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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交通运输地方标准 

《橡胶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一）任务来源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 2020 年度广西交通

运输标准化项目计划的通知》（桂交科教发〔2020〕41 号）文，《橡

胶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列入 2020 年第一批广西地方标准修订项

目计划，被批准立项为广西交通运输地方标准，项目编号为

2020-0103。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广西地方标准《橡胶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项目任务下达后，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写方

案，根据方案确定了标准主要参编人员，具体标准编制工作由广西新

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北投公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

北投交通养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西

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人员配合。 

主编单位：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北投公路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北投交通养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西路桥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谭华（项目负责人）、张洪刚、张红波、张

云、蓝日彦、谭继宗、陈开群、尹业豪、阮志新、熊剑平、刘斌清、

谢泽华、归翀、梁裔举、袁以堂、朱剑宏、袁海涛、陈钊、熊保林、

钟华、骆俊晖、陈庆林、刘海林、黄伟、唐清文。 

本标准编制分工：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编制总负责，制定工作大纲和编制大纲，

调研区内外橡胶沥青路面技术发展现状及工程应用情况，主要负责第

三章术语和定义、第四章材料、第五章橡胶沥青的加工和第六章橡胶

沥青混合料设计等的编制工作。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协助制定工作大纲和编制大纲，

主要负责第九章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的编制工作，在区内高速公

路对标准成果进行推广应用。 

广西北投公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协助制定工作大纲和编制

大纲，主要负责第九章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的编制工作，在区内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对标准成果进行推广应用。 

广西北投交通养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协助调研区内外橡胶沥青

路面技术发展现状及工程应用情况，主要负责第七章橡胶沥青路面施

工的编制工作，对标准成果进行推广应用。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协助调研区内外橡胶沥青路面技术

发展现状及工程应用情况，主要负责第七章橡胶沥青路面施工的编制

工作，对标准成果进行推广应用。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协助调研区内外橡胶沥青路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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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及工程应用情况，主要负责第八章橡胶沥青防水粘结层施工

的编制工作，对标准成果进行推广应用。 

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近几年新一代橡胶沥青技术的快速发展，普通橡胶粉生产质

量控制得到进一步提升，活化橡胶粉、橡塑复合胶粉等新技术成熟发

展，化学改性技术、交联稳定技术等新一代橡胶沥青改性技术与加工

设备取得突破，原材料及成品橡胶沥青的性能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橡

胶改性沥青的性能指标、储存稳定性指标、粘度指标等技术指标都较

之前有了较大突破提升，现行地标规范已无法满足高性能橡胶沥青技

术性能和质量控制要求；对于技术性能提升的高性能橡胶沥青而言，

现行地标的施工工艺控制条件已经并不再是最佳控制条件，在实际施

工过程中出现了与标准不一致的情况，因此，本次修订在充分吸收近

几年橡胶沥青国内外发展技术成果和工程应用经验基础上对部分内

容进行完善提升，同时将结合橡胶沥青技术性能对施工工艺控制进行

调整，以提高橡胶沥青路面施工质量和路面性能。 

废旧轮胎橡胶粉中含有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硫磺、碳黑、抗老

化剂等成分，这些成分有利于提高橡胶沥青混凝土的品质。在橡胶沥

青生产时，橡胶粉与沥青接触，两者之间会发生明显的物质交换，橡

胶粉部分裂解，交联剂硫、丙酮抽出物和油性填充剂、抗老化剂、锌

化合物等外加剂和部分碳黑等活性成分通过界面交换进入沥青，这些

物质对沥青性能是有益的，可以起到改善沥青的高温性能、抗老化性

能和改善沥青与矿料的界面粘接条件的作用，使得沥青的高低温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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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有较大的提高。因此，橡胶粉的化学性质直接决定着橡胶沥青性

能的优劣，为了获得性能优良的橡胶沥青，必须加强对橡胶粉化学指

标的控制。 

近十年，广西对于橡胶沥青的生产应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2009

年至 2014 年，橡胶沥青的生产采用现场加工的方式，且以纯搅拌为

主，由于现场加工设备简陋，生产出的橡胶沥青性能一般且不稳定，

只能现产现用，严重影响生产效率；生产过程未进行剪切，造成橡胶

沥青粘度较大，现场泵送较难，与施工设备不匹配，施工和易性不高、

效率低；2015 年至今，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高性能橡

胶沥青的研发，对于橡胶粉的改性、助剂的开发、橡胶沥青加工设备

的更新换代等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经过不懈的努力，研发出了促进

剂、活性剂、稳定剂、交联剂等综合助剂技术，以促进胶粉与沥青的

结合，提升橡胶沥青技术性能；橡胶沥青生产设备进行了更新换代，

快速升温系统升级，实现了快速升温，提高了生产效率，动态精准称

量系统确保不同批次橡胶沥青性能的稳定，单轴搅拌升级为立体组合

搅拌，新增专用多级剪切系统，提高胶粉与沥青的结合反应，新增废

气回收处理系统，减少了大气的污染；橡胶沥青生产工艺的优化，保

证了橡胶沥青性能的最优化。在此基础上，橡胶沥青 180℃粘度由之

前的 4.0 Pa·s 以上控制到了 2.0 Pa·s 左右，解决了与现有设备不匹配，

施工和易性差的问题，解决了运输难问题，实现了向外运输、配送；

软化点由 60℃左右提高至 70℃以上，进一步提高了橡胶沥青的高温

抗车辙性能；解决了储存不稳定、沉淀离析问题，实现了长时间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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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时间已达 10 天)，已经实现橡胶沥青生产工厂化。新一代橡胶

