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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沥青路面在公路工程路面施工的大力推进,改性沥青在路面工程的运用越来越广,沥青改性剂的应用也层出不

穷,SBS 改性沥青一直以其性能稳定等优点,使用量稳居前列。近年因科技不断进步,各种沥青改性剂的研发和使用就跟着应运

而生。改性剂的质量也良莠不齐,本文通过在广西某高速公路路面工程使用一款新研发的沥青改性剂,对其质量、造价方面进

行分析比较,得出中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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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出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仍

以其绝对优势扮演重要角色,到 2020 年广西高速公路量程

达8000km,广西高等级公路建设正以其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得

更快、更远,高等级公路路面面层的选择,近年来以沥青路面

施工快捷高效、质量稳定优良等特点逐步取代了水泥混凝土

路面,广西在建的或拟建的公路建设项目而言,基本是以沥

青路面为路面工程面层体系,对广西沥青路面来说是一个质

的飞越。而沥青路面的沥青混合料使用的沥青改性剂成为了

焦点,以往传统的改性沥青都是使用 SBS 改性沥青为代表,

曾在一个时期内垄断了整个沥青路面施工市场,随着科技不

断发展和进步,其他品牌型号的沥青改性剂的使用也跟着层

出不穷,其质量良莠不齐,倒致沥青混合料路面的质量也跟

着受到不同的影响,但也有一些沥青改性剂的使用真正达到

提高沥青混合料的综合性能,使沥青路面质量得到有效保

证。 

1 沥青改性剂的选用 

传统的改性沥青技术增加了沥青改性过程,该过程中需

多消耗煤、电、油,而且需用特殊设备,成本上升；在改性时

需要对沥青加热,产生有毒物质,可对人体致癌,且造成了极

大的环境污染；由于该技术本身问题,易离析、性能不稳定,

难于控制,而且在费用方面,因为习惯用 SBS 沥青后,SBS 沥

青的价格就会不定期涨价,给施工单位带来成本上的增加。

随着社会发展,路面性能及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这些问题

越来越突出,要求发展新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材料、新

技术。笔者及团队对沥青改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部分沥

青改性剂的工作原理是先对基质沥青进行改性后,再与其他

骨料及填料进行拌合而成改性沥青混合料；也有一些改性剂

的工作原理是直接对沥青混合料进行改性。本篇文章笔者及

其团队是对后一种沥青改性剂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并在广西

某高速公路路面的中面层施工中使用了该种沥青改性剂,得

到了较好的评价。 

1.1 沥青改性剂工作原理及研究方法 

聚烯烃沥青改性剂 KZD-1 是高分子复合材料,是一款

环保材料,可以通过回收白色污染的塑料垃圾加工而成,成

品的 KZD-1 沥青改性剂是黑褐色的固体颗粒,无毒无味、无

腐蚀性,无挥发性有害物质,其比重为 0.86~1.20g/cm3,熔

点为 100~160℃。其工作原理是：改性剂先与骨料搅拌均

匀,再与沥青、填料一起搅拌,整个拌合时间比传统的拌合

时间增加 5-10s 即可,出来的沥青混合料就是改性后的沥

青混合料。 

笔者及团队通过对使用KZD-1的沥青混合料与SBS改性

沥青混合料的各项性能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比较,最终对使用

了 KZD-1 的沥青混合料的效果给出结论。 

性能对比分析 费用成本分析 环保对比分析 生产、施工工艺研究

KZD-1 沥青改性剂的作用机理研究 SBS 沥青改性剂的作用机理研究

标准比对试验 试验路段的应用与检测

综合效益及推广应用价值 质量控制指标  

1.2 沥青混合料配合比 

本项目沥青路面中面层采用的是 AC-20 中粒式热拌沥

青混凝土,经过目标配合比→生产配合比→生产配合比验

证三个阶段的得出了最终的沥青混合料配合比,历时三个

多月得出目标配合比,经过拌合楼热料仓取执料进行生产

配合比调整,到最后试验路段的试拌试铺,得到最终的矿料

组成掺配比例为,碎石 1：碎石 2：碎石 3：砂：矿粉＝9：

39：21：30：1,油石比 4.1%,KZD-1 掺量为混合料的 0.3%。

在试验室做配合比的程序如下：集料烘干温度是 190℃,沥

青温度 155℃,拌合温度 185℃,击实温度 170℃,为了更彻

底将 KZD-1 改性剂融入混合料中,我们先加入集料和 KZD-1

改性剂干拌 120s,再加入沥青拌 120s,最后加入矿粉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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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s。但在拌合楼则不需如此,因为是拌合缸比较大,温度

