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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满足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需求,我国交通工程的建设也有了大跨度的提高,农村农路的建设能够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为新农村

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就新沂市农村公路提档升级阿湖镇淋头河线建设工程项目针对下面层 AC-16F 型沥青混凝土目标配合比性能

进行简单的研究分析,为以后农村公路提档升级项目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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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淋头河线工程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阿湖镇,是江苏省农村公路提档

升级改造工程,该公路工程设计南起新沂市安潼线公路,北止新沂市阿黑

线公路,由南向北沿着淋头河东岸河堤与G311国道交汇,该公路设计等级

为三级,双向两车道,设计行车速度为40公里/小时,公路路基宽度设计为

8.5米,路面宽度设计为7米,两行车道各为3.5米,该公路设计路肩为土路

肩,公路两边路肩宽度各为0.75米。该公路工程路面结构设计厚度47cm,

其中AC-13C细粒式沥青混凝土设计厚度为4cm,AC-16F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设计厚度为5cm,水泥稳定碎石设计厚度为18cm,石灰稳定土设计厚度为

20cm,粘结层和下封层采用乳化沥青。 

2 AC-16F 中粒式沥青混合料原材料的规格及其试验检测 

2.1沥青：采用淄博齐鲁石化A级70号道路石油沥青,黑色、固体各项

技术指标试验结果统计见文中表1。 

表1  沥青的各项性能指标试验结果 

性能指标
针入度(25℃,

100g,5s)(0.1mm)
软化点(℃)

延度

(5cm/min,10℃)(cm)

相对密度

(25℃)

沥青与粗集料

黏附性(级)

试验结果 67 48.0 32 1.029 5 级

技术要求 60-80 ≥46 ≥20 实测 ≥4 级
 

2.2碎石和石屑：产地为山东石灰岩,碎石采用三种规格：9.5～16mm、

2.36～9.5mm,0～2.36mm,粗集料颗粒无污染 ,细集料石屑洁净无杂质,碎

石和石屑各项技术指标的试验检测结果统计见文中表2和表3。 

2.3矿粉：产地来源于江苏徐州,干燥无杂质,矿粉各项技术指标的试

验检测结果统计见文中表4。 

表2  粗集料技术指标试验结果 

型号规格 针、片状颗粒含量(%) 压碎值(%) 表观相对密度

碎石 1：9.5～16mm 5.9 16.0 2.724

碎石 2：2.36～9.5mm 5.8 - 2.729

技术指标 ≤18 ≤28 ≥2.50
 

表3  石屑技术指标试验结果 

型号规格 砂当量(%) 表观相对密度

石屑：0～2.36mm 67 2.781

技术指标 ≥60 ≥2.50
 

表4   矿粉技术指标试验结果 

型号规格 塑性指数(%) 亲水系数 表观相对密度

矿粉 2 67 2.700

技术指标 <4 <1 ≥2.50
 

从文中表1-表4可以看出,沥青、集料以及矿料的试验检测结果都

在规范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之内,满足AC-16F中粒式沥青混合料的设

计要求。 

3 AC-16F 中粒式沥青混合料合成级配设计计算 

3.1 AC-16F中粒式沥青混合料筛分试验统计结果具体见文中图1。 

3.2根据设计文件,选用F型密实级配,AC-16F级配为集料1(9.5～

16mm)：料2(2.36～9.5mm)：石屑(0～2.36)：矿粉=38:22:38:2。设计AC-16F

矿料级配见文中图2。 

3.3单质材料的视密度。单质材料的视密度见文中表5。 

碎石1 0.3 0.3 0.3 0.3 0.3 0.3 0.5 40.4 69.9 95.3 100
碎石2 0.4 0.4 0.4 0.4 0.4 21.9 72.8 100 100 100 100
石屑 12.7 26.6 35.5 52.3 77.3 95.6 100 100 100 100 100
矿粉 84.8 98.8 99.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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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矿质集料及填料的筛析结果 

合成级配 6.7 12.3 15.7 22.1 31.6 43.3 56.2 77.4 88.6 9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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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 4 10 12 17 26 38 50 70 84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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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矿料级配合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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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单质材料的视密度 

型号规格 级配
表观相

对密度

毛体积

相对密度

合成

吸水率(%)

沥青吸

收系数 C

矿料的合成

有效相对密度

碎石 1 38 2.724 2.681

0.958 0.680 2.723
碎石 2 22 2.729 2.672

石屑 38 2.781 2.671

矿粉 2 2.700 —

矿料的合成

毛体积相对密度
2.676

矿料的合成

表观相对密度
2.746

 