沥青性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而现行地标并未涉及橡胶沥青储存稳定

性、老化试验等指标，高温抗车辙性能的控制指标较低，橡胶沥青生

产设备及工艺参数的控制还停留在上一代橡胶沥青的基础上，因此，

考虑增加橡胶沥青储存稳定性、老化试验等指标要求，提高高温抗车

辙性能的控制标准，优化橡胶沥青生产设备及工艺参数，提升橡胶沥

青技术性能的控制标准，以提高橡胶沥青路面性能。 

近几年，橡胶沥青越来越得到行业的青睐，SMA 也逐渐开始使

用橡胶沥青，南宁机场二高、民族大道及阳鹿高速都应用了橡胶沥青

SMA 技术，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目前南宁主要市政道路均已

采用橡胶沥青 SMA 技术，因此，考虑在现行地标中增加 SMA 橡胶

沥青混合料设计指标、级配范围、性能指标要求，以指导橡胶沥青

SMA 配合比设计及施工。 

因此，本次修订在充分吸收近几年橡胶沥青国内外发展技术成果

和工程应用经验（见附件《橡胶沥青技术应用分析报告》）基础上对

部分内容进行完善提升，以提高橡胶沥青路面施工质量和路面性能。 

三、标准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广西地方标准《橡胶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项目任务下达后，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写方

案，明确了主编人员和参编人员的职责和分工，讨论确定了工作技术

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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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起草人：谭华（项目负责人）、张洪刚、张红波、张云、

蓝日彦、谭继宗、陈开群、尹业豪、阮志新、熊剑平、刘斌清、谢泽

华、归翀、梁裔举、袁以堂、朱剑宏、袁海涛、陈钊、熊保林、钟华、

骆俊晖、陈庆林、刘海林、黄伟、唐清文。张洪刚负责整个项目的技

术及组织协调工作；张红波、谭继宗负责整个项目的技术指导；袁海

涛负责具体编写，其余参与人员根据安排参与相关章节内容的编写。 

（二）收集整理文献资料 

本标准起草人员的前期研究工作分为资料调查与研究、工程案例

及数据收集检验、总结完善等具体 5 个方面的调研工作： 

（1）橡胶沥青术语定义和技术水平调研。综合区内外对橡胶沥

青的定义，理清目前主流的橡胶沥青的术语定义，将不同的橡胶沥青

对号入座，有区分地形成不同的橡胶沥青产品。同时对国内外现有橡

胶沥青的技术指标及水平进行调研，分析当前指标的适用性及完备

性，进一步健全橡胶沥青的性能评价体系。 

（2）橡胶沥青加工情况调查。全面深入地了解广西区内外的橡

胶沥青加工情况及使用效果，评估不同的加工方式的优缺点，并总结

现场加工对设备、工艺、控制的要求。尤其调研橡胶沥青工厂化生产

情况，包括场地建设、生产设备、温度控制、工艺要求等方面，为补

充和规范工厂化生产提供实证支持。 

（3）橡胶沥青混合料级配设计及效果调查。调研广西区内外橡

胶沥青混合料的使用情况，分析适合不同区域不同环境下的橡胶沥青

级配组成，进一步完善广西区内的橡胶沥青级配设计方法和 A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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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沥青混合料级配范围，扩大橡胶沥青混合料的应用范围，并增加

ARSMA 橡胶沥青混合料设计指标、级配范围、性能指标要求。 

（4）橡胶沥青混合料关键控制指标水平调查。通过对广西区内

自然条件及交通荷载的调查，评估目前橡胶沥青混合料常规路面使用

性能指标水平，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提高性能指标，如针对不同等级

道路橡胶沥青路面抗车辙性能指标差异化，针对一级及以上等级公路

在长大纵坡、桥面铺装等特殊路段对抗车辙性能提出 70℃动稳定度

指标要求。 

（5）不同类型橡胶沥青技术指标、混合料性能指标及施工关键

参数调查和论证。为与 JT/T 798《路用废胎胶粉橡胶沥青》内容相协

调，将橡胶沥青分为橡胶粉改性沥青和活化胶粉改性沥青两种类型，

在参考行标的基础上，结合广西区橡胶沥青应用经验和地方特色，并

在大量活化胶粉改性沥青及混合料试验验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活化胶

粉改性沥青及混合料的性能指标要求以及施工温度要求。 

（6）选取实体工程对施工技术规范进行验证、评价。在系统分

析总结现有路面技术状况调查资料基础上，结合广西气候、土质、水

文等条件，选取合适的实体工程对规范进行验证、评价，为橡胶沥青

路面施工技术规范的推广提供工程实例经验。 

（三）研讨确定标准主体内容 

标准编制工作组在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之后，标准编制工

作组召开了标准编制会议，对标准的整体框架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对

标准的关键性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经过研究，标准的主体内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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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术语和定义、材料、橡胶沥青的加工、橡胶沥青混合料设计、橡胶

沥青混合料路面施工、橡胶沥青路面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 

（四）调研、形成征求意见稿 

为确保本标准的编写工作有序开展，编写工作组在前期大量的研

究工作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8 月上旬完成了《橡胶沥青路面施工技

术规范》的编制大纲和工作大纲，并召开了编制大纲和工作大纲评审

会。 

根据大纲评审专家的意见，以修改完善后的大纲作为项目的工作

指导，编写工作组开展了标准正式的编写工作，并于 2021 年 10 月下

旬完成了工作组讨论稿。2022 年 1 月 18 日召开征求意见初稿讨论会，

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会审，评审会针对大纲共提出了 27 条建议和意

见，其中 26 条意见全部采纳，1 条意见部分采纳，编写工作组根据

会审意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如表 2 所示。 

（五）开展征求意见，完善形成送审稿 

为确保本标准的可行性和适用性，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向社会

征求意见，共征求 44 家单位意见，其中 5 家外部单位回函并提出意

见，反馈意见 38 条。同时对内部参编单位也进行了征求意见，共反

馈意见 14 条。 

编写工作组根据征求意见于 2022 年 12 月修改完善形成送审初

稿，并聘请广西大学梁军林教授作为审稿专家，编制小组根据审稿专

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送审稿。 

（六）召开审定会，形成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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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27 日广西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审

定会，对送审稿进行会审，评审会针对送审稿共提出了 35 条建议和

意见，全部采纳。编写工作组根据审定会专家意见 2023 年 7 月修改

完善形成报批初稿，并聘请广西大学梁军林教授作为统稿专家，编制

小组根据统稿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报批稿，2023 年 9 月 4

日申请开展标准报批工作。审定会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如表 5 所示。 

表 5 送审稿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号 章、条编号 送审稿原稿内容（概要） 修改意见 

