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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沥青路面压实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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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压实是沥青路面施工的关键工序之一，良好的路面性能最终要通过压实来体现。压实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沥青路面

的路用性能，沥青路面压实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充分认识和了解这些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在施工中提高沥青路面的压实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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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沥青混合料由沥青胶结料、集料和空隙所组成，高质量的沥青混合料需要仔细调配这三者间的比例。满足结构要求的沥青路面的

耐用性能主要受两个指标的影响，即设计的混合料和压实。在这两个指标中，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保障沥青路面的耐用性能。如果不

能进行良好的压实，即使材料有最佳的混合料配合比设计也达不到路面应具有的使用寿命。所以说压实是沥青路面施工的关键工序之

一，如果不能很好的完成这一工作，那么以前所做的工作就会功亏一篑，势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路面的压实质量将会直接影

响公路运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如何使沥青混和料达到最佳密实状态是路面施工至关重要的问题。 

压实是沥青混合料受机械力作用体积缩小的过程。它将引起沥青混合料特性的如下变化： 

a)空隙减小。 

b)使得集料颗粒重新分布，促使骨料紧密接触。从而使得粒料间形成嵌挤结构并被沥青强有力地胶结在一起。 

c)密度增加。 密度本身不是一种重要的工程特性。仅表明集料颗粒的混合空隙减小和粒料间接触密切的程度。 

理论上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施工过程中。热拌沥青混合料只有经过正确的压实才能成为具有所需结构力学综合性质的沥青混凝

土，正确的压实可以减少路面在行车荷载下产生的变形，同时增加路面材料的不透水性、强度和稳定性和抗疲劳特性等。压实技术的

好坏直接影响到沥青混凝土路面的平整度、密实度和强度等，同时压实技术还对路面的耐久性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路面早期病害

与其压实情况息息相关，如路面的松散、坑槽、裂缝、沉陷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压实的影响。 

影响沥青路面压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压实时的混合料的温度 、材料性能(包括沥青性能、集料的性能及混合料配合比设

计等)、施工(包括压实作业的工序、碾压机械的选型和组合及施工压实技术等)、外界环境(包括气温、湿度及风速等)。只有充分认识

和了解这些因素，我们才能在沥青路面碾压施工中更好地控制相应的条件与因素，使其压实效果达到最佳。 

1         混合料的温度对压实质量的影响 

a) 实践证明，在沥青混合料的压实过程中，碾压温度是影响沥青混合料压实密实度的最主要因素。由于沥青混合料具有热塑性，

也就是其黏滞性随着温度成比例变化，热的沥青混合料具有低黏度和良好的裹复性能；冷沥青混合料具有高黏度、坚韧等特性。 

b) 沥青混合料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温度越高，其塑性越大，越容易在外力作用下缩小其空隙和增加密实度，也越容易取得平整效

果。非改性沥青温度大于115 ℃时，由于沥青的润滑作用混合料易压实；93～115 ℃温度时，沥青处于黏弹状态，混合料不易压

实；温度小 

于93 ℃时，沥青弹性降低，混合料碾压过程中易产生剪切开裂，集料也易破碎。 
c) 沥青混合料的最佳碾压温度是指在材料允许的温度范围内，沥青混合料能够支承压路机而不产生水平推移、表面无开裂情况且

压实阻力较小的温度，此时可用较少的碾压遍数，获得较高的密实度和较好的压实效果。最佳碾压温度与沥青性质有关，通常改性沥

青的最佳碾压温度应较基质沥青温度增加15～20 ℃. 
d) 在确定沥青混合料的碾压温度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沥青标号、矿粉含量、基层的温度、层厚、空气温度、风速和混合料

类型等。由于厚层沥青混合料有较好的保温效果，因此厚度小于5 cm时，混合料摊铺碾压温度应较大于8 cm厚的混合料提高13～

15 ℃. 
e) 在碾压过程中应随时测温、随时观测，出现异常现象应及时查找原因采取补救措施。 

2         材料性能对压实质量的影响 

材料的性能主要包括沥青、集料、混合料的性能，见表1.具体分析如下。 

表1 材料性能对压实的影响 

原因 后果 对策 

集料 

表面光滑 粒间摩擦力小 使用轻型压路机和较低的混合料温度 

表面粗糙 粒间摩擦力大 增大压实功 

强度不足 会被钢轮压路机压碎 使用充气轮胎压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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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沥青性能 

