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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沥青砼路面就地热再生技术可以有效修复沥青砼路

面出现的裂缝等病害问题。在具体运用过程中需要使用

加热机对沥青混合料作加热软化等处理，再使用加热铣

刨机对旧沥青砼路面进行加热和翻松，随后再结合实际

添加一定量的再生剂并添加适量的新沥青混合料，最后

将新旧沥青混合料进行充分有效地加热并拌合后摊铺并

压实，待所有施工作业完成后还需展开必要的质量检测

工作，从而确保路面养护工作质量。

一、沥青砼路面就地热再生技术的原理和优势分析

沥青砼路面就地热再生技术主要针对路面浅层病害

进行的一种修复手段，其主要通过对沥青砼面层进行加

热使面层以下 80 毫米范围内上升到一定温度，随后再对

其实施翻松施工，同时添加一些新沥青、新集料及再生

剂等进行充分拌合、摊铺并压实成型的施工技术。这种

工艺技术所使用的材料为废旧沥青混合料再利用，也因

此实现了沥青材料和石料等资源的节约，同时，还可以

减少旧料运输所需成本，极大的缩短了路面修复所需时

间，从而实现在经济、社会和环保等多方效益的提升。

该技术与对沥青砼路面铣刨再处理工艺相比可以有效降

低路面层间剪切所受到的破坏，以免结构层联结受到破

坏；同时，在原路面材料中适当添加一些新的沥青混合

料可以使路面级配得到进一步优化，掺入一定再生剂可

以有效解决沥青老化性能问题，从而使公路路况及性能

得到有效恢复与改善。通过加热铣刨形成热接缝使重新

铺设的混合料得以与其它结构层面充分联结起来，大幅

降低冷接缝而致使路面层间发生渗水等问题，很好地解

决路面松散、泛油、车辙等病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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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沥青砼路面就地热再生工艺类型

在公路工程养护工作中，想要进一步优化沥青砼路

面就地热再生技术，就需要对其施工流程进行量化，在

实际施工过程中需要通过加热机把沥青混合料加热到一

定温度后再使用铣刨机将其做再次加热和翻松，随后再

将松散的沥青混合料收集起来并放入到搅拌机组中进行

拌合。同时，使用自卸车添加一定量的新沥青、新集料

和再生剂继续拌合均匀，最后再将拌合均匀的沥青混合

料摊铺到地面，并使用压实机械进行碾压夯实。

（一）整形再生

这种工艺通常适用在路面出现磨耗层损坏、小裂缝、

小面积破损等路面工程的处理，通常所处理的路面深度

只有 2-3 厘米。一般需要使用加热机把原沥青砼路面混

合料加热，再将其耙松并收集至再生主机中进行搅拌，

同时，加入一定量的再生剂进行充分拌合，再将均匀拌

合后的混合料重新铺设到路面，并进行碾压夯实。这种

施工工艺因其所处理的路面深度比较浅，因此不可以应

用在面积较大的裂缝和坑槽等路面的修复中，常适用在

路面磨耗层和路面平整度恢复的路况中。

（二）重铺再生

重铺再生技术所处理的路面深度通常在 4-6 厘米之

间，其主要利用两台加热机对旧沥青砼路面进行软化，

随后再将其翻松并收集到再生主机中进行搅拌，同时添

加一定量的再生剂进行充分均匀地拌合，再将其作为下

面层进行摊铺，并在其上面层重新铺设新的沥青混合料，

以使路面标高有所增加，使复生再生次数受到限制，但

这与以往传统的沥青混合料加铺工艺相对比在成本上有着

良好的应用优势。该工艺技术通常适用在大面积坑槽等严

重破损路面的维修、翻新及升级改造等工程的施工中。

（三）复拌再生

复拌再生技术的路面处理深度一般在 4-6 厘米范围

内，其加热方式与上述重铺再生方式相似，主要将其表

层进行铣刨翻松，使用 2-3 台加热机将沥青砼进行软化

后翻松和添加设计用量的再生剂，再将其与新沥青混合

料一同均匀拌合，最后再将其摊铺到路面上碾压而成。

该工艺通常适用在有大面积裂缝、车辙及坑槽等缺陷病

害的路面修复工程中。

三、沥青砼路面就地热再生技术在公路工程养护中

的运用

（一）再生沥青材料的制备

在公路养护中运用沥青砼路面就地再生技术过程中，

需要结合专业试验活动对沥青胶结料进行试验，抽提沥

青材料使其生成老化沥青原材料，再向原材料中加入适

量浓度的再生剂使之形成再生沥青材料。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对加热温度进行科学合理地控制，以免温度过高或

