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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质量控制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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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本文基于宁扬高速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施工基础，对原沥青路面再生试验以及现场质量控制展开分析，对高速公路沥青路面就地热

再生质量控制要点进行分析，总结沥青路面地热再生施工经验，希望可以为同类工程工作人员提供可行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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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的车速较快、交通流量大、昼夜不停歇，为了防止因

道路养护导致交通堵塞，保证高速公路的稳定运行，发挥其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使用就地热再生技术十分重要。该项技术通过不同

功能的设备组成机组，对路面进行加热和翻松，同时添加一些外加

材料，如再生剂、沥青以及抗车辙剂等，之后通过拌和、摊铺以及

碾压等工序，实现对旧沥青路面的完全就地再生利用，实现了石料

的再次使用以及沥青的再生。通过就地热再生技术对路面进行养护

使用机械和人工辅助方法，保证机械化作业水平。 

1 工程概况 

南京至扬州高速公路，简称宁扬高速，是国家高速 G40 沪陕

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横四”南

京经南通至启东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扬高速设计时速 120 

公里，全长 76.1km，起于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正谊枢纽

（K323+181），与京沪高速江广段（江都至广陵高速公路）顺接，

然后向西经江都区仙女镇，扬州市邗江区、广陵区接老宁通公路扬

州南绕城段汤汪互通处，过蒋王镇八字桥枢纽互通后经仪征市，终

于南京市六合区接雍六高速六合东互通处（K399+281）。宁扬高速

连接了南京、扬州、泰州、南通四市，以及京沪高速公路、宁通高

速公路、盐通高速公路、苏通大桥、崇启大桥  

和泰州长江大桥，全线通车后，这条高速公路将成为南京市江

北地区沟通苏中、上海地区又一重要通道。其中，起点至汤汪互通

段和八字桥互通至终点段全长 66.3 公里，为双向 六车道，路面宽

度为 32.0m，路基宽度为 34.5m；汤汪互通至八字桥互通段长约 9.8 

公里，为双向八车道，路面宽度为 39.5m，路基宽度为 42.0m。 

2.试验分析 

就地热再生技术应用于沥青上面层材料时，正式施工前需要合

理分析上面层材料级配，对沥青老化程度展开试验，进而明确再生

剂的添加量等。 

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取上面层材料，对原路面沥青混合料进行

油提、筛分试验，掌握混合料级配情况等。对原路面沥青混合料进

行回收，并对其针入度、软化点等展开试验，对回收沥青的性能情

况及老化情况进行初步评估。对原路面沥青混合料的最大理论密度

以及空隙率进行全面测量，并展开马歇尔试验以及相关性能试验，

对原路面沥青混合料性能进行评估。 

1. 就地热再生优缺点 

优点：就地热再生可用于处治沥青路面的表面病害，如表面车

辙、裂缝等，深度可达到 50mm，旧路材料能够完全利用，只需少

量的原生材料，可节省了大量的运输费用。该方法能够明显地减少

修复时间，不需要较长时间封闭交通。  

缺点：就地热再生要求专用机器和设备，费用较高。该方法旧

料 100%利用，其耐久性相对较差，有待长期观测。现场加热温度

仅达 135℃左右，再生料的压实难以得到保证。再生料的质量较难

控制。且根据已有工程经验可知，就地热再生处治后路段路面车辙

通常在 2-3 年后会重新发展为处治前的车辙深度，其长期性能有

待进一步验证。 

2. 就地热再生方案 

针对路面车辙较大（8mm≤ RD≤15mm）路段或平整度较差

（IRI≥1.6m/km）或破损 较严重（PCI ≤ 94）路段，可采用就地

热再生方案进行处治，就地热再生前必须对原路 面病害进行预处

理。预处理方案为： 裂缝病害：就地热再生实施前，应先进行裂

缝挖补的预处理， 

（1）横缝处治  

① 横缝间距小于 15m 的裂缝密集段落  

采用铣刨原路面上、中面层，若下面层仍有裂缝，裂缝处采用

