣３ 的规定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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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９ １￣３　 破碎砾石粗集料 ４ ７５ ｍｍ 及以上颗粒破碎面的要求

沥青道面部分
具有一定数量破碎面颗粒的含量 (％)

１ 个或 １ 个以上破碎面 ２ 个或 ２ 个以上破碎面
试验方法

中下面层、 基层 ９０ ８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４６

【条文说明】 粗集料的技术要求参照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 的规定ꎬ 对压碎值、 针片状含量、 软石含量、

粘附性等指标都适当进行了提高ꎬ 以满足跑道道面对飞机轮载的承受能力ꎮ

根据机场工程多年来的实际经验ꎬ 各机场道面修建时采用的集料磨光值都很难达到 ４５ꎬ 因

此本次修订对石料的磨光值要求进行了调整ꎬ 规定为不小于 ４２ꎮ

４ ９ ２　 细集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细集料应采用机制砂ꎬ 且清洁、 干燥、 质地坚硬、 耐久、 无杂质ꎬ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９ ２￣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９ ２￣１　 细集料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表观相对密度ꎬ 不小于 ２ ５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２８

坚固性 (>０ ３ ｍｍ 部分)ꎬ 不大于 (％) １２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４０

塑性指数ꎬ 不大于 ４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５４

砂当量ꎬ 不小于 (％) ６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３４

亚甲蓝值ꎬ 不大于 (ｇ / ｋｇ) ２ ５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４９

棱角性 (流动时间)ꎬ 不小于 (ｓ) ３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４５

　 　 注: 坚固性试验根据需要进行ꎮ

２　 机制砂粒径规格应符合表 ４ ９ ２￣２ 的规定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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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９ ２￣２　 机制砂粒径规格

规格
通过下列筛孔 (ｍｍ) 的质量百分率 (％)

９ ５ ４ ７５ ２ ３６ １ １８ ０ ６ ０ ３ ０ １５ ０ ０７５

Ｓ１０ ０~５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６０~９０ ４０~７５ ２０~５５ ７~４０ ２~２０ ０~１０

Ｓ１１ ０~３ — 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 ５０~８０ ２５~６０ ８~４５ ０~２５ ０~１５

３　 细集料应与沥青有良好的粘结能力ꎬ 与沥青粘结性能差的机制砂不得在上面层使用ꎮ

【条文说明】 原规范 ＭＨ ５０１１ 规定细集料可以采用石屑、 天然砂以及机制砂ꎬ 然而石屑中粉尘含

量很多、 强度很低、 扁片含量及碎土比例很大ꎬ 且施工性能较差ꎬ 不易压实ꎬ 因此使用石屑作

为细集料很难保证沥青道面施工质量ꎻ 而天然砂颗粒则呈浑圆状ꎬ 与沥青粘附性较差ꎬ 使用太

多对高温稳定性不利ꎮ 鉴于此ꎬ 本次修订规定机场道面用细集料均采用机制砂ꎮ

为防止机制砂在开采加工过程中因各种因素混入过量的泥土ꎬ 本次修订特别增加了亚甲蓝

值指标ꎬ 并根据细集料棱角性对沥青混合料性能的影响 (随着细集料棱角性的增加ꎬ 沥青混合

料的高温性能、 低温性能及水稳定性均有所改善)ꎬ 增加了细集料的棱角性控制指标ꎮ

４ ９ ３　 矿粉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矿粉应采用石灰石、 白云石等碱性石料加工磨细而成ꎮ 矿粉应干燥、 洁净、 无风化ꎬ 其

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９ ３￣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９ ３￣１　 矿粉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表观相对密度ꎬ 不小于 ２ ５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５２

含水率ꎬ 不大于 (％) １ ＪＴＧ Ｅ４０
Ｔ０１０３—烘干法

级配范围
<０ ６ ｍｍ (％)
<０ １５ ｍｍ (％)
<０ ０７５ ｍｍ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５１

外观 无团粒结块 —

亲水系数ꎬ 不大于 １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５３

塑性指数ꎬ 不大于 ６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５４

２　 为提高沥青混合料的水稳定性ꎬ 可使用水泥、 消石灰粉代替部分矿粉ꎬ 但总量不宜超过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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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料总重的 ２％ꎮ

３　 从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集尘装置中回收的粉尘不得用作矿粉ꎮ

４ １０　 纤维

４ １０ １　 沥青混合料中掺加的木质素纤维稳定剂ꎬ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１０ 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０ １　 木质素纤维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纤维长度ꎬ 不大于 (ｍｍ) ６ ＧＢ / Ｔ １４３３６

灰分含量 (％) １８ ±５ ＪＴ / Ｔ ５３３

ｐＨ 值 ７ ５ ±１ ０ ＪＴ / Ｔ ５３３

吸油率ꎬ 不小于 纤维质量的 ５ 倍 ＪＴ / Ｔ ５３３

含水率 (以质量计)ꎬ 不大于 (％) ５ ＪＴ / Ｔ ５３３

耐热性 (２１０℃ꎬ ２ ｈ) 颜色、 体积基本无变化 ＪＴ / Ｔ ５３３

４ １０ ２　 沥青混合料中掺加的聚丙烯腈纤维稳定剂ꎬ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１０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０ ２　 聚丙烯腈纤维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密度ꎬ 不小于 (ｇ / ｃｍ３) １ １８ —

纤维长度 (ｍｍ) ６ ±１ ５ ＧＢ / Ｔ １４３３６

纤维平均直径 (ｍｍ) ０ ０１０~０ ０２５ ＧＢ / Ｔ １０６８５

熔点ꎬ 不小于 (℃) ２２０ —

弹性模量ꎬ 不大于 (ＧＰａ) １７ ０ ＧＢ / Ｔ ３９１６

含水率 (以质量计)ꎬ 不大于 (％) ５ ＪＴ / Ｔ ５３３

耐热性 (２１０℃ꎬ ２ ｈ) 颜色、 体积基本无变化 ＪＴ / Ｔ ５３４

４ １０ ３　 沥青混合料中掺加的聚酯纤维ꎬ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１０ ３ 的规定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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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０ ３　 聚酯纤维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纤维长度 (ｍｍ) ６ ±１ ５ ＧＢ / Ｔ １４３３６

纤维平均直径 (ｍｍ) ０ ０１４~０ ０２０ ＧＢ / Ｔ １０６８５

抗拉强度ꎬ 不小于 (ＭＰａ) ６００ ＧＢ / Ｔ ３９１６

最大拉伸率 (％) ８~１２ ＧＢ / Ｔ ３９１６

含水率 (以质量计)ꎬ 不大于 (％) ５ ＪＴ / Ｔ ５３３

耐热性 (２１０℃ꎬ ２ ｈ) 颜色、 体积基本无变化 ＪＴ / Ｔ ５３４

４ １０ ４　 纤维必须符合环保要求ꎬ 不得危害身体健康ꎮ

４ １０ ５　 纤维应存放在室内或有棚盖的地方ꎬ 松散纤维在运输及使用过程中应避免受潮ꎬ 不

结团ꎮ

４ １０ ６　 纤维的掺加比例宜为沥青混合料质量的 ０ ３％~０ ５％ꎮ

【条文说明】 纤维是一种高强、 耐久、 质轻的增强材料ꎬ 添加于沥青混合料中能显著地改善沥青

道面的使用性能ꎬ 延长其使用寿命ꎮ 目前常用的纤维主要有木质素纤维、 聚丙烯腈纤维以及聚

酯纤维ꎬ 它们可普遍用于 ＳＭＡ 混合料及一般沥青混合料ꎮ 本次修订根据近年来机场道面工程对

纤维的应用经验及相关的研究成果ꎬ 规定了木质素纤维、 聚丙烯腈纤维以及聚酯纤维等的相关

技术要求ꎮ

４ １１　 抗车辙剂

４ １１ １　 沥青混合料中掺加的抗车辙剂ꎬ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１１ 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１ １　 抗车辙剂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密度 (ｇ / ｃｍ３) ０ ９~１ １ ＧＢ / Ｔ １０３３ １

吸水率ꎬ 小于 (％) ０ ５ ＧＢ / Ｔ １０３４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ꎬ 不小于 (ｇ / １０ ｍｉｎ)
(温度 １９０℃ꎬ 荷载 ２ １６ ｋｇ) ０ ３ ＧＢ / Ｔ ３６８２

４ １１ ２　 抗车辙剂的掺加剂量宜为沥青混合料质量的 ０ ３％~０ ６％ꎮ

４ １１ ３　 抗车辙剂宜在沥青混合料拌和过程中直接加入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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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抗车辙剂是指以预防沥青路面车辙病害为主要应用目的的沥青改性剂ꎬ 添加于沥青

混合料中具有嵌挤、 加筋、 胶结以及变形恢复作用ꎬ 因此可以有效提高沥青与集料的胶结作用ꎬ

增加沥青混合料承受荷载的能力ꎬ 降低沥青混合料的永久变形产生概率ꎮ 由于机场道面往往需

要承受很大的飞机荷载ꎬ 采用普通的改性沥青混合料很容易产生车辙等永久变形ꎬ 因此通过掺

加抗车辙剂来改善机场沥青道面的高温稳定性ꎮ 基于此ꎬ 本次修订对抗车辙剂的相关技术指标

及掺量、 使用方法等都做了明确规定ꎮ

４ １２　 高模量剂

４ １２ １　 沥青混合料中掺加的高模量剂ꎬ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１２ 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２ １　 高模量剂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密度 (ｇ / ｃｍ３) ０ ９４~１ ０４ ＧＢ / Ｔ １０３３ １

吸水率ꎬ 小于 (％) ０ ５ ＧＢ / Ｔ １０３４

收缩率ꎬ 小于 (％) １ ３ ＧＢ / Ｔ １７０３７ ４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ｇ / １０ ｍｉｎ)
(温度 １９０℃ꎬ 荷载 ２ １６ ｋｇ) １ ０~４ ０ ＧＢ / Ｔ ３６８２

热变形 (１８０℃烘箱内放置 ６０ ｍｉｎ) 软化 目测

掺加高模量剂混合料动态模量
(２０℃ꎬ １０ Ｈｚ)ꎬ 不小于 (ＭＰａ) １２００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３８

４ １２ ２　 掺加高模量剂的沥青混合料宜用于道面的中下面层ꎮ

４ １２ ３　 高模量剂的掺加剂量宜为沥青混合料质量的 ０ ４％~０ ６％ꎮ

【条文说明】 高模量剂是指可以显著提高沥青混合料模量的沥青改性剂ꎬ 其添加于沥青混合料中

能够显著提高沥青混合料的动态模量ꎬ 提高混合料的高温稳定性及耐疲劳性ꎮ 用于机场道面时ꎬ

可以有效地抵抗飞机荷载对机场道面沥青混凝土的冲击作用ꎮ 为了保证高模量沥青混合料具有

优良、 稳定的技术性能ꎬ 本次修订特别规定了高模量剂的技术要求ꎮ

４ １３　 无纺土工织物

４ １３ １　 用于沥青道面裂缝防治的无纺土工织物宜采用聚酯类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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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３ ２　 无纺土工织物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１３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３ ２　 无纺土工织物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单位面积质量 (ｇ / ｍ２) １２０~２００ ＪＴＧ Ｅ５０
Ｔ１１１１

极限抗拉强度ꎬ 不小于 (ｋＮ / ｍ) ８ ０ ＪＴＧ Ｅ５０
Ｔ１１２１

熔点ꎬ 不小于 (℃) １７０ —

【条文说明】 本次修订根据机场道面设计施工中土工布的使用经验ꎬ 并参照 ＧＢ / Ｔ ５０２９０、 ＪＴＧ /

ＴＤ３２ 和 ＪＴ / Ｔ６６７ 增加其相应技术参数要求ꎮ

考虑到无纺织物需经受热沥青和沥青混合料的作用ꎬ 要求其在 １７０℃左右不得熔化 (软化)ꎮ

４ １４　 ＳＢＳ 防水卷材

４ １４ １　 ＳＢＳ 防水卷材按施工方式分为热粘型和自粘型两类ꎮ

４ １４ ２　 ＳＢＳ 防水卷材技术要求应满足表 ４ １４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４ ２　 ＳＢＳ 防水卷材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拉伸性能
最大拉力ꎬ 不小于 (Ｎ / ５０ ｍｍ) １４００

最大拉力时延伸率 (％) １ ０~１０ ０
ＧＢ / Ｔ ３２８ ８

热老化

最大拉力保持率ꎬ 不小于 (％) ７０ ０

最大拉力时延伸率保持率ꎬ 不小于 (％) ７５ ０

质量损失率 (％) ±２ ０

尺寸变化率 (％) ±２ ０

１７０℃烘箱烘 ３０ ｍｉｎ 自然降温
至 ２５℃后ꎬ 进行拉伸性能试验及

量测质量和尺寸

低温柔性 －１０℃ 无裂纹 ＧＢ / Ｔ ３２８ １４

不透水性 ３０ ｍｉｎꎬ ０ ３ ＭＰａ 不透水 ＧＢ / Ｔ ３２８ １０

　 　 注: 必要时低温柔性测试需在－２０℃或－３０℃条件下进行ꎮ

【条文说明】 ＳＢＳ 防水卷材适用于沥青加铺层反射裂缝的预防和处治ꎬ 本次修订参照 ＪＴ / Ｔ９７１ 增

加其相应技术参数要求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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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沥青混合料应满足密实、 耐久、 高温稳定性、 低温抗裂性、 水稳定性、 抗剪切等性能

要求ꎮ

５ １ ２　 沥青道面各层混合料类型可按表 ５ １ ２ 选用ꎮ

表 ５ １ ２　 道面各层沥青混合料类型

层次 沥青混合料类型

上面层 ＳＭＡ￣１３ꎬ ＳＭＡ￣１６ꎬ ＡＣ￣１６ꎬ ＡＣ￣１３ꎬ ＡＣ￣１０

中面层 ＳＭＡ￣１６ꎬ ＡＣ￣１６ꎬ ＡＣ￣２０ꎬ ＡＣ￣２５

下面层 ＡＣ￣２０ꎬ ＡＣ￣２５

基层 ＡＴＢ￣２５ꎬ ＡＴＢ￣３０

应力吸收层 (封层) ＡＣ￣５

　 　 注: ＡＣ￣１３ 和 ＡＣ￣１０ 仅用于道肩的上面层ꎮ

【条文说明】 本次修订根据近年来机场道面工程中实际使用的混合料类型ꎬ 对适用于不同层次的

混合料类型进行了修订ꎬ 并增加了柔性基层沥青混合料 (ＡＴＢ￣２５、 ＡＴＢ￣３０)、 应力吸收层沥青

混合料 (ＡＣ￣５)ꎮ

５ １ ３　 沥青道面的中、 下面层宜采用粗粒式或中粒式沥青混合料ꎬ 上面层宜采用中粒式或细粒

式沥青混合料ꎮ

５ １ ４　 沥青面层集料的公称最大粒径应与设计厚度相匹配ꎬ 对于 ＡＣ 沥青混合料ꎬ 沥青层的压

实厚度应不小于公称最大粒径的 ３ 倍ꎬ ＳＭＡ 沥青混合料沥青层的压实厚度应不小于公称最大粒

径的 ２ ５ 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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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５ ２ １　 沥青混合料应选用符合要求的材料ꎬ 经配合比设计确定的集料级配应符合表 ５ ２ １ 的

规定ꎮ

表 ５ ２ １　 混合料矿料级配范围

混合料
通过下列筛孔 (ｍｍ) 的质量百分率 (％)

３７ ５ ３１ ５ ２６ ５ １９ １６ １３ ２ ９ ５ ４ ７５ ２ ３６ １ １８ ０ ６ ０ ３ ０ １５ ０ ０７５

ＡＣ￣２５ １００ ９５~１００ ７５~９０ ６２~８０ ５３~７３ ４３~６３ ３２~５２ ２５~４２ １８~３２ １３~２５ ８~１８ ５~１３ ３~７

ＡＣ￣２０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７５~９０ ６２~８０ ５２~７２ ３３~５８ ２３~４６ １８~３４ １２~２７ ７~２０ ４~１４ ３~８

ＡＣ￣１６ １００ ９５~１００ ７５~９０ ５８~７８ ４２~６３ ３２~５０ ２２~３７ １６~２８ １１~２１ ７~１５ ４~８

ＡＣ￣１３ １００ ９５~１００ ６５~８８ ３５~６８ ２５~５３ １５~４１ １２~３０ ８~２２ ６~１６ ４~８

ＡＣ￣１０ １００ ９５~１００ ５５~７５ ３８~５８ ２６~４３ １７~３３ １０~２４ ６~１６ ４~９

ＡＣ￣５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５５~７５ ３５~５５ ２０~４０ １２~２８ ７~１８ ５~１０

ＳＭＡ￣１６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６０~８０ ４０~６０ ２０~３２ １８~２７ １４~２２ １２~１９ １０~１６ ９~１４ ８~１２

ＳＭＡ￣１３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４５~６５ ２２~３４ １８~２７ １４~２２ １２~１９ １０~１６ ９~１４ ８~１２

ＡＴＢ￣３０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７０~９０ ５３~７２ ４４~６６ ３９~６０ ３１~５１ ２０~４０ １５~３２ １０~２５ ８~１８ ５~１４ ３~１０ ２~６

ＡＴＢ￣２５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６０~８０ ４８~６８ ４２~６２ ３２~５２ ２０~４０ １５~３２ １０~２５ ８~１８ ５~１４ ３~１０ ２~６

