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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沥青混凝土路面的快速发展, 公路建设和养护技

术日新月异,高速公路机械化养护作业方式已成主流。虽然

一些传统的修补路面坑洞的方法仍在使用, 但它们越来越

跟不上形式和发展的需要,终将被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

技术且科技含量高, 施工规范程度高的养护施工新模式所

取代, 沥青路面热再生坑槽修补技术便是公路养护中新技

术应用的一个方面。

1热再生技术修补沥青路面坑槽原理

沥青路面热再生坑槽修补技术, 是用路面专用维修设

备通过对病害沥青路面的间歇性加热, 使路面温度迅速升

高至适当温度,待旧沥青路面软化后,人工进行耙松,根据工

程量大小添加适量的沥青再生剂和新的热沥青混合料,进

行掺拌均匀,然后再整平、碾压、养生,实现对沥青路面坑槽

病害的修复。该施工技术是通过一台综合型热再生养护车

来完成沥青混凝土路面坑槽的修补, 其修补方法既不同于

传统的冷、热修补技术,也不同于红外加热管修补技术,是一

种真正意义上的热接修补。

2沥青路面坑槽成因及修补的现状分析

2.1路面坑槽是沥青路面病害中较为典型的病害之一

其产生原因是沥青路面面层混合料局部空隙率较大、

沥青与石料间的粘附力不强,路表水(雨水或雪水)进入并滞

留在面层沥青混合料中, 在行车荷载尤其是重载车辆的不

断作用下, 产生的动水压力使面层的沥青从石料表面剥落

下来,沥青路面便会出现局部松散破损,散落的石料被车轮

甩出带走,路面自上而下逐渐会形成坑凹状槽体。路面坑槽

会严重影响路面的平整度和行车的舒适性, 若不及时修补,

在交通荷载和水的综合作用下,破坏会迅速发展,不但造成

养护维修费用的增加而且会引发交通事故, 严重危及过往

车辆的行车安全。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养护措施在最短的

时间内进行修补恢复。

2.2冷补材料修补

因为沥青冷补料使用方便快速, 如果施工环境干燥或

使用完后长时间无雨水,冷补料还是能起一定作用的。问题

是冷补料修补过的路面坑槽,在雨后很快会再次出现,有些

甚至产生更大的破坏,必须重新修补,这样所造成的成本费

用就会加大。主要是因为用冷补料修补坑槽过程中没有彻

底消除坑壁坑底的积泥与松散, 坑壁坑底与新的沥青冷补

材料无法进行密实粘结,很容易进水和积水,沥青冷补材料

只是简单地填满坑槽而已,而且压实度也不容易满足要求。

冷补料是一种应急的修补措施, 可临时解决影响行车

安全的坑槽修补,虽然方便快速,但规范化作业程度较低,相

对来说材料价格偏高。

2.3热拌沥青混合料修补

热拌沥青混合料是路面铺筑和路面坑槽修补的主要材

料,其优点是稳定性好,强度高。

热拌沥青混合料修补路面坑槽的工艺流程为：现场病

害测量→切割路面→风镐凿除松动旧油面→人工清除废

碴→吹风机清理粉尘→涂刷粘层油→卸填沥青混合料→摊

铺→整平→碾压→冷却养生→清扫现场→撤除标志→开放

交通。

这种做法的缺点是施工工序多,程序较为繁琐,且在坑

槽切割凿边及压实过程中, 坑槽四周容易产生松散和崩缝,

同时坑壁四周为冷热接缝, 导致不同的沥青板块在外力作

用下弱接缝会开裂, 降雨时雨水会顺着裂缝缝壁渗透到面

层下,从而产生坑槽再破坏,危害路面基层的稳定性,影响道

路的整体寿命。

2.4热再生技术修补路面坑槽

热再生技术修补路面坑槽工艺, 是使用沥青路面热再

生养护车,通过智能化控制,对病害路面进行间歇性加热,它

采用高效辐射热能的加热墙板将待修补的路面加热, 然后

由人工耙松,喷洒沥青再生剂,使原有的沥青混合料现场再

生,再从养护车料仓中输出适量热的新的沥青料,新旧沥青

料进行均匀掺拌,然后摊铺、整平,用该车携带的自行式振动

压路机压实路面,完成路面坑槽修补工作,该施工方法最大

程度解决了传统修补方法造成的弱接缝问题。

热再生养护车,可全天候工作,尤其是在冬季无热拌沥

青混合料的情况下,其优势更加突出。修补速度快,工作效率

高,可有效降低劳动强度,降低施工安全风险等性能特点,特

别是其对路面坑槽修补能迅速做出反应, 有效地延长了道

路的使用寿命。其作业科技含量和规范化程度较高,能够满

足现代高速公路机械化养护作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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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介绍了热再生技术修补沥青路面坑槽的原理和施工工艺, 分析比较了热再生修补路面坑槽的方法与传统修

