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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要点

尚晨阳
宁夏公路建设有限公司Ǔ宁夏Ǔ银川Ǔ750000

摘Ȟ要：公路工程沥青混凝土路面作为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施工质量对公路的行车舒适度和安

全性具有直接影响；随着交通量的不断增长和车辆荷载的加重，对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深

入研究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的重要性和技术要点，并提出有效的技术措施，对于提高路面施工质量、延长使用寿命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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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公路工程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在公路建设中

占据重要地位，其性能直接影响行车舒适度和安全性。

本文详细分析了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的技术要点，包

括原材料选择与检验、配合比设计、混合料拌和与运

输、摊铺与压实、接缝处理等方面。通过加强施工过程

控制、强化质量检测和验收、推广新技术和新工艺等措

施，可以提高路面施工质量，延长使用寿命，为公路交

通的安全、高效、舒适提供坚实保障。

1��公路工程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的重要性

公路工程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在公路建设中具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1）沥青混凝土路面以其卓越的性能优
势，如良好的平整度、耐磨性、抗滑性以及较低的噪音

水平，显著提升了公路的行车舒适度和安全性，这种路

面材料能够有效吸收车辆行驶过程中的震动，减少颠簸

感，为驾驶员和乘客提供更加平稳的驾驶体验[1]。（2）
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施工相对简便，施工周期短，能够在

短时间内完成铺设并开放交通，这对于提高公路建设的

效率，减少施工对交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3）沥青
混凝土路面的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公路的整体质量和

使用寿命，还促进了公路工程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随着

施工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创新，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性能将

进一步得到提升，为公路交通的安全、高效、舒适提供

更加坚实的保障。

2��公路工程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的技术要点分析

2.1  施工前准备
2.1.1  原材料选择与检验
（1）沥青作为路面的关键结合料，对路面质量至关

重要，在高温地区，如南方酷热区域，为增强路面高温

稳定性，优先选用70号或更硬沥青，其软化点高（≥
46℃），针入度适中（60-80（0.1mm））。而在寒冷
地区，如东北等地，则采用90号或更软标号沥青，确保

低温延度 > 100cm，以保障路面抗裂性能，每批沥青进
场，均按JTGE20-2011规程全面检测，不合格者退场。
（2）粗集料构成路面骨架，优质粗集料如玄武岩，压碎
值低、磨光值高，确保路面耐久抗滑，石灰岩等还需关

注碱活性，防膨胀开裂；细集料方面，天然砂含泥量 < 
3%，机制砂需注意石粉含量与颗粒形状，以免影响沥青
与集料粘附性。（3）矿粉源于石灰岩磨细，细度要求严
格，确保在混合料中良好分散，填充空隙，提升密实度

与稳定性，亲水系数小，增强沥青胶浆粘结力。

2.2  配合比设计
（1）目标配合比是混合料设计的首要步骤。通过对

原材料进行精确筛分，了解其颗粒分布，利用专业软件

或经验公式，初步确定集料、矿粉、沥青的比例组合。

通过马歇尔试验，不断调试，确保混合料的马歇尔稳定

度达到8kN以上，流值控制在2-4mm，空隙率保持在3%-
5%。以某山区二级公路项目为例，综合考虑交通重载和
气候多变因素，经过多轮试验，确定了粗集料45%、细
集料35%、矿粉5%、沥青15%的目标配合比，为后续生
产提供了明确指导。（2）生产配合比在沥青拌和站的热
料仓实际操作中，由于热料仓集料加热后特性变化，需

重新筛分，结合拌和站设备特性和实际生产效率，对热

料、矿粉、沥青的比例进行微调，使生产出的混合料级

配曲线接近目标配合比，且关键性能指标波动控制在较

小范围。例如，在某高速路面标段施工中，发现细集料

加热后粉尘增多，及时将细集料比例降低2%，沥青用量
微调0.2%，确保了路面施工的顺利进行，保证了混合料
质量从实验室到施工现场的稳定输出。

2.3  混合料拌和
2.3.1  设备调试与标定
沥青拌和站作为混合料生产“中枢”，开机前各称

量系统调试至关重要，集料秤精度校准依托标准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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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不同重量集料进料，反复校验，保证称量误差在±2%
内，防止因集料超量或欠量致混合料级配失控。沥青秤