【条文说明】 本次修订根据机场道面混合料类型的实际应用情况ꎬ 对表 ５ １ ２ 中推荐的常用混合

料类型的级配范围做了相应调整ꎬ 使其更加符合实际情况ꎮ

５ ２ ２　 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分目标配合比设计、 生产配合比设计、 生产配合比验证三个阶

段ꎬ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目标配合比设计阶段ꎮ 采用施工现场工程实际使用的材料计算各种材料的用量比例ꎬ 合

成的集料级配应符合表 ５ ２ １ 的规定ꎬ 并通过马歇尔试验确定最佳沥青用量ꎬ 以该级配和沥青用

量作为施工目标配合比ꎬ 供拌和设备确定各冷料仓供料比例、 进料速度及试拌使用ꎮ

２　 生产配合比设计阶段ꎮ 对于间歇式拌和设备ꎬ 必须从二次筛分后进入各热料仓的材料取

样进行筛分ꎬ 以确定各热料仓的材料比例ꎬ 供设定配合比使用ꎮ 同时反复调整冷料仓进料比例

以达到供料均衡ꎬ 并取目标配合比设计的最佳沥青用量及最佳沥青用量±０ ３％等三个沥青用量

进行马歇尔试验ꎬ 确定生产配合比的最佳沥青用量ꎮ

３　 生产配合比验证阶段ꎮ 拌和设备采用生产配合比进行试拌ꎬ 铺筑试验段ꎬ 并用拌和的沥

青混合料进行马歇尔试验及路用性能检验ꎬ 并经试验段钻取的芯样检验ꎬ 由此确定生产用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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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配合比ꎮ 标准配合比应作为施工中控制的依据和质量检验的标准ꎮ

５ ２ ３　 马歇尔试验方法与步骤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Ａ 的规定ꎮ

５ ２ ４　 经试验确定的沥青混合料所用材料品种、 矿料级配和沥青用量ꎬ 在施工过程中不得随意

变更ꎮ 如果材料发生变化ꎬ 应及时调整配合比ꎮ 必要时ꎬ 应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ꎮ

５ ２ ５　 经过配合比设计确定的不同类型沥青混合料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５ ２ ５￣１ 至表 ５ ２ ５￣３ 的

规定ꎬ 并应具有良好的施工性能ꎮ

表 ５ ２ ５￣１　 ＡＣ 混合料马歇尔试验技术标准

试验指标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击实次数 (双面) (次) ７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２

试件尺寸 (ｍｍ) Φ１０１ ６×６３ 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２

空隙率 ＶＶ (％) ３~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稳定度 ＭＳ ꎬ 不小于 (ｋＮ) ９ 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９

流值 ＦＬ (ｍｍ) ２~４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９

矿料间隙
率 ＶＭＡ ꎬ 不
小于 (％)

设计
空隙率
(％)

３

４

５

相应于以下公称最大粒径的最小 ＶＭＡ 及 ＶＦＡ 的技术要求 (％)

２６ ５ １９ １６ １３ ２ ９ ５

１１ １２ １２ ５ １３ １４

１２ １３ １３ ５ １４ １５

１３ １４ １４ ５ １５ １６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沥青饱和度 ＶＦＡ (％) ５５~７０ ６５~７５ ７０~８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表 ５ ２ ５￣２　 ＳＭＡ 混合料马歇尔试验技术要求

试验指标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击实次数 (双面) (次) ７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２

试件尺寸 (ｍｍ) Φ１０１ ６×６３ 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２

空隙率 ＶＶ (％) ３~４ 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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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指标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稳定度 ＭＳ ꎬ 不小于 (ｋＮ) ６ 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９

流值 ＦＬ (０ １ ｍｍ) 实测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９

矿料间隙率 ＶＭＡ ꎬ 不小于 (％) １６ 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沥青饱和度 ＶＦＡ (％) ７５~８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粗集料骨架间隙率 ＶＣＡｍｉｘ ꎬ 不大于 ＶＣＡＤＲＣ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谢伦堡沥青析漏试验的结合料损失ꎬ 不大于 (％) ０ １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３２

肯塔堡飞散试验的混合料损失ꎬ 不大于 (％) １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３３

表 ５ ２ ５￣３　 ＡＴＢ 混合料马歇尔试验技术标准

试验指标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公称最大粒径 (ｍｍ) ２６ ５ ３１ ５ —

击实次数 (双面) (次) ７５ １１２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２

试件尺寸 (ｍｍ) Φ１０１ ６×６３ ５ Φ１５２ ４×９５ ３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２

空隙率 ＶＶ (％) ３~６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稳定度 ＭＳ ꎬ 不小于 (ｋＮ) ７ ５ １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９

流值 ＦＬ (ｍｍ) １ ５~４ ０ 实测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９

矿料间隙率 ＶＭＡ ꎬ
不小于 (％)

设计空隙率 (％) ＡＴＢ￣２５ ＡＴＢ￣３０

４ １２ １１ ５

５ １３ １２ ５

６ １４ １３ 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沥青饱和度 ＶＦＡ (％) ５５~７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条文说明】 由于不同类型沥青混合料的材料组成不同、 级配类型不同ꎬ 因此对其技术指标的要

—２３—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求也不同ꎮ 本次修订对 ＡＣ 混合料、 ＳＭＡ 混合料、 ＡＴＢ 混合料的马歇尔试验技术要求都进行了

相应的修正ꎬ 增加了不同设计空隙率、 不同最大公称粒径条件下对混合料 ＶＭＡ、 ＶＦＡ 的不同

要求ꎮ

５ ２ ６　 沥青混合料应对高温稳定性、 水稳定性、 低温抗裂性、 抗渗性能进行检验ꎬ 并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动稳定度应满足表 ５ ２ ６￣１ 的要求ꎮ

表 ５ ２ ６￣１　 沥青混合料 ６０℃轮辙试验动稳定度指标技术要求

项目

相应于下列气候分区所要求的动稳定度ꎬ
不小于 (次 / ｍｍ)

夏炎热区 夏热区 夏凉区

试验方法

重交通

中交通

轻交通

抗高温性能增强区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其他区 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５０００

抗高温性能增强区 ８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５０００

其他区 ７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抗高温性能增强区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其他区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１９

　 　 注: １　 抗高温性能增强区是指沥青道面结构 Ｉ 区和其他需要高温性能增强的场内区域ꎮ

２　 道肩和非承重区沥青道面使用的沥青混合料的动稳定度一般不作要求ꎮ

２　 水稳定性应满足表 ５ ２ ６￣２ 的要求ꎮ

表 ５ ２ ６￣２　 沥青混合料水稳定性指标技术要求

混合料类型

技术要求

浸水马歇尔残留稳定度ꎬ
不小于 (％)

冻融劈裂试验的残留强度比ꎬ
不小于 (％)

试验方法

普通沥青混合料 ８５ ８０

改性沥青混合料 ９０ ８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９ / Ｔ０７２９

３　 低温弯曲破坏应变宜满足表 ５ ２ ６￣３ 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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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 ６￣３　 沥青混合料－１０℃低温弯曲试验破坏应变技术要求

混合料类型
相应于下列气候分区所要求的破坏应变ꎬ 不小于 (με)

冬严寒区 冬寒区 冬冷区 冬温区
试验方法

普通沥青混合料 ２８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０

改性沥青混合料 ３０００ ２５０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１５

４　 渗水系数应满足表 ５ ２ ６￣４ 的要求ꎮ

表 ５ ２ ６￣４　 沥青混合料试件渗水系数技术要求

混合料类型 渗水系数要求ꎬ 不大于 (ｍｌ / ｍｉｎ) 试验方法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８０

ＳＭＡ 混合料 ５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３０

【条文说明】 应用于机场道面的沥青混合料除满足马歇尔技术指标要求外ꎬ 还应保证在飞机轮载

及外界不良环境影响下具有良好的使用性能ꎬ 从而确保机场道面具有良好的使用质量及使用寿

命ꎮ 鉴于此ꎬ 本次修订根据不同气候分区对不同类型道面沥青混合料 (普通沥青混合料、 改性

沥青混合料) 使用性能方面的要求ꎬ 对其高温稳定性、 水稳定性、 低温抗裂性及抗渗性能分别

做出了具体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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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沥青道面施工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在雨天、 道面潮湿、 气温低于 １０℃或气温低于 １５℃且风速大于 ５ 级时ꎬ 不得进行沥青道

面施工ꎮ

６ １ ２　 热拌沥青混合料施工温度应根据沥青标号、 粘度及气候、 铺层厚度等条件确定ꎬ 并符合

下列要求:

１　 普通沥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宜通过测定沥青在 １３５℃和 １７５℃条件下的 “粘度—温度”

曲线ꎬ 并按表 ６ １ ２￣１ 确定ꎮ 无 “粘度—温度” 曲线时ꎬ 可参照表 ６ １ ２￣２ 选择ꎬ 并结合实际情

况确定使用高值或低值ꎮ 当表中温度与实际情况不符时ꎬ 容许做适当调整ꎮ

表 ６ １ ２￣１　 确定普通沥青混合料拌和温度及压实温度适宜的沥青粘度

粘度 适宜拌和的沥青粘度 适宜压实的沥青粘度 试验方法

表观粘度 (Ｐａｓ) ０ １７±０ ０２ ０ ２８±０ ０３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２５

运动粘度 (ｍｍ２ / ｓ) １７０±２０ ２８０±３０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１９

　 　 注: 沥青粘度的测定可从表观粘度和运动粘度两种方法中选择其中之一ꎮ

表 ６ １ ２￣２　 普通沥青混合料施工温度参考范围

施工工序
沥青标号

Ａ￣５０ Ａ￣７０ Ａ￣９０ Ａ￣１１０ Ａ￣１３０

沥青加热温度 (℃) １６０~１７０ １５５~１６５ １５０~１６０ １４５~１５５ １４０~１５０

沥青混合料出料温度 (℃) １５０~１７０ １４５~１６５ １４０~１６０ １３５~１５５ １３０~１５０

间歇式搅拌设备集料加热温度 (滚筒
出口处集料温度) 大于沥青温度 (℃) １０~２０

混合料废弃温度ꎬ 大于 (℃) ２００ １９５ １９０ １８５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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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施工工序
沥青标号

Ａ￣５０ Ａ￣７０ Ａ￣９０ Ａ￣１１０ Ａ￣１３０

混合料运输到现场温度ꎬ 不小于 (℃) １５０ １４５ １４０ １３５ １３０

摊铺温度ꎬ 不小于 (℃) １４０ １３５ １３０ １２５ １２０

碾压开始温度ꎬ 不小于 (℃) １３５ １３０ １２５ １２０ １１５

碾压终了表面温度ꎬ
不小于 (℃)

钢轮压路机 ８０ ７０ ６５ ６０ ５５

轮胎压路机 ８５ ８０ ７５ ７０ ６５

道面开放使用表面温度ꎬ 不大于 (℃) ５０ ５０ ５０ ４５ ４５

　 　 注: 沥青混合料施工温度应采用插入式温度计测定ꎻ 表面温度宜采用表面接触式温度计测定ꎬ 当采用红外温度计测定表面

温度时ꎬ 需要校准后使用ꎮ

２　 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应根据同类工程的实践经验ꎬ 参照表 ６ １ ２￣３ 选择ꎮ 通常宜

较普通沥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提高 １０℃ ~２０℃ꎮ

表 ６ １ ２￣３　 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正常施工温度参考范围

施工工序
改性沥青品种

ＳＢＳ 类 ＳＢＲ 类 ＥＶＡ、 ＰＥ 类

改性沥青现场制作温度 (℃) １６５~１７０ １６０~１６５ １６５~１７０

成品改性沥青加热温度ꎬ 不大于 (℃) １７５ １７０ １７５

集料加热温度 (℃) １９０~２００ １８０~１９５ １８５~１９５

混合料出厂温度 (℃) １７０~１８５ １６０~１８０ １６５~１８０

混合料废弃温度ꎬ 大于 (℃) １９５

摊铺温度ꎬ 不小于 (℃) １６０

初压温度ꎬ 不小于 (℃) １５０

碾压终了表面温度ꎬ 不小于 (℃) ９０

道面开放使用表面温度ꎬ 不大于 (℃) ５０

　 　 注: 当采用表列以外的聚合物或天然沥青改性沥青时ꎬ 施工温度应由试验确定ꎮ

３　 ＳＭＡ 沥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可视纤维品种、 掺量和矿粉用量的不同ꎬ 在相应沥青混合料

的基础上适当提高ꎮ

【条文说明】 对于聚合物改性沥青混合料施工温度ꎬ 按照改性沥青 “粘度—温度” 曲线ꎬ 采用相

同的等粘温度确定会过高ꎮ 因此ꎬ 改性沥青的施工温度不宜通过测定 “粘度—温度” 曲线确定ꎮ

６ １ ３　 沥青道面宜连续施工ꎬ 避免交叉施工带来污染ꎮ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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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４　 沥青道面施工过程应有良好的劳动保护ꎬ 确保人员安全ꎮ

６ ２　 施工准备

６ ２ １　 技术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沥青道面开工前ꎬ 应进行设计文件交底ꎻ

２　 正式施工前ꎬ 应对参加施工的人员进行施工工艺、 质量控制、 安全措施、 环境保护等内

容培训ꎮ

６ ２ ２　 料场与材料准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料场、 拌和厂场地应进行硬化处理ꎬ 排水通畅ꎻ

２　 开工前应对各种相关材料进行试验ꎬ 经选定的材料在施工过程中不宜更换ꎻ

３　 施工开始前ꎬ 材料储备量应满足连续施工的需要ꎮ

６ ２ ３　 试验检测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实验室应取得相关资质ꎻ

２　 现场应配备满足试验检测要求的仪器设备ꎮ 试验检测仪器必须标定ꎮ

６ ２ ４　 机械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机械设备应配套完整ꎬ 满足施工质量、 合同工期和连续施工的要求ꎻ

２　 机械设备的各项性能应达到相关标准规定ꎬ 且进场后应经过空载和带载调试ꎬ 整机检查

合格后方可使用ꎻ

３　 机械设备计量系统应按规定定期标定ꎬ 且必须在投入使用之前进行标定ꎮ

６ ２ ５　 其他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施工前应根据相关标准、 规范检查基层或下层质量ꎬ 符合要求后方可铺筑沥青混合料ꎻ

２　 施工前应对工作面高程进行复测ꎻ

３　 加铺沥青层时ꎬ 应按设计要求提前进行原道面和基础处理ꎬ 以及表面清理等工作ꎻ

４　 沥青道面铺筑前ꎬ 应完成各类管线铺设、 助航灯光灯具定位等工作ꎮ

【条文说明】 沥青道面施工由多道工序组成ꎬ 施工准备是关系道面施工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阶

段ꎮ 沥青道面施工又是一项系统工程ꎬ 它涉及人员、 材料、 机械、 仪器及工作面等诸多方面的

内容ꎬ 因此在施工准备阶段应做好技术准备、 料场与材料准备、 试验检测仪器准备、 机械设备

准备以及基层或下层质量检查、 工作面高程复测、 各类管线铺设、 助航灯光灯具定位等方面的

准备工作ꎻ 在道面加铺时ꎬ 还要做好原道面和基础处理等方面的准备工作ꎮ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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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混合料拌制

６ ３ １　 现场设置的拌和厂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宜设置在机场附近ꎬ 并应符合机场净空要求ꎻ

２　 宜设置在主风向的下风口位置ꎬ 且选择地势高处ꎬ 有良好的排水、 排污设施和可靠的电

力供应ꎻ

３　 应布局合理ꎬ 进出料交通顺畅ꎻ

４　 应有消防、 安全和环保设施ꎬ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规范的要求ꎻ

５　 应根据工程经验和实际情况选择拌和设备ꎮ

６ ３ ２　 进场材料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矿料来源、 种类和级配应稳定ꎻ

２　 不同料源、 品种、 规格的集料不得混放ꎻ 集料应采用隔墙分离ꎬ 避免出现混料现象ꎻ

３　 同一规格的材料应斜坡分层堆放ꎬ 斜坡度不大于 １ ∶ ３ꎻ 采用运料卡车在料堆底部卸料ꎬ

用推土机或装载机推料ꎻ 禁止卡车从料堆顶部向下卸料ꎻ

４　 粗集料宜采取搭棚或其他防雨措施ꎬ 细集料应设防雨棚ꎬ 矿粉应密闭存放ꎻ

５　 不同来源、 不同标号的沥青必须单独存放ꎬ 不得混装ꎻ

６　 沥青采用导热油加热、 保温ꎬ 使用期间储罐中沥青储存温度宜不低于 １３０℃ꎬ 应不高于

１７０℃ꎬ 避免高温长期存放ꎻ 桶装沥青应直立堆放ꎻ

７　 沥青运输、 使用及存放过程应有良好的密封措施ꎬ 避免雨水或导热油混入沥青中ꎻ

８　 改性沥青储存罐应配置搅拌装置ꎬ 在使用期间宜进行强制搅拌ꎬ 避免离析ꎮ

【条文说明】 进场材料管理对混合料生产非常重要ꎬ 不正确的集料堆放会产生材料粗细颗粒分

离ꎻ 不同料源、 种类、 规格的集料混料现象ꎬ 会影响搅拌设备的生产稳定性和成品混合料级配

组成的稳定性ꎮ

集料应有防雨措施ꎬ 尤其是细集料ꎮ 当集料含水率较大时ꎬ 会影响搅拌设备的出料温度稳

定性ꎬ 增加燃烧器油耗和成品料的残余含水率ꎮ 宜采用搭棚的方法减小雨水对集料含水率的

影响ꎮ

矿粉应密闭存放ꎬ 避免潮湿结团降低品质或影响搅拌设备配料稳定性ꎮ

对拌和设备改性沥青储存罐配置搅拌装置的要求ꎬ 是为了预防改性沥青发生离析ꎮ 尽管多

数搅拌设备的沥青罐都配有内循环装置ꎬ 但是其对沥青的搅动强度较弱ꎬ 预防离析的效果较差ꎮ

因此ꎬ 需要在改性沥青储存罐上配置强制搅拌装置ꎮ

６ ３ ３　 拌和设备的计量精度、 配料误差应符合表 ６ ３ ３ 的要求ꎮ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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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３ ３　 拌和设备计量精度、 配料误差要求

