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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贵州高速公路施工经验对梁板的预应力孔道压浆

料工艺性试验进行总结研究, 梁板压浆工艺采用后张预应

力孔道压浆,压浆液强度 50Mpa,压浆浆液性能指标符合《公

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F50-2011）规定。总结以往工

地在后张预应力孔道压浆的施工中的经验教训, 所使用的

压浆液一般采用水泥、水、减水剂、膨胀剂、增稠剂等外加剂

进行现场配制。由于压浆材料的组成较为复杂,现场添加的

粉体组分较多,工序繁冗,计量准确性要求很高,现场施工人

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缺乏有效的质量管理手段,无法保障压

浆材料的性能,通常存在浆体拌合不均匀,流动性较差,泌水

严重,分层离析,硬化后空隙较多强度低等问题,严重影响结

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

为保证工程质量,简化施工工艺,按照《公路桥涵施工技

术规范》（JTG/T F50-2011）的相关规定（见表 1）,选择各种

常见的压浆材料配制压浆液,在水灰比一定的情况下,对比

不同压浆料配制的压浆液各项性能指标, 选取最优的压浆

方案。

表 1

1试验原材

水：施工用水

水泥:凤冈县西部水泥厂 P.O42.5水泥

膨胀剂：晋鑫元 UEA低碱膨胀剂

减水剂：晋鑫元 JXY-PC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专用压浆剂：晋鑫元 UEA-Y1压浆剂,由高效减水剂、

膨胀剂和矿物掺合料等多种材料干拌而成的混合剂, 在施

工现场按一定比例与水泥、水混合并搅拌均匀后,用于充填

后张预应力孔道的压浆材料。

专用压浆料：易达恒联 YH-YJL压浆料,由水泥、高效

减水剂、膨胀剂和矿物掺合料等多种材料干拌而成的混合

料,在施工现场按一定比例加水并搅拌均匀后,用于充填后

张预应力孔道的压浆材料。

2试验方法

2.1拌合

搅拌机转速不低于 1000r/min,搅拌时间 3-5分。

2.2凝结时间

按照《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测方

法》（GB/T1346）

2.3流动度

图 1 流动度测定仪

2.4泌水率、膨胀率

实验装置如图 2所示,用有机玻璃制成,带有密封盖,高

120mm,置放于水平面上。

图 2 浆液泌水率和膨胀率试验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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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桥规中规定在后张预应力孔道压浆的施工中宜采用专用压浆料或专用压浆剂配制的浆液进行压浆, 并对后张

预应力孔道压浆所用压浆浆液的性能指标作出了较大的调整,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要求,在此情况下要把后张孔道压浆的各

项指标都做合格,就需要配制工作性能较好的压浆液。本文对配制压浆液常用的新旧材料进行对比试验,研究各种材料配制

的压浆液技术性能,选取合适的原材料保证压浆的质量、可靠性和耐久性,以保障后张预应力孔道压浆的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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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性能指标 

水胶比 0.26~0.28 

初凝 ≥5 
凝结时间(h) 

终凝 ≤24 

初始流动度 10~17 

30min流动度 10~20 流动度（25℃）(s) 

60min流动度 10~25 

3h毛细泌水率 0 
泌水率(%) 

24h自由泌水率 0 

0.22MPa 
压力泌水率(%) 

0.36 MPa 
≤2.0 

3h 0~2 
自由膨胀率 

24h 0~3 

充盈度 合格 

3d ≥20 

7d ≥40 抗压强度(MPa) 

28d ≥50 

3d ≥5 

7d ≥6 抗折强度(MPa) 

28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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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容器内填灌水泥浆约 100mm深,测填灌面高度并记

