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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得到透水路面用彩色沥青的最佳使用方案!分别在实验室对湿法)干法两种高粘度

彩色沥青应用方案的使用性能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湿法制备的高粘度改性沥青在热储存
$-N

后

出现严重的指标衰减!严重影响混合料的路用性能#以干法工艺制备的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性能与

新鲜高粘度改性沥青制备的混合料相仿!远高于热储存后高粘度彩色沥青!综合考虑使用性能!建

议采用干法工艺修筑彩色透水沥青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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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沥青是以脱色沥青和颜料为原料生产的一

种类似于沥青的结合料$它具备沥青的某些性质$可

用于公路面层修筑#同时呈现较为鲜艳的颜色$与黑

色沥青路面形成鲜明对比$可满足人们对道路美观

的要求%因此$彩色沥青日益受到重视%

透水路面是一种具有较大孔隙率的路面结构$

在国家大力推进海绵城市战略的背景下势必得到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目前$应用于透水路面的高粘度

彩色沥青一般采用湿法工艺$相比于普通石油沥青$

彩色沥青的改性机理不甚明确$使用湿法制备的成

品高粘度彩色沥青容易出现改性剂离析&性能指标

衰减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彩色透水路面的

应用%为得到透水路面用高粘度彩色沥青最佳应用

方案$该文在实验室对比湿法与干法两种方案的路

用性能$对高粘度彩色沥青的合理使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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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材料

采用石油树脂和浅色轻油制备新鲜普通彩色沥

青$记为
+!

%采用聚合物改性法制备新鲜高粘度彩

色沥青$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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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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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指标分别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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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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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投式高粘度彩色沥青改性剂产自北京国路

高科$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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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普通彩色沥青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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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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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高粘度彩色沥青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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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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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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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彩色沥青热储存试验

沥青的各项性能指标不但要在生产完成时达到

较高水平$而且这种较高水平要在一定时间内得到

维持$以满足实际情况下沥青储存和运输需要%为

了模拟储存和运输对彩色沥青性能的影响$分别将

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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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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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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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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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热

储存后的普通彩色沥青和高粘度彩色沥青$分别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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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能指标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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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普通彩色沥青在热储存
$-N

后

各指标变化不明显$其中软化点有较小程度增加$表

征低温性能的延度和表征抗老化性能的
U[ZU

后

延度基本上不受影响%说明普通彩色沥青在热储存

过程中可能发生轻微老化$总体而言仍具有较好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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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彩色沥青热储存前后性能指标对比

指标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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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粘度彩色沥青热储存前后性能指标对比

指标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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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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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高粘度改性沥青在热储存前后

除针入度变化不甚明显外$其余各指标均明显衰减$

其中软化点&延度已降低至基质沥青水平$反映沥青

在路面最高使用温度下粘度的
(%`

动力粘度也明

显降低%说明与普通彩色沥青相比$高粘度彩色沥

青的储存稳定性较差%可能原因是由石油树脂和浅

色轻油制备的普通彩色沥青与普通石油沥青的组分

及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所加入的聚合物在持续高温

作用下发生分解$导致其对体系的改性作用不能正

常发挥$普通石油沥青的改性工艺和稳定化技术已

不再适用于彩色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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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排水路面配合比设计及路用性能评价

为了进一步探讨热储存对高粘度彩色沥青性质

的影响$分别使用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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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
_+F,!)

透水沥青

混合料
L:5!

&

L:5"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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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合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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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料进行配合比设计$按照以往透水混合料设

计经验$选用表
.

所示级配%通过析漏和飞散试验$

确定最佳油石比为
$#*7

%

L:5"

采取相同级配和油

石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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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混合料进行试验$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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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料级配

筛孔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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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表征沥青混合料高温稳定性的

车辙动稳定度热储存前后有较大差异$

L:5"

比

L:5!