项目 要求

计量精度 (％)

热料计量装置 ±０ ５０

矿粉计量装置 ±０ ５０

沥青计量装置 ±０ ２５

配料误差 (％)

热料配料系统 ±２ ５

矿粉配料系统 ±２ ５

沥青配料系统 ±２ ０

【条文说明】 配料误差为材料实际称量值与设定值之差值对设定值的相对误差ꎬ 以百分数表示ꎮ

６ ３ ４　 集料烘干加热宜采用燃油或燃气加热方式ꎬ 应燃烧充分、 火焰稳定ꎬ 且有火焰监测、 熄

火保护等安全装置ꎮ

６ ３ ５　 拌和设备热料仓和冷料仓数量应满足配合比需要ꎬ 均应不少于备料档数ꎮ

６ ３ ６　 拌和设备宜配备成品料保温储存仓ꎬ １２ ｈ 仓内混合料温度下降值应不大于 １０℃ꎮ

６ ３ ７　 拌和设备的生产能力应满足施工进度要求ꎬ 且施工时不得超出设备额定生产能力ꎮ

６ ３ ８　 进行生产配合比设计之前ꎬ 应采用现场材料对拌和设备的冷料供料装置进行流量标定ꎮ

６ ３ ９　 拌和设备烘干筒应能对集料进行充分加热ꎬ 烘干集料的残余含水率应小于 ０ ５％ꎮ 开始

生产时ꎬ 未达到出料温度要求的集料应废弃ꎮ

【条文说明】 试验研究表明ꎬ 当冷集料含水率较大时ꎬ 经过烘干筒烘干加热后ꎬ 集料中会存在一

定的残余含水率ꎬ 残余含水率大小与烘干筒性能、 材料吸水率大小等因素有关ꎮ 残余含水率过

大会影响混合料的品质和施工特性ꎮ

６ ３ １０　 间歇式拌和设备的振动筛应配置能有效控制混合料级配的筛孔组合ꎮ

６ ３ １１　 沥青混合料的拌和时间应根据拌和设备的类似工程经验由试拌确定ꎬ 以沥青均匀裹覆

集料为宜ꎮ 拌和时间宜满足表 ６ ３ １１ 要求ꎬ 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ꎮ

表 ６ ３ １１　 沥青混合料的拌和时间

混合料类型 干拌时间 (ｓ) 湿拌时间 (ｓ)

普通沥青混合料 ≥５ ≥２５＋沥青喷射时间

改性沥青混合料 ≥５ ≥３０＋沥青喷射时间

ＳＭＡ 改性沥青
混合料

絮状纤维 ≥５ ≥３５＋沥青喷射时间

颗粒纤维 ≥１０ ≥３０＋沥青喷射时间

掺加抗车辙剂、 高模量剂改性沥青混合料 ≥１０ ≥３０＋沥青喷射时间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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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参考美国规范 ＡＳＴＭ Ｄ２４８９ 和 ＡＡＳＨＴＯ Ｔ１９５ 给出的混合料拌和均匀性的评定标准

与测定方法ꎬ 在本条中建议沥青混合料的拌和时间由试拌确定ꎮ 为了增加可操作性ꎬ 根据对搅

拌器拌和性能的研究成果和工程实践经验ꎬ 对几种典型的混合料给出了最小拌和时间参考值ꎮ

为了与搅拌设备拌和时间的设定方法相对应ꎬ 在本条中给出了干拌时间和湿拌时间推荐值ꎮ 干

拌时间为称量斗中的集料开始卸入搅拌器到沥青开始喷射这段时间ꎬ 湿拌时间为沥青开始喷射

到混合料开始卸料这段时间ꎬ 湿拌时间由沥青喷射时间与沥青喷射完成后的持续拌和时间组成ꎮ

由于不同结构类型的设备沥青喷射方式不同 (如压力喷射式、 自流式等)、 不同类型混合料沥青

用量不同ꎬ 需要的沥青喷射时间有差异ꎬ 因此ꎬ 搅拌器的拌和均匀性主要由沥青喷射完成后的

持续拌和时间决定ꎮ

６ ３ １２　 掺加纤维或抗车辙剂时ꎬ 拌和设备宜配置自动计量投料装置ꎬ 松散的絮状纤维宜在喷

入沥青时同步或稍后自动送入搅拌器ꎻ 颗粒状纤维或抗车辙剂宜在集料投入时同步自动加入搅

拌器ꎻ 纤维应在混合料中充分分散ꎬ 拌和均匀ꎮ

６ ３ １３　 普通沥青混合料和改性沥青混合料储存时间不宜超过 ２４ ｈꎬ ＳＭＡ 混合料储存时间不宜

超过 １２ ｈꎮ 出料温度应满足要求ꎬ 不得有沥青滴漏ꎮ

６ ３ １４　 拌和过程中ꎬ 应逐盘采集并记录传感器测定的材料用量、 沥青混合料拌和量、 拌和温

度、 拌和时间等各种参数ꎻ 每个台班结束时ꎬ 打印台班统计量ꎮ 数据有异常波动时ꎬ 应立即停

止生产、 分析原因ꎮ

６ ３ １５　 集料和沥青混合料的取样应具有代表性ꎮ

６ ３ １６　 沥青混合料出厂时ꎬ 应逐车检测温度和重量ꎬ 记录出厂时间ꎬ 签发运料单ꎮ

６ ４　 混合料装卸与运输

６ ４ １　 沥青混合料宜采用状态良好的高底盘自卸卡车运输ꎬ 运输能力应大于拌和设备生产

能力ꎮ

６ ４ ２　 运输车使用前后应将车厢清洗干净ꎬ 并涂刷隔离剂或防粘结剂ꎬ 但不得使用柴油ꎬ 且不

应有积液ꎮ

６ ４ ３　 运输车在接料时宜多次前后移动ꎬ 以减小混合料离析ꎮ

【条文说明】 在拌和设备向运输车卸料过程中易发生混合料离析ꎬ 若在这个过程中车辆仅向一个

方向移动ꎬ 混合料就会形成大颗粒滚落的离析现象ꎮ 这会导致运输车向摊铺机卸料时ꎬ 开始卸

下的料和最后卸下的料多为粗料ꎬ 使摊铺层出现离析现象ꎮ 因此ꎬ 运输车宜采用前后移动的方

式分多次装料ꎬ 见图 ６ ４ ３ 所示ꎬ 图中 １、 ２、 ３、 ４、 ５ 为接料顺序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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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４ ３　 运输车移动接料示意图

６ ４ ４　 运输车箱体四周和混合料表面应进行覆盖保温ꎻ 车箱侧面宜钻孔ꎬ 用插入式温度计逐车

检测沥青混合料温度ꎬ 其传感器的埋入深度宜大于三分之一ꎮ

【条文说明】 运输车箱体四周和混合料表面进行覆盖保温的目的是减小混合料在运输环节的温度

离析ꎮ 对沥青路面施工温度离析的研究表明ꎬ 运输过程的温度离析会导致施工中混合料的周期

性温度变化ꎬ 被称为循环温度离析ꎮ 当受到较严重的循环温度离析影响时ꎬ 面层的预期寿命会

减少ꎮ

６ ４ ５　 运输车进入摊铺现场时ꎬ 不应带入泥土ꎻ 不得损坏透层、 粘层或封层ꎮ

６ ４ ６　 摊铺过程中ꎬ 每台摊铺机前方等待卸料的车辆宜不少于 ２ 辆ꎮ

６ ４ ７　 施工过程中ꎬ 运输车不得撞击摊铺机ꎬ 向摊铺机卸料时应停在摊铺机前ꎬ 车轮距摊铺机

顶推滚轮约 ２００ ｍｍ~３００ ｍｍꎬ 由摊铺机慢慢靠近、 推动前进ꎮ

６ ４ ８　 沥青混合料运输到摊铺地点后应凭运料单接收ꎬ 并检查温度和目测混合料拌和质量ꎮ 不

满足规定温度、 已经结成团块、 有花白料或遭雨淋等不符合要求的混合料ꎬ 必须废弃ꎮ

６ ５　 混合料摊铺

６ ５ １　 沥青混合料摊铺宜采用履带式全自动控制摊铺机ꎮ

【条文说明】 履带式摊铺机具有较好的牵引性能和附着性能ꎬ 其接地面积大ꎬ 比压小ꎬ 不易打

滑ꎬ 运行平稳ꎬ 制动可靠ꎻ 缺点是机动性能差ꎬ 转移工地不方便ꎮ 轮胎式摊铺机机动性好ꎬ 转

移工地快捷方便ꎻ 缺点是附着性较差ꎬ 摊铺阻力大时轮胎易打滑ꎮ 履带式摊铺机多为大型摊铺

机ꎬ 主要用于要求较高的工程施工中ꎻ 轮胎式摊铺机多为中小型摊铺机ꎬ 主要用于养护作业和

要求机动性好的场合ꎮ

６ ５ ２　 摊铺机熨平板宜采用拼装式ꎬ 在变宽段可采用液压伸缩式ꎻ 熨平板应具有较好的摊铺密

实功能ꎬ 当沥青混合料铺层厚度不大于 ６０ ｍｍ 时ꎬ 摊铺初始密实度宜不小于 ８５％ꎬ 但不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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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料棱角磨损、 振碎现象ꎮ

【条文说明】 液压伸缩式熨平板采用液压缸调节基本宽度以外的摊铺宽度ꎬ 在摊铺过程中调节方

便ꎻ 但其结构复杂ꎬ 通常整体刚度较差ꎬ 摊铺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ꎮ

拼装式熨平板是在摊铺机基本宽度以外用标准规格熨平板进行组装ꎬ 以满足摊铺宽度要求ꎮ

拼装熨平板具有结构简单、 刚度大、 摊铺质量好的优点ꎬ 但是在工作过程中改变宽度较困难ꎮ

摊铺机的摊铺密实度对道面施工平整度和压实度有重要影响ꎬ 通过调整熨平板振动器与振

捣器参数ꎬ 可以实现较高的摊铺密实度ꎻ 但是ꎬ 应注意不要过振ꎬ 以免出现石料棱角磨损、 振

碎等现象ꎮ

６ ５ ３　 为避免纵向施工冷接缝ꎬ 宜采用多台同类型摊铺机梯队连续摊铺作业ꎬ 相邻两台摊铺机

前后距离应不超过 １０ ｍꎬ 两幅搭接宽度宜为 ５０ ｍｍ~ ６０ ｍｍꎬ 相邻层的纵缝位置宜错开 ２００ ｍｍ

以上ꎮ

６ ５ ４　 单台摊铺机的摊铺宽度应根据摊铺机的作业能力和作业质量确定ꎬ 宜小于 １０ ｍꎻ 在有效

控制离析和确保摊铺质量的前提下ꎬ 可适当放宽ꎮ

【条文说明】 限制摊铺机摊铺宽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小摊铺离析ꎬ 摊铺过宽时螺旋布料器运送

混合料的距离过长ꎬ 易造成粗细集料分离和温度不均匀等现象ꎮ 因此ꎬ 一些国家对摊铺宽度有

所限制ꎬ 如日本通常限制为 ７ ｍꎬ 欧洲不超过 ９ ｍꎮ

近年来ꎬ 随着摊铺机的技术进步ꎬ 一些摊铺机在解决离析和控制摊铺质量上ꎬ 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ꎮ 当确认所采用的摊铺机能有效控制离析和确保摊铺质量的条件下ꎬ 摊铺宽度也可适当

放宽ꎮ

６ ５ ５　 摊铺机的摊铺速度宜控制在 ２ ｍ / ｍｉｎ ~ ５ ｍ / ｍｉｎ 内ꎬ ＳＭＡ 沥青混合料宜不大于 ３ ｍ / ｍｉｎꎬ

并与拌和设备生产能力相协调ꎻ 摊铺机应连续、 均匀、 稳定地进行摊铺作业ꎮ

６ ５ ６　 沥青道面下面层宜采用挂线或架设铝合金梁作为基准进行高程控制ꎬ 上面层宜采用非接

触式平衡梁基准进行厚度控制ꎬ 中面层应根据下面层高程和平整度控制情况选用合适的基准进

行摊铺ꎮ

６ ５ ７　 摊铺机采用挂线作为调平基准时ꎬ 宜按 １０ ｍ 间距设支架ꎬ 转弯处宜按 ５ ｍ 间距设支架ꎻ

架设铝合金梁时ꎬ 支点间距宜不大于 ５ ｍꎮ

【条文说明】 高程、 厚度和平整度是沥青道面的重要指标ꎬ 能否达到设计要求主要决定于摊铺

机ꎬ 本条规定了摊铺道面时摊铺机自动调平系统的基准选择方法ꎮ 为了控制道面高程ꎬ 下面层

摊铺宜采用挂线或架设铝合金梁作为调平基准ꎻ 为了控制厚度ꎬ 中面层和上面层摊铺宜采用平

衡梁作为调平基准ꎻ 当下面层高程控制不理想时ꎬ 中面层摊铺也应采用挂线或架设铝合金梁作

为调平基准进行控制ꎮ

６ ５ ８　 摊铺机开始摊铺前ꎬ 受料斗应涂刷隔离剂或防粘结剂ꎬ 但不得有积液ꎻ 应对熨平板进行

充分预热ꎬ 温度应不低于 １００℃ꎬ 但不宜过度加热ꎬ 以免熨平板产生翘曲变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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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９　 沥青混合料铺层的松铺系数应由试验确定ꎻ 摊铺过程中ꎬ 应随时检查摊铺层厚度、 拱

度、 横坡度ꎬ 并根据混合料总量与摊铺面积校验平均厚度ꎮ

６ ５ １０　 摊铺机起步前熨平板下方宜垫长约 ４００ ｍｍ、 宽约 ２００ ｍｍ 的木板ꎬ 厚度为松铺厚度与压

实厚度之间的差值ꎮ

６ ５ １１　 摊铺过程中混合料遭雨淋时ꎬ 应立即停止摊铺ꎬ 未压实成型的混合料应清除废弃ꎮ

６ ６　 混合料压实

６ ６ １　 沥青道面压实宜采用双钢轮压路机和轮胎压路机进行组合碾压作业ꎬ 压实成型的沥青道

面应满足压实度和平整度的要求ꎮ

６ ６ ２　 振动压路机的振动频率和振幅应根据混合料类型、 压实难易程度、 铺层厚度和环境条件

等因素选用ꎬ 振动频率宜不低于 ３５ Ｈｚꎬ 名义振幅宜在 ０ ３ ｍｍ~０ ８ ｍｍ 之间ꎮ

６ ６ ３　 压路机的最大压实厚度应由设备的压实能力和混合料压实难易程度共同确定ꎬ 沥青混凝

土的压实厚度宜不大于 １００ ｍｍꎬ 沥青稳定碎石混合料的压实厚度宜不大于 １２０ ｍｍꎮ 经试验证明

能达到压实度要求时ꎬ 最大压实厚度可适当放宽ꎮ

【条文说明】 压实热拌沥青混合料的最大厚度与压路机的类型、 吨位、 振幅和混合料类型等因素

有密切关系ꎬ 对于密级配沥青混合料ꎬ 美国沥青协会规范 ＭＳ￣８ 规定压实厚度不大于 １００ ｍｍꎬ 日

本规范规定一般不大于 ７０ ｍｍꎮ 对于沥青稳定碎石混合料ꎬ 我国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ＪＴＧ Ｆ４０) 规定压实厚度不超过 １２０ ｍｍꎮ 当采用压实能力强的振动压路机ꎬ 并经过实体工程试

验证明能达到压实度要求时ꎬ 容许适当放宽最大压实厚度ꎮ

６ ６ ４　 沥青混合料碾压宜分为初压、 复压和终压三个阶段进行ꎮ

６ ６ ５　 初压应紧跟摊铺机进行ꎬ 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　 初压采用钢轮静压的方式进行ꎬ 并保持较短的初压区长度ꎮ 相邻碾压带重叠宽度宜为轮

宽的 １ / ３~１ / ２ꎬ 压路机的驱动轮应面向摊铺机ꎬ 通常宜静压 １~２ 遍ꎮ

２　 骨架嵌挤良好或摊铺密实度较高的混合料ꎬ 碾压无明显推移时ꎬ 可直接进入复压ꎮ

６ ６ ６　 复压应在初压后进行ꎬ 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　 复压紧跟初压ꎬ 应在混合料温度较高时进行ꎻ 碾压段长度应根据混合料的温度下降速度

