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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 / 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JT / T 860《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的第 6 部分。 JT / T 860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抗车辙剂;
———第 2 部分:高黏度添加剂;
———第 4 部分:抗剥落剂;
———第 5 部分:天然沥青;
———第 6 部分:温拌剂;
———第 7 部分:废旧轮胎热解炭黑;
———第 8 部分:高模量剂;
———第 9 部分:煤液化沥青。
本文件代替 JT / T 860. 6—2016《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　 第 6 部分:温拌剂》,与 JT / T 860. 6—2016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温拌剂、降黏型温拌剂和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的术语英文对应词和定义(见 3. 1、3. 3

和 3. 4,2016 年版的 3. 1、3. 5 和 3. 6);
b) 更改了温拌沥青混合料的定义(见 3. 2,2016 年版的 3. 3);
c) 删除了温拌沥青、温拌剂掺量的术语和定义(见 2016 年版的 3. 2 和 3. 4);
d) 增加了矿物发泡型温拌剂术语和定义(见 3. 5);
e) 更改了温拌剂类型(见第 4 章,2016 年版的第 4 章);
f ) 删除了降黏型温拌剂含水率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2016 年版的表 1 和 6. 1. 1. 3);
g) 更改了降黏型温拌剂的外观、熔点技术要求和灰分指标名称(见表 1,2016 年版的表 1);
h) 增加了降黏型温拌剂的密度、闪点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 1 和 6. 1. 1. 3、6. 1. 1. 5);
i ) 更改了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分类表述(见 5. 2,2016 年版的 5. 2);
j ) 更改了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的固含量指标名称(见表 2,2016 年版的表 2);
k) 增加了矿物发泡型温拌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 3 和 6. 1. 3);
l ) 增加了掺加温拌剂的沥青结合料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5. 2 和 6. 2);
m) 删除了温拌沥青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2016 年版的表 3 和 6. 2);
n) 更改了温拌沥青混合料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5. 3 和 6. 3,2016 版的 5. 4 和 6. 3);
o) 更改了降黏型温拌剂灰分试验方法(见 6. 1. 1. 2,2016 年版的 6. 1. 1. 2);
p) 更改了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胺值、固含量和 pH 值的试验方法(见 6. 1. 2. 2、6. 1. 2. 3 和 6. 1. 2. 4,

2016 年版的 6. 1. 2. 2、6. 1. 2. 3 和 6. 1. 2. 4);
q) 更改了检验规则的规定(见第 7 章,2016 年版的第 7 章);
r) 更改了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的规定(见第 8 章,2016 年版的第 8 章);
s) 更改了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胺值试验方法(见附录 A,2016 年版的附录 A);
t) 增加了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固含量试验方法和矿物发泡型温拌剂含水率试验方法(见附录 B

和附录 C);
u) 更改了掺加温拌剂的沥青结合料试样制备方法(见附录 D,2016 年版的附录 C);
v) 增加了温拌沥青混合料试件成型温度试验方法(见附录 E);
w) 删除了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pH 值试验方法(见 2016 年版的附录 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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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全国交通工程设施(公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 / TC 22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路高科(北京)公路技术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太行城乡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荥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浙江皇星化工有限公司、交科院检测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中油路之星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增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新桥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斌、路凯冀、王志斌、卜冠军、王维营、高奥东、刘武、李怀健、魏宝军、李培峰、

平树江、陈春明、杨建国、张志强、曹朋辉、周庆月、刘元强、朱支前、汤雄、郭彦伟、余昕洁、李峰、张永刚、
秦圆贺、赵恒。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6 年首次发布为 JT / T 860. 6—201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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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能够显著改善沥青混合料的路用性能或使用功能,如抗车辙剂提高抗高温

车辙性能,抗剥落剂提高抗水损害性能,温拌剂降低施工温度,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提高抗老化性能,煤液

化沥青改善高温性能。 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材料应用越来越多,同时呈现产品类型多、更新换代快等

特点,制定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相关标准非常必要,可指导相关材料的生产、检验和使用。 沥青混合

料改性添加剂产品类型很多,且这些产品材料、适用范围、性质、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差异性非常大,因此