1 前言 主要技术变化内容 

主要技术变化应重新梳理，

并指明修改的内容的条款编

号 

2 章节 2 
JT/T 797  路用废胎硫化橡

胶粉 

修改为“JT/T 797  路用废

胎橡胶粉” 

3 章节 2 章节 2引用文件 

章节 2 中的引用文件的顺序

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定

进行调整 

4 章节 2 
DB 45/T 2524 高速公路沥

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DB 45/T 2524 高速公路沥

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在文

中未引用，应删除 

5 3.2 

为改善橡胶沥青施工和易

性及气味、提高橡胶粉掺

量，经过物理、化学等一种

或多种改性方式进行预脱

硫处理后的废胎胶粉。 

修改为“经过物理、化学等

一种或多种改性方式进行预

脱硫处理后的废胎胶粉。” 

6 4.1.1 

橡胶沥青分为废胎胶粉改

性沥青和活化胶粉改性沥

青 

橡胶沥青分类不宜作为一般

规定的内容，删除 

7 

送审稿

4.1.2，报批

稿 4.1.3 

橡胶沥青适用于各种类型、

各层位的沥青路面 

内容过于宽泛，建议重新梳

理 

8 

送审稿

4.1.3，报批

稿 4.1.2 

基质沥青应与废胎胶粉或

活化胶粉有良好的配伍性 

修改为“橡胶粉与基质沥青

应有良好的配伍性” 

9 4.3 废胎胶粉 
“废胎胶粉”改为“橡胶粉”，

并补充活化胶粉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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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送审稿

4.4.1，报批

稿 4.4.1、

4.4.2 

a)废胎胶粉改性沥青的

橡胶粉掺量不应低于基质

沥青质量的 20％（外掺）； 

b)活化胶粉改性沥青的

橡胶粉掺量不应低于基质

沥青质量的 30％（外掺）。 

明确废胎胶粉改性沥青、活

化胶粉改性沥青中橡胶粉掺

量的上限值 

11 

送审稿

4.4.2，报批

稿 4.4.3 

表 4 

表 4 中针入度范围较大，修

改为“30~50”；明确橡胶沥

青老化试验温度 

12 

送审稿

4.5.1，报批

稿 4.5.1、

4.5.2、4.5.3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的粗

集料应选用坚硬、无风化的

岩石加工…… 

内容较多，应分条重新梳理 

13 

送审稿

4.5.2，报批

稿 4.5.4 

表 5中石料压碎值 
表 5中石料压碎值要求过高，

修改为“≤20” 

14 

送审稿

4.6.1，报批

稿 4.6.1、

4.6.2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的细

集料应采用制砂机加工而

成的机制砂…… 

内容重新梳理，分条陈述 

15 

送审稿

4.7.3、

4.7.4，报批

稿 4.7.3 

4.73和 4.7.4内容 

合并修改为“矿粉应干燥、

洁净，可自由地从矿粉仓流

出；贮存时，应做好防潮措

施” 

16 4.8 木质纤维 “木质纤维”改为“纤维” 

17 5.1.2 
橡胶沥青应采用新工艺、新

技术 

修改为“橡胶沥青的生产加

工 应 采 用 新 工 艺 、 新 技

术……” 

18 

送审稿

5.2.2，报批

稿

5.2.2~5.2.6 

表 10 
表 10中内容过多，不宜采用

表格形式，建议重新梳理 

19 

送审稿

5.3.8，报批

稿附录 C 

图 1橡胶沥青加工流程图 
图 1 作为参考工艺流程图，

建议作为资料性附录 

20 5.4.2 表 11 

表 11中的存储工艺和备注应

在条文中说明，表中只列存

储时间和存储温度要求 

21 6.3.3 表 13中矿料间隙率 
矿料间隙率要求表述不合

适，建议参考 JTG F40 

22 

送审稿 7.2、

7.3，报批稿

7.2 

7.2和 7.3 

建议将 7.2 和 7.3 两条内容

合并为一条，条标题修改为

“施工准备” 



 11 

23 

送审稿

7.6.1，报批

稿 7.5.1 

表 17 
表 17中文字内容较多，建议

重新梳理 

24 

送审稿

7.7.7，报批

稿 7.6.7 

……ARAC橡胶沥青混合料

采用钢轮+胶轮的复压方

式，复压通常为 3～5遍，

为防止橡胶沥青粘结橡胶

轮胎或者过度碾压出现油

斑，采用胶轮压路机复压遍

数宜为 1～2遍。 

修改为“……ARAC 橡胶沥青

混合料采用钢轮压路机和胶

轮压路机组合复压的方式，

钢轮压路机宜碾压 2～3遍，

胶轮压路机宜碾压 1～2遍。” 

25 8.3.2 

撒布的碎石应干燥、洁净。

碎石的粉尘含量比较高时，

碎石需要进行水洗、晾干。

处理好的碎石应单独堆放

在硬化的场地，并做好防

尘、防雨，避免二次污染。 

修改为“碎石应干燥、洁净。

碎石应单独堆放在硬化的场

地，并做好防尘、防雨，避

免二次污染。” 

26 9.1.1 
沥青路面施工应根据全面

质量管理的要求…… 

“沥青路面”修改为“橡胶

沥青路面” 

27 9.1.2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沥青路

面应加强施工过程质量控

制，实行动态质量管理。 

修改为“橡胶沥青路面应加

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实行

动态质量管理。” 

28 9.4.1 表 19 

表 19中粗集料、细集料、矿

粉和基质沥青检查项目和频

度与现行规范没有区别，直

接引用现行规范即可 

29 9.4.2、9.4.3 表 20和表 21 

表 20 和表 21 应针对高速公

路、一级公路和其他公路提

出相应的要求；表 21中“注

2”应删除 OGFC 的内容 

30 9.5.1 
施工单位应按照 JTG F40的

技术要求…… 

修改为“施工单位应按照 JTG 

F80/1的技术要求……” 

31 

9.5.2、

9.5.4、

9.5.5、

9.5.6、

9.5.7、

9.5.8、9.5.9 

9.5.2 、 9.5.4、 9.5.5 、

9.5.6、9.5.7、9.5.8 

相关内容与 JTG F40-2004中

11.5.2 内容无差异，建议删

掉 

32 

送审稿

9.5.3，报批

稿 9.5.2 

橡胶沥青混凝土路面的外

观……横坡等验收标准符

合表 21的有关规定 

修改为“橡胶沥青路面的外

观……横坡等验收应符合

JTG F40 及本文件表 21 的有

关规定” 