和压路机的碾压效率确定ꎬ 通常宜为 ３０ ｍ~５０ ｍꎬ 宜不超过 ６０ ｍꎻ

２ 　 复压宜采用振动压路机和轮胎压路机组合碾压ꎮ 冷态时轮胎压路机胎压通常为

０ ４８ ＭＰａ~０ ５２ ＭＰａꎬ 稳定性差的混合料可适当降低胎压ꎻ 轮胎压路机进行碾压时ꎬ 相邻碾压带

应重叠 １ / ３~１ / ２ 碾压宽度ꎻ 振动压路机进行振压时ꎬ 相邻碾压带应重叠 １００ ｍｍ~２００ ｍｍꎻ

—３４—

６　 沥青道面施工



３　 对于粗集料含量较高的混合料ꎬ 宜优先采用振动压路机复压ꎻ 铺层较厚或难于压实的混

合料ꎬ 振动压路机宜采用高频率大振幅ꎻ 铺层薄或容易压实的混合料ꎬ 宜采用高频率小振幅ꎻ

厚度小于 ３０ ｍｍ 的薄层不宜采用振动压路机振压ꎻ

４　 碾压遍数应根据混合料压实难易程度、 铺层摊铺密实度、 压实设备类型及振动参数等因

素ꎬ 由试验段确定ꎻ

５　 对于大型压路机难于碾压的部位ꎬ 宜采用小型振动压路机或振动夯进行补充压实ꎮ

６ ６ ７　 终压应在复压之后进行ꎬ 采用双钢轮压路机或轮胎压路机进行静压实ꎬ 宜不少于 ２ 遍ꎬ

至无明显轮迹为止ꎮ

６ ６ ８　 压路机应以均匀、 稳定的速度碾压ꎬ 碾压速度可参考表 ６ ６ ８ 确定ꎮ 振动压路机的振动

频率较低时ꎬ 碾压速度宜取小值ꎻ 振动频率较高时ꎬ 碾压速度可取大值ꎮ

表 ６ ６ ８　 压路机碾压速度 (ｋｍ / ｈ) 的要求

压路机类型
初压 复压 终压

适宜 最大 适宜 最大 适宜 最大

双钢轮静作用压路机 ２~３ ４ ３~４ ５ ３~５ ６

轮胎压路机 ２~３ ４ ３~５ ６ ４~６ ８

双钢轮振动压路机 ２~３ (静压) ４ (静压) ３~４ ５ (振动) ５ (振动) ３~５ (静压) ６ (静压)

６ ６ ９　 碾压温度应符合本规范 ６ １ ２ 条的规定ꎬ 并根据混合料种类、 铺层厚度、 气温、 压路机

类型等经试压确定ꎻ 初压和复压宜在较高的温度下进行ꎬ 不应在低温下反复碾压ꎬ 避免石料棱

角磨损、 压碎ꎬ 破坏级配ꎮ

６ ６ １０　 ＳＭＡ 混合料压实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ＳＭＡ 混合料宜采用双钢轮压路机静压或振压ꎬ 也可采用振荡压路机碾压ꎮ 振动碾压应遵

循 “紧跟、 慢压、 高频、 低幅” 的方式进行ꎬ 避免欠压和过压ꎮ

２　 ＳＭＡ 混合料不宜采用轮胎压路机碾压ꎬ 若需要采用轮胎压路机碾压时ꎬ 混合料温度宜低

于 １１０℃ꎬ 并控制碾压遍数ꎬ 以防止将沥青搓揉挤压上浮ꎻ 但不应温度过低碾压ꎬ 避免发生石料

棱角磨损、 压碎等现象ꎮ

３　 ＳＭＡ 混合料碾压出现 “油斑” 时ꎬ 应分析原因ꎬ 检查纤维添加与拌和情况ꎬ 影响道面质

量及安全的混合料应予铲除ꎮ

【条文说明】 尽管轮胎压路机具有搓揉作用和碾压均匀等优点ꎬ 但是 ＳＭＡ 混合料由于沥青含量

高ꎬ 采用轮胎压路机在混合料温度高时进行碾压容易将沥青挤出上浮ꎮ 所以 ＳＭＡ 混合料除经试

验证明轮胎压路机碾压有良好效果外ꎬ 不宜采用轮胎压路机碾压ꎻ 若需要采用轮胎压路机碾压

时ꎬ 应控制碾压遍数和温度ꎬ 以防将沥青搓揉挤压上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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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６ １１　 压路机沿摊铺方向折返位置应成阶梯状停机ꎬ 避免停机位置在一条直线上ꎮ

６ ６ １２　 压实应从外侧向中心碾压ꎬ 从低向高碾压ꎮ

６ ６ １３　 碾压过程中应向钢轮喷雾状水ꎬ 以混合料不粘轮为度ꎻ 轮胎压路机应向轮胎涂少量隔

离剂ꎬ 隔离剂严禁使用柴油ꎮ

６ ６ １４　 铺层边缘有支挡时ꎬ 应紧贴支挡碾压ꎻ 无支挡时ꎬ 可将边缘混合料先空出宽度３００ ｍｍ~

４００ ｍｍ 不压ꎬ 待压完第一遍后ꎬ 再进行边缘压实ꎬ 以避免混合料向外推移ꎮ

６ ６ １５　 压路机不得在未碾压成型的道面上转向、 调头、 加水或停机ꎻ 在当天成型的道面上ꎬ

不应停放任何设备和车辆ꎬ 避免散落石料、 油料等杂物ꎮ

６ ７　 施工接缝

６ ７ １　 沥青道面施工缝应结合紧密、 连接平顺ꎬ 不应产生明显的离析ꎮ

６ ７ ２　 纵向施工接缝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沥青道面的纵向施工接缝宜为热接缝ꎻ 相邻两台摊铺机搭接处ꎬ 宜将前机已铺的松铺层

预留宽度 １００ ｍｍ ~ ２００ ｍｍ 暂不碾压ꎬ 作为后机的调平传感器基准面ꎬ 然后跨接缝碾压以消除

缝迹ꎮ

２　 因特殊原因产生纵向冷接缝时ꎬ 宜加设挡板或切除厚度、 压实度不足部分ꎮ 接缝断面应

垂直ꎬ 纵向成直线 (上面层中间纵缝应位于道面的中线)ꎮ 摊铺另一幅前应清除碎屑ꎬ 吹干水

分ꎬ 涂刷粘层油ꎮ 接缝碾压分为后跨缝碾压和先跨缝碾压ꎬ 后跨缝碾压宜由边缘向中间碾压ꎬ

留下 １０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 再跨缝碾压密实ꎻ 先跨缝碾压ꎬ 然后压实新铺层ꎮ 跨缝碾压是指将压路机

钢轮的大部分在压实层上ꎬ 小部分 (约 １０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 在新铺层上ꎬ 进行碾压的压实工艺ꎮ

３　 沥青道面的纵向施工缝宜沿跑道、 滑行道的中心线平行设置ꎬ 上、 下层纵缝宜错开

２００ ｍｍ (热接缝) 或 ３００ ｍｍ (冷接缝) 以上ꎮ

【条文说明】 若沥青道面的纵向接缝质量不高ꎬ 易造成纵向开裂ꎮ 纵向施工缝宜为热接缝ꎬ 摊铺

机采用梯队摊铺作业ꎮ 当冷接缝无法避免时ꎬ 宜加设挡板ꎬ 也可采用压路机上安装的切边器ꎬ

在混合料尚未冷却时切除压实度或厚度不足的部分ꎬ 这两种处理方法较冷却后用切割机切割效

果好ꎮ

６ ７ ３　 横向施工接缝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横向施工接缝应采用垂直接缝ꎬ 上、 下各层的横向接缝均应错开 １ ｍ 以上ꎮ

２　 宜在混合料尚未冷透时垂直刨除接缝处压实度或厚度不足部分ꎬ 使接缝成直角连接ꎮ 当

采用切割机制作接缝时ꎬ 宜在混合料冷却但尚未结硬时进行ꎬ 切割时留下的泥水应清洗干净ꎮ

接缝施工不应损伤下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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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摊铺前接缝处应清除碎屑ꎬ 吹干水分ꎬ 涂刷粘层油ꎮ

４　 铺筑接缝时ꎬ 应使接茬预热软化ꎬ 以加强接缝处材料的粘结ꎮ

５　 接缝碾压时ꎬ 应先横向碾压或与横缝成一定角度碾压ꎬ 再纵向碾压成为一体ꎬ 做到压实

充分、 连接平顺、 粘结牢固ꎮ

６　 当同时存在纵缝和横缝时ꎬ 应先碾压纵缝ꎬ 再碾压横缝ꎬ 然后纵向碾压成一体ꎮ

６ ８　 透层、 粘层、 封层

６ ８ １　 透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沥青道面非沥青类基层必须喷洒透层油ꎬ 沥青层必须在透层油完全渗透入基层后方可铺

筑ꎮ 基层上设置封层时ꎬ 也应喷洒透层油ꎮ

２　 应根据基层类型选择渗透性好的液体稀释沥青或乳化沥青ꎬ 喷洒后通过钻孔或挖掘确认

透层油渗透入基层的深度宜不小于 ５ ｍｍ (无机结合料稳定集料基层) 或 １０ ｍｍ (无结合料基

层)ꎮ

３　 透层油的用量可通过试洒确定ꎬ 宜符合表 ６ ８ １ 的要求ꎮ

表 ６ ８ １　 沥青道面透层材料的规格和用量

下层类型
液体沥青 乳化沥青

规格 用量 (ｋｇ / ｍ２) 规格 用量 (ｋｇ / ｍ２)

无结合料粒料基层
ＡＬ(Ｍ)￣１、 ２ 或 ３
ＡＬ(Ｓ)￣１、 ２ 或 ３ １ ０~２ ３ ＰＣ￣２

ＰＡ￣２ ０ ３~０ ６

半刚性基层
ＡＬ(Ｍ)￣１、 ２ 或 ３
ＡＬ(Ｓ)￣１、 ２ 或 ３ ０ ６~１ ５ ＰＣ￣２

ＰＡ￣２ ０ ３~０ ５

　 　 注: 表中用量是指包括稀释剂和水分等在内的液体沥青、 乳化沥青的总量ꎮ

４　 喷洒透层油前应清扫道面ꎬ 透层油宜采用智能型沥青洒布车一次喷洒均匀ꎮ 沥青洒布车

喷洒不足时改用手动喷洒ꎬ 过量时应撒布石屑或砂吸油ꎬ 必要时做适当碾压ꎮ

５　 透层油洒布后不得在表面形成油皮ꎬ 透层油达不到渗透深度要求时ꎬ 应更换透层油ꎮ

６ ８ ２　 粘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ꎬ 应喷洒粘层油:

１) 双层式或三层式热拌热铺沥青道面的沥青层之间ꎻ

２) 加铺沥青层的旧道面或沥青稳定碎石基层表面ꎮ

２　 粘层油用量应根据下层的类型通过试洒确定ꎬ 宜符合表 ６ ８ ２ 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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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８ ２　 沥青道面粘层材料的规格和用量

下层类型
热沥青 乳化沥青 改性乳化沥青

规格 用量 (ｋｇ / ｍ２) 规格 用量 (ｋｇ / ｍ２) 规格 用量 (ｋｇ / ｍ２)

新建沥青层或
旧沥青道面

Ａ￣９０
Ａ￣７０ ０ ３~０ ５ ＰＣ￣３

ＰＡ￣３ ０ ３~０ ６ ＰＣ￣３
ＰＡ￣３ ０ ３~０ ６

水泥混凝土
Ａ￣９０
Ａ￣７０ ０ ２~０ ４ ＰＣ￣３

ＰＡ￣３ ０ ３~０ ５ ＰＣ￣３
ＰＡ￣３ ０ ３~０ ５

　 　 注: 表中用量是指包括稀释剂和水分等在内的乳化沥青的总量ꎮ

３　 粘层油宜采用智能型沥青洒布车喷洒ꎬ 洒布速度和喷洒量保持稳定ꎬ 洒布均匀ꎮ

４　 粘层油宜在摊铺前洒布ꎬ 待乳化沥青破乳、 水分蒸发完成ꎬ 或热沥青冷却后ꎬ 即刻铺筑

沥青层ꎬ 确保粘层不受污染ꎮ

６ ８ ３　 封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封层宜采用热拌型 ＡＣ￣５、 ＳＢＳ 改性沥青碎石、 橡胶沥青碎石ꎮ

２　 ＡＣ￣５ 沥青混合料封层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６ ８ ３￣１ 的要求ꎮ

表 ６ ８ ３￣１　 ＡＣ￣５沥青混合料封层技术要求

指标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击实次数 双面各 ７５ 次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２

稳定度 (ｋＮ) ≥８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９

流值 (ｍｍ) １ ５~４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９

空隙率 (％) ２~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沥青饱和度 (％) ７０~８５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矿料间隙率 (％) ≥１７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５

３　 ＳＢＳ 改性沥青或橡胶沥青碎石封层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采用质地坚硬、 干燥清洁的碎石ꎬ 其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６ ８ ３￣２ 的规定ꎮ 碎石粒

径尽量单一ꎬ 其级配组成应满足设计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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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８ ３￣２　 封层碎石材料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石料压碎值 (％) ≤２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６

洛杉矶磨耗损失 (％) ≤２８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７

表观相对密度 ≥２ ５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０４

吸水率 (％) ≤２ 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０４

与沥青的粘附性等级 ５ 级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６１６

坚固性 (％) ≤１２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４

针片状颗粒含量 (％) ≤１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２

软石含量 (％) ≤２ 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２０

２) 用于封层的碎石应水洗ꎬ 或通过拌和楼进行加热、 除尘ꎬ 加热温度宜为 １５０℃ ~１６０℃ꎮ

３) 碎石覆盖率宜为 ７０％~８０％ꎬ ＳＢＳ 改性沥青或橡胶沥青和碎石的洒 (撒) 布量应通过试

验确定ꎮ

４) 宜采用同步碎石封层车进行 ＳＢＳ 改性沥青或橡胶沥青和碎石洒 (撒) 布作业ꎮ 作业前ꎬ

应标定 ＳＢＳ 改性沥青或橡胶沥青和碎石洒 (撒) 布量ꎮ

５) ＳＢＳ 改性沥青或橡胶沥青同步碎石封层车起步和终止位置应铺毡垫ꎬ 宽度宜为 ２ ｍꎬ 纵

向衔接应与已洒 (撒) 布部分重叠 １００ ｍｍ 左右ꎮ

６) 应采用胶轮压路机对 ＳＢＳ 改性沥青或橡胶沥青碎石封层进行碾压ꎬ 速度限制在 ６ ｋｍ / ｈ ~

１０ ｋｍ / ｈ 内ꎬ 碾压遍数为 ２~４ 遍ꎮ

７) 碾压过程中ꎬ 压路机不得随意刹车或掉头ꎬ 碾压应在 １０ ｍｉｎ~２０ ｍｉｎ 内完成ꎮ

８) 在封层施工完成后应及时清扫浮石ꎮ 封层与上覆层的施工工序应紧凑衔接ꎬ 防止污染和

损坏封层ꎮ

【条文说明】 出于道面封水和防止反射裂缝的需要ꎬ 可在沥青混凝土加铺层下面、 现有道面上铺

设橡胶沥青碎石封层ꎮ

碎石封层所用原材料主要包括粘结料和碎石两类ꎮ 原材料的选择是实现碎石封层优良性能

的关键和重要保证ꎬ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碎石封层设计质量的好坏ꎮ 石料是碎石封层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ꎬ 应选用材质优良的石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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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９　 无纺土工织物施工

６ ９ １　 用于无纺土工织物粘接的浸透沥青宜采用基质沥青或改性乳化沥青ꎬ 其洒布量应通过试

洒确定ꎬ 基质沥青宜为 ０ ６ ｋｇ / ｍ２ ~１ ０ ｋｇ / ｍ２ꎬ 乳化沥青宜为 １ ０ ｋｇ / ｍ２ ~１ ２ ｋｇ / ｍ２ꎬ 并使面层和

基层具有良好的粘结ꎮ

６ ９ ２　 浸透沥青喷洒前ꎬ 应清扫工作面ꎬ 并保持其干燥ꎮ

６ ９ ３　 宜采用机械摊铺ꎬ 避免起皱ꎮ 在折皱高度大于 ２０ ｍｍ 时ꎬ 应剪开折皱部分并铺平ꎮ 搭接

宽度宜为 １０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ꎬ 搭接结合面应涂满浸透沥青并压实ꎮ

６ ９ ４　 铺设后应及时进行上覆层的施工ꎮ 施工时ꎬ 施工车辆不得在其表面转弯ꎮ

６ １０　 ＳＢＳ 防水卷材施工

６ １０ １　 铺设 ＳＢＳ 防水卷材前ꎬ 应清扫工作面ꎬ 并保持其干燥ꎮ

６ １０ ２　 铺设 ＳＢＳ 防水卷材应纵向分段充分张紧ꎬ 横向平直ꎬ 并注意压实ꎬ 使之与下层粘接

牢固ꎮ

６ １０ ３　 铺设 ＳＢＳ 防水卷材时ꎬ 搭接宽度宜为 １０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ꎮ

６ １０ ４　 铺设 ＳＢＳ 防水卷材后ꎬ 应及时进行上覆层的施工ꎮ

６ １１　 试验段铺筑

６ １１ １　 沥青道面各层在施工前应铺筑试验段ꎬ 试验段不宜铺筑在道面的关键部位上ꎬ 其位置

与面积大小应根据试验目的确定ꎬ 试验段方案经批准后实施ꎮ

６ １１ ２　 试验段应具有代表性ꎬ 采用的材料、 设备、 车辆、 人员等ꎬ 宜与正常施工相同ꎮ

６ １１ ３　 应通过试验段的铺筑ꎬ 检验施工机械的类型、 数量、 生产能力、 组合方式等匹配关系

是否合理ꎻ 检查施工组织方式、 方法及车辆调度、 设备协调、 人员配合、 前后场指挥通信方式ꎬ

以及材料和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要求ꎬ 确定施工组织管理体系、 质保体系、 安全措施等ꎮ