补路面坑槽的优缺点,以及热再生修补技术在公路养护中应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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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分析

3.1用冷补料和传统的热拌沥青混合料修补路面坑槽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新旧路面之间弱接缝不易处理,且

行车时接缝处容易产生啃边、崩边、松散、脱粒现象；冷补料

修补的坑槽压实度不易满足要求,寿命较短。

3.2传统的热料修补

工艺程序较为繁琐,而且作业持续时间长,还存在安全

隐患大、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质量不高、工作效率低、养护

成本高等问题。

3.3采用热再生路面坑槽修补技术

能够很好的使新旧料形成有机的结合, 基本上解决了

传统工艺修补路面坑槽所存在的问题, 且科技含量较高,也

符合机械化养护作业的要求。

4热再生修补沥青路面坑槽的施工工艺

4.1热再生修补沥青路面坑槽技术其实质是养护高科

技成果在养护作业中的具体运用, 核心是提高了路面坑槽

修补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能够有效地节约养护成本。

4.2主要工艺流程：

4.2.1测定路面破坏病害的范围与深度,按“圆洞方补、

斜洞正补”的原则,划出坑槽修补轮廓线(正方形或长方形),

适当外移 5cm左右,使得接缝处理效果更好。

4.2.2将热再生养护车加热板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选择

适当的加热区域。

4.2.3用加热板加热待修补的区域,可以自行设定时间,

加热一段时间后病害路面被软化。

4.2.4人工耙松软化的路面, 一定要深入到软化层的底

部。

4.2.5从料仓中输出适量一直保温的新的沥青混合料,

和旧料一起掺拌均匀。

4.2.6摊铺整平,再喷洒适量乳化沥青作为再生剂。

4.2.7用自携式手推压路机由边部向中间反复压实 5～

6遍。

4.2.8检查路面平整度和四周接缝质量。

4.2.9清理施工现场,冷却养生 30～50分钟。

4.2.10撤除施工标志,开放交通,如果夏季施工温度较

高,开放交通的时间可适当延长。

一般情况下热再生养护车修补加热墙面积范围内的病

害大概需要 20分钟修复后接缝密合、平整、美观、耐久。

5热再生修补沥青路面坑槽技术应用的效果

在高速公路路面养护中, 采用热再生修补沥青路面坑

槽技术,坑槽修补的质量和水平有较大提高,规范化作业程

度增强,科学养护及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坑槽修补的费用成

本也明显降低。

5.1采用热再生修补技术,有效地解决了弱接缝问题,科

技含量大,修补质量高,使用寿命长。

5.2施工方便、快捷,尤其是在冬季无热拌沥青混合料

的情况下,其优势更加突出,且可全天候随时进行路面坑槽

修补作业；缩短施工时间,并可有效降低安全隐患和施工作

业的安全风险,社会效益显著。

5.3有较高的环保价值

一方面,在现场施工过程中,采用现场热再生技术可以

降低粉尘对空气的污染；另一方面,避免了旧沥青废料丢弃

或掩埋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5.4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

沥青混合料中的沥青粘结料及骨料都属于不可再生的

自然资源, 在现场热再生施工中实现了石料和沥青粘结料

的重复利用,从而保证了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

5.5有效降低养护成本

现场热再生技术能 100%地再生旧沥青路面,根据需要

只添加少量新的沥青混合料,这就减少了大量的材料费、运

输费以及处理旧料所需的费用, 从而大大降低了公路维护

成本,据测算,节约单项养护成本约在 15%以上,经济效益明

显。

6结语

沥青路面热再生坑槽修补是处治路面坑槽病害中新材

料、新工艺、新技术在公路路面养护中的综合运用,科技含

量和规范化程度高,社会和经济效益明显,在高速公路路面

养护中应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推广。

[参考文献]

[1]肖缙,伍鹏.沥青路面热再生技术的设计及施工要点

[J].城市道桥与防洪,2017(3):49-51.

[2]谭炳梁,杨修志.热再生技术在沥青路面病害修补中

的应用[J].交通标准化,2011(12):58+60.

[3]周丽芹.沥青路面热再生修补技术在高速公路养护

中的应用[J].建设科技,2018(03):102-103.

[4]安呈祥.探析热再生技术在沥青路面维修养护施工

中的应用[J].四川水泥,2016(05):3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