33 所有表格 表的格式 
表的格式按 GB/T 1.1-2020

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12 

34 附录 B 

将灌好模的橡胶沥青放入

THERMOSEL加热器中保温30 

min 

删除“THERMOSEL” 

35 
附录 A、附录

B 
附录 A、附录 B 

附录 A 和附录 B 应为规范性

附录 

（七）标准发布 

标准于 2024年 9月 30日获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

发布，并于 2024年 12月 1日正式实施。 

四、标准制定原则和依据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国家、行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编写工作组充分调研了国内外及广西地区橡胶沥青路面主要研

究成果、工程应用案例和实施效果，研究和分析了国内外及广西地区

橡胶沥青路面技术发展的现状，经过编写工作组成员讨论，确定标准

编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 

针对广西区内橡胶沥青路面的结构、材料、环境和交通荷载特性，

以及路面使用性能要求和损坏特征，本标准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橡胶沥

青路面技术特点及发展现状，并总结了广西区橡胶沥青路面建设现

状，在此基础上对已发布的相关标准、规范、规程进行整理、总结和

分析，建立了适用于广西区典型气候环境、地质及交通特点的橡胶沥

青路面施工技术标准。 

（2）承接性原则 

本标准术语、符号、条文尽量与相应国家、国际、行业和地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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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规定内容相一致，条文未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标准技术内容与

国家、国际、行业和地方标准兼容，未出现冲突，保证了一致性。标

准技术内容中引用其他标准时，已明确指出所引用标准的内容或名

称，增强了标准的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3）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的起草充分调研了国内外、广西地区橡胶沥青路面的应用

现状，征求了高校、建设单位、行业主管单位、设计院、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等领域的专家意见。编写组在此基础上进过反复讨论和修

改，编制此标准。标准内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易于推广。 

（三）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与有关国家、行业标准的

协调情况 

经查阅，与橡胶沥青路面施工技术相关的标准主要有：《橡胶沥

青路面技术标准》（CJJ∕T 273-2019）、《路用废胎橡胶粉》（JT∕T 

797-2019）、《路用废胎胶粉橡胶沥青》（JTT798-2019）、《公路

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 

标准编制组承诺：标准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要求

不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与相关的国家、行业推荐性

标准协调一致，指南的编写符合 GB/T 1.1—2020的要求。 

五、指南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

的论述 

广西地方标准《橡胶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主要章节内容包括：

术语和定义、材料、橡胶沥青的加工、橡胶沥青混合料设计、橡胶沥



 14 

青混合料路面施工、橡胶沥青路面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国家、行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编写工作组充分调研了国内外及广西地区目前采用的橡胶沥青

加工及路面施工的实际案例、数据资料及研究成果，研究和分析了国

内外及广西地区橡胶沥青路面建设的现状，以及国内外橡胶沥青质量

检测及新技术的应用状况。在此基础上结合广西地区橡胶沥青路面施

工质量检测评定工作经验，形成了广西地区橡胶沥青路面施工技术指

导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对象为各等级公路橡胶沥青路面的施工，规定了材

料、橡胶沥青的加工、混合料设计、路面施工、防水粘结层施工、施

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 

橡胶沥青路面已在广西区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公路得到大面积

推广应用，应用总规模超过 2000km，目前主要应用于沥青路面表面

层，也在部分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公路的中、下面层进行示范应用，

如在吴隆高速中、上面层全线 45km 采用橡胶沥青，在企茅路上、中、

下三层结构层均采用橡胶沥青，均表现出良好的应用效果，表明橡胶

沥青在沥青路面各结构层均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对橡胶沥青相关的国标和行标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总结和

分析，主要引用文件如下： 

GB/T 1232.1  未硫化橡胶  用圆盘剪切黏度计进行测定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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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门尼黏度的测定 

GB/T 3516  橡胶  溶剂抽出物的测定 

GB/T 4498.1  橡胶 灰分的测定  第 1 部分：马弗炉法 

GB/T 14837.1  橡胶和橡胶制品 热重分析法测定硫化胶和未硫

化胶的成分  第 1 部分：丁二烯橡胶、乙烯-丙烯二元和三元共聚物、

异丁烯-异戊二烯橡胶、异戊二烯橡胶、苯乙烯-丁二烯橡胶 

GB/T 19208  硫化橡胶粉 

JT/T 533  沥青路面用纤维 

JT/T 797  路用废胎橡胶粉 

JTG 3450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 E20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E4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根据现有橡胶沥青的技术发展，并考虑与现行行业标准

《路用废胎胶粉橡胶沥青》JTT798-2019 的协调性，进一步明确了橡

胶沥青的分类和定义，增加了活化胶粉改性沥青术语和定义。 

原地方标准《橡胶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DB45/T 1098-2014）

中未根据橡胶沥青的配方及工艺进行分类，以橡胶粉作为主要改性剂

形成的改性沥青胶结料均统称为橡胶沥青，对橡胶粉掺量也未作明确

要求。2019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了《路用废胎胶粉橡胶沥青》

（JTT798-2019），根据橡胶沥青中的橡胶粉是否改性、是否添加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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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改性剂等分为了三大类，其中两大类对橡胶粉掺量提出明确要

求。本次对橡胶沥青定义的修订在参考现行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广西

区橡胶沥青技术发展及工程应用经验，主要以橡胶粉是否改性作为区

分的标准将橡胶沥青分为橡胶粉改性沥青、活化胶粉改性沥青两大

类，对两类橡胶沥青的橡胶粉掺量也提出明确的要求。 

4 材料 

4.1 条：一般规定 

4.1.1 条：规定了橡胶沥青进场前必须进行性能检验，合格后才

能进场贮存和使用。 

4.1.2 条：规定了采用橡胶沥青前应进行充分的调研和配伍性试

验，优选配伍性好的基质沥青，以保障橡胶沥青的生产加工质量。 

4.1.3 条：根据橡胶沥青在广西区工程应用案例及应用效果，给

出了橡胶沥青适用场合。企茅路上、中、下三层结构层均采用了橡胶

沥青，吴隆高速中、上面层全线 45km 采用了橡胶沥青，融河高速全

线采用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G209 线贵港段加铺橡胶沥青薄层罩面，

钦崇高速连接线在水泥混凝土路面上加铺橡胶沥青同步碎石封层和

5cm 橡胶沥青 ARAC-16，根据通车运营后长期路况跟踪观测，应用

效果良好。 

4.2 条：基质沥青 

结合广西区沥青路面建设经验及广西区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在

基质沥青选用上主要以 70 号沥青为主，性能指标主要参考 JTG 

F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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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条：橡胶粉 