６ １１ ４　 试验段铺筑分为试拌和试铺两个阶段ꎮ

１　 试拌阶段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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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确定拌和工艺ꎬ 包括上料速度、 每盘重量、 拌和时间、 拌和温度等ꎻ

２) 检查拌和设备的配料控制误差和出料温度控制误差ꎬ 记录、 打印装置的工作状态ꎻ

３) 检查拌和设备工作稳定性ꎬ 是否有明显的溢料、 待料、 混仓及其他非正常现象ꎻ

４) 验证沥青混合料生产配合比设计ꎬ 提出生产用的标准配合比和最佳沥青用量ꎮ

２　 试铺阶段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确定透层油或粘层油的喷洒方式和效果ꎻ

２) 确定摊铺工艺ꎬ 包括摊铺温度、 摊铺速度、 振捣和振动参数、 调平方式、 松铺系数及接

缝、 接坡处理方法等ꎻ

３) 检验摊铺效果ꎬ 包括摊铺平整度、 密实性、 均匀性、 宽度、 厚度和横坡等ꎻ

４) 确定适宜的压路机类型、 数量和组合方式ꎻ

５) 确定碾压工艺ꎬ 包括碾压温度、 碾压顺序、 碾压速度、 碾压遍数等ꎻ

６) 检验压实效果ꎬ 包括碾压完成后的压实度、 平整度、 渗水系数、 构造深度、 均匀性、 厚

度、 宽度、 横坡和层间粘结等ꎻ

７) 建立无破损检测方法与钻孔取芯法检测道面压实度的相关关系ꎮ

６ １１ ５　 试验段铺筑过程中ꎬ 应做好记录ꎬ 对每个工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ꎬ 提出改进措施ꎮ

６ １１ ６　 铺筑试验段时应由各方技术人员共同参加ꎬ 铺筑结束后编写完整的试验段总结报告ꎬ

经批准后ꎬ 方可进行正式施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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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沥青道面不停航施工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沥青道面不停航施工的组织实施应确保不影响机场飞行安全和正常生产运营ꎮ

７ １ ２　 施工期间应成立飞行安全监督检查小组ꎬ 负责对飞机的起飞、 降落、 滑行等情况进行

监视ꎮ

７ １ ３　 施工期间应建立健全项目部组织机构、 安全管理体系ꎬ 明确分工、 职责和管理流程ꎮ

７ １ ４　 沥青道面不停航施工每天连续有效施工时间宜不少于 ５ ｈꎮ

【条文说明】 经验表明ꎬ 沥青道面不停航施工人员机械设备从进场到正式摊铺需要 １ ｈ 左右的准

备时间ꎬ 最后撤场也需要 １ ｈ 左右的时间ꎬ 留给摊铺碾压的作业时间约有 ３ ｈꎮ 另外ꎬ 还要考虑

施工完毕须留给沥青道面自然冷却降温的时间ꎮ 因此ꎬ 沥青道面不停航施工每天连续有效施工

时间宜不少于 ５ ｈꎮ

７ １ ５　 施工过程中ꎬ 应及时掌握本场的气象预报ꎬ 避免在不良气象条件下施工ꎮ 雨天、 道面潮

湿、 气温低于 １０℃或气温低于 １５℃且风速大于 ５ 级时ꎬ 不宜进行沥青道面施工ꎮ

７ ２　 施工准备

７ ２ １　 应制定完善的不停航施工组织措施ꎬ 并对每个人员进行安全施工教育ꎬ 每次进入飞行区

前应做好重点安全内容的交底ꎮ 进入飞行区从事施工作业的人员ꎬ 应参加培训并申办通行证ꎮ

７ ２ ２　 施工前必须制定各种可能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ꎮ

７ ２ ３　 应配备足够的人员和机械设备ꎬ 并加强机械设备和工器具的日常维修保养工作ꎮ 主要机

械设备如摊铺机、 铣刨机、 压路机、 洒布车必须有备用设备ꎮ

７ ２ ４　 施工中应配备 １ 台不小于 ５０ ｔ 的吊车和 １ 台不小于 ２５ ｔ 的平板拖车ꎬ 及一定数量的消防

器材等ꎮ

７ ２ ５　 各种材料备料应充分ꎬ 施工前宜达到材料总量的 ５０％以上ꎬ 保证不停航施工期间供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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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ꎮ

【条文说明】 沥青道面一旦开始施工对材料用量很大ꎬ 材料供应往往跟不上进度要求影响连续施

工ꎮ 因此ꎬ 宜提前备足材料至总量的 ５０％以上ꎮ

７ ２ ６　 沥青道面加铺前ꎬ 应完成原道面及灯具处理、 管线预埋设和新灯具定位等工作ꎮ

７ ２ ７　 施工前应进行施工区域地下管线设施的探测ꎬ 并做好记录、 标识、 保护和导改ꎮ

７ ２ ８　 夜间施工应在整个作业范围内配备足够的临时照明设施ꎮ

７ ３　 施工

７ ３ １　 进入飞行区的人员和机械设备ꎬ 应持证有序进出ꎬ 路线沿途应摆放交通标志ꎮ 人员应穿

戴反光背心ꎬ 施工车辆应配备黄色旋转闪光警示灯ꎬ 穿过重要区域应由机场安全管理人员引领

通行ꎮ

７ ３ ２　 宜设两台及以上沥青拌和站ꎬ 如采用一台沥青拌和站ꎬ 必须有可靠的应急方案ꎻ 拌和站

应有足够容积的混合料成品储料仓ꎮ

【条文说明】 采用一台沥青拌和站的应急预案ꎬ 是指必须在机场附近租用一台及以上沥青拌和

站ꎬ 并在施工期间处于待命状态ꎮ

７ ３ ３　 沥青拌和站应有可靠的电源供应ꎬ 并配备足够功率的应急发电机组ꎮ

７ ３ ４　 摊铺宜采用分层分段全幅成梯队施工ꎬ 一次施工作业长度宜不小于 ２００ ｍꎮ

７ ３ ５　 摊铺方向宜沿主要起飞 (降落) 方向推进ꎬ 宜分层连续摊铺ꎬ 避免跳跃式分段施工ꎮ

７ ３ ６　 临时接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每台班施工结束时或施工时遇突然降雨、 机械故障ꎬ 应在全道面范围内做纵向、 横向临

时接坡处理ꎮ 道面淋湿部位摊铺的混合料第二天应铣刨重新摊铺ꎮ

２　 跑道纵向临时接坡坡度应小于 １％ꎬ 坡底埋头深度应大于 ４０ ｍｍꎬ 接坡面最薄处的压实厚

度应大于 ４０ ｍｍꎮ 铣刨临时接坡应找准上一班施工临时接坡变坡点ꎬ 划好铣刨线铣刨ꎬ 如图

７ ３ ６￣１ 所示ꎮ

１) 为保证道面平整度ꎬ 上面层施工应沿铣刨线全部铣刨临时接坡ꎻ

２) 中、 下面层施工ꎬ 摊铺压实厚度小于 ８０ ｍｍ 时ꎬ 应沿铣刨线全部铣刨临时接坡ꎻ 摊铺压

实厚度大于 ８０ ｍｍ 时ꎬ 可沿铣刨线铣刨大于 ４０ ｍｍ 厚的楔形临时接坡部分ꎬ 保留剩余已压实的

临时接坡部分ꎮ

３　 跑道横向临时接坡坡底埋头深度应大于 ４０ ｍｍꎬ 接坡面最薄处的压实厚度应大于 ４０ ｍｍꎮ

１) 临时接坡坡底在跑道或快滑出口位置ꎬ 临时接坡坡度应小于 １ ５％ꎬ 如图 ７ ３ ６￣２ 所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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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临时接坡坡底在跑道与道肩交接位置ꎬ 坡度宜不大于 １ ∶ ２ꎬ 坡底用细料碾压顺平ꎬ 边部

厚度宜小于 ３０ ｍｍꎻ

３) 临时接坡坡底在道肩与土面区交接位置ꎬ 坡底边部应做成 ４５°倒角ꎬ 外侧用素土等回填

碾压密实ꎮ

４　 滑行道、 联络道纵向临时接坡坡度应小于 ２％ꎬ 横向临时接坡坡度应小于 ５％ꎬ 坡底埋头

深度应大于 ４０ ｍｍꎮ

５　 下层为水泥混凝土道面时ꎬ 坡底位置宜设置在水泥混凝土道面接缝处ꎮ

６　 接坡过渡面若设有 ＳＢＳ 防水卷材、 无纺土工织物时ꎬ 应将接触面清理干净并喷洒粘层油

后再进行粘贴ꎮ

图 ７ ３ ６￣１　 纵向临时接坡示意图

图 ７ ３ ６￣２　 横向临时接坡示意图

【条文说明】 目前国内主要从事沥青道面不停航施工的几家施工单位ꎬ 在每台班沥青道面施工结

束时ꎬ 跑道纵向临时接坡坡度都是按照小于 １％来控制的ꎬ 使用单位对跑道临时纵向接坡的使用

情况反映良好ꎮ 因此ꎬ 本次规范修订将跑道纵向临时接坡坡度修改为应小于 １％ꎮ

该条款中、 下面层施工ꎬ 取 ８０ ｍｍ 作为全部铣刨或部分铣刨临时接坡的临界厚度ꎮ 理由是ꎬ

第二天继续施工在起始铣刨线处的最小铣刨深度为 ４０ ｍｍꎬ 接坡面最薄处的压实厚度应大于 ４０

ｍｍꎬ 若这层摊铺压实厚度小于等于 ８０ ｍｍꎬ 在起始处铣刨掉 ４０ ｍｍ 及以上ꎬ 剩下未铣刨部分的

厚度就不足 ４０ ｍｍꎮ 而铣刨时对剩下部分会有较大的扰动ꎬ 使之粘接不牢ꎬ 故不宜保留这部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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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全厚度铣刨ꎮ 若这层摊铺压实厚度大于 ８０ ｍｍꎬ 在起始位置铣刨 ４０ ｍｍꎬ 未铣刨部分还有

４０ ｍｍ及以上厚度ꎬ 铣刨对剩下部分的扰动相对较小ꎬ 在粘接牢固的情况下全厚度铣刨没必要ꎬ

浪费较大ꎬ 也不符合环保、 节能、 绿色要求ꎮ

７ ３ ７　 当施工末端作为永久性接坡或临时接坡使用时间较长时ꎬ 坡底埋头深度应大于 ５０ ｍｍꎮ

７ ４　 开放使用

７ ４ １　 每日施工完毕ꎬ 道面标志线应及时恢复ꎮ

７ ４ ２　 每日施工完毕ꎬ 施工区域应清扫干净ꎬ 所有机械设备、 工器具等全部退场停放到业主指

定安全位置ꎬ 道面上不得有任何外来物ꎮ

７ ４ ３　 新摊铺的沥青道面在表面温度低于 ５０℃时ꎬ 方可开放使用ꎬ 必要时可洒水冷却ꎮ

７ ４ ４　 每日施工完毕ꎬ 应由机场管理机构牵头对施工区域进行全面检查ꎬ 检查合格并签字后方

可开放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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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施工质量检查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沥青道面施工应建立健全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ꎬ 对施工各工序的质量进行检查和评定ꎬ

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ꎮ

８ １ ２　 沥青道面施工应加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ꎬ 实行动态质量管理ꎮ

【条文说明】 由于多数沥青道面施工质量检测项目都具有滞后性ꎬ 因此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充分

认识到 “过程控制” “动态质量管理” 的重要性ꎬ 要求承包人做好过程控制的研究ꎬ 提出科学合

理的过程控制方法ꎬ 积极实行动态质量管控ꎮ

８ １ ３　 施工过程中在主要工序完成后ꎬ 应组织中间验收ꎮ 未经验收合格ꎬ 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

施工ꎮ

【条文说明】 沥青道面主要施工工序包括基层处理、 透层、 粘层、 封层施工、 混合料拌制、 混合

料装卸与运输、 混合料摊铺、 混合料压实和施工接缝处理等ꎮ 承包人应按要求进行自检ꎬ 合格

后报监理单位验收ꎮ 监理单位根据工程实际情况ꎬ 组织施工验收ꎮ

８ １ ４　 所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原始记录、 试验检测及计算数据、 汇总表格ꎬ 应如实记录和

保存ꎮ

８ １ ５　 材料进场前应按 “批” 对各种原材料进行抽样检测ꎬ 每 “批” １ 次ꎬ 其质量应符合本规

范第 ４ 章规定的技术要求ꎮ “批” 的数量要求如下:

１　 矿料宜按同一料源、 类别和规格ꎬ 不足 ２０００ ｔꎬ 每 ６００ ｔ 为一 “批”ꎬ 不足 ６００ ｔ 亦为一

“批”ꎻ 超过 ２０００ ｔꎬ 按 １０００ ｔ 为一 “批”ꎬ 不足 １０００ ｔ 亦为一 “批”ꎻ 超过 ５０００ ｔꎬ 按 ２０００ ｔ 为一

“批”ꎬ 不足 ２０００ ｔ 亦为一 “批”ꎻ

２　 沥青宜按同一来源、 种类和技术要求ꎬ 每 ６００ ｔ 为一 “批”ꎬ 不足 ６００ ｔ 亦为一 “批”ꎻ

３　 土工合成材料、 卷材及各种添加剂宜按同一厂家、 同一次购入并运至生产现场的相同规

格材料为一 “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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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　 施工过程中质量检查

８ ２ １　 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应随时对施工质量进行自检ꎮ

８ ２ ２　 施工过程中ꎬ 应按表 ８ ２ ２ 的要求对各种原材料进行抽样试验ꎬ 其质量应符合本规范规

定的技术要求ꎮ

表 ８ ２ ２　 原材料质量检查项目与频度

材料 检查项目 频度

石油沥青

针入度 每台班 １ 次

软化点 每台班 １ 次

延度 每台班 １ 次

含蜡量 每批 １ 次

改性沥青

针入度 每台班 １ 次

软化点 每台班 １ 次

延度 每台班 １ 次

弹性恢复 每台班 １ 次

离析试验 (成品改性沥青) 每 ２ 个台班 １ 次

显微镜观察 (现场改性沥青) 每台班 １ 次

乳化沥青
蒸发残留物含量 每台班 １ 次

蒸发残留物针入度 每台班 １ 次

改性乳化沥青

蒸发残留物含量 每台班 １ 次

蒸发残留物针入度 每台班 １ 次

蒸发残留物软化点 每台班 １ 次

蒸发残留物延度 每台班 １ 次

橡胶沥青

针入度 每台班 １ 次

软化点 每台班 １ 次

延度 每台班 １ 次

粘度 每台班 １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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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材料 检查项目 频度

粗集料

外观 (品种、 颜色均匀性、 含泥量等) 每台班 １ 次

针片状颗粒含量 每台班 １ 次

颗粒组成 (筛分) 每台班 １ 次

含水量 每台班 １ 次

压碎值 每批 １ 次

洛杉矶磨耗值 每批 １ 次

磨光值 每批 １ 次

细集料

外观 每台班 １ 次

级配组成 (筛分) 每台班 １ 次

含水量 每台班 １ 次

堆积密度 每台班 １ 次

砂当量 每批 １ 次

矿粉

外观 每台班 １ 次

<０ ０７５ ｍｍ 含量 每台班 １ 次

含水量 每台班 １ 次

纤维稳定剂
吸油率 每 ２ 个台班 １ 次

含水率 每 ２ 个台班 １ 次

抗车辙剂、 高模量剂
吸水率 每 ２ 个台班 １ 次

粒径 每 ２ 个台班 １ 次

无纺土工织物
单位面积质量 每 ２ 个台班 １ 次

熔点 每 ２ 个台班 １ 次

ＳＢＳ 防水卷材
热老化后质量损失率 (％) 每 ２ 个台班 １ 次

热老化后尺寸变化率 (％) 每 ２ 个台班 １ 次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沥青道面施工过程中对原材料质量检查的内容和要求ꎮ 它是建立在材料

进场前已经检验合格的基础上ꎬ 为降低施工变异性、 实施过程控制而提出的要求ꎮ 检查项目除

本条要求外ꎬ 还可选择材料关键或变异性较大的其他指标ꎮ

８ ２ ３　 无纺土工织物施工过程中ꎬ 应按照表 ８ ２ ３ 的要求对施工质量进行检查ꎬ 其质量应符合

本规范规定的技术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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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 ３　 无纺土工织物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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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 随时
表面平整ꎬ 粘结牢固ꎬ
搭接处平顺、 规整

目测

搭接宽度 (ｍｍ) 每 １０００ ｍ２测 ２ 处ꎬ
逐处检测评定

符合设计要求 尺量

８ ２ ４　 ＳＢＳ 防水卷材施工过程中ꎬ 应按照表 ８ ２ ４ 的要求对施工质量进行检查ꎬ 其质量应符合

本规范规定的技术要求ꎮ

表 ８ ２ ４　 ＳＢＳ 防水卷材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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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 随时
表面平整ꎬ 无翘边、 折皱、
起泡等缺陷ꎬ 粘结牢固ꎬ

搭接处平顺、 规整
目测

搭接宽度 (ｍｍ) 每 １０００ ｍ２测 ２ 处ꎬ
逐处检测评定

符合设计要求 尺量

８ ２ ５　 ＳＢＳ 改性沥青或橡胶沥青碎石封层施工过程中ꎬ 应按照表 ８ ２ ５ 的要求对施工质量进行

检查ꎬ 其质量应符合本规范规定的技术要求ꎮ

表 ８ ２ ５　 ＳＢＳ 改性沥青或橡胶沥青碎石封层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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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 随时
表面平整ꎬ 均匀一致ꎬ
沥青和集料撒布均匀ꎬ