录下来,然后盖严。置放 3h和 24h后量测其离析水水面和

水泥浆膨胀面,然后按下列公式计算泌水及膨胀率：

2.5充盈度

实验装置如图 3所示, 内径为 40mm的透明有机玻璃

管,两端的直管夹角 120。,每部分长度为 0.5m。将拌制好的

浆体静置 l min, 通过流动锥将浆体灌入固定在固定架上的

充盈度管中。充完浆体后,用塑料薄膜密封圆管的两端。在

20±3℃的条件下放置 7 d, 观察管内部是否有直径大于

3mm的气囊或水蒸气,在管道的两端是否有大量的泡沫层。

图 3 充盈度管

2.6强度检测

按照《水泥胶砂强度检测方法（ISO法）》（GB/T 17671）

3试验用配合比

表 2 试验用配比

4试验结果分析

4.1凝结时间

表 3 凝结时间

4.2流动度

表 4 流动度

方案 A为传统孔道压浆配合比, 在新桥规给定的水胶

比范围条件下很难配制出流动度符合规范要求的孔道压浆

液,为达到初始流动度要求,减水剂用量已达到最高掺量,水

泥与减水剂出现不良反应, 压浆液浆体分层离析,30min流

动度、60min流动度测试均不合格, 对于大跨径孔道压浆比

较困难。方案 B与方案 C是在新桥规发布后采用的孔道压

浆专用压浆材料, 通过试验可以看出方案 C的流动度优于

方案 B且完全满足规范要求。

4.3自由泌水率、膨胀率

根据 JTG/TF50-201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附录 C4

压浆浆液自由泌水率和自由膨胀率试验进行实验, 测试流

动度合格的压浆料 24h自由泌水率和膨胀率。

表 5 自由泌水率及膨胀率

方案 B与方案 C在自由泌水率、膨胀率试验中效果表

现良好,不泌水且有微膨胀。方案 A在泌水收缩上没有达到

规范要求,24h后浆体出现分层沉淀,水分析出,如果用于施

工,压浆后孔道浆体体积收缩,孔道很难成饱满状态,预应力

钢绞线不能与浆体有效粘结造成预应力损失。

4.4充盈度

方案 A泌水收缩不进行充盈度实验。方案 C放置 7 d

后观察发现：直径 <3 mm的气囊基本没有、没有泡沫层、没

有＞1ml的水。

4.5强度

将压浆液装入试模按规范要求制作标准试件, 试件放

入养护箱中进行标准养护, 测试 3d.、7d.、28d 抗压抗折强

度。

表 6 抗压、抗折强度

在制作试件的过程中方案 A 的浆液装入试模后泌水

收缩需要间断性补料, 方案 C的浆液装模后基本可以达到

一次性成型,脱模后试件饱满,空隙少,强度试验证明其有很

好的力学性能。

5总结

表 7 方案比选

由以上试验结果可以看出传统工艺方案 A采用水泥、

水、减水剂、膨胀剂等进行现场配制。这种方案配制的压浆

液通常存在各种外加剂兼容性不良、水泥与减水剂适应性

差等问题,造成浆体质量稳定性差、流动性差、流动度损失

快,体积稳定性差,新拌浆体泌水大,易离析分层、浆体中微

沫多,流动性不好,凝结时间不适中,浆体压浆时往往不顺畅,

易堵管,施工速度慢,孔道也很难成饱满状态等,硬化后浆体

不密实,气泡、针隙类空隙多,与预应力筋粘结不实,浆体中

甚至有断纹,孔道不饱满等。上述问题不仅影响施工,而且直

接关乎桥梁结构的耐久性及安全使用。

方案 B与方案 C都是采用专用的压浆材料, 技术性能

( ) ( )%
1

3-2100
×

∂
∂∂

=泌水率

( ) ( )%
1

1-3100
×

∂
∂∂

=膨胀率

原材 水泥 Kg/m³ 水 Kg/m³ 膨胀剂

Kg/m³ 

减水剂

Kg/m³ 

压浆剂

Kg/m³ 

压浆料

Kg/m³ 

方案 A 1397 426 126 22.4   

方案 B 1385 429   152  

方案 C  386    1380 

 

凝 结 时 间 ( h )  方 案 A  方 案 B  方 案 C  

初 凝  9  6  6  

终 凝  1 2  9  8  

 

 水 胶 比  初 始 流 动 度  3 0 m i n 流 动 度  6 0 m i n 流 动 度  

方 案 A 0 . 2 8  1 7  2 2  3 1  

方 案 B 0 . 2 8  1 7  2 0  2 6  

方 案 C 0 . 2 8  1 5  1 8  2 4  

 

 水 胶 比  2 4 h 自 由 泌 水 率 / %  2 4 h 自 由 膨 胀 率 / %  

方 案 A  0 . 2 8  0 . 3  - 0 . 4  

方 案 B  0 . 2 8  0  0 . 1  

方 案 C  0 . 2 8  0  0 . 2  

 

抗 压 强 度 （ M p a）  抗 折 强 度 （ M p a）   水 胶 比  

3 d  7 d  2 8 d  3 d  7 d  2 8 d  

方 案 A  0 . 2 8  2 8 . 9  4 2 . 6  5 1 . 9  5 . 5  7 . 3  1 0 . 8  

方 案 B  0 . 2 8  3 5 . 3  5 3 . 2  6 0 . 8  6 . 4  9 . 5  1 1 . 9  

方 案 C  0 . 2 8  3 8 . 1  5 7 . 5  6 5 . 3  7 . 2  9 . 9  1 2 . 6  

 

项目 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水胶比 0.26～

0.28 
勉强满足 对减水剂要求较高 满足 满足 

流动度 在低水胶比下很难达到 基本满足 满足 

泌水率 泌水沉淀、分层离析 零泌水率 零泌水率 

膨胀率 泌水收缩 微膨胀 微膨胀 

充盈度 不足 良好 良好 

强度 基本满足 满足 满足 

施工工序 
工序复杂,对机械、人员和计量准

确度要求较高 

施工现场需要和水泥

配合使用 

按比例加水直

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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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某公路沥青路面工程项目进行分析, 该公路由于

