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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技术的应用 

袁方正 

(临沂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 结合公路养护实践，介绍了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技术施工工艺、质量控制等，对旧路面改造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意义，有

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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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技术是利用热再生联合机组来就地完成

沥青路面的热再生修复。原有路面材料 100％地利用，不需要搬运
废料及废弃物堆放场地，可减少环境污染；能够改变个别的混合料
成分，以便给定沥青混合料的最佳配比；可以快速就地再生，并随
着工程进度开放道路交通，对交通干扰最小，现在国外应用很广。 

1、就地热再生基本工艺 
依据所使用的工艺可将现场热再生细分为三种，即耙松整形再

生、重铺再生和复拌再生。 
（1）耙松整形再生：先用加热设备把沥青路面烤热软化，然

后用设备本身自带的耙松装置将路面耙松整形，同时添加再生剂，
然后用压路机碾实 。适用于处治轻度坑槽、泛油、车辙、搓板（皱
纹）、推挤（拨量）、裂缝及其他路面病害。 

（2）重铺再生：先用加热设备把沥青路面烤热软化，接着铣
刨旧沥青层，不同的是将铣刨下来的沥青料直接进行摊铺，紧接着
在其上面再摊铺一层新的沥青混合料，然后用压路机碾实。最适合
于松散、坑槽、各种裂缝或抗滑性、行驶质量恶化等病害的处置。
用于恢复路面摩擦性，改善横坡度，消除车辙，提高路面强。 

（3）复拌再生：先用加热设备把沥青路面烤热软化，再用铣
刨机铣刨旧沥青层，然后按一定比例添加再生剂再添加用来调整集
配的新料，搅拌后将混合料收集排放到摊铺机上进行摊铺，最后用
压路机碾实。最适合于处治坑槽、泛油、搓板、拥包，以及车辙、
脱皮、老化等路面病害。可有效应用于处治各种裂缝表面松散、摩
擦阻力减小等病害。 

2、热再生设计及施工 
对旧路面进行的路况调查及主要性能的检测试验是施工方案

编制和再生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的依据，也是工程顺利进行的基
础。 

2.1 热再生材料的试验设计 
2.1.1 沥青混凝土路面的老化和再生 
在路况调查结束后需立即进行沥青混凝土路面就地热再生实

验。包括两大类：对沥青的再生试验；再生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
计。 

2.3.2 热再生施工工艺 
1）、施工准备 
（1）就地热再生施工前应进行现场周边环境调查，对可能受

到影响的植物隔离带、树木、加油站等提前采取隔离措施。 
（2）就地热再生前，必须对就地热再生无法修复的路面病害

进行处理。 
（3）原路面特殊部位的预处理：用铣刨机沿行车方向将伸缩

缝和井盖后端铣刨 2—5m，前端铣刨 1—2m，深度同再生深度相同，
再生时用新沥青混合料铺筑。 

（4）铺筑试验路段：就地热再生正式施工前应铺筑试验路段，
从施工工艺、质量控制、施工管理、施工安全等各个方面进行检验。
就地热再生试验路段的长度不宜小于 200m。 

2）、再生施工 
（1）前扫路面，画导向线。清扫路面，避免杂物混入混合料

内。在路面再生宽度以外画导向线，也可以将路面边缘线作为导向
线，保证再生施工边缘顺直美观。 

（2）原路面加热：原路面必须充分加热，不得加热不足造成
耙松时集料破损，也不得过高加热造成沥青老化；原路面加热宽度
比铣刨宽度每侧应至少宽出 20 ㎝。 

（3）路面耙松：耙松深度要均匀。耙松深度变化时应缓慢渐
变；耙松面应有较好的粗糙度；耙松面温度应高于 70℃。 

（4）再生剂喷洒：再生剂应均匀喷入旧沥青混合料中；再生
剂用量应准确控制，施工过程中应根据铣刨深度的变化适时调整再
生剂的用量。 

（5）拌和：应保证再生沥青混合料拌和均匀； 
（6）摊铺：摊铺因匀速进行，施工速度宜为 1.5—5m/min。混

合料摊铺应均匀，避免出现粗糙、拉毛、裂纹、离析等现象；摊铺
温度宜控制在 120－150℃。 

（7）压实：采用大吨位的振动双钢轮压路机、轮胎压路机等
并选用小型振动压路机或振动夯板配合碾压局部部位；碾压必须紧
跟摊铺进行，使用双钢轮压路机时宜减少喷水，使用轮胎压路机时
不宜喷水。 

（8）开放交通：就地热再生压实完成后，再生层路表温度低
于 50℃后方可开放交通。 

3、施工质量控制 

3.1 旧路面加热温度控制 
确保加热、耙松、摊铺后温度控制在 160℃－180℃，既不能过

高，以避免加剧沥青路面的老化，又不能过低，以避免影响再生质
量和压实质量。应及时测量加热后温度，并调整加热机、再生机加
热档位或调整机组行走速度。 

3.2 平整度控制 
控制好摊铺机的行进速度，尽量少停机，确保厚度均匀。控制

好压路机的碾压工艺，避免急起步、急刹车，坚持平稳行驶。加强
现场监控，发现平整度不好时及时予以纠正。 

3.3 施工缝质量控制 
施工缝接缝处必须平顺、密实，每天收工时记住松铺刻度值，

再次开工时即延续此松铺系数。现场配备小孔筛，接缝出现离析时
筛小料填充，以保证接缝质量。 

3.4 关键工序控制 
（1）再生剂添加量的确定：首先，现场取样，在实验室进行

旧沥青抽提和回收试验。对回收的旧沥青做针入度、软化点、延度
试验。将试验结果与该路段竣工时资料对比判断原路面沥青的老化 

程度；其次，将回收来的旧沥青按不同比例掺入再生剂进行实
验室试验，并测试再生后的沥青三大指标，确定掺加再生剂的最佳
比例；最后，按最佳再生剂掺量对原路面取样材料进行实验室再生，
将再生混合料进行马氏试验，测试试件的稳定度、流值、密度、饱
和度和空隙率，以验证再生剂的掺量。 

（2）碾压质量的控制：碾压质量对路面成型质量，路面性能
和耐久性有重要影响，采用以下措施保证：①确定专人负责，严格
按照既定的碾压程序指挥碾压操作。②确定专用压路机，保持良好
工作状态，在整个施工期间，保证定设备、定操作者（熟练的压路
机司机），不得随意更换。③严格质量监控，配备专用的红外温度
仪和密度仪，及时获得操作条件及施工质量参数。及时分析现场数
据，快速反应质量反馈信息，根据实际条件调整操作参数。 

3.5 实验检测控制 
(1)试验项目：沥青抽提筛分、沥青回收、马歇尔试验、沥青三

大指标、压实度、车辙等试验。 
(2)试验室人员必须保证每天随机取样不少于 2 次，每次取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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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沥青混合料各不少于 50kg，及时将芯样送到试验室完成每天的试
验项目。 

(3)取样后，必须将污染路面清理干净，将取样后的坑洞用新的
沥青混合料填补夯实； 

(4)试验室完成当天的试验项目后，须在第一时间将试验数据通
知机组人员，并认真、准确记录试验数据。 

4、结语 
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可缩短工期、提高作业效率，完全

利用废旧材料，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大大节省施工成
本，值得在我国公路养护中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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