横纵接缝整齐
目测

沥青洒布量 (ｋｇ / ｍ２) 每台班 １ 次ꎬ 总量评定 设计值±０ ２ 每台班实际沥青用量和
施工面积ꎬ 总量检测

碎石撒布量 (ｋｇ / ｍ２) 每台班 １ 次ꎬ 总量评定 设计值±１ ０ 每台班实际碎石用量和
施工面积ꎬ 总量检测

沥青温度 每车 ３ 次ꎬ 逐次检测评定 符合设计要求
插入式温度计实测或

车辆自带仪表

宽度
每 １００ ｍ 检测 ３ 处ꎬ

逐处检测评定
不小于设计宽度 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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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橡胶沥青碎石封层施工中ꎬ 应重点对橡胶沥青和碎石的均匀性及用量进行控制ꎮ 注

意检查同步碎石封层车启动和停止部位的撒布状况ꎬ 如出现多料或少料现象应立即处理ꎮ 橡胶

沥青和碎石撒布量控制可采用总量控制法ꎬ 也可采用现场检测的方法ꎮ 现场检测采用托盘法ꎬ

通过计算单位面积托盘上的橡胶沥青、 碎石质量确定橡胶沥青和碎石撒布量ꎮ 测试后ꎬ 在放置

托盘处应人工撒布沥青和集料进行处理ꎮ

８ ２ ６　 沥青混合料生产过程中ꎬ 应按表 ８ ２ ６ 的要求对沥青混合料产品进行检查ꎬ 其质量应符

合本规范规定的技术要求ꎮ

表 ８ ２ ６　 沥青混合料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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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料外观 随时

观察集料粗细、 均匀、
离析、 油石比、 色泽ꎬ
有无花白料、 油团等
现象

目测

拌和温度

沥青、 集料加热温度

混合料出厂温度

逐盘检测评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拌和楼传感器自动检
测、 显示并打印

逐车检测评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出厂时逐车按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８１ 人工检测

逐盘测量记录ꎬ 每台
班取平均值评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拌和楼传感器自动检
测并记录

矿料级配
(筛孔)

０ ０７５ ｍｍ

≤２ ３６ ｍｍ

≥４ ７５ ｍｍ

０ ０７５ ｍｍ

≤２ ３６ ｍｍ

≥４ ７５ ｍｍ

０ ０７５ ｍｍ

≤２ ３６ ｍｍ

≥４ ７５ ｍｍ

逐盘在线检测

逐盘检查ꎬ 每台班汇
总 １ 次取平均值评定

每台拌和机每台班 ２
次ꎬ 以 ２ 个试样的平
均值评定

±２％

±４％

±５％

±１％

±２％

±２％

±２％

±３％

±４％

每盘 实 际 集 料 用 量ꎬ
计算机采集数据计算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８３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２５ 抽提筛
分与 标 准 级 配 比 较
的差

油石比 (沥青用量)

逐盘在线监测 ±０ ３％
每盘实际沥青用量和
集料用量ꎬ 计算机采
集数据计算

逐盘检查ꎬ 每台班汇
总 １ 次取平均值评定

±０ １％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８３

每台拌和机每台班 ２
次ꎬ 以 ２ 次平均值评定

±０ ３％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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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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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歇尔试验: 空隙率、
稳定度、 流值

每台拌和机每台班 １
次ꎬ 以 ４ ~ ６ 个试件的
平均值评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成型: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２
试验: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９

浸水马歇尔试验
每种沥青混合料不少
于 ３ 次ꎬ 每次以 ６ 个试
件的平均值评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成型: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２
试验: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０９

车辙试验
每种沥青混合料不少
于 ３ 次ꎬ 每次以 ３ 个试
件的平均值评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１９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沥青混合料生产过程中 “过程控制” 和 “质量检验” 两个方面的要求ꎮ

过程控制主要包括目测、 混合料生产过程中在线监测、 混合料总量控制和实验室进行的测试ꎮ

质量控制标准新增了浸水马歇尔试验、 车辙试验ꎮ 对于混合料油石比测试ꎬ 应以抽提试验为准ꎮ

如采用燃烧法测试ꎬ 应进行标准样标定ꎮ 对于马歇尔试验和车辙试验ꎬ 不得采用二次加热混合

料ꎬ 应取样后立即成型ꎮ 否则ꎬ 测试结果偏大ꎬ 失去检测意义ꎮ

８ ２ ７　 沥青道面铺筑过程中ꎬ 应按照表 ８ ２ ７ 的要求对铺筑质量进行检查ꎬ 其质量应符合本规

范规定的技术要求ꎮ

表 ８ ２ ７　 沥青混合料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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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沥青道面外观 随时
表面平整密实ꎬ 不得有明显轮迹、 裂缝、
推挤、 油斑、 油包等缺陷ꎬ 且无明显离析

目测

横向接缝 (高差)
逐条缝检测评定

所有接缝应紧密平顺ꎬ
应保证冷接缝连续粘结

目测

逐条缝检测评定 不大于 ３ ｍｍ ３ ｍ 尺量

施工
温度

摊铺温度 逐车检测评定 符合本规范规定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８１

碾压温度 随时 符合本规范规定 插入式温度计实测

厚度

每一层次

每一层次

总厚度

每一层次

每 ２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３ ｍｍ 施工时插入法量测松铺
厚度及压实厚度

１ 个台班区段
的平均值

－３ ｍｍ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８３

每 ２０００ ｍ２测 １ 点 －３ ｍｍ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１２

利用灯坑测量不超过
芯样总数的 １ / ３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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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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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实度
每 １０００ ｍ２测 １ 点ꎬ

逐个试件评定
符合设计要求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２４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２５

平整度
(最大
间隙)

上面层
每 ２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ꎬ
接缝处单杆评定

不大于 ３ ｍｍ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３１

中、 下面层
每 ２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ꎬ
接缝处单杆评定

不大于 ５ ｍｍ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３１

宽度
纵向每 １００ ｍ 检测
３ 处ꎬ 逐处检测评定

不小于设计宽度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１１

长度 沿中线测量全长 不小于设计长度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１１

高程
上面层

中、 下面层

纵向每 １０ ｍ 检测
１ 个断面ꎬ 测 ５ 个点

±３ ｍｍ

－３ ｍｍ~ ＋５ ｍｍ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１１

构造深度 每 ２０００ ｍ２测 １ 点 符合设计要求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６１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６２

渗水系数 每 ２０００ ２测 １ 组
ＡＣ 沥青混合料 不大于 １２０ ｍｌ / ｍｉｎ

ＳＭＡ 沥青混合料 不大于 １００ ｍｌ / ｍｉｎ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７１

【条文说明】 沥青混合料施工过程质量检查包括工程质量检查和外形尺寸检查两个方面ꎮ 在这个

阶段ꎬ 过程控制主要是对混合料的温度、 松铺系数等连续检测ꎬ 同时也可采用无核密度仪进行

实时压实度控制ꎮ 对于压实度检测ꎬ 以钻孔取样为准ꎬ 要求以当天施工的沥青混合料取样成型

后进行马歇尔试验ꎬ 以 ６ 个试件平均密度作为该天取样的标准密度ꎮ 渗水系数应在铺筑成型后

未遭污染的情况下测试ꎮ 中、 下面层可不进行构造深度测试ꎮ

８ ２ ８　 施工过程中ꎬ 沥青道面厚度控制按以下方法执行ꎬ 并相互校核:

１　 利用摊铺过程在线控制ꎬ 即不断地用插尺或其他工具插入摊铺层测量松铺厚度ꎻ

２　 利用拌和厂沥青混合料总生产量与实际铺筑的面积计算平均厚度ꎬ 进行总量检验ꎻ

３　 待道面完全冷却后ꎬ 在钻孔检测压实度的同时测量沥青层的厚度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施工过程中沥青道面厚度的检测方法ꎮ 用插尺或其他工具测试松铺厚

度ꎬ 利用沥青混合料数据进行总量检验ꎬ 应是厚度过程控制的重点ꎮ 在保证钻孔取样代表性的

基础上ꎬ 宜结合灯坑取样ꎬ 尽量减小对道面的损伤ꎮ

８ ２ ９　 在道面完全冷却后ꎬ 随机选点钻孔取样ꎮ 如一次钻孔同时有多层沥青结构层时ꎬ 需用切

割机切割ꎬ 待试件充分干燥后ꎬ 分别测定密度、 压实度ꎮ 芯样应编号保存ꎮ

８ ２ １０　 施工过程中ꎬ 应随时对道面外观 (色泽、 油斑、 表面空隙、 离析) 进行检查ꎬ 重点检

查道面施工接缝处的压实状况及平整度ꎮ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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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施工过程中ꎬ 目测检查和采用简单工具进行快速检测也是保证施工质量的一种基本

的、 有效的手段ꎮ 施工过程中应重点观察道面状况ꎬ 判断道面是否存在压实、 离析、 渗水等问

题ꎬ 进而及时、 合理地调整施工工艺ꎮ 沥青道面施工接缝处容易出现结合不紧密、 压实度不足、

不平整等问题ꎬ 应进行重点检查ꎮ

８ ２ １１　 沥青道面的施工宜按照本规范附录 Ｃ 的方法ꎬ 计算沥青混合料温度、 油石比、 级配、

马歇尔稳定度、 流值ꎬ 以及沥青道面压实度、 厚度、 平整度等指标的平均值、 极差、 标准差及

变异系数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机场沥青道面实施动态质量管理的方法ꎮ 除本条要求的指标外ꎬ 还可选

择沥青道面其他重要或变异性较大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ꎮ

８ ３　 工程施工总结

８ ３ １　 工程结束后ꎬ 承包人应根据国家竣工文件编制规定ꎬ 编制施工总结报告及若干专项报

告ꎬ 连同竣工图表形成完整的施工资料档案ꎮ

８ ３ ２　 施工总结报告应包括工程概况、 工程基础资料、 材料、 施工组织、 机械及人员配备、 施

工方法、 施工进度、 试验研究、 配合比、 工程质量评价、 工程使用服务内容等ꎮ

８ ３ ３　 施工管理与质量检查报告应包括施工资料管理体系、 质量保证体系、 施工质量目标、 试

验段铺筑报告、 施工前及施工中材料质量检测报告 (测试报告)、 施工中工程质量检查结果 (测

试报告)、 工程竣工后质量自检结果 (测试报告)、 工程质量评价以及原始记录、 相册、 录像等

各种附件ꎮ

８ ３ ４　 在工程质保期内ꎬ 承包人应分析沥青道面局部损坏的原因并进行维修保养ꎮ 质量保证期

限根据国家规定或合同要求等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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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附录 Ａ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步骤与方法

Ａ １　 一般规定

Ａ １ １　 本规范采用马歇尔试验配合比设计方法ꎬ 适用于密级配沥青混合料ꎮ

Ａ １ ２　 热拌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应通过目标配合比设计、 生产配合比设计及生产配合比验

证三个阶段ꎬ 确定沥青混合料的材料品种及配比、 矿料级配、 最佳沥青用量ꎮ

Ａ １ ３　 热拌沥青混合料的目标配合比设计宜按图 Ａ １ ３ 的步骤进行ꎮ

图 Ａ １ ３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目标配合比设计流程图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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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１ ４　 配合比设计的试验方法应按 ＪＴＧ Ｅ２０ 规定的方法执行ꎮ 混合料拌和必须采用小型沥青混

合料拌和机进行ꎮ 混合料的拌和温度和试件制作温度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ꎮ

Ａ １ ５　 生产配合比设计可参照本方法规定的步骤进行ꎮ

Ａ ２　 材料选择与准备

Ａ ２ １　 配合比设计的各种矿料应按 ＪＴＧ Ｅ４２ 规定的方法ꎬ 从工程实际使用的材料中取代表性样

品ꎮ 进行生产配合比设计时ꎬ 取样至少应在干拌 ５ 次以后进行ꎮ

Ａ ２ ２　 配合比设计所用的各种材料必须符合气候和交通条件的需要ꎮ 其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章规定的技术要求ꎮ 当单一规格的集料级配不满足要求ꎬ 但不同粒径规格的材料组成的集料混

合料级配能符合规范要求时ꎬ 允许使用ꎮ

Ａ ３　 矿料配合比设计

Ａ ３ １　 沥青道面矿料配合比设计宜借助电子计算机的电子表格用试配法进行ꎮ

Ａ ３ ２　 矿料级配曲线可按 ＪＴＧ Ｅ２０ Ｔ０７２５ 的方法绘制如图 Ａ ３ ２ 所示ꎮ

图 Ａ ３ ２　 矿料级配曲线示例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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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３ ３　 宜在设计级配范围内计算 １~３ 组粗细不同的配比ꎬ 绘制设计级配曲线ꎬ 分别位于设计级

配范围的上方、 中值及下方ꎮ 设计合成级配不得有太多的锯齿形交错ꎬ 且在 ０ ３ ｍｍ~０ ６ ｍｍ 范

围内不出现 “驼峰”ꎮ 当反复调整不能满意时ꎬ 宜更换材料设计ꎮ

Ａ ３ ４　 可根据当地的实践经验选择适宜的沥青用量ꎬ 分别制作几组级配的马歇尔试件ꎬ 测定

ＶＭＡ ꎬ 初选一组满足或接近设计要求的级配作为设计级配ꎮ

Ａ ４　 马歇尔试验

Ａ ４ １　 配合比设计马歇尔试验技术标准应符合本规范第 ５ 章的规定ꎮ

Ａ ４ ２　 沥青混合料试件的制作温度按本规范 ６ １ ２ 规定的方法确定ꎬ 并与施工实际温度相一

致ꎬ 普通沥青混合料如缺乏粘温曲线时可参照表 Ａ ４ ２ 执行ꎬ 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成型温度在此

基础上再提高 １０℃ ~２０℃ꎮ

表 Ａ ４ ２　 热拌普通沥青混合料试件的制作温度

施工工序
石油沥青的标号

Ａ￣５０ Ａ￣７０ Ａ￣９０ Ａ￣１１０ Ａ￣１３０

沥青加热温度 (℃) １６０~１７０ １５５~１６５ １５０~１６０ １４５~１５５ １４０~１５０

矿料加热温度 (℃) 集料加热温度比沥青温度高 １０~３０ (填料不加热)

沥青混合料拌和温度 (℃) １５０~１７０ １４５~１６５ １４０~１６０ １３５~１５５ １３０~１５０

试件击实成型温度 (℃) １４０~１６０ １３５~１５５ １３０~１５０ １２５~１４５ １２０~１４０

　 　 注: 表中混合料温度应根据沥青的针入度、 粘度选择ꎬ 不宜都取中值ꎮ

Ａ ４ ３　 按式 Ａ ４ ３ 计算矿料混合料的合成毛体积相对密度 γｓｂ :

γｓｂ ＝ １００
Ρ１

γ１

＋
Ρ２

γ２

＋  ＋
Ρｎ

γｎ

(Ａ ４ ３)

式中: Ｐ１ꎬ Ｐ２ꎬ ꎬ Ｐｎ ———各种矿料成分的配比ꎬ 其和为 １００ꎻ

γ１ꎬ γ２ꎬ ꎬ γｎ ———各种矿料相应的毛体积相对密度ꎮ

注: １　 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时ꎬ 均采用毛体积相对密度 (无量纲)ꎬ 不采用毛体积密度ꎬ

故无须进行密度的水温修正ꎮ

２　 生产配合比设计时ꎬ 当细料仓中的材料混杂各种材料而无法采用筛分替代法时ꎬ 可

将 ０ ０７５ ｍｍ 部分筛除后以统货实测值计算ꎮ

Ａ ４ ４　 按式 Ａ ４ ４ 计算矿料混合料的合成表观相对密度 γｓａ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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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ｓａ ＝ １００
Ρ１

γ′１
＋
Ρ２

γ′２
＋  ＋

Ρｎ

γ′ｎ

(Ａ ４ ４)

式中: Ｐ１ꎬ Ｐ２ꎬ ꎬ Ｐｎ ———各种矿料成分的配比ꎬ 其和为 １００ꎻ

γ′１ꎬ γ′２ꎬ ꎬ γ′ｎ ———各种矿料按试验规程方法测定的表观相对密度ꎮ

Ａ ４ ５　 按式 Ａ ４ ５￣１ 或按式 Ａ ４ ５￣２ 预估沥青混合料的适宜的油石比 Ｐａ 或沥青用量 Ｐｂ :

Ｐａ ＝
Ｐａ１ × γｓｂ１

γｓｂ
(Ａ ４ ５￣１)

Ｐｂ ＝
Ｐａ

１００ ＋ Ｐａ

× １００ (Ａ ４ ５￣２)

式中: Ｐａ ¾¾预估的最佳油石比 (与矿料总量的百分比)ꎬ ％ꎻ

Ｐｂ ¾¾预估的最佳沥青用量 (占混合料总量的百分数)ꎬ ％ꎻ

Ｐａ１ ¾¾已建类似工程沥青混合料的标准油石比ꎬ ％ꎻ

γｓｂ ¾¾矿料的合成毛体积相对密度ꎻ

γｓｂ１ ¾¾已建类似工程矿料的合成毛体积相对密度ꎮ

注: 作为预估最佳油石比的集料密度ꎬ 原工程和新工程均可采用有效相对密度ꎮ

Ａ ４ ６　 确定矿料的有效相对密度

１　 对非改性沥青混合料ꎬ 宜以预估的最佳油石比拌和两组混合料ꎬ 采用真空法实测最大相

对密度ꎬ 取平均值ꎮ 然后由式 Ａ ４ ６￣１ 反算合成矿料的有效相对密度 γｓｅ :