需要分别制定标准, JT / T 860 拟分为以下八个部分:
———第 1 部分:抗车辙剂。 目的在于规范抗车辙剂相关产品的生产与检验,指导其工程应用,提高

公路工程沥青路面质量。
———第 2 部分:高黏度添加剂。 目的在于规范高黏度添加剂相关产品的生产与检验,指导其工程应

用,提高公路工程沥青路面质量。
———第 4 部分:抗剥落剂。 目的在于规范抗剥落剂相关产品的生产与检验,指导其工程应用,提高

公路工程沥青路面质量。
———第 5 部分:天然沥青。 目的在于规范天然沥青相关产品的生产与检验,指导其工程应用,提高

公路工程沥青路面质量。
———第 6 部分:温拌剂。 目的在于规范温拌剂相关产品的生产与检验,指导其工程应用,提高公路

工程沥青路面质量。
———第 7 部分:废旧轮胎热解炭黑。 目的在于规范废旧轮胎热解炭黑相关产品的生产与检验,指导

其工程应用,提高公路工程沥青路面质量。
———第 8 部分:高模量剂。 目的在于规范高模量剂相关产品的生产与检验,指导其工程应用,提高

公路工程沥青路面质量。
———第 9 部分:煤液化沥青。 目的在于规范煤液化沥青相关产品的生产与检验,指导其工程应用,

提高公路工程沥青路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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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

第 6 部分:温拌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温拌剂的类型、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
装、运输和储存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温拌剂的生产和产品质量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 T 267　 石油产品闪点与燃点测定法(开口杯法)
GB / T 1033. 1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 1 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GB / T 4507　 沥青软化点测定法　 环球法

GB / T 6368　 表面活性剂　 水溶液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GB / T 13173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

GB / T 16582　 塑料　 用毛细管法和偏光显微镜法测定部分结晶聚合物熔融行为(熔融温度或熔融

范围)
GB / T 21524　 无机化工产品中粒度的测定　 筛分法

JT / T 860. 8—2023　 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　 第 8 部分:高模量剂

NB / SH / T 0739　 沥青高温黏度测定法　 旋转黏度仪法

SH / T 0422　 沥青灰分测定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温拌剂　 warm mix additive
添加到沥青或沥青混合料中,通过物理或化学作用,降低热拌沥青混合料的拌和、压实温度的添

加剂。
3. 2

温拌沥青混合料　 warm mix asphalt; WMA
通过掺加温拌剂或采用物理工艺等措施,使沥青混合料的拌和、压实温度降低,且性能满足热拌沥

青混合料技术要求的沥青混合料。
3. 3

降黏型温拌剂　 warm mix visbreaking additive
以低熔点有机化合物为主要成分,可降低沥青高温黏度的温拌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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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warm mix surfactant additive
以表面活性材料为主要成分,可降低沥青表面张力的温拌剂。

3. 5
矿物发泡型温拌剂　 warm mix mineral foaming additive
以多孔含水矿物为主要成分,通过释放水分使沥青微发泡的温拌剂。

4　 温拌剂类型

按温拌剂的作用原理可分为降黏型温拌剂、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和矿物发泡型温拌剂三类。

5　 技术要求

5. 1　 温拌剂

5. 1. 1　 降黏型温拌剂

降黏型温拌剂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降黏型温拌剂技术要求

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外观 — 粉末状或颗粒状

灰分 % ≤0. 5

密度 g / cm3 0. 85 ~ 1. 05

熔点 ℃ 90 ~ 110

闪点 ℃ ≥250

5. 1. 2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按施工工艺可分为“干法”和“湿法”两类,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技术要求

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干法”工艺 “湿法”工艺

外观 — 液体,无悬浮和沉淀物 液体,无悬浮和沉淀物

胺值 mg / g — 400 ~ 600

固含量 % ≥5. 0 ≥99. 0

pH 值(25 ℃) — 9. 5 ± 1. 0 —

5. 1. 3　 矿物发泡型温拌剂

矿物发泡型温拌剂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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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矿物发泡型温拌剂技术要求

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外观 — 粉末状、无结团

表观密度 g / cm3 ≤0. 8

含水率(800 ℃) % ≥18

pH 值 — 7 ~12

粒度(0. 6 mm 通过率) % 100

5. 2　 掺加温拌剂的沥青结合料

以 70 号 A 级道路石油沥青作为基质沥青,掺加降黏型温拌剂和表面活性剂温拌剂(湿法工艺)制
备成的沥青结合料,其技术要求应满足基质沥青的技术要求;同时,掺加降黏型温拌剂沥青结合料的技

术要求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软化点不低于基质沥青检测值;
b)　 135 ℃布氏黏度比基质沥青检测值降低至少 30% 。