4 AC-16F 中粒式沥青混合料最佳油石比的计算与确定 

4.1 AC-16F中粒式沥青混合料马歇尔试验数据的分析及其关系图绘

制。依据上述合成级配38:22:38:2制作AC-16F中粒式沥青混合料试件,根

据公路工程试验规程以及规范技术指标的要求进行马歇尔相关试

验,AC-16F中粒式沥青混合料在不同油石比选用时毛体积密度、空隙率、

饱和度、稳定度及其流值等相关技术参数变化试验检测结果统计如文中图

3和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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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C-16F中粒式沥青混合料马歇尔试验各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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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油石比-马歇尔试验各项指标关系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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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根据文中图3、图4中密度、稳定度、空隙率以及饱和度与油石比

之间的关系,综合考虑对a1 、a2 、a3 、a4 分别取值为4.7%、4.2%、4.7%、

5.15%。 

4.69%5.15%）/44.7%4.2%（4.7%)/4( aaaaOAC 43111 =+++=+++=  

4.3由图4得,各指标符合沥青混凝土技术指标要求的油石比范围为： 

5.2%4.6%OACOAC maxmin ~~ = ,则 

4.9%5.2%)/2(4.6%OAC 2 =+=  

4.4综合确定AC-16F中粒式沥青混合料 佳油石比OAC。 

4.8%4.9%)/2(4.69%OAC =+=  

依据《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提出的相关技术要求,结合该公

路工程所在地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地区气候以及工程现场的实际情况,该公

路工程AC-16F中粒式沥青混合料 佳油石比选用4.7%比较合适,与其所对

应的毛体积密度为2.419cm
3
/g,该公路工程AC-16F中粒式沥青混合料配合

比及 佳沥青用量选用38:22:38:2:4.7。 

5 AC-16F 中粒式沥青混合料力学性能试验及其研究分析 

5.1 AC-16F中粒式沥青混凝土水稳定性检测。依据公路工程相关试验

规程的技术要求和规定,选用上述38:22:38:2:4.7级配制作AC-16F中粒式

沥青混凝土试件进行浸水马歇尔试验、冻融劈裂试验以及抗车辙试验,通

过相关的试验分别检测获取AC-16F中粒式沥青混凝土试件的马歇尔稳定

度、浸水马歇尔稳定度、残留稳定度、劈裂抗拉强度、冻融劈裂抗拉强度

以及动稳定度等试验数据,试验检测统计结果见文中表7-表8。 

表7  浸水马歇尔试验结果 

混合料类型 马歇尔稳定度(KN) 浸水马歇尔稳定度(KN) 残留稳定度比 So(%) 要求

AC-16F 12.79 11.12 86.9 ≥80  

表8  沥青混合料冻融劈裂试验结果 

试验项目
劈裂抗拉强度

RT1(MPa)

冻融劈裂抗拉强度

RT2(MPa)

冻融劈裂试验的

残留强度比 TSR(%)
要求

检测结果 0.7028 0.5732 82 ≥75
 

 

从表7、表8试验统计结果可以看出AC-16F中粒式沥青混凝土试件的残

留稳定度比So和冻融劈裂试验的残留强度比TSR都满足技术规范规定的要

求,AC-16F中粒式沥青混凝土选用 佳油石比OAC=5.0%,具有良好的抗水

性能,能够满足路面水稳定性标准要求。 

5.2 AC-16F中粒式沥青混凝土抗车辙试验。依据公路工程相关试验规程

的技术要求和规定,选用上述38:22:38:2级配,以油石比为5.0%制作AC-16F中

粒式沥青混凝土试件进行抗车辙试验,试验检测统计结果见文中表9。 

表9  车辙试验试验结果 

佳油石比

OAC%
试验温度 T/℃ 试验轮压/MPa 试验条件

动稳定次数/

次.mm-1
技术指标

5.0 60 0.7 不浸水 1300 1000
 

由表9试验结果可以看出,AC-16F中粒式沥青混凝土选用 佳油石

比OAC=5.0%的沥青混凝土动稳定次数大于1000次.mm-1,超出技术规范

要求。但结合历年类似工程的相关经验,沥青混凝土动稳定次数超过的

这个范围对公路路用性能影响不大,考虑工程建设成本因素,结合工程

实际,选用 佳油石比为5.0%比较适用。适合可用于新沂市阿湖镇淋头

河线公路工程。 

综上所述,通过对新沂市阿湖镇淋头河线公路工程建设所用的原材

料、混合料目标配合比的相关性能进行试验检测,通过试验表明,各项资料

都符合规范要求,该公路工程目标配合比设计满足各项技术要求,适用于

新沂市阿湖镇淋头河线公路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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