γｓｅ ＝
１００ － Ｐｂ

１００
γｔ

－
Ρｂ

γｂ

(Ａ ４ ６￣１)

式中: γｓｅ ¾¾合成矿料的有效相对密度ꎻ

Ｐｂ ¾¾试验采用的沥青用量 (占混合料总量的百分数)ꎬ ％ꎻ

γｔ ¾¾试验沥青用量条件下实测得到的最大相对密度ꎬ 无量纲ꎻ

γｂ ———沥青的相对密度 (２５℃ / ２５℃) ꎬ 无量纲ꎮ

２　 对改性沥青及 ＳＭＡ 等难以分散的混合料ꎬ 有效相对密度宜直接由矿料的合成毛体积相对

密度与合成表观相对密度按式 Ａ ４ ６￣２ 计算确定ꎬ 其中沥青吸收系数 Ｃ 值根据材料的吸水率由

式 Ａ ４ ６￣３ 求得ꎬ 材料的合成吸水率按式 Ａ ４ ６￣４ 计算:

γｓｅ ＝ Ｃ × γｓａ ＋ (１ － Ｃ) × γｓｂ (Ａ ４ ６￣２)

Ｃ ＝ ０ ０３３ ＷＸ
２ － ０ ２９３６ ＷＸ ＋ ０ ９３３９ (Ａ ４ ６￣３)

ＷＸ ＝ １
γｓｂ

－ １
γｓａ

æ

è
ç

ö

ø
÷ × １００ (Ａ ４ ６￣４)

式中: γｓｅ ¾¾合成矿料的有效相对密度ꎻ

Ｃ ¾¾合成矿料的沥青吸收系数ꎬ 可按矿料的合成吸水率由式 Ａ ４ ６￣３ 求取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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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Ｘ ¾¾合成矿料的吸水率ꎬ 按式 Ａ ４ ６￣４ 求取ꎬ ％ꎻ

γｓｂ ¾¾材料的合成毛体积相对密度ꎬ 按式 Ａ ４ ３ 求取ꎬ 无量纲ꎻ

γｓａ ¾¾材料的合成表观相对密度ꎬ 按式 Ａ ４ ４ 求取ꎬ 无量纲ꎮ

Ａ ４ ７　 以预估的油石比为中值ꎬ 按一定间隔 (对于密级配沥青混合料通常为 ０ ５％ꎬ 对于沥青

稳定碎石混合料可适当缩小间隔为 ０ ３％~ ０ ４％)ꎬ 取 ５ 个或 ５ 个以上不同的油石比分别成型马

歇尔试件ꎮ 每一组试件的试样数按 ＪＴＧ Ｅ２０ 的要求确定ꎬ 对粒径较大的沥青混合料ꎬ 宜增加试件

数量ꎮ

注: ５ 个不同油石比不一定选整数ꎬ 例如预估油石比 ４ ８％ꎬ 可选 ３ ８％、 ４ ３％、 ４ ８％、

５ ３％、 ５ ８％等ꎮ Ａ ４ ６ 条 １ 中规定的实测最大相对密度通常与此同时进行ꎮ

Ａ ４ ８　 测定压实沥青混合料试件的毛体积相对密度 γｆ 和吸水率ꎬ 取平均值ꎮ 测试方法应按以下

规定执行:

１　 通常采用表干法测定毛体积相对密度ꎻ

２　 对吸水率大于 ２％的试件ꎬ 宜改用蜡封法测定毛体积相对密度ꎮ

注: 对吸水率小于 ０ ５％的特别致密的沥青混合料ꎬ 在施工质量检验时ꎬ 允许采用水中重法

测定的表观相对密度作为标准密度ꎬ 钻孔试件也采用相同方法ꎮ 但配合比设计时不得采用水中

重法ꎮ

Ａ ４ ９　 确定沥青混合料的最大理论相对密度

１　 对非改性的普通沥青混合料ꎬ 在成型马歇尔试件的同时ꎬ 按 Ａ ４ ６ 条 １ 的要求用真空法

实测各组沥青混合料的最大理论相对密度 γｔｉ ꎮ 当只对其中一组油石比测定最大理论相对密度

时ꎬ 也可按式 Ａ ４ ９￣１ 或式 Ａ ４ ９￣２ 计算其他不同油石比时的最大理论相对密度 γｔｉ ꎮ

２　 对改性沥青或 ＳＭＡ 混合料宜按式 Ａ ４ ９￣１ 或式 Ａ ４ ９￣２ 计算各个不同沥青用量混合料的

最大理论相对密度:

γｔｉ ＝
１００ ＋ Ｐａｉ

１００
γｓｅ

＋
Ρａｉ

γｂ

(Ａ ４ ９￣１)

γｔｉ ＝
１００

Ｐｓｉ

γｓｅ

＋
Ρｂｉ

γｂ

(Ａ ４ ９￣２)

式中: γｔｉ ———相对于计算沥青用量 Ｐｂｉ 时沥青混合料的最大理论相对密度ꎬ 无量纲ꎻ

Ｐａｉ ———所计算的沥青混合料的油石比ꎬ ％ꎻ

Ｐｂｉ ———所计算的沥青混合料的沥青用量 ꎬ Ｐｂｉ ＝ Ｐａｉ / (１ ＋ Ｐａｉ)ꎬ ％ꎻ

Ｐｓｉ ———所计算的沥青混合料的矿料含量 ꎬ Ｐｓｉ ＝ １００ － Ｐｂｉꎬ ％ꎻ

γｓｅ ———矿料的有效相对密度ꎬ 按式 Ａ ４ ６￣１ 或 Ａ ４ ６￣２ 计算ꎬ 无量纲ꎻ

γｂ ———沥青的相对密度 (２５℃ / ２５℃) ꎬ 无量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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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４ １０　 按式 Ａ ４ １０￣１ 至 Ａ ４ １０￣３ 计算沥青混合料试件的空隙率 ＶＶ 、 矿料间隙率 ＶＭＡ 、 有效

沥青的饱和度 ＶＦＡ 等体积指标ꎬ 取 １ 位小数ꎬ 进行体积组成分析:

ＶＶ ＝ １ －
γｆ

γｔ

æ

è
ç

ö

ø
÷ × １００ (Ａ ４ １０￣１)

ＶＭＡ ＝ １ －
γｆ

γｓｂ

× Ρｓ
æ

è
ç

ö

ø
÷ × １００ (Ａ ４ １０￣２)

ＶＦＡ ＝ ＶＭＡ － ＶＶ
ＶＭＡ

× １００ (Ａ ４ １０￣３)

式中: ＶＶ ———试件的空隙率ꎬ ％ꎻ

ＶＭＡ ———试件的矿料间隙率ꎬ ％ꎻ

ＶＦＡ ———试件的有效沥青饱和度 (有效沥青含量占 ＶＭＡ 的体积比例)ꎬ ％ꎻ

γｆ ———按 Ａ ４ ８ 测定的试件的毛体积相对密度ꎬ 无量纲ꎻ

γｔ ———沥青混合料的最大理论相对密度ꎬ 按 Ａ ４ ９ 的方法计算或实测得到ꎬ 无量纲ꎻ

Ｐｓ ———各种矿料占沥青混合料总质量的百分率之和ꎬ 即 Ｐｓ ＝ １００ － Ｐｂꎬ ％ꎻ

γｓｂ ———矿料的合成毛体积相对密度ꎬ 按式 Ａ ４ ３ 计算ꎮ

Ａ ４ １１　 进行马歇尔试验ꎬ 测定马歇尔稳定度及流值ꎮ

Ａ ５　 确定最佳沥青用量 (或油石比)

Ａ ５ １　 按图 Ａ ５ １ 的方法ꎬ 以油石比或沥青用量为横坐标ꎬ 以马歇尔试验的各项指标为纵坐

标ꎬ 将试验结果点入图中ꎬ 连成圆滑的曲线ꎮ 确定均符合本规范规定的沥青混合料技术标准的

沥青用量范围 ＯＡＣｍｉｎ ~ ＯＡＣｍａｘ ꎮ 选择的沥青用量范围必须涵盖设计空隙率的全部范围ꎬ 并尽可

能涵盖沥青饱和度的要求范围ꎬ 并使密度及稳定度曲线出现峰值ꎮ 如果没有涵盖设计空隙率的

全部范围ꎬ 试验必须扩大沥青用量范围重新进行ꎮ

注: 绘制曲线时含 ＶＭＡ 指标ꎬ 且应为下凹型曲线ꎬ 但确定 ＯＡＣｍｉｎ ~ ＯＡＣｍａｘ 时不包括 ＶＭＡ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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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 ５ １　 马歇尔试验结果示例

　 　 注: 图中 ａ１ ＝ ４ ２％ꎬ ａ２ ＝ ４ ２５％ꎬ ａ３ ＝ ４ ８％ꎬ ａ４ ＝ ４ ７％ꎬ ＯＡＣ１ ＝ ４ ４９％(由 ４ 个平均值确定)ꎬ ＯＡＣｍｉｎ ＝

４ ３％ꎬ ＯＡＣｍａｘ ＝ ５ ３％ꎬ ＯＡＣ２ ＝ ４ ８％ꎬ ＯＡＣ ＝ ４ ６４％ꎮ 此例中相对于空隙率 ４％的油石比为 ４ ６％ꎮ

Ａ ５ ２　 根据试验曲线的走势ꎬ 按下列方法确定沥青混合料的最佳沥青用量 ＯＡＣ１ ꎮ

１　 在曲线图 Ａ ５ １ 上求取相应于密度最大值、 稳定度最大值、 目标空隙率 (或中值)、 沥

青饱和度范围的中值的沥青用量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ꎮ 按式 Ａ ５ ２￣１ 取平均值作为 ＯＡＣ１ :

ＯＡＣ１ ＝ (ａ１ ＋ ａ２ ＋ ａ３ ＋ ａ４) / ４ (Ａ ５ ２￣１)

２　 如果所选择的沥青用量范围未能涵盖沥青饱和度的要求范围ꎬ 按式 Ａ ５ ２￣２ 求取 ３ 者的

平均值作为 ＯＡＣ１ ꎮ

ＯＡＣ１ ＝ (ａ１ ＋ ａ２ ＋ ａ３) / ３ (Ａ ５ ２￣２)

３　 对所选择试验的沥青用量范围ꎬ 密度或稳定度没有出现峰值 (最大值经常在曲线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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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步骤与方法



端) 时ꎬ 可直接以目标空隙率所对应的沥青用量 ａ３ 作为 ＯＡＣ１ ꎬ 但 ＯＡＣ１ 必须介于 ＯＡＣｍｉｎ ~

ＯＡＣｍａｘ 的范围内ꎮ 否则应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ꎮ

Ａ ５ ３　 按式 Ａ ５ ３ꎬ 以各项指标均符合技术标准 (不含 ＶＭＡ ) 的沥青用量范围 ＯＡＣｍｉｎ ~

ＯＡＣｍａｘ 的中值作为 ＯＡＣ２ :

ＯＡＣ２ ＝ (ＯＡＣｍｉｎ ＋ ＯＡＣｍａｘ) / ２ (Ａ ５ ３)

Ａ ５ ４　 按式 Ａ ５ ４ꎬ 通常情况下取 ＯＡＣ１ 及 ＯＡＣ２ 的平均值作为计算的最佳沥青用量 ＯＡＣ :

ＯＡＣ ＝ (ＯＡＣ１ ＋ ＯＡＣ２) / ２ (Ａ ５ ４)

Ａ ５ ５　 按 Ａ ５ ４ 计算的最佳沥青用量 ＯＡＣ ꎬ 从图 Ａ ５ １ 中得出所对应的空隙率和 ＶＭＡ 值ꎬ 检

验是否能满足本规范表 ５ ２ ５￣１ 或表 ５ ２ ５￣３ 关于最小 ＶＭＡ值的要求ꎮ ＯＡＣ 宜位于 ＶＭＡ凹形曲线

最小值的贫油一侧ꎮ 当空隙率不是整数时ꎬ 最小 ＶＭＡ 按内插法确定ꎬ 并将其画入图 Ａ ５ １ 中ꎮ

Ａ ５ ６　 检查图 Ａ ５ １ 中相应于此 ＯＡＣ 的各项指标是否均符合马歇尔试验技术标准ꎮ

Ａ ５ ７　 根据实践经验和机场等级、 航空交通量等级、 气候条件ꎬ 调整确定最佳沥青用量

ＯＡＣꎮ

１　 调查当地各项条件相接近的工程的沥青用量及使用效果ꎬ 论证适宜的最佳沥青用量ꎮ 检

查计算得到的最佳沥青用量是否相近ꎬ 如相差甚远ꎬ 应查明原因ꎬ 必要时重新调整级配ꎬ 进行

配合比设计ꎮ

２　 对于炎热地区、 航空交通量重的机场ꎬ 预计有可能产生较大轮辙时ꎬ 宜在空隙率符合要

求的范围内将计算的最佳沥青用量减小 ０ １％~０ ５％作为设计沥青用量ꎮ 此时ꎬ 除空隙率外的其

他指标可能会超出马歇尔试验配合比设计技术标准ꎬ 配合比设计报告或设计文件必须予以说明ꎮ

但配合比设计报告必须要求采用重型轮胎压路机和振动压路机组合等方式加强碾压ꎬ 以使施工

后道面的空隙率达到未调整前的原最佳沥青用量时的水平ꎬ 且渗水系数符合要求ꎮ 如果试验段

试拌试铺达不到此要求ꎬ 宜调整所减小的沥青用量的幅度ꎮ

３　 对于寒区、 航空交通量轻的机场ꎬ 最佳沥青用量可以在 ＯＡＣ 的基础上增加 ０ １％ ~

０ ３％ꎬ 以适当减小设计空隙率ꎬ 但不得降低压实度要求ꎮ

Ａ ５ ８　 按式 Ａ ５ ８￣１ 及 Ａ ５ ８￣２ 计算沥青结合料被集料吸收的比例及有效沥青含量:

Ｐｂａ ＝
γｓｅ － γｓｂ

γｓｅ × γｓｂ

× γｂ × １００ (Ａ ５ ８￣１)

Ｐｂｅ ＝ Ｐｂ －
Ｐｂａ

１００
× Ｐｓ (Ａ ５ ８￣２)

式中: Ｐｂａ ———沥青混合料中被集料吸收的沥青结合料比例ꎬ ％ꎻ

Ｐｂｅ ———沥青混合料中的有效沥青用量ꎬ ％ꎻ

γｓｅ ———矿料的有效相对密度ꎬ 按式 Ａ ５ ６￣１ 计算ꎬ 无量纲ꎻ

γｓｂ ¾¾矿料的合成毛体积相对密度ꎬ 按式 Ａ ４ ３ 求取ꎬ 无量纲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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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ｂ ———沥青的相对密度 (２５℃ / ２５℃) ꎬ 无量纲ꎻ

Ｐｂ ———沥青含量ꎬ ％ꎻ

Ｐｓ ———各种矿料占沥青混合料总质量的百分率之和ꎬ 即 Ｐｓ ＝ １００ － Ｐｂꎬ ％ꎮ

如果需要ꎬ 可按式 Ａ ５ ８￣３ 及 Ａ ５ ８￣４ 计算有效沥青的体积百分率 Ｖｂｅ 及矿料的体积百分率

Ｖｇ:

Ｖｂｅ ＝
γｆ × Ｐｂｅ

γｂ
(Ａ ５ ８￣３)

Ｖｇ ＝ １００ － (Ｖｂｅ ＋ ＶＶ) (Ａ ５ ８￣４)

Ａ ６　 配合比设计检验

Ａ ６ １　 对于用于机场道面的密级配沥青混合料ꎬ 需在配合比设计的基础上按本规范要求进行各

种使用性能的检验ꎻ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沥青混合料ꎬ 必须更换材料或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ꎮ

Ａ ６ ２　 配合比设计检验按计算确定的设计最佳沥青用量在标准条件下进行ꎮ 如按照 Ａ ５ ７ 的方

法将计算的设计沥青用量调整后作为最佳沥青用量ꎬ 或者改变试验条件时ꎬ 各项技术要求均应

适当调整ꎬ 不宜照搬ꎮ

Ａ ６ ３　 高温稳定性检验ꎮ 对公称最大粒径等于或小于 １９ ｍｍ 的混合料ꎬ 按规定方法进行轮辙试

验ꎬ 动稳定度应符合本规范表 ５ ２ ６￣１ 的要求ꎮ

注: 对公称最大粒径大于 １９ ｍｍ 的密级配沥青混合料或沥青稳定碎石混合料ꎬ 由于轮辙试

件尺寸不能适用ꎬ 不宜按本规范方法进行轮辙试验和弯曲试验ꎮ 如需要检验ꎬ 可加厚试件厚度

或采用大型马歇尔试件ꎮ

Ａ ６ ４　 水稳定性检验ꎮ 按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浸水马歇尔试验和冻融劈裂试验ꎬ 残留稳定度及