4.3.1 条~4.3.3 条：结合广西区橡胶沥青使用经验及工程应用实

践，规定了橡胶沥青专用橡胶粉的胎源、加工方式及细度要求。 

4.3.4 条~4.3.5 条：规定了橡胶粉物理及化学技术指标要求。其性

能指标主要参考 JT∕T 797-2019。但由于国标《硫化橡胶粉》（GB∕T 

19208-2020）于 2020 年进行了修订，删掉了橡胶粉物理指标中的纤

维含量指标及化学指标中的溶解度指标，因此本标准删掉了橡胶粉的

纤维含量和溶解度指标。 

4.4 条：橡胶沥青 

4.4.1 条~4.4.2 条：规定了不同类型橡胶沥青中橡胶粉掺量要求。

橡胶粉改性沥青中采用的是原生胶粉，原生胶粉惰性高，在生产过程

中主要与沥青物理混融，掺量过高直接影响胶粉改性沥青使用性能，

橡胶粉掺量过低对高温性能提升作用有限，且固废利用率低，因此推

荐掺量范围为 20%~25%。活化胶粉由于对橡胶粉进行了脱硫预处理，

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与沥青更好的交联融合，在保障使用性能的前提下

可显著提升活化胶粉的掺量，但活化胶粉掺量过高时会影响橡胶沥青

的弹性恢复性能，根据室内试验结果推荐掺量范围为 25%~40%。 

4.4.3 条：规定了橡胶粉改性沥青和活化胶粉改性沥青两种类型

沥青的技术要求。 

对比原标准 DB45/T 1098—2014，该条增加了活化胶粉改性沥青

技术要求，同时对橡胶粉改性沥青技术要求进行了优化。增加活化胶

粉改性沥青主要是因为原生胶粉改性沥青施工温度较高、异味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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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用活化胶粉改性沥青可大幅降低活化胶粉改性沥青的高温粘

度，施工温度可降低至 170℃左右，同时大幅提升了橡胶粉的利用率，

掺量从 20%提升至 30%以上，由于施工温度降低及橡胶粉脱硫处理，

施工过程中橡胶沥青的异味明显减少。 

  
（a）橡胶粉 （b）橡胶粉改性沥青 

  
（c）活化胶粉 （d）活化胶粉改性沥青 

图 1 橡胶粉活化前后图片 

表 6  活化胶粉改性沥青性能试验结果 

活化胶粉改性沥

青配方 

180℃

布氏

粘度

/Pa·s 

软化

点/℃ 

针入

度

/0.1m

m 

延度 

（5cm

/min）

/cm 

 

弹性

恢复

/% 

170℃

软化

点差

/℃ 

残留

延度

比/% 

残留针

入度比

/% 

35%活化胶粉（外

掺）+0.16%稳定

剂 

1.293 65.0 53.7 7.0 75 0.8 88.6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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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活化胶粉（外

掺）

+1.2%SBS+0.16

%稳定剂 

1.974 80 48.9 8.9 79 4.1 93.2 93.9 

35%活化胶粉（外

掺）

+2%SBS+0.16%

稳定剂 

2.907 83.7 46.7 10.3 78 12.6 99 97.6 

相对于 DB45/T 1098—2014，橡胶粉改性沥青在针入度、软化点、

弹性恢复和延度等指标上均提升了质量控制标准，同时增加了老化性

能指标，删除锥入度和回弹恢复指标。这主要是随着橡胶沥青生厂加

工设备不断更新换代，加工方式实现了工厂化，性能更加可控、稳定，

橡胶沥青性能得到了明显提升。增加老化性能指标主要是因为广西区

紫外辐射较大，高温持续时间较长，老化对沥青路面路用性能具有重

要影响，通过增加老化性能指标保障橡胶沥青路面耐久性能。锥入度

和弹性恢复均缺乏标准的试验方法，且测试结果离散性较大，起不到

较好的质量控制效果，在本次修订中进行了删除。 

4.4.4 条：橡胶沥青粘度对其施工和易性具有重要影响，采用常

规的布氏粘度试验测试时间相对较长，且不便利。为提升橡胶沥青生

产及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的便利性及高效性，可采用便携式黏度计

测试结果作为参考。 

4.4.5 条：规定了胶粉改性沥青和活化胶粉改性沥青生产、贮存

和使用的温度上限要求，避免温度过高造成橡胶沥青老化而影响其使

用性能。 

4.5 条：粗集料 

4.5.1 条~4.5.3 条：规定了粗集料应用于不同等级公路、不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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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位的选择原则和要求。 

4.5.4 条：粗集料的质量要求主要参考 JTG F40-2004，在此基础

上对粗集料针片状和压碎值指标进行了优化。 

压碎值及针片状含量对混合料性能有重要影响，结合广西区 7000

余公里高速公路及数千公里国省干线公路沥青路面建设经验及地方

石材特点，对粗集料的压碎值和针片状指标提出了新的要求。 

4.5.5 条：规定了粗集料分档规格要求。根据广西区橡胶沥青路

面建设经验，橡胶沥青应用于表面层时粗集料分档组合主要为（5~10）

mm、（10~15）mm，应用于中面层时分档组合主要为（5~10）mm、

（10~20）mm，应用于下面层时分档组合主要为（5~10）mm、（10~20）

mm、（20~30）mm，应用于应力吸收层时分档组合主要为（0~5）

mm、（5~10）mm。 

4.6 条：细集料 

4.6.1 条~4.6.2 条：规定了细集料应用于不同等级公路的选择原则

和要求。 

4.6.3 条：细集料的质量要求主要参考 JTG F40-2004，在此基础

上对细集料砂当量和亚甲蓝指标进行了优化。细集料的洁净程度对橡

胶沥青混合料性能影响比较敏感，为保障橡胶沥青路面质量，提升了

细集料的洁净度要求。 

4.6.4 条：规定了细集料规格要求。 

4.7 条：填料 

4.7.1 条~4.7.4 条：规定了填料的选用及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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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条：纤维 

