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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木质素纤维作为
WL+

混合料的稳定添加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木质素纤维

仅为添加剂!经常被忽视!通常会随意选用%文中选择颗粒状纤维
]T+UZ_

)国产颗粒状纤维
Y

)

国产絮状纤维
9

!对比分析不同类型木质素纤维对油石比)

WL+

体积性能指标及实际铺筑效果的

影响!为木质素纤维的选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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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

的生产&施工是否成功$纤维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发达国家$木质素纤维的质量甚至上

升到了决定
WL+

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的高度%

德国沥青路面协会颁布的
WL+

指南中明确规定均

匀分散的稳定添加剂是决定
WL+

成败的关键因素

之一$指出以源于天然的有机木质素纤维为主的稳

定添加剂在混合料生产&运输&摊铺&碾压阶段必须

起到有效稳定玛蹄脂的功能并防止沥青从矿料表面

析漏$集料表面沥青膜的厚度决定路面的抗疲劳和

抗老化性能$而该沥青膜厚度通过均匀分散并有效

发挥作用的稳定添加剂来实现%但木质素纤维作为

添加剂在中国并未受到高度重视%该文对比分析不

同类型木质素纤维对
WL+

性能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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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素纤维的选择

选择目前市场上常用的
)

种最具代表性的木质

素纤维进行试验分析$分别为'

!

"涂覆沥青层的颗

粒状木质素纤维
]T+UZ_

!由德国
8EW

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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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造粒的国产颗粒状木质素纤维
Y

%

)

"国产絮

状木质素纤维
9

%主要对比分析这
)

种纤维对油石

比&

WL+

体积性能指标及实际铺筑效果的影响%图

!

为絮状纤维与涂覆沥青的颗粒状纤维在显微镜下

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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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试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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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配的确定

以
$#&.66

筛孔通过率为主要控制点$拟定

甲&乙&丙三组级配!见表
!

"%采用国产颗粒状纤维

Y

$以
(#"7

油石比成型马歇尔试件进行试验$测定

其体积指标$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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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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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满足体积指标要求的为级配乙$故

以级配乙作为终选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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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油石比的确定

分别将涂覆沥青的颗粒状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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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

颗粒状纤维
Y

&国产絮状纤维
9

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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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

同油石比下成型试件进行马歇尔试验$根据其体积

指标确定最佳油石比%油石比分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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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从空隙率&间隙率等方面综合

考虑$使用颗粒状纤维
]T+UZ_

的
WL+

的最佳油

石比为
.#*7

$使用国产颗粒状纤维
Y

的
WL+

的最

佳油石比为
(#!7

$使用国产絮状纤维
9

的
WL+

的

最佳油石比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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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辙试验

使用
)

种纤维的
WL+

的车辙试验结果见表
(

%

从中可见$使用颗粒状纤维
]T+UZ_

的
WL+

的动

稳定度最高$其次为使用国产絮状纤维
9

的
WL+

$

使用国产颗粒状纤维
Y

的
WL+

的动稳定度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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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试验过程比对分析

在室内拌和过程中$国产絮状纤维
9

的分散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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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加木质素纤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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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辙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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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且吸油率较高$导致
WL+

混合料的粗骨料间

隙较大$只能通过添加较多的改性沥青来保证
WL+

的体积指标%采用
(#.7

的油石比时$混合料的各项

体积指标虽然能达标$但颜色较黯淡!见图
"

"$从宏

观上说明沥青已大量被吸收到纤维内部$导致自由

沥青不足$将严重影响
WL+

的和易性&耐久性及抗

疲劳性能%而使用颗粒状纤维
]T+UZ_

时$在油石

比
.#-7

的情况下$混合料外观比
(#.7

油石比&使用

国产絮状纤维
9

的
WL+

更鲜亮!见图
)

"$说明
]Td

+UZ_

在吸附自由沥青于纤维表面形成沥青网络

结构的同时$保证了必要的自由沥青膜厚度%欧洲

各国考量沥青混合料时认为.富油/要强于.贫油/%

因此$从分散性及有效吸附沥青表现上来看$颗粒状

纤维
]T+UZ_

优于国产絮状纤维
9

$推荐使用颗粒

状纤维
]T+UZ_

%

图
+

"

油石比
2*08

的掺国产絮状纤维
H9"

的外观

图
,

"

油石比
0*/8

的掺进口颗粒状纤维
H9"

的外观

根据室内关于
)

种纤维的比对试验结果$采用

颗粒状纤维
]T+UZ_

的
WL+

的最佳油石比为

.#-7

$比采用国产颗粒状纤维
Y

及国产絮状纤维
9

的
WL+

的最佳油石比低$从经济角度出发$同样推

荐使用颗粒状纤维
]T+UZ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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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掺加纤维的
H9"

的铺筑

以
"%!.

年完成的西南地区某高速公路路面建

设工程为例$对比分别掺加颗粒状纤维
]T+UZ_

&

国产絮状纤维
9

&国产颗粒状纤维
Y

的
WL+

的铺

筑情况%

,*!

"

国产絮状纤维
M

使用掺加国产絮状纤维
9

的
WL+

铺筑的路面

存在泛油现象!见图
$

&图
.

"$在泛油处取样$可明显

发现未分散长丝状纤维束$说明该絮状纤维分散性

存在缺陷%

图
-

"

使用国产絮状纤维
M

的
H9"

经碾压后泛油

图
0

"

使用国产絮状纤维
M

的
H9"

摊铺时出现油斑

,*+

"

国产颗粒状纤维
L

每一批次进场的
Y

纤维存在颗粒外观不均的

现象$某些批次为完全硬颗粒形态$某些批次则为半

松散状#色泽表现也不均#裹覆纤维颗粒的材料疑似

石蜡且有刺激性不明化学添加剂的气味%使用掺加

Y

纤维的
WL+

铺筑路面$采用相同的混合料级配&

沥青用量及施工工艺$

WL+

现场表观差距却较大$

效果不稳定!见图
(

&图
&

"%这与
Y

纤维质量不稳

定有较大关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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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

纤维较好的铺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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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使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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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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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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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