因其物料粘性与流动性特殊，采用高精度流量传感器结

合砝码校验，误差严控±0.3%，杜绝沥青用量偏差引发路
面油石比失衡；并对烘干筒、热料提升机、搅拌器等关

键部件全面“体检”，检查烘干筒内部扬料板磨损、热

料提升机链条张紧度、搅拌器桨叶完整性，确保设备联

动顺畅，避免生产“卡顿”，延误工期与影响混合料质

量均一性。

2.3.2  拌和工艺控制
（1）不同沥青品种、标号有其适配“热履历”。普

通70号沥青加热温度宜在150-170℃，集料依干湿、质地
差异，加热温度高出沥青10-30℃。若沥青加热超温，易
老化变质，使沥青粘性、柔韧性劣化，路面易开裂；集

料加热不足，沥青裹覆不均，出现花白料；反之，集料

过热会加速沥青老化；例如，在潮湿多雨南方工地，集

料含水量高，加热温度适当上调5-10℃，确保烘干充分且
沥青裹覆良好[2]。（2）干拌环节不少于5s，让不同规格
集料在搅拌器高速搅动下充分混合，打散团聚颗粒，为

后续沥青裹覆夯实基础；湿拌时，30-45s持续搅拌，促使
沥青均匀分散，浸润每颗集料，直至混合料色泽均一，

无花白料、结团现象，保障混合料从内到外品质一致，

为路面铺筑提供优质“积木”。

2.4  混合料运输
2.4.1  车辆选择与防护
大吨位自卸车是混合料运输主力，车厢容积适配拌

和站产量与摊铺进度，每次卸料后，车厢须彻底清扫，

清除残留混合料，再用柴油与水按1∶3混合液均匀涂
刷，形成防粘“护盾”，阻止混合料粘结车厢，保障卸

料顺畅、均匀。车顶篷布覆盖为防温降关键，篷布材质

选厚实、隔热、防水型，周边绳索绑紧，确保运输全程

混合料温度损失不超10℃，维持混合料施工性能，尤其
在低温或大风天气，篷布防护“兜底”作用凸显。

2.4.2  运输路线规划
依据工地周边交通网、路况信息，规划最优路线，

优先挑选路面平坦、车流量少、红绿灯少路段，减少颠

簸与停车频次，防范混合料因振动、静止堆积离析。借

助交通流量大数据、实时路况导航，动态调整路线，如

遇早晚高峰拥堵区、道路施工段及时绕行，对超长运输

距离，超30km以上，车厢周边加设岩棉等保温层，配合
车厢内部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控，必要时中途二次覆盖篷

布，全力护航混合料“热乎”抵达摊铺现场。

2.5  摊铺作业

2.5.1  摊铺机选型与调试
摊铺机选型适配路面工程规模与精度需求。高速公

路等大型项目，多选用履带式大型摊铺机，其行走稳

定、摊铺宽度大，可达12m以上，能高效、高精度保障路
面平整度。摊铺前，熨平板加热至100℃以上，利用燃气
或电加热系统均匀升温，使熨平板与初始混合料“亲密

接触”时不粘料，混合料顺滑铺展，规避拉裂、褶皱等

早期病害，为后续压实奠定良好开端。

2.5.2  摊铺参数设定
（1）稳定在2-6m/min匀速前行，这需摊铺机操作手

经验与责任心“双在线”。速度过快，混合料来不及均

匀分布，易离析，路面平整度“断崖式”下滑；过慢则

影响施工效率，造成混合料温度梯度过大，压实困难。

现场施工时，依据拌和站出料速度、运料车供料节奏、

摊铺厚度等联动调整，如遇供料短暂中断，及时降低摊铺

速度，维持摊铺连续性与均匀性。（2）依托摊铺机自动找
平系统，以设计标高为基准，每5m用高精度水准仪、钢
尺复核松铺厚度，误差严格控制在±3mm内。松铺系数依
混合料类型、集料粒径、摊铺方式经试验段精准测定，

如AC-20型混合料，松铺系数常在1.2-1.25，精准把控松
铺厚度是实现路面压实度、平整度达标的“压舱石”。

2.6  压实作业
2.6.1  压路机选型与组合
双钢轮压路机、轮胎压路机、振动压路机“组队”