4.8.1 条~4.8.3 条：规定了橡胶沥青路面用纤维的要求。根据机场

第二高速、阳鹿高速及民族大道 ARSMA-13 的工程应用经验，主要

采用木质纤维，实施效果良好。 

5 橡胶沥青的加工 

5.1.1 条~5.1.2 条：橡胶粉改性沥青、活化胶粉改性沥青均适用本

标准的加工生产技术，生产过程中鼓励采用新工艺、新技术。 

5.1.3 条：为保障橡胶沥青生产质量及稳定性，建议采用工厂化

集中式生产，特殊情况下也可现场加工，加工设备及工艺应参照工厂

化方式。 

5.1.4 条：现场加工橡胶沥青时，所采用的橡胶粉和基质沥青均

应进行质量检测并提供检验报告，合格后方可使用。 

5.2 条：加工设备 

5.2.1 条~5.2.6 条：规定了橡胶沥青工厂化主要设备及参数要求。 

5.3 条：加工工艺 

5.3.1 条~5.3.8 条：规定了工厂化橡胶沥青加工过程中工艺参数要

求。相对于原标准 DB45/T 1098—2014，增加了粗间隙及细间隙的多

级剪切装置、溶胀罐和发育罐，升级完善了橡胶沥青加工工艺，大幅

提升了胶粉与基质沥青的混融均匀性及贮存稳定性。 

5.4 条：贮存 

5.4.1 条~5.4.5 条：根据橡胶沥青需要贮存时间提出了不同贮存时

间下的贮存温度要求。结合广西区工厂化橡胶沥青质量控制及工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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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验，根据橡胶沥青的贮存时间长短提出了贮存温度要求。 

 

图 2 橡胶沥青工厂化生产车间 

6 橡胶沥青混合料设计 

6.1 条：一般规定 

6.1.1 条~6.1.5 条：对橡胶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之前的原材料检

验、配合比设计内容、矿料级配选择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6.2 条：配合比设计 

6.2.1 条：目标配合比设计 

6.2.1.1 条~6.2.1.4 条：规定了目标配合比设计流程及要求。 

6.2.2 条：生产配合比设计 

6.2.2.1 条~6.2.2.3 条：规定了生产配合比设计流程及要求。 

6.2.3 条：生产配合比验证 

6.2.3.1 条~6.2.3.5 条：规定了生产配合比验证的流程及要求。 

6.2.4 条：施工配合比确定 

6.2.4.1 条~6.2.2.4 条：生产配合比验证阶段试铺的试验路段较短、

规模较小，设备通常还处于调试阶段，尚不稳定，因此规定了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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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比阶段进行首件工程施工，规定了首件工程的长度不低于 500m，

不超过 1500m。在此生产规模下，混合料生产通常可达到相对稳定状

态，施工参数与混合料性能更接近大规模施工状态，更具有指导意义。 

6.3 条：设计要求 

6.3.1 条：规定了橡胶沥青混合料分为 ARAC 和 ARSMA 两种类

型。根据混合料性能需求，可在橡胶沥青混合料中添加纤维以提升橡

胶沥青混合料的耐久性及抗裂性能，本条将添加纤维和不添加纤维的

橡胶沥青混合料进行了区分。 

6.3.2 条：结合广西区工程应用案例及工程经验，对 ARAC-10、

ARAC-13、ARAC-16、ARAC-20、ARAC-25 的矿料级配进行了优化，

增加了 ARSMA-13 矿料级配要求，进一步提升橡胶沥青混合料在不

同应用场合及路面结构层中的适用性。 

根据大量的橡胶沥青路面工程实践表明，针对 ARAC-10、

ARAC-13、ARAC-16、ARAC-20、ARAC-25 优化的矿料级配下混合

料具有良好的路用性能。在 JTG F40-2004《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基础上，结合阳鹿高速、民族大道 ARSMA的应用实践，对 ARSMA

混合料的矿料级配、体积参数、路用性能等进行了优化和规定。其中

在 ARSMA 矿料级配设计方面与 SMA 混合料有较大差异，这是由于

橡胶沥青中橡胶粉与基质沥青主要以物理混融为主，橡胶沥青中含有

大量的橡胶粉颗粒，在进行 ARSMA 混合料设计时，橡胶粉可有效替

代部分矿粉，因此 ARSMA 混合料矿料级配中 0.075mm 通过率相对

较低。 



 24 

表 7 不同工程项目橡胶沥青混合料矿料级配统计表 

项目 31.5 26.5 19.0 16.0 13.2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油石比