沥青黏度影响沥青混合料劲度，并与混合料的可压实性有关。当压实沥青混合料时，高黏度往往会牵制颗粒移动；如果黏度太

低，压实时集料颗粒容易移动。当沥青混合料较热时，沥青充当克服集料颗粒间摩阻力的润滑剂，在混合料已冷却时，沥青充当结合

集料颗粒的固结剂。 

   一般说来，在规定的135 ℃沥青黏度越高，混合料减少空隙率的抵抗力越大。因此，使用高黏度沥青时，采用较高压实温度是减

少黏度促进沥青路面可压实的必要手段。 

2.2 集料性能 

颗粒大、含量多、棱角多、表面粗糙的集料难压实，级配混合料的最大集料尺寸、粗集料比例、砂用量、矿粉用量和类型等对沥

青混合料的压实度都有直接影响。 

    在与其他指标相同的情况下，从粗到细均匀级配的混合料比单一尺寸集料的混合料或间断级配混合料较易压实，粗集料比例大的

沥青混合料，必须显著增大压实功，才能获得所需的空隙率。另一方面，多砂的或细级配沥青混凝土在高温时可塑性大，这种混合料

也难以达到较高的密实度。 

骨料的形状也影响材料的压实性能。由于碎石的内摩擦力大，所以它比砾石更难于压实，但同时也增加了沥青混凝土的抵抗变形的能

力。为了改善道路的抵抗变形的能力，我们在选择合适公称尺寸的骨料的同时往往使用较硬的骨料。合理地选择矿料的级配可获得良

好的嵌挤作用，达到要求的密实度和足够的稳定性。 

2.3 混合料的性能 

事实上，沥青混合料性能更大程度地影响沥青路面压实，这种影响甚至比单纯集料或沥青更明显。当沥青混合料中沥青用量较低

时，易形成千涩、粗糙的混合料，这种混合料往往难于压实；当沥青用量太大时，可形成过渡润滑混合料，使混合料在压路机作用

下，形成不稳定而且可开裂的混合料；如果集料在烘干时含水量未达到规范最小值的要求，这种湿的沥青混合料，在压实过程中也易

呈现推移的病害。 

    材料性能对压实的影响汇总于表1. 

3         施工组织对压实质量的影响 

按照国家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J F40—2004）的规定，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过程中应采用机械化连续

施工，各种施工机械技术性能良好，机械配备合理，数量充足，机械设备能力和施工能力协调、匹配。 

通常施工工艺流程为： 

a）施工前的有关准备工作。 

b）沥青混合料的拌制生产。 

c）拌制好的沥青混合料的运输。 

d）沥青混合料的摊铺。 

e）摊铺中有关纵横接缝的处理。 

f）沥青混合料的碾压成型。 

这些环节都直接影响路面的使用性能，良好的施工组织对路面的压实质量非常重要，不仅能够提高施工单位的经济效益，而且能有效

的改善路面使用性能，减少因施工不当而导致的病害发生。为保证碾压质量，施工组织方面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初压应紧跟摊铺机，初压断面呈阶梯状推进。 

b）   复压紧跟初压工序，段落不宜过长，一般40～60 m为宜，碾压起止断面阶梯状推进。 

c）    集料无破碎条件下，尽可能选用较重压路机。 

d）   除SMA外，初压、复压尽可能选用轮胎压路机，参考碾压“a）”、“b）”原则，增加碾压过程中的搓揉作用，提高路

面密水性。 

e）    钢轮压路机碾压过程中驱动轮在前，并应从低处到高处、从外侧到内侧碾压。 

f）    严格控制碾压温度和速度，钢轮压路机碾压出现横向裂缝后，应及时采用胶轮压路机搓揉消除。 

4         外界环境对压实质量的影响 

雨季施工应注意天气预报，运料汽车与工地都应具有防雨设备，当下层潮湿时，不得摊铺沥青混合料。加强工地现场与沥青拌和

厂联系，缩短施工长度以保证各项工序紧密衔接。 

低温季节施工，可在压路机滚轮上喷涂隔离剂代替喷水，以减少碾压过程中混合料降温作用。 

5         结语 

总之，影响沥青混凝土路面压实质量的因素来自很多方面，除以上所述混合料的温度、材料的性能、施工组织、外界环境4个主

要方面外，还需要正确的配合比设计，要求施工时承包商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控制沥青混凝土的级配组成，控制施工中的各个环节，保

证达到要求的密实度，尤其要处理好路面特殊地段的施工质量。如：接缝、陡坡、弯道及交叉路口等处的碾压。所以提高沥青路面压

实质量是多因素决定的结果，施工中必须对上述各个环节予以重视方能保证混合料的碾压质量。 

沥青 

黏度 
高 限制颗粒运动 提高温度，增大压实功 

低 碾压过程中颗粒容易移动 降低温度，减少压实功 

含量 
高 碾压时失稳 减少沥青用量 

低 降低了润滑性，碾压困难 增加沥青用量，增大压实功 

混合

料 

粗矿料过量 不易压实 减少粗料矿料，增大压实功 

砂子过量 工作度过高，不易碾压 减少砂用量，使用轻型压路机 

矿粉过量 混合料较硬，不易碾压 减少矿粉用量，增大压实功 

矿粉不足 黏性下降，混合料可能离析 增加矿粉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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