抗裂贴贴缝后重铺 6cm 泡沫温拌改性沥青 Sup-20 混合料

（PG76-22，掺加 3‰玄武岩纤维和 3‰PR 抗车辙剂）中面层+4cm 

泡沫温拌改性沥青 SMA-13S（PG76-22，掺加 3‰木质纤维+抗剥

落剂）上面层。  

② 横缝间距 TCS≥15m 路段  

裂缝处标记，以裂缝为中心，两侧各铣刨 1m 宽（共 2m 宽），

3.75m 长（车道宽），一次性铣刨上中面层（10cm 厚），灌缝后

采用抗裂贴贴缝后重铺 6cm 泡沫温拌改性沥青 Sup-20 混合料

（PG76-22，掺加 3‰玄武岩纤维和 3‰PR 抗车辙剂）中面层+4cm 

泡沫温拌改性沥青 SMA-13S（PG76-22，掺加 3‰木质纤维+抗剥

落剂）上面层。该方案与铣刨重铺方案等配套使用，大规模施工前

应通过试铺段的实施，确定裂缝挖补的压实方法，包括压实机械，

压实频率等。另，施工时挖补的立面都应刷不粘轮乳化沥青粘层。  

（2）纵缝处治  

纵向裂缝以实际裂缝长度的两端各延伸 1m 分层铣刨上中面

层，铣刨宽度为车道宽（3.75m），预留台阶为：横向各 100cm，

纵向各 10~15cm，若下面层仍有裂缝，裂缝处采用抗裂贴贴缝后重

铺 6cm 泡沫温拌改性沥青 Sup-20 混合料（PG76-22，掺加 3‰

玄武岩纤维和 3‰PR 抗车辙剂）中面层+4cm 泡沫温拌改性沥青 

SMA-13S（PG76-22，掺加 3‰木质纤维+抗剥落剂）上面层。  

（3）对路面出现的监控施工缝，本次维修过程中不进行挖补

处理。  

4.现场控制及施工难点解决方法 

2.1 现场控制 

 使用就地热再生技术对沥青路面进行养护，控制内容主要分

为加热、原路面翻松、外加材料、摊铺等。  

第一，加热。加热使用的技术为间歇式热辐射加热技术，保证

热量能够及时传输到路面 4m 之下，并且确保其表层沥青不会被烧

焦。第二，原路面翻松。原路面翻松的重点在于不将混合料中的集

料打碎。基于路面充分加热，使用耙齿等翻松方法对原路面进行翻

松处理，保证混合料中石料的完整性，进而不会改变原路面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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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配，确保混合料质量。第三，喷洒热沥青及再生剂。两者的添加

方法和对喷洒量的控制对于恢复沥青性能具有重要意义。添加方法

为盘式撒布装置喷洒，该过程中保证喷洒的均匀。将热沥青和再生

剂喷洒在耙松后原路面沥青混合料上，保证原路面混合料的融合反

应时间充足，确保再生质量。第四，收集耙松后混合料。使用的收

集设备为螺旋收集器。收集时不需要讲石料打碎，保证再生剂、热

沥青和原路面混合料的完全融合，有助于改善老化沥青的性能。通

过保温料带加热器对料带进行加热，使用保温篷布对其进行遮挡，

以防再生混合料热量流失。第五，原路面中面层顶面加热。复拌机

对新旧沥青混合料进行提升后，对下承层进行加热，确保层间热黏

结，保证施工后再生层和下承层产生一个整体，确保路面具备一定

的抗剪强度。第六，摊铺、碾压作业及接缝处理。施工人员严格遵

守铺筑过程中选择的摊铺、碾压计划展开施工作业。安排专门的施

工人员对摊铺温度进行检测，保证温度的合理性。进行碾压时，压

路机不能再碾压区域转向和调头，不可以中间停留、变速等。使用

层间热黏结技术处理纵向接缝。 

4.2 施工难点及解决方法 

根据高速沥青路面养护工程，结合高速施工难点及要点，本文

对施工质量控制经验进行总结。第一，该高速公路路面为改性沥青

路面，因此加热及拌和难度较大，夜间施工温度较低。解决方法：

进行室内试验、现场模拟加热，增加加热设备，使再生混合料加热

温度得以提升。第二，该路段较为分散，一些路段较短。解决方法：

本次施工路段数量较多，路段和路段分散不连续，长度低则几十米，

高则上千米，因此施工需要频繁转场，效率低下，管理难度较大。

为了能够提高施工效率，应制定完善的施工设备转场方案，半小时

内合理转场，增加施工的有效时间，降低转场对施工及周围交通造

成的不良影响。第三，交通量较大，施工队周围交通产生影响。解

决方法：施工过程只占用一个车道，其他车道均可以正常通车，不

中断交通。如果存在突发事故、交通堵塞等情况，应立即停止施工，

分流放行车辆。 

3 结语 

就地热再生技术再生使用原路面材料环保、高效，在我国发展

迅速。同传统施工工艺存在明显差异，就地热再生施工质量易受到

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原路面情况、指标控制以及检测等。本文以

某高速沥青路面养护工程为例，对再生剂、热沥青用量进行明确，

确保各项路用性能符合规范要求。对就地热再生施工现场控制及施

工难点进行分析，为类似施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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