5. 3　 温拌沥青混合料

采用 70 号 A 级道路石油沥青进行温拌沥青混合料试件制备,其相关技术要求除应满足热拌沥青
混合料的技术要求外,还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成型温度降低值技术要求

单位为摄氏度

指标 温拌剂类型 技术要求

成型温度降低值

降黏型 ≥20

表面活性剂型 ≥30

矿物发泡型 ≥20

6　 试验方法

6. 1　 温拌剂

6. 1. 1　 降黏型温拌剂

6. 1. 1. 1　 外观

通过目测方式检验。

6. 1. 1. 2　 灰分

按 SH / T 0422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1. 1. 3　 密度

按 GB / T 1033. 1 中的液体比重瓶法进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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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1. 4　 熔点

按 GB / T 16582 中的毛细管法进行。

6. 1. 1. 5　 闪点

按 GB / T 267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1. 2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6. 1. 2. 1　 外观

通过目测方式检验。

6. 1. 2. 2　 胺值

按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1. 2. 3　 固含量

按附录 B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1. 2. 4　 pH 值

按 GB / T 6368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1. 3　 矿物发泡型温拌剂

6. 1. 3. 1　 外观

通过目测方式检验。

6. 1. 3. 2　 表观密度

按 GB / T 13173 中粉状洗涤剂表观密度的测定(给定体积称量法)方法进行。

6. 1. 3. 3　 含水率

按附录 C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1. 3. 4　 pH 值

按 GB / T 6368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1. 3. 5　 粒度(0. 6mm 通过率)

按 GB / T 21524 中手筛法进行。

6. 2　 掺加温拌剂的沥青结合料

6. 2. 1　 软化点

按 GB / T 4507 规定的方法进行,其中掺加温拌剂的沥青结合料制备按附录 D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2. 2　 布氏黏度(135℃)

按 NB / SH / T 0739 规定的方法进行,其中掺加温拌剂的沥青结合料制备按附录 D 规定的方法进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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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温拌沥青混合料

温拌沥青混合料成型温度按附录 E 规定的方法确定,成型温度降低值为热拌沥青混合料成型温度

与温拌沥青混合料成型温度的差值。 温拌剂推荐掺量见表 5。

表 5　 温拌剂推荐掺量

温拌剂类型 降黏型
表面活性剂型

“干法” “湿法”
矿物发泡型

推荐掺量
沥青质量的

3% ~6%
沥青质量的

5% ~10%
沥青质量的

0. 3% ~ 0. 7%
沥青混合料质量的

0. 3% ~ 0. 6%

7　 检验规则

7. 1　 检验分类和检验项目

7. 1. 1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2

3

4

5

降黏型温拌剂

外观 5. 1. 1 6. 1. 1. 1 + +

灰分 5. 1. 1 6. 1. 1. 2 + +

密度 5. 1. 1 6. 1. 1. 3 + -

熔点 5. 1. 1 6. 1. 1. 4 + +

闪点 5. 1. 1 6. 1. 1. 5 + -

6

7

8

9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外观 5. 1. 2 6. 1. 2. 1 + +

胺值 5. 1. 2 6. 1. 2. 2 + -

固含量 5. 1. 2 6. 1. 2. 3 + +

pH 值 5. 1. 2 6. 1. 2. 4 + -

10

11

12

13

14

矿物发泡型温拌剂

外观 5. 1. 3 6. 1. 3. 1 + +

表观密度 5. 1. 3 6. 1. 3. 2 + -

含水率 5. 1. 3 6. 1. 3. 3 + +

pH 值 5. 1. 3 6. 1. 3. 4 + -

粒度(0. 6mm 通过率) 5. 1. 3 6. 1. 3. 5 + +

15

16

掺加温拌剂的沥青结合料

(掺加降黏型温拌剂)

软化点 5. 2 6. 2. 1 + -

布氏黏度(135℃) 5. 2 6. 2. 2 + +

17 温拌沥青混合料 成型温度降低值 5. 3 6. 3 + -

　 　 注:“ + ”为必检项目;“ - ”为不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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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时;
b) 正式生产后,工艺或原材料有变化时;
c)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正常生产时,降黏型温拌剂、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每生产 500 t 后的周期性检验,矿物发泡型

温拌剂每生产 1 000 t 后的周期性检验;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 2　 组批、抽样

7. 2. 1　 组批

生产厂应根据产量将产品分批编号,降黏型温拌剂、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每一批为 50 t,不足 50 t
按一批计;矿物发泡型温拌剂每一批为 100 t,不足 100 t 按一批计。