很高,KZD-1 改性剂很容易溶化,故按照前面所述的程序搅

拌即可。 

经过改性后的沥青混合料严格按照《公路沥青路

面施工技术规范》的工艺技术要求开展各工序施工,

混合料的运输严格进行覆盖处理,从拌合站到施工现

场后,在规定的温度内完成摊铺工序,碾压严格按初

压、复压、终压进行,采用光轮压路机+轮胎压路机+

光轮压路机的组合开展碾压工作,每个阶段的温度都

符合规范要求。当现场温度低 50℃时即可开放交通,

但仍不能让大型、重载机械及车辆通过,严禁压路机在

刚碾压好的路段调头、急走急停、加油。 

笔者及团队通过将添加了 KZD-1 沥青改性剂的沥青混

合料与同样配合比的 SBS 改性沥青混合料、同样配合比的

70号基质道路石油沥青混合料进行相关参数检测对比,试验

结果如表 2.1 及表 2.2 示。 

表  2.1 

试验参数 最大理论

相对密度

稳定度

（Kn）

流值

(mm)

VMA

(%)

VV

(%)

VFM

(%)

SBS 2.560 22.24 5.7 13.47 4.8 64.5

KZD-1 2.631 24.53 4.6 14.60 5.1 67.5

70 号基质沥青 2.143 15.62 6.4 12.50 6.3 60.3

改性沥青技术要求 ≥8.0 2.0-5.0 ≥13.8 3-6 65-75

 

表  2.2 

参数

油石比

（%）

动稳定度

（次/MM）

浸水残留稳

定度（%）

冻融霹雳抗拉

强度（%）

备注

SBS 4.2 7665 105.8 92.9

KZD-1 4.1 9100 98.3 98.7

70 号基质沥青 4.2 1957 101.7 85.7

改性沥青混合料技术指标 ≥3000 ≥85 ≥80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笔者及团队认为使用了 KZD-1 沥青

改性剂后的沥青路面,其技术指标均达到改性沥青路面的标

准。技术方面是满足要求了,关于费用方面的分析,笔者收集

到 2014-2015 年该路段沥青路面施工期间相关价格,如下表

2.3 示。 

 

 

表  2.3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 单价 1T 混合料用量（KG）

1 70 号基质道路石油沥青 KG 2.5 38.2

2 SBS改性沥青 KG 3.6 38.9

3 KZD-1改性剂 KG 0.24 3.0

 

因为沥青混合料变化的材料只涉及到沥青及改性沥青、沥青

改性剂,其他材料不变,因而我们仅对这几种材料价格进行

比较,通过价格分析表,我们看到基质沥青+沥青改性剂的价

格与改性沥青的价格相比,前者更有优势。 

2 结束语 

笔者及团队在广西某高速公路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中

面层开展了三公里长的试验路段施工,施工完成后对路面的

其他指标也进行检测验收,如弯沉、厚度、平整度、渗水系

数等,均满足改性沥青路面相应指标要求。KZD-1 沥青改性

剂又是一款环保型的改性剂产品,因而从技术指标、造价、

环保方面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添加了 KZD-1 沥青改性剂的沥青混合料的改性效果良

好,质量稳定,施工不需额外增加工艺工序,可以节约成本,

是一款又环保又好用的新型材料。如果是真正投入使用,则

建议在拌合楼拌合缸的位置处增加一个自动投料口,由拌合

站中央控制室统一控制出料情况,效率就更快了,可以在高

速公路路面施工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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