过低而出现沥青老化，再生剂失效，流动性差而导致再

生剂无法与老化的沥青进行拌合等问题；因此，通需将

其温度控制在 140℃左右，以确保沥青混合料得以充分拌

合。另外，还需对沥青拌合时间进行精准地控制，以免

拌合时间过长或过短。需严格按照再生沥青常规指标应

用物理化学试验具有针对性地对沥青混合料的软化等有

关参数进行检测。

1. 针入度其实就是沥青混合料的黏稠度，在实际的

试验活动过程中需要将探针和特定荷载作用有效结合起

来，与此同时，还需对其温度、时间等进行合理有效控

制，在具体的试验过程中，需保证探针贯入深度和沥青

针入度保持相同。在这一过程中，沥青针入度数值越小时

表明沥青混合料的黏稠度和硬度就越高；如果针入度数值

越大则表明沥青混合料的黏稠度和硬度就越低。如在试验

研究过程中，荷载、探针、连杆均为50g，总重量100g，

水浴温度25℃，1.5h时长保温且贯入5s。这一试验研究中

主要对不同掺入量再生剂进行试验，添加AC-13、SMA-

13旧沥青混合料并抽提老化沥青并对其再生剂掺入量进行

分析，以免对再生沥青混合料的针入度造成不良影响。其

研究结果表明再生剂掺入量越多，那么其针入度数值就会

越大，二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同时，再生剂对老化沥青

具有较强的软化作用，从而使沥青黏稠度有所下降。

2. 软化点主要是指沥青混合料在高温作用下所具有

的稳定性和沥青对外在温度所具有的敏感性。如果其软

化点越高则说明沥青混合料在高温环境下具有更高的稳

定性，也因此具备更好的抗车辙能力。如在试验过程中

作业人员通过环球法对沥青混合料的软化点进行测试：

在实际工作中使用固定尺寸圆环把沥青固定起来并使之

成型，再将其做必要修整，再把沥青样品和试验器具等放

入到5℃的冷水中保持15分钟，且后续水浴升温值需严格

控制在5℃ /min。在该试验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温

度地不断上升，沥青样品中的钢珠会缓慢下落，待钢珠与

试析触碰时的温度就是沥青的软化点。在具体的试验过程

中需要将掺入量不同的再生剂添加到AC-13、SMA-13旧

沥青混合料中，经抽提老化沥青并对再生剂掺入量和软化

点二者间的联系展开分析，该试验结果表明，软化点随着

再生剂掺入量的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且软化点数值越高

则再生沥青混合料在高温环境下所具有的稳定性也更高。

因此，在沥青砼路面养护工程施工作业时，需严格人居相

关标准和要求对再生剂的添加量进行科学合理地控制。

3. 延度其实是指沥青混合料自身所具有的延展性。

沥青在受到外荷载核动力作用下会发生变形，但并不会

对路基结构造成破坏。在该试验过程中需在不同温度条

件下展开，通过一定拉伸速度将沥青样品进行拉伸，当

沥青发生断裂时的距离我们称之为延度值。在 10℃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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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试验，把沥青样品放入到这一温度水浴中保持 2

