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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灰稳定土路面基层的强度对路面的整体性能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提高石灰稳定土路面基层强度,是保证工程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重

要手段。以下笔者就提高石灰稳定土路面基层强度的有效措施予以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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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稳定土是半刚性材料中的一种,材料后期石灰土的刚性较大,如

在土中掺入适量石灰,则石灰会与土相互作用,进而改变土的性质。早期主

要表现为土的团结、塑性减弱, 佳含水量提高, 大密度减小,而后期则

主要表现为出现结晶结构,显著提高板的整体性及板的强度。 

1 优选高等级、大细度石灰 

石灰等级和石灰的精细度越高,石灰与土的接触面也就越大,相同参

数下,其与土粒的作用也就更为充分和明显,可以有效改进石灰土的质量。

研究表明,石灰等级超过三级便可保证石灰土的整体质量。 

石灰主要应用于稳定土,钙石灰初期强度的稳定性明显高于镁石灰,

且剂量不大的情况下更为明显。但是镁石灰的后期强度与钙石灰相差无几,

大剂量使用镁石灰,效果会在一定程度上优于钙石灰。石灰存放时间不宜

过长,生产后三个月内应及时使用,如无法及时使用,则会引发石灰变质,

降低石灰的等级。 

石灰稳定土效果明显好于熟石灰,这主要是由于生石灰在灰土当中能

够吸收大量的热能,从而加快灰土硬化的速度。同时,消解初期的石灰为胶

状氢氧化钙,物质的活性较强,浓度较高,可更加充分的实现胶粒作用,但

是生石灰研磨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人体健康不利,因

此一般不采用该处理方式。 

2 选择则塑性指数符合要求的土质 

石灰土强度与土的塑性指数关系密切,塑性指数越高,则石灰土强度

越高。如土的塑性指数较小,则无法保证碾压成型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的

是,如塑性指数过大,则会直接影响粉碎和拌和的效果,稳定性也受到了较

大的影响,增加了路面缩裂的几率。这里塑性指数为10-20的土质应用 为

广泛,且施工中发现,将粉碎土作为稳定土效果 佳。选择石灰土的土质过

程中,要先明确土质当中是否存在不利于改善石灰土性能的成分,如无该

类成分,则可直接应用,如有,则需对其开展实验室鉴定,采取有效的处理

措施,达标后方可使用。 

3 严格控制石灰剂量 

石灰计量主要指石灰在干土中所占的比重,如石灰计量较低,则石

灰主要起稳定作用,土体的塑性、吸水量等指标减小,进而增大土体强

度。石灰计量增加后,石灰土的强度和稳定性也随之提高,但是如果剂

量超出正常范围,则以自由灰的方式存留于土体的空隙中,进而降低石

灰土的强度。为此,石灰剂量应结合路面结构层的各项参数严格控制在

6％-18％之间。 

4 石灰土含水量需满足要求 

水是石灰土中的主要成分之一,石灰土 佳含水量为素土的 佳含水

量、拌和中蒸发所需的水量和石灰反应中所需水量之和。石灰土属水硬性

材料,强度的形成对温度因素具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在养生的过程中,一

方面要减少石灰中的水分流失,另一方面也需适度补充水分,在特定温度

条件下养生可有效提高强度形成效率,潮湿环境下试件养生强度增长的速

度明显高于空气环境中试件强度增长的速度。 

5 提高石灰土密实度 

石灰土密实度降低1%,则其强度降低4%,且密度较大的石灰具有较强

的抗冻性和水稳定性,出现缩裂问题的几率较小。若要增大石灰土的密实

度,就应该做好碾压处理,在 佳含水量下碾压,碾压时务必严格遵循先轻

后重,自两端到中央的顺序,压实度满足要求后即可停止。 

6 石灰土龄期应满足规定要求 

石灰土的早期强度较小,前期强度增长的速度较后期更快,半年的石

灰土强度是一个月石灰土强度的一倍。随着时间的延长,石灰土的稳定性

也明显提高。混凝土强度随时间而有所提升,这充分证明了石灰与土作用

过程相对较慢。工程施工中必须高度满足石灰土龄期的要求。 

7 准确把握石灰土冰冻稳定性规律 

温度与石灰土强度成正相关,负温状态下,石灰土强度基本无变化,此

时石灰土的湿度以及供水条件会直接影响其冰冻作用的程度和效果。 

轻冰冻区和重冰冻区的非过湿路段,石灰强度在时间作用下呈锯齿

状增加,冰冻前的强度和冰冻的破坏作用会直接影响锯齿的幅度。石灰

土成型后,经冰冻作用的部分石灰土结构遭到破坏,且春季石灰土的强

度较冬季有所下降,夏季石灰土强度明显上升。石灰土不断增强的过程

中,春融季节强度下降的幅度也有所减小,这也是强度呈锯齿状增长的

主要原因。 

在冰冻区过湿路段,如无法采取科学的防冻措施,则石灰土会受到严

重的冰冻作用结构出现损坏,但是其仍可保持一定的强度。调查显示,重冰

冻区过湿路段土基上的石灰土内,覆有片状及层状的聚冰或聚冰带,融化

水分排除和蒸发后,冰层导致的石灰土裂纹明显减小,但是其无法完全合

并,从而形成新的整体。 

8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冰冻区非过湿路段,仅需满足龄期要求,便可将第一春融

期的强度作为设计强度。石灰竣工后,要第一时间冰冻,在第二年交通量未

达到设计交通量要求时,便可将第二春融期的强度作为设计强度。若在施

工中可严格遵守上述要求,便可有效改善水灰稳定土路面基层的强度,进

而增大路面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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