压实堪称路面“塑形师”，初压用双钢轮压路机紧跟摊

铺机静压1-2遍，凭借其刚性滚轮，在高温混合料尚有一
定柔性时，初步整平和稳定路面结构，为后续压实创造

紧密接触界面；复压阶段，轮胎压路机以柔性揉搓、搓

密作用与振动压路机高频振动压实交替“发力”，4-6遍
协同作业，深度压实混合料，提升密实度；终压用双钢

轮压路机静压1-2遍，“熨平”路面，消除轮迹，赋予路
面平整、光洁外观，各类型压路机优势互补，“雕琢”

出高质量路面[3]。

2.6.2  压实工艺控制
初压温度不低于130℃，此时混合料流动性佳，易

压实；复压100-130℃区间持续夯实；终压不低于70℃，
锁定路面压实成型效果。一旦温度过低，混合料变硬，

压实功难以有效传递，压实度难达标，路面易松散，压

路机行驶速度2-4km/h慢行“精压”，防止“走马观花”
式快压导致压实不足。相邻碾压带重叠宽度，双钢轮15-
20cm、轮胎压路机1/3-1/2轮宽，保障路面全域压实均
匀，无薄弱压实“死角”，打造坚实耐用路面。

2.7  接缝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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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纵缝处理。热接缝模式下，两台摊铺机梯队协
同，间距5-10m，先摊铺带预留10-20cm暂不碾压，待后
摊铺料紧跟覆盖，利用混合料余热与新料融合，跨缝碾

压时，压路机双轮各跨新旧料1/2，多次碾压，让纵缝
“消弭无形”。冷接缝场景，在先摊铺带边缘精准切割

垂直面，切割深度至稳定层2/3，清理碎屑、粉尘后涂刷
粘层油，新铺混合料重叠5-10cm，先静压1-2遍固定，再
正常碾压，确保纵缝紧密联结，行车无跳车感。（2）横
缝处理。每日施工收尾或意外中断处设横向施工缝。以

3m直尺“丈量”平整度，垂直切割端部高低差超3mm部
位，清理干净后涂刷粘层油，摊铺机就位，熨平板预热，

从切缝处起步重新摊铺，先横向静压1-2遍，使新料与旧
料初步结合，再纵向沿道路方向碾压，消除横缝痕迹。

3��提高公路工程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措施

3.1  加强施工过程控制
在公路工程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中，加强施工过程

控制是提高施工质量的关键环节：（1）要严格控制混
合料的拌和过程，确保拌和温度、时间和均匀性达到设

计要求。拌和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混合料的性能，

拌和时间不足则会导致混合料不均匀，影响路面的平整

度。（2）在摊铺过程中，要保持摊铺速度均匀，避免出
现离析和拉痕等现象，摊铺机操作要稳定，确保摊铺厚

度和宽度符合设计要求。（3）压实工作也是施工过程控
制的重要环节。要遵循“紧跟、慢压、高频、低幅”的

原则，合理选择压实机械和压实遍数，确保路面的密实

度和平整度。

3.2  强化质量检测和验收
在施工过程中，要对原材料、混合料和成品路面进

行全面的质量检测，原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混合料的性

能，因此要对沥青、集料和矿粉等原材料进行严格把

关，确保各项指标符合设计要求。混合料的质量检测则

要通过马歇尔试验等方法，检验其稳定度、流值和空隙

率等指标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成品路面的质量检测则包

括平整度、密实度、抗滑性能等方面的检测[4]。并要建立

完善的验收制度，对施工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严格把

关，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对于不合格的路段，

要及时进行整改和处理，确保整个路面的质量达到优良

标准。

3.3  推广新技术和新工艺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技术和新工艺在公路工程

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1）要积
极引进和推广先进的施工设备和机械，提高施工自动化

水平和效率；例如，采用智能化摊铺机和压实机械，可

以实现精确控制和自动化操作，提高施工精度和效率。

（2）要加强对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研究和应用，不断探
索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施工技术和方法；例如，采用温

拌沥青技术可以降低施工温度，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

染；采用再生沥青技术可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

工程成本。

结语：通过对公路工程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的技术

要点进行详细分析，我们深刻认识到施工过程控制、质

量检测和验收以及新技术和新工艺推广的重要性。加强

这些方面的管理和实施，可以有效提高路面施工质量，

延长路面使用寿命，为公路交通的顺畅和安全提供有力

保障；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创新，不断推动公路工

程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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