小时，再以 1cm/min 的拉伸展开试验并落实好试验记录

工作。通过实验可知，随着再生剂掺入量的不断增加，

再生沥青混合料的延度也随之加长，二者在试验中呈现

出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在沥青砼路面养护过程中，

沥青延度越好，其公路后期使用性能就更强。

（二）对就地热再生沥青混合料级配比进行合理设计

在公路养护施工过程中应用沥青砼路面就地热再生

技术时，就地热再生沥青混合料级配比直接影响公路养

护施工质量。在沥青混合料的配置工作中，作业人员需

要对沥青旧料做好充分有效的分析，并以分析结果为依

据对其级配比进行合理界定，进而精准地对旧沥青混合

料和新沥青混合料的配比进行有效计算。如对 SMA-13

沥青原材料进行试验分析时，可以通过离心分离法、射

线法、燃烧法和脂肪器法等多种方面来实现。由于沥青

混合料具有较强的变异性，通过多次试验将沥青混合料

油石比例得到有效控制，如果试验所得结果变化不大则

表明材料性质是可靠的。因旧沥青混合料在车辆荷载作

业下会出现细化、破碎等情况，所以，在对其进行加热

处理时，需要添加适量的粗混合料以使其级配比得以实

现优化。在配置新沥青混合料时需要添加适量的玄武岩、

机制砂、破碎的鹅卵石等，且在新旧沥青混合料的拌合

过程中，需对二者的毛体积相对密度、表观相对密度、

表干相对密度及吸水率等等加以严格控制。

（三）试验路段的验证

在公路沥青砼路面养护工作中，需要落实好试验路

段的验证工作，这就需要科学合理地对沥青砼路面的平

整度进行检查，确保路面构造深度质检工作得以有效完

成，保证路面摩擦系数检测。在对路面平整度进行验证

时，需要落实好车辙和低温小梁弯曲两个试验，一般来

讲，车辙试验过程中外部温度应当控制在 60℃，设备接

地压强 0.7MPa，行驶速度 42 次 /min。在进行低温小梁弯

曲试验时温度应控制在 -10℃，且需在中点实施加载作

业，试件路径保持在 200 毫米。对于路面构造深度质检

来讲应当以手工铺砂法为主，且需精准地对平砂直径进

行测量，并对其构造深度进行换算。在对路面摩擦系统

进行检测时，通常需要使用摆式测定仪对其路面摩擦阻

力进行精准地检测。

（四）合理控制施工质量

1. 交通导行及施工准备。在具体施工作业前，需落

实好交通导行和施工准备工作，需结合作业面长度对相

关标识标牌进行设置。通过人工切缝、凿除等方式对再

生施工路段的起点和终点进行处理，以确保接缝的平顺；

同时，还需对原路面上磨耗层等沥青用量较大的部位做

铣刨处理，做好原路面混合料补丁并对喷涂补丁清除干

净，对桥梁伸缩缝等部位做好相应的保护等。

2. 加热铣刨。使用 2-3 台专用加热机对桌面沥青砼

路面进行加热处理，在这一过程中需先弱到强的方式进

行加热，并保证能够达到一定的温度和深度，与此同时，

还需避免路面表层出现烤焦的情况，以防沥青发生二次

老化，且还需确保再生下承卧层有一定的温度以使上下

层得以很好地粘结起来。

3. 加热铣刨并添加外掺料。在加热铣刨机中一般带

有加热器、铣刨翻松系统和沥青、再生剂、温拌剂喷洒

等多个系统，需严格按照施工设计的掺入量实施喷洒，

同时，还需结合路面材料的实际变化作出适当调整，以

保证再生混合料油石比得以有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另

外，还需严格按照好再生剂温度，通常在 120℃左右为

宜，从而确保再生剂得以与新旧沥青混合料有效粘合起

来，降低再生剂损耗量。

4. 复拌再生。在铣刨机后要安排好新沥青混合料的

自卸车，且在自卸车后还安排好加热复拌机，以保证各

项施工工序得以正常、有序地进行。

5. 摊铺和碾压。完成复拌后的再生混合料需要通过

摊铺机来进行铺设。一般来讲，混合料的摊铺温度应当

控制在 120℃以上，且改性沥青则应当控制在 130℃以

上。在具体摊铺过程中应当尽可能缓慢、连续且均匀地

进行摊铺作业，同时，摊铺速度应当与复拌工作同步进

行，在这一过程中尽量避免出现速度变化或停滞等问题。

6. 质量检测和交通放行。等路面碾压完成后，还需

对路面的压实、平整、构造深度及渗水系统等各项指标

作必要的检测工作，只有检测合格并确保路面温度小于

50℃后才可对路面画设相应的标线，以上全部完成后才

可放行交通。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沥青砼路面养护工作中，对于路面常

见的裂缝、坑槽和车辙等病害问题的修复通常可以运用

沥青砼路面就地热再生技术来进行施工，从而使路面使

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进一步提升路面行车环境，且在

一定程度上有效延长沥青砼路面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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