残留强度比均应符合本规范表 ５ ２ ６￣２ 的规定ꎮ

注: 调整沥青用量后ꎬ 马歇尔试件成型可能达不到要求的空隙率条件ꎮ 当需要添加消石灰、

水泥、 抗剥落剂时ꎬ 需重新确定最佳沥青用量后试验ꎮ

Ａ ６ ５　 低温抗裂性能检验ꎮ 对公称最大粒径等于或小于 １９ ｍｍ 的混合料ꎬ 按规定方法进行低温

弯曲试验ꎬ 其破坏应变宜符合本规范表 ５ ２ ６￣３ 的要求ꎮ

Ａ ６ ６　 渗水系数检验ꎮ 利用轮碾机成型的轮辙试件进行渗水试验检验的渗水系数ꎬ 应符合本规

范表 ５ ２ ６￣４ 的要求ꎮ

—１７—

附录 Ａ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步骤与方法



Ａ ７　 配合比设计报告

配合比设计报告应包括设计级配范围选择说明、 材料品种选择与原材料质量试验结果、 矿

料级配、 最佳沥青用量及各项体积指标、 配合比设计检验结果等ꎮ 试验报告的矿料级配曲线应

按规定的方法绘制ꎮ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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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ＳＭＡ 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方法

Ｂ １　 一般规定

Ｂ １ １　 ＳＭＡ 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采用马歇尔试件的体积设计方法进行ꎬ 马歇尔试验的稳定

度和流值并不作为配合比设计接受或者否决的唯一指标ꎮ

Ｂ １ ２　 除本方法另有规定外ꎬ 应按附录 Ａ 的有关规定执行ꎮ

Ｂ ２　 材料选择

Ｂ ２ １　 用于配合比设计的各种材料按附录 Ａ 规定选择ꎬ 其质量必须符合本规范第 ４ 章规定的技

术要求ꎮ

Ｂ ２ ２　 ＳＭＡ 宜采用改性沥青ꎮ

Ｂ ３　 设计矿料级配的确定

Ｂ ３ １　 设计初试级配

１　 ＳＭＡ 道面的设计级配范围宜直接采用本规范表 ５ ２ １ 规定的矿料级配范围ꎮ 公称最大粒

径等于或小于 ９ ５ ｍｍ 的 ＳＭＡ 混合料ꎬ 以 ２ ３６ ｍｍ 作为粗集料骨架的分界筛孔ꎬ 公称最大粒径

等于或大于 １３ ２ ｍｍ 的 ＳＭＡ 混合料以 ４ ７５ ｍｍ 作为粗集料骨架的分界筛孔ꎮ

２　 在设计级配范围内ꎬ 调整各种矿料比例设计 ３ 组不同粗细的初试级配ꎬ ３ 组级配的粗集

料骨架分界筛孔的通过率处于级配范围的中值、 中值±３％附近ꎬ 矿粉用量宜为 １０％左右ꎮ

Ｂ ３ ２　 按附录 Ａ 的方法计算初试级配矿料的合成毛体积相对密度 γｓｂ、 合成表观相对密度 γｓａ、

有效相对密度 γｓｅꎮ 其中各种集料的毛体积相对密度、 表观相对密度试验方法遵照附录 Ａ 的规定

进行ꎮ

Ｂ ３ ３　 把每个合成级配中小于粗集料骨架分界筛孔的集料筛除ꎬ 按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０９ 的规定ꎬ 用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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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实法测定粗集料骨架的松方毛体积相对密度 γＳꎬ 按式 Ｂ ３ ３ 计算粗集料骨架混合料的平均毛

体积相对密度 γＣＡ:

γＣＡ ＝
Ρ１ ＋ Ρ２ ＋  ＋ Ρｎ

Ρ１

γ１

＋
Ρ２

γ２

＋  ＋
Ρｎ

γｎ

(Ｂ ３ ３)

式中: Ｐ１ꎬ Ｐ２ꎬ ꎬ Ｐｎ ———粗集料骨架部分各种集料在全部矿料级配混合料中的配合比ꎻ

γ１ꎬ γ２ꎬ ꎬ gｎ ———各种粗集料相应的毛体积相对密度ꎮ

Ｂ ３ ４　 按式 Ｂ ３ ４ 计算各组初试级配的捣实状态下的粗集料松装间隙率 ＶＣＡＤＲＣ:

ＶＣＡＤＲＣ ＝ (１ －
gＳ

gＣＡ
) × １００ (Ｂ ３ ４)

式中: ＶＣＡＤＲＣ ¾¾粗集料骨架的松装间隙率ꎬ ％ꎻ

γＣＡ ¾¾粗集料骨架的毛体积相对密度ꎻ

γＳ ¾¾粗集料骨架的松方毛体积相对密度ꎮ

Ｂ ３ ５　 按本规范 Ａ ４ ５ 的方法预估新建工程 ＳＭＡ 混合料的适宜的油石比 Ｐａ 或沥青用量 Ｐｂꎬ 作

为马歇尔试件的初试油石比ꎮ

Ｂ ３ ６　 按照选择的初试油石比和矿料级配制作 ＳＭＡ 试件ꎬ 马歇尔标准击实的次数宜采用双面

７５ 次ꎬ 一组马歇尔试件的数目不得少于 ４ ~ ６ 个ꎮ ＳＭＡ 马歇尔试件的毛体积相对密度由表干法

测定ꎮ

Ｂ ３ ７　 按式 Ｂ ３ ７ 的方法计算不同沥青用量条件下 ＳＭＡ 混合料的最大理论相对密度ꎬ 其中纤

维部分的比例不得忽略:

γｔ ＝
１００ ＋ Ρａ ＋ Ρｘ

１００
γｓｅ

＋
Ρａ

γａ

＋
Ρｘ

γｘ

(Ｂ ３ ７)

式中: γｓｅ ———矿料的有效相对密度ꎬ 由 Ｂ ３ ２ 确定ꎻ

Ｐａ ———沥青混合料的油石比ꎬ ％ꎻ

γａ ———沥青的相对密度 (２５℃ / ２５℃)ꎬ 无量纲ꎻ

Ｐｘ ———纤维用量ꎬ 以沥青混合料总量的百分数代替ꎬ ％ꎻ

γｘ ———纤维稳定剂的密度ꎬ 由供货商提供或由比重瓶实测得到ꎮ

Ｂ ３ ８　 按式 Ｂ ３ ８ 计算 ＳＭＡ 混合料马歇尔试件中的粗集料骨架间隙率 ＶＣＡｍｉｘꎬ 试件的各项体

积指标空隙率 ＶＶ、 矿料间隙率 ＶＭＡ、 沥青饱和度 ＶＦＡ 按本规范附录 Ａ 的方法计算:

ＶＣＡｍｉｘ ＝ １ －
gｆ

gＣＡ

×
ＰＣＡ

１００
æ

è
ç

ö

ø
÷ × １００ (Ｂ ３ ８)

式中: ＰＣＡ ¾¾沥青混合料中粗集料的比例ꎬ 即大于 ４ ７５ ｍｍ 的颗粒含量ꎬ ％ꎻ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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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ＣＡ ¾¾粗集料骨架部分的平均毛体积相对密度ꎬ 由式 Ｂ ３ ３ 确定ꎻ

γｆ ¾¾沥青混合料试件的毛体积相对密度ꎬ 由表干法测定ꎮ

Ｂ ３ ９　 从 ３ 组初试级配的试验结果中选择设计级配时ꎬ 必须符合 ＶＣＡｍｉｘ < ＶＣＡＤＲＣ 及 ＶＭＡ >

１６ ５％的要求ꎬ 当有 １ 组以上的级配同时符合要求时ꎬ 以粗集料骨架分界筛孔通过率大且 ＶＭＡ

较大的级配为设计级配ꎮ

Ｂ ４　 确定设计沥青用量

Ｂ ４ １　 根据所选择的设计级配和初试油石比试验的空隙率结果ꎬ 以 ０ ２％ ~ ０ ４％为间隔ꎬ 调整

３ 个不同的油石比ꎬ 制作马歇尔试件ꎬ 计算空隙率等各项体积指标ꎮ 一组试件数量宜不少于

４ 个ꎮ

Ｂ ４ ２　 进行马歇尔稳定度试验ꎬ 检验稳定度和流值是否符合本规范规定的技术要求ꎮ

Ｂ ４ ３　 根据期望的设计空隙率确定油石比ꎬ 作为最佳油石比 ＯＡＣ ꎮ 所设计的 ＳＭＡ 混合料应符

合本规范 ５ ２ 规定的各项技术标准ꎮ

Ｂ ４ ４　 如初试油石比的混合料体积指标恰好符合设计要求ꎬ 可以免去这一步ꎬ 但宜进行一次

复核ꎮ

Ｂ ５　 配合比设计检验

Ｂ ５ １　 除附录 Ａ 规定项目外ꎬ ＳＭＡ 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还必须进行谢伦堡析漏试验及肯塔堡

飞散试验ꎮ 配合比设计检验应符合本规范 ５ ２ 的技术要求ꎮ 不符合要求的必须重新进行配合比

设计ꎮ

Ｂ ６　 配合比设计报告

Ｂ ６ １　 配合比设计结束后ꎬ 必须按附录 Ａ 的要求及时出具配合比设计报告ꎮ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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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沥青道面施工质量动态管理办法

Ｃ ０ １　 承包人应以试验检测质量指标的变异系数 (或标准差) 作为施工水平的主要评价指标ꎮ

Ｃ ０ ２　 沥青道面施工过程中ꎬ 承包人宜绘制相关技术指标的逐次检测结果 Ｘ 或逐日检测结果平

均值 Ｘ 曲线ꎮ 检查试验数据是否超出规范允许的误差范围ꎬ 发现有不符合要求的情况时应认真

分析其原因并采取措施ꎮ 同时分阶段 (一定日期或距离) 计算出逐日结果平均值的平均值 Ｘ (期

望值)、 极差 Ｒ 、 标准差 Ｓ 及变异系数 Ｃｖꎬ 汇总整理ꎮ 记录的内容应包括取样地点、 时间、 试

验员、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结果等ꎮ

Ｃ ０ ３　 施工质量控制宜采取平均值和极差管理图 Ｘ － Ｒ 的方法ꎬ 将试验结果逐次绘制管理图

(图 Ｃ ０ ３￣１)ꎬ 同时随着施工进度ꎬ 绘制施工质量直方图正态分布曲线 (图 Ｃ ０ ３￣２)ꎮ 当发现

标准差及变异系数有增大倾向时ꎬ 应分析原因ꎬ 提出改进建议ꎮ

图 Ｃ ０ ３￣１　 工程质量指标管理图示例 (流值ꎬ ０ １ ｍｍ)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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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Ｃ ０ ３￣２　 工程质量指标检测结果的直方图及正态分布曲线示例 (流值ꎬ ０ １ ｍｍ)

Ｃ ０ ４　 在 Ｘ － Ｒ 管理图中应以平均值 Ｘ 作为中心线 ＣＬ ꎬ 并标出质控上限 ＵＣＬ 和质控下限 ＬＣＬ

表示允许的施工正常波动范围ꎮ 当有超出质控上、 下限范围时ꎬ 应视为施工异常或试验数据异

常ꎮ 中心线、 质控上限、 质控下限按式 Ｃ ０ ４￣１ 至式 Ｃ ０ ４￣６ 计算:

　 　 　 　 　 　 Ｘ 图中: ＣＬ ＝ Ｘ (Ｃ ０ ４￣１)

　 　 　 　 　 　 　 　 　 　 ＵＣＬ ＝ Ｘ ＋ Ａ２
Ｒ (Ｃ ０ ４￣２)

　 　 　 　 　 　 　 　 　 　 ＬＣＬ ＝ Ｘ － Ａ２
Ｒ (Ｃ ０ ４￣３)

　 　 　 　 　 　 Ｒ 图中: ＣＬ ＝ Ｒ (Ｃ ０ ４￣４)

　 　 　 　 　 　 　 　 　 　 ＵＣＬ ＝ Ｄ４
Ｒ (Ｃ ０ ４￣５)

　 　 　 　 　 　 　 　 　 　 ＬＣＬ ＝ Ｄ３
Ｒ (Ｃ ０ ４￣６)

式中: 　 　 ＣＬ ——— Ｘ － Ｒ 管理图中的中心线 (期望值)ꎻ

ＵＣＬ ——— Ｘ － Ｒ 管理图中的质控上限ꎻ

ＬＣＬ ——— Ｘ － Ｒ 管理图中的质控下限ꎻ
Ｘ ——— 一个阶段各组检测结果平均值的平均值ꎻ
Ｒ ——— 一个阶段各组检测结果的极差 Ｒ 的平均值ꎻ

Ａ２ꎬ Ｄ３ꎬ Ｄ４ ———由一组检测结果的试验次数决定的管理图用的系数ꎬ 其值应按表 Ｃ ０ ４ 确定ꎮ

表 Ｃ ０ ４　 管理图用系数表

一组检测结果的试验次数 ｎ Ａ２ Ｄ４ Ｄ３

２ １ ８８０ ３ ２６７ —

３ １ ０２３ ２ ５７５ —

４ ０ ７２９ ２ ２８２ —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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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组检测结果的试验次数 ｎ Ａ２ Ｄ４ Ｄ３

５ ０ ５７７ ２ １１５ —

６ ０ ４８３ ２ ００４ —

７ ０ ４１９ １ ９２４ ０ ０７６

８ ０ ３７３ １ ８６４ ０ １３６

９ ０ ３３７ １ ８１６ ０ １８４

１０ ０ ３０８ １ ７７７ ０ ２２３

１１ ０ ２８５ １ ７４４ ０ ２５６

１２ ０ ２６６ １ ７１７ ０ ２８３

１３ ０ ２４９ １ ６９３ ０ ３０７

１４ ０ ２３５ １ ６７２ ０ ３２８

１５ ０ ２２３ １ ６５３ ０ ３４７

１６ ０ ２１２ １ ６３７ ０ ３６３

１７ ０ ２０３ １ ６２２ ０ ７３８

１８ ０ １９４ １ ６０８ ０ ３９１

１９ ０ １８７ １ ５９７ ０ ４０３

２０ ０ １８０ １ ５８５ ０ ４１５

２１ ０ １７３ １ ５７５ ０ ４２５

２２ ０ １６７ １ ５６６ ０ ４３４

２３ ０ １６２ １ ５５７ ０ ４４３

２４ ０ １５７ １ ５４８ ０ ４５１

２５ ０ １５３ １ ５４１ ０ ４５９

Ｃ ０ ５　 在 Ｘ － Ｒ 管理图和直方图中可标出本规范第 ８ 章规定的质量标准或允许差范围ꎮ

Ｃ ０ ６　 各级工程管理部门宜随时查询或检查所有的数据ꎮ

Ｃ ０ ７　 施工结束后ꎬ 承包人宜汇总全部数据ꎬ 计算出平均值、 标准差及变异系数ꎬ 绘制整个工

程的施工质量直方图或正态分布曲线ꎮ 数据库及动态质量管理的内容应长期保存ꎮ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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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的规定执行”ꎮ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可

参照”ꎮ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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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工程测量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６)

[２]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 (ＲＴＫ) 测量技术规范» (ＣＨ / Ｔ ２００９)

[３]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 (ＣＪＪ / Ｔ ７３)

[４]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

[５]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ＪＴＧ Ｆ４０)

[６]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ＪＴＧ Ｅ２０)

[７]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ＪＴＧ Ｅ４２)

[８] «硫化橡胶粉» (ＧＢ / Ｔ １９２０８)

[９] «橡胶灰分的测定» (ＧＢ / Ｔ ４４９８)

[１０] «路用废胎硫化橡胶粉» (ＪＴ / Ｔ ７９７)

[１１] «橡胶溶剂抽出物的测定» (ＧＢ / Ｔ ３５１６)

[１２] «橡胶和橡胶制品热重分析法测定硫化胶和未硫化胶的成分» (ＧＢ / Ｔ １４８３７ １)

[１３] «硫化橡胶中橡胶含量的测定管式炉热解法» (ＧＢ / Ｔ １３２４９)

[１４] «化学纤维短纤维长度试验方法» (ＧＢ / Ｔ １４３３６)

[１５] «沥青路面用木质素纤维» (ＪＴ / Ｔ ５３３)

[１６] «羊毛纤维直径试验方法投影显微镜法» (ＧＢ / Ｔ １０６８５)

[１７] «沥青路面用聚合物纤维» (ＪＴ / Ｔ ５３４)

[１８] «塑料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ＧＢ / Ｔ １０３３ １)

[１９] «塑料吸水性的测定» (ＧＢ / Ｔ １０３４)

[２０] «塑料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ＭＦＲ) 和熔体体积流动» (ＧＢ / Ｔ ３６８２)

[２１] «塑料热塑性塑料材料注塑试样的制备» (ＧＢ / Ｔ １７０３７ ４)

[２２] «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２９０)

[２３]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试验规程» (ＪＴＧ Ｅ５０)

[２４] «建筑防水卷材试验方法» (ＧＢ / Ｔ ３２８)

[２５]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ＪＴＧ Ｅ６０)

—０８—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建设工程行业标准出版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 Ｔ ５００３—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离港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２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３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０４７４) ５５ ００

４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２４) ６０ ００

５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６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０５００) ５５ ００

７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０３) ５５ ００

８ ＭＨ ５０１３—２０１４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０１８９) ３８ ００

９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１７—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５１０) ３０ ００

１１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１２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１３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１４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５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０６６２) ５９ ００

１６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１７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１８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１９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２０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２１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２２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０４３０) ３０ ００

２３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０４３５) ７０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２４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０４２９) ５０ ００

２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０４８６) ４０ ００

２６ ＭＨ / Ｔ ５０３８—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公共广播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６９) ３５ ００

２７ ＭＨ / Ｔ ５０３９—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１) ３５ ００

２８ ＭＨ / Ｔ ５０４０—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时钟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０) ２２ ００

２９ ＭＨ / Ｔ ５１１１—２０１５ 特性材料拦阻系统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５４) ５０ ００



 

 

 

 

 

 

 

 

 

 

 

 

 

 

 

 

 

 

 

 

 

 

定价：5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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