/% 

阳鹿高速

ARSMA-13 
100 100 100 100 97.1 58.7 27.3 21.4 17.4 13.2 10.0 8.0 5.7 6.6 

融河高速

ARAC-10 
100 100 100 100 100.0 93.9 28.7 22.6 17.8 13.0 9.9 7.9 5.5 6.2 

S208融安

段 ARAC-13 
100 100 100 100 92.3 62.9 32.6 21.3 15.5 10.7 7.7 6.3 5.0 5.8 

吴隆高速

ARAC-13 
100 100 100 100 92.4 58.4 34.1 21.6 16.1 10.8 7.8 6.4 5.4 5.7 

西部陆海

新通道

ARAC-16 

100 100 100 94.4 72.7 65.1 32.1 21.7 13.3 9.4 6.6 5.3 4.4 5.3 

吴隆高速

ARAC-20 
100 100 91.2 79.3 70.6 42.4 29.5 22.1 17.2 12.3 8.7 6.8 5.5 4.8 

企沙至茅

岭 ARAC-20 
100 100 95.8 87.6 68.3 51.9 28.6 21.4 16.1 10.8 7.4 5.8 4.3 4.8 

企沙至茅

岭 ARAC-25 
100 96.9 78.6 70.5 57.1 46.0 27.4 20.8 16.0 11.1 7.9 6.5 5.3 4.5 

6.3.3 条：根据近年来橡胶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及工程应用情

况，对 ARAC 橡胶沥青混合料的矿料间隙率进行了优化，增加了

ARSMA 橡胶沥青混合料的马歇尔试验技术要求。优化了橡胶沥青混

合料高温性能技术指标要求；针对不同公路等级橡胶沥青混合料提出

差异性技术要求，并根据项目建设需求提出 70℃车辙动稳定度技术

要求。近四年部分代表性橡胶沥青路面应用工程混合料性能统计如表

8。70℃动稳定度结果如表 9。 

表 8 不同工程项目橡胶沥青混合料性能统计表 

项目 
空隙率

/% 

沥青饱和

度/% 

矿料间隙

率/% 

稳定度

/kN 

浸水马歇

尔残留稳

定度/% 

冻融劈裂

抗拉强度

比/% 

60℃动稳

定度/次

/mm 

阳鹿高速

ARSMA-13 
4.5 76.0 18.6 10.95 105.3 84.6 7455 

民族大道

ARSMA-13 
5.0 72.2 18.0 10.18 91.7 85.2 5931 

融河高速

ARAC-10 
4.4 74.2 17.2 11.7 106.4 89.8 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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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空隙率

/% 

沥青饱和

度/% 

矿料间隙

率/% 

稳定度

/kN 

浸水马歇

尔残留稳

定度/% 

冻融劈裂

抗拉强度

比/% 

60℃动稳

定度/次

/mm 

S208融安

段 ARAC-13 
4.5 72.1 16.2 13.49 91.4 84.6 6258 

吴隆高速

ARAC-13 
4.5 73.4 16.9 13.32 94.5 90.6 7467 

西部陆海

新通道

ARAC-16 

4.5 68.5 14.4 12.56 87.5 99.7 8148 

吴隆高速

ARAC-20 
4.5 69.0 14.5 14.06 94.0 95.4 6975 

企沙至茅

岭 ARAC-20 
4.5 69.3 14.6 13.97 99.0 85.5 4437 

企沙至茅

岭 ARAC-25 
4.5 67.8 14.1 12.82 98.5 81.1 7393 

表 9  吴隆路橡胶沥青混合料 70℃高温车辙试验结果 

级配类型 编号 
油石比

（%） 

45min 位

移（mm） 

60min 位

移（mm） 

动稳定度

（次/mm） 

平均值

（次/mm） 

一分部 ARAC-20G 

1 

4.8 

1.448 1.515 9402 

7948 

2 1.793 1.890 6494 

一分部 ARAC-13G 

1 

5.7 

0.608 0.668 10500 

10500 

2 0.675 0.735 10500 

三分部 ARAC-20G 

（第一种细集料） 

1 

4.8 

1.553 1.635 7683 

8042 

2 1.800 1.875 8400 

三分部 ARAC-13G

（第一种细集料） 

1 

5.7 

1.725 1.845 5250 

5873 

2 1.373 1.470 6495 

三分部 ARAC-20G

（第二种细集料） 

1 

4.8 

1.395 1.485 7000 

4812 

2 1.995 2.235 2625 

三分部 ARAC-13G

（第二种细集料） 

1 

5.7 

1.425 1.553 4921 

4922 

2 1.410 1.538 4922 

根据试验结果，橡胶沥青混合料 70℃条件下车辙动稳定度均达

到 40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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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分部 ARAC-20G车辙试验图片 

 

图 4  一分部 ARAC-13G车辙试验图片 

 
图 5  三分部 ARAC-20G车辙试验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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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三分部 ARAC-13G车辙试验图片 

7 橡胶沥青路面施工 

7.1 条：一般规定 

7.1.1 条~7.1.4 条：对橡胶沥青路面施工的工作面长度、环境温度

条件进行了规定。 

7.2 条：施工准备 

7.2.1 条~7.2.6 条：对橡胶沥青路面施工前下卧层的准备及橡胶沥

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进行了规定，增加了活化胶粉改性沥青的施工温

度要求。 

项目组一直持续开展橡胶沥青相关技术研发工作，基于 2018 年

立项的广西科技重大专项《新一代高性能橡胶沥青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对橡胶沥青的加工工艺及材料配方进行了持续改进，橡胶沥青

的施工温度有效降低，近三年在崇水高速、阳鹿高速、融河高速、昭

蒙高速、都巴高速、吴隆高速、蒙象高速、钦北改扩建及罗环路等项

目进行推广应用，相对于传统的橡胶粉改性沥青，新一代橡胶粉改性

沥青可有效降低施工温度 5℃~10℃，在总结近几年的橡胶沥青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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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基础上，对橡胶沥青施工温度进行了优化。 

在活化胶粉改性沥青方面，根据室内试验，活化胶粉改性沥青的

高温布氏旋转粘度如表 10 所示，布氏旋转粘度与温度的关系如图 7

所示。在 166℃左右时与橡胶粉改性沥青在 180℃的粘度相当，相较

于橡胶粉改性沥青，活化胶粉改性沥青的施工温度可降低约 10℃。 

表 10  活化胶粉改性沥青旋转粘度试验结果 

活化胶粉改性沥青配方 135/℃ 150/℃ 165/℃ 180/℃ 

35%活化胶粉（外掺）

+0.16%稳定剂 
7.705 3.857 2.132 1.293 

35%活化胶粉（外掺）

+1.2%SBS+0.16%稳定剂 
14.272 6.782 3.530 1.974 

35%活化胶粉（外掺）

+2%SBS+0.16%稳定剂 
21.878 10.500 6.817 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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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活化胶粉改性沥青粘温曲线 

7.3 条：生产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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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条：拌和厂 