7. 2. 2　 抽样

对于降黏型温拌剂和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随机从 10 个包装中抽取等量样品,经搅拌均匀后分成

两份,每份不少于 1 kg;对于矿物发泡型温拌剂,随机从 10 个包装中抽取等量样品,经搅拌均匀后分成

两份,每份不少于 2 kg。 同一批号的产品抽检一次。

7. 3　 判定规则

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第 5 章中规定的要求,则判定该批温拌剂为合格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符合

时,在该批产品中再随机抽取样品,对各项指标进行复检,全部达到第 5 章中规定的要求则判为合格;否
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8. 1　 标志

应包括但不局限于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产品执行的标准代号、商标;
b) 生产日期、批号;
c) 净质量;
d) 生产单位名称、地址。

8. 2　 包装

降黏型温拌剂、矿物发泡型温拌剂应采用防潮、不易破损、附有内膜的袋状包装,表面活性剂型温拌

剂应采用塑料桶或金属桶密封包装;包装的数量可根据添加工艺和运输方式确定。 每批产品应提供使

用说明书和合格证,合格证上除应包括 8. 1 的内容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生产地;
b) 质检员;
c) 检验执行标准;
d) 检验日期;
e)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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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运输

运输时应采取防潮、防雨、防晒、防污损等措施,保持包装完好无损。

8. 4　 储存

产品应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的库房内,避免日光长期照射。

7

JT / T 860. 6—2025



附　 录　 A

(规范性)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胺值试验方法

A. 1　 仪器

仪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电子天平:感量不大于 0. 001 g;
b) 烧杯:250 mL;
c) 磁力搅拌器;
d) 滴定管:50 mL,精确度 0. 1 mL;
e) 精密式 pH 计,精确度不大于 0. 1。

A. 2　 试剂

试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异丙醇:分析纯;
b) 标准盐酸溶液:0. 2 mol / L;
c) 蒸馏水;
d) 标准溶液:pH =7 和 pH =4。

A. 3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如下:
a)　 取 1 g 左右温拌剂样品加入到烧杯中,记录样品实际质量为 m,精确至 0. 001 g。
b) 向烧杯中加入 90 g ± 3 g 异丙醇的水溶液(异丙醇与蒸馏水质量比为 75 ∶ 25)。
c) 将磁力搅拌转子放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至充分溶解。
d) 用 pH 为 7 和 pH 为 4 的标准溶液,标定 pH 计。
e) 向滴定管中加入标准盐酸溶液。
f ) 将 pH 计电极头放入溶液中。
g) 缓慢向烧杯中滴入标准盐酸溶液,同时观测 pH 计读数,当 pH 值接近 7. 5 时,逐滴加入标准盐

酸溶液,直到 pH 值达到 7. 5 并保持稳定,记录此时滴定管的读数 V1,精确至 0. 1 mL;继续加

入盐酸,当 pH 值接近 3. 5 时,逐滴加入标准盐酸溶液,直到 pH 值稳定在 3. 48 ~ 3. 52 之间,记
录此时滴定管的终点读数 V2,精确至 0. 1 mL。

A. 4　 结果计算

按公式(A. 1)计算胺值,精确至 0. 1。

NA =
(V2 - V1) × 0. 2 × 56. 1

m × R 　 　 　 　 (A. 1)……………………

式中:
NA———胺值,单位为毫克每克(mg / g);
V1 ———pH 值为 7. 5 时滴定管的读数,单位为毫升(mL);
V2 ———滴定管的终点读数,单位为毫升(mL);
m ———温拌剂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R ———固含量,以百分比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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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固含量试验方法

B. 1　 仪器

仪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烘箱:50 ℃ ~200 ℃可调节,温度控制精度为 ± 1 ℃;
b) 电子天平:感量不大于 0. 01 g;
c) 烧杯:500 mL;
d) 干燥器:内装变色硅胶。

B. 2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如下:
a)　 称量洁净、干燥的烧杯质量,记为 m1,精确至 0. 01 g。
b) 将烧杯置于天平上,称取约 20 g 试样,并记录烧杯和试样的总质量,记为 m2,精确至 0. 01 g。
c) 将盛有温拌剂样品的烧杯置于 110 ℃烘箱中 5 h,取出烧杯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其质