降低近
(%7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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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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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结合料的软化点

试验结果相吻合$说明热储存过程对高粘度改性沥

青高温性能有显著的不良影响%同时$反映低温抗

开裂能力的低温弯曲破坏应变也明显降低$说明低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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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粘度彩色沥青混合料热储存前后性能指标对比

指标
测试结果

热储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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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储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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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稳定度)
>9 (#". .#!"

动稳定度)!次(

66

,!

"

(-(% "&*-

冻融劈裂强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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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弯曲破坏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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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性能受到影响$同样与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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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结合料

的延度试验结果一致%热储存后$表征抗水损害性

能的冻融劈裂强度比显著降低$说明以储存后的高

粘度改性沥青制备的彩色沥青砼更容易受到水的侵

蚀$影响使用寿命%

综上$使用湿法生产成品高粘度彩色沥青在热

储存情况下其功能的保持能力较差$仅适用于现场

改性使用$不适用于较长距离运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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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法应用效果分析

以普通彩色沥青和直投式高粘度彩色沥青改性

剂
L!

制备与上文相同级配&相同油石比的
_+F,

!)

沥青混合料
L:5)

%通过湿法模拟试验$确定直

投改性剂的加入量为
%#)7

$在沥青结合料含量不变

的情况下$油石比降低为
$#(7

%混合料的拌和方法

为干拌
)%0

&湿拌
$.0

$拌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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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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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用性能进行测试$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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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法透水沥青混合料的性能指标

指标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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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使用干法制备的透水沥青混合

料由于避免了高温储存过程$其指标维持在较高水

平$与表
(

中数据对比$使用干法工艺制备的混合料

的动稳定度高于新鲜高粘度彩色沥青制备的混合

料$远高于热储存后高粘度彩色沥青制备的混合料#

同时表征抗水损害性能的冻融劈裂强度比&表征低

温性能的低温弯曲破坏应变也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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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

"普通彩色沥青具备较高的储存稳定性$而

高粘度彩色沥青难以稳定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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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较差的铺筑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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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状纤维
IJ";K?

颗粒状纤维
]T+UZ_

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远

比实验室中来得直观和明显$其质量和性能非常稳

定$颗粒成型好$松紧度合适$在堆放过程中不易由

于堆压造成颗粒破碎$在生产混合料过程中颗粒能

及时有效地打开$无需额外的干拌时间%由于其颗

粒尺寸较小&颗粒密度较大$在混合料生产过程中能

迅速&均匀地分散在混合料中#该颗粒使用沥青造

粒$非常容易打开$颗粒均匀分散在石料和混合料中

后$颗粒能及时打开释放出纤维#使用沥青作为造粒

剂使其与混合料的相容性非常好$生产出的混合料

均匀&密实$不同批次的差异极小$为沥青路面的均

匀&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在施工过程中$使用该颗粒状纤维的混合料沥

青不离析$铺筑的路面不易出现油饼&油斑$无泛油

图
/

"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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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的铺筑效果

现象$路面均匀一致&色差小$路面性能佳!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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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语

WL+

采用较高的沥青用量$必须采用比表面积

大&表面性能佳的木质素纤维来有效吸附沥青$将自

由沥青控制在合理范围#

WL+

采用高矿粉用量$矿

粉与沥青极易结合成团$必须采用能快速&均匀分散

的木质素纤维来有效携带玛蹄脂后均匀分散$同时

对粗集料形成良好裹覆$避免施工中产生大量油斑#

WL+

粗集料含量高$粗集料骨架间隙必须依靠高品

质的充分均匀分散的纤维携带玛蹄脂来填充$使

WL+

在合理沥青用量下满足体积指标要求%通过

均匀分散的纤维表面吸附沥青使沥青玛蹄脂得以均

匀分散并有效裹覆集料比局部大量吸收沥青来提高

沥青用量更有意义$因为沥青发挥作用就是通过集

料表面的沥青膜来体现的%当沥青被材料吸收到材

料的内部及玛蹄脂未能裹覆在集料表面造成玛蹄脂

处于离散状态时$会造成沥青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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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法工艺制备的沥青混合料的路用性能优

于湿法工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优先选用干法

工艺生产透水彩色沥青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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