7.3.1.1 条~7.3.1.3 条：对橡胶沥青施工用拌和厂进行了规定。 

7.3.2 条：间歇式拌和机 

7.3.2.1 条~7.3.2.8 条：对沥青拌和站间歇式拌和机的设置及相关

参数进行了规定。 

7.3.3 条：沥青混合料拌制 

7.3.3.1 条~7.3.3.6 条：对橡胶沥青混合料的拌和过程中的质量控

制及拌和工艺进行了规定，增加了 ARSMA 生产拌和的相关要求。 

7.4 条：运输 

7.4.1 条~7.4.5 条：对橡胶沥青混合料在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进

行了规定。 

7.5 条：摊铺 

 
图 8 橡胶沥青混合料摊铺 

7.5.1 条：为提升橡胶沥青路面摊铺质量，针对不同车道数提出

了相应的摊铺机配备要求。尤其是近年来，6~8 车道宽幅道路逐渐增

加，对摊铺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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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条~7.5.10 条：对橡胶沥青混合料摊铺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进

行了规定。 

7.6 条：碾压 

7.6.1 条~7.6.10 条：对橡胶沥青混合料碾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进

行了规定，增加了 ARSMA 碾压工艺要求。 

当橡胶沥青混合料中添加有纤维时，混合料中沥青胶浆相对较

多，不宜采用胶轮碾压，否则易造成胶浆上浮和泛油等问题而影响施

工质量。 

 

图 9 橡胶沥青混合料碾压 

7.7 条：开放交通 

7.7.1 条~7.7.5 条：对橡胶沥青路面施工过程中接缝处理及开放交

通时温度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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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昭蒙高速 （b）融河高速 

  
（c）罗环路 （d）都巴高速 

  

（e）钦北改扩建高速 （f）民族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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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阳鹿高速 （h）崇水高速 

图 10 近三年橡胶沥青应用工程效果图 

8 橡胶沥青防水粘结层施工 

8.1 条：下承层清理 

8.1.1 条~8.1.5 条：对橡胶沥青路面施工前的下承层质量进行了规

定。 

8.2 条：橡胶沥青撒布 

8.2.1 条~8.2.6 条：对防水粘结层用橡胶沥青的撒布设备及工艺进

行了规定。 

8.3 条：碎石撒布 

8.3.1 条~8.3.8 条：对防水粘结层用碎石的质量要求及撒布工艺进

行了规定。 

8.4 条：防水粘结层成型 

8.4.1 条~8.4.2 条：对防水粘结层的质量控制进行了规定。 

9 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 

9.1 条：一般规定 

9.1.1 条~9.1.3 条：对橡胶沥青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的一般要

求进行了规定。 

9.2 条：施工前的材料与设备检查 

9.2.1 条~9.2.4 条：对施工前主要原材料及主要施工设备的检查进

行了规定。 

9.3 条：试验路段铺筑 

9.3.1 条~9.3.3 条：对橡胶沥青路面试验段的规模及实施过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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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定。 

9.4 条：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与检查 

9.4.1 条：对橡胶沥青混合料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检查要求进行

了规定，新增了橡胶沥青贮存稳定性和老化性能指标。 

橡胶沥青中掺加有大量的橡胶粉，在高温状态下橡胶粉可能存在

一定程度的离析而影响橡胶沥青质量及混合料性能，因此需要重视橡

胶沥青的贮存稳定性指标。另外橡胶沥青的老化会影响橡胶沥青混合

料的耐久性，为提升橡胶沥青的品质及施工性能，因此在本标准中增

加了贮存稳定性及老化试验项目检查要求。 

9.4.2 条：对橡胶沥青混合料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要求进行了

规定。 

9.4.3 条~9.4.4 条：对橡胶沥青混合料铺筑过程中的施工质量要求

进行了规定，对沥青路面平整度及渗水系数指标进行了优化，提高了

控制标准。 

路面平整度是公路通车运营后司乘人员行车体验最直接的一个

指标，随着橡胶沥青路面施工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沥青路面平整度质

量控制方面提出了自下而上逐层控制理念，路面施工平整度控制水平

也大幅提升。另外广西雨水充沛，为保障路面的长期耐久性及抗水损

性能，对沥青路面的每结构层提出了更严格的渗水系数控制标准。 

9.5 条：交工验收阶段的工程质量检查与验收 

9.5.1 条~9.5.2 条：对橡胶沥青路面交工验收阶段的内容及质量标

准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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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条：工程施工总结 

9.6.1 条~9.6.2 条：对橡胶沥青路面施工完成后的资料档案要求进

行了规定。 

附录 A：橡胶沥青的配伍性试验方法 

为保障橡胶沥青的品质，在使用橡胶沥青前应对橡胶沥青的配伍

性进行检验。为确保试验操作的规范性，附录 A 给出了橡胶沥青室

内制备的工艺及配伍性评价方法。 

附录 B：Brookfield 黏度计黏度测定方法 

橡胶沥青黏度相对较高，在某一温度下的黏度随转速、扭矩的变

化会发生较大变化，为确保橡胶沥青的高温黏度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及

可对比性，在 JTG E20-2011 T0625 试验方法基础上对试验测试结果

处理上进行了规定，采用不同扭矩下的黏度值在双对数坐标系下进行

线性回归，以 50%扭矩对应的黏度作为某温度的橡胶沥青的实测黏

度。 

附录 C：橡胶沥青加工工艺流程 

橡胶沥青加工工艺对橡胶沥青性能有重要影响，在附录 C 中给

出了橡胶沥青的加工工艺过程，为工厂化及现场加工橡胶沥青提供参

考。 

附录 D：便携式黏度计黏度测定方法 

沥青的高温黏度是沥青施工和易性的重要评价指标，在沥青质量

检验时通常采用 180℃的布氏旋转黏度进行控制，但由于布氏旋转粘

度测试时间相对较长，施工过程中不利于橡胶沥青质量的快速检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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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因此可采用便携式黏度计进行快速检测，检测指标可为橡

胶沥青质量控制提供参考，但不作为质量评定的依据。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实施的措施 

标准报批发布后由标准牵头单位在区内对标准编制内容进行宣

贯和培训，为设计、施工及管养等相关单位深入学习了解本标准关键

技术内容提供交流平台，从而提升橡胶沥青路面施工质量；预留标准

主要编制人联系方式，为行业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提供标准内容咨询

和解释；标准参编单位在区内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推广应用

该标准成果，并对标准成果应用效果进行长期跟踪观测，形成相关的

总结报告，为标准内容的更新迭代及修订提供参考。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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