量,记为 m3,精确至 0. 01 g。

B. 3　 结果计算

按公式(B. 1)计算温拌剂的固含量,精确至 0. 1% 。

R =
m3 -m1

m2 -m1
× 100% 　 　 　 　 (B. 1)…………………………

式中:
R ———固含量;
m1———烧杯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烘干前烧杯和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3———烘干后烧杯和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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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矿物发泡型温拌剂含水率试验方法

C. 1　 仪器

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瓷坩埚:容积 30 mL;
b) 干燥器:内装变色硅胶;
c) 烘箱:50 ℃ ~200 ℃可调节,温度控制精度为 ± 1 ℃;
d) 电子天平:感量不大于 0. 001 g;
e) 高温炉:50 ℃ ~1 000 ℃可调节,温度控制精度为 ± 1 ℃。

C. 2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如下:
a)　 将瓷坩埚洗净,置于 800 ℃ ±10 ℃高温炉中加热至恒重(连续两次称量之差小于 0. 003 g),并

记录其质量为 m0,精确至 0. 001 g。
b) 取 1 g 左右试样放入瓷坩埚中,然后将其置于 80 ℃烘箱中预烘 2 h,取出瓷坩埚置于干燥器中

冷却至室温,再称其质量,记录为 m1,精确至 0. 001 g;
c) 将盛有试样的瓷坩埚置于高温炉中,待温度升至 800 ℃ ± 10 ℃时开始计时,1 h 后断电降温,

取出瓷坩埚置于干燥器中继续冷却至室温,称其质量,记录为 m2,精确至 0. 001 g;

C. 3　 结果计算

按公式(C. 1)计算试样含水率,精确至 0. 1% 。

C =
m2 -m0

m1 -m0
× 100% 　 　 　 　 (C. 1)…………………………

式中:
C ———试样含水率;
m0———瓷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烘干前试样和瓷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烘干后试样和瓷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g)。

01

JT / T 860. 6—2025



附　 录　 D

(规范性)
掺加温拌剂的沥青结合料试样制备方法

D. 1　 仪器

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子天平:感量不大于 0. 01 g;
b) 烘箱:50 ℃ ~200 ℃可调节,温度控制精度为 ± 1 ℃;
c) 盛样器:金属桶,容积不小于 1 L;
d) 搅拌器:转速可调,最高速率不小于 500 r / min;
e) 加热套:与盛样器配套,容积不小于 1 L,具有温度调节控制器,温度控制精度为 ± 1 ℃。

D. 2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如下:
a)　 用电子天平称取一定质量的沥青放于盛样器中,将其在烘箱中加热至 140 ℃ ±5 ℃。
b) 将加热好的沥青连同盛样器一并放入加热套中,开启搅拌器,转速控制在 100 r / min

~ 300 r / min。
c) 按照确定的温拌剂掺量称取相应质量的温拌剂,边搅拌边缓慢加入沥青中,继续搅拌 30 min ~

40 min,搅拌过程中温度保持在 140 ℃ ±5 ℃。
d) 关闭搅拌器和加热套,立即浇模,进行相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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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温拌沥青混合料试件成型温度试验方法

E. 1　 仪器

试验仪器应符合 JT / T 860. 8—2023 中附录 J 的规定。

E. 2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如下:
a)　 按照热拌沥青混合料黏温曲线,确定其拌和、成型温度;再根据初拟的最佳油石比和表 E. 1 规

定的矿料级配范围,按 JT / T 860. 8—2023 中附录 J 规定的方法制备热拌沥青混合料,双面各

击实 75 次,确定其空隙率。

表 E. 1　 矿料级配范围

级配类型
通过下列筛孔(mm)的质量百分率(% )

16. 0 13. 2 9. 5 4. 75 2. 36 1. 18 0. 6 0. 3 0. 15 0. 075

AC-13 100 90 ~ 100 60 ~ 80 30 ~ 52 20 ~ 38 15 ~ 29 10 ~ 22 7 ~ 18 5 ~ 12 4 ~ 8

b)　 按预设的温拌剂掺量进行温拌沥青混合料试件成型,成型方法与热拌沥青混合料的方法一

致;成型温度比热拌沥青混合料的成型温度分别降低 20 ℃、30 ℃和 40 ℃。
c) 按 JT / T 860. 8—2023 中附录 J 规定的方法,计算不同成型温度条件下的温拌沥青混合料空

隙率。

E. 3　 确定成型温度

以确定的热拌沥青混合料空隙率为目标值,采用内插法得到温拌沥青混合料的成型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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