气候温差以及车流量较大, 且超重车多等等原因导致该公

路出现大量裂缝,经过对其进行分析,决定采取热熔橡胶改

性沥青碎石封层技术对该路段进行养护。以下就公路沥青

路面工程中的热熔橡胶沥青碎石封层养护施工进行探讨。

1公路沥青路面工程中的裂缝及其病害分析

沥青路面裂缝及其引发的病害主要表现为:(1) 沥青路

面裂缝的主要类型。按沥青路面裂缝的形成原因,可分成荷

载型裂缝和非荷载型裂缝两大类。荷载型裂缝主要是由于

路面设计不周或施工原因,结构层本身强度不足,不能适应

日益增长的交通量及轴载作用而产生的强度裂缝。非荷载

型裂缝主要表现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基层开裂在路面形成

的反射裂缝,一种是沥青路面本身产生的低温裂缝。根据沥

青路面裂缝表现形式不同,可划分为横向裂缝、纵向裂缝、

网裂和龟裂等。(2)沥青路面裂缝引发的病害分析。沥青路面

一旦出现裂缝,雨水很容易沿裂缝下渗到基层,若不及时采

取措施,在行车荷载的反复作用下,结构层内部产生冲刷,从

而加快病害的发展, 使本来就处于裂缝状态的病害加剧扩

大、扩展,造成沥青路面及基层的进一步破坏,可能出现松

散、坑槽、沉陷等病害,影响路面的使用功能,降低行车舒适

性和安全性,从而缩短路面的使用寿命。

2公路沥青路面工程的热熔橡胶沥青碎石封层养护施

工分析

2.1热熔橡胶沥青碎石封层施工要求的分析。主要表现

为:(1)石料与沥青合理选取并控制其用量的要求。石料选取

需要满足棱角、大小统一、均匀粒径且坚硬耐磨干燥洁净等

要求。在选择石料的时候还需注意到,由于大粒径石料容易

会因卡住斜门而造成一道缺料, 而过多小石料也会造成飞

石问题,从而对安全行车造成影响。所以石料的用量要依据

试验进行严格控制, 确保大石料与小石料的嵌挤以及层间

的粘连。在施工中,可以采用双层热熔橡胶沥青碎石封层,对

已经水洗过的石料进行除尘处理, 然后再进行 70一 80℃

加热拌和就可以进行施工。上下面两层的覆盖率分别控制

在 95%一 100%和 80%一 85%之间, 并分别使用 5一 l0mm

浅谈公路沥青路面的热熔橡胶沥青碎石封层养护施工及其
检测

杨德明

新疆天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DOI:10.18686/bd.v2i1.1202

[摘 要] 当前公路工程通常采用半刚性基层加柔性面层的结构,该结构具有较高的强度与刚度等特征,但是却同时存在容

易产生干缩和温缩造成的裂缝问题。而这种裂缝容易在沥青面层进行反应,导致雨季雨水通过裂缝渗入到基层中,对基层进

行侵蚀,基于此,本文结合某公路工程,首先阐述了公路沥青路面工程中的裂缝及其病害,对公路沥青路面工程中的热熔橡胶

沥青碎石封层养护施工进行了论述分析,并论述了加强公路沥青路面工程养护检测的措施。

[关键词] 公路沥青路面工程；裂缝；病害；热熔橡胶沥青碎石封层；养护施工；检测

指标相近,但在应用过程中方案 C有以下明显优势：

①压浆料直接加水配制, 不用在现场称量掺加压浆剂,

解决了压浆剂现场的称量不准导致浆液质量不达标的问

题；

②杜绝了施工过程的有意少加或不加压浆剂的问题,

有利于质量管理；

③所有压浆剂都需在使用前与水泥试配, 以验证水泥

与压浆剂的适应性,调整压浆剂配方后才能使用,而施工过

程中水泥是存在差异的, 所以使用压浆剂时水泥与压浆剂

的适应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而压浆料在工厂内就完成解

决了这个问题。

④压浆料能更好地保证压浆质量, 符合标准化施工的

要求。

6结束语

综上所述以专用压浆料为核心材料的方案 C 为最优

方案,压浆料可以有效解决各种外加剂兼容性不良、水泥与

减水剂适应性差等问题,并且简化现场施工工艺,加强了质

量管理,保证压浆的质量、提过预应力构件的可靠性和耐久

性。现在全国各地对预应力孔道压浆质量越来越重视,有些

省份已经强制要求使用压浆料, 压浆料在不久的将来会作

为预应力孔道压浆必备材料进行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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