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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JT/T 860《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分为6 个部分：

一一第 1 部分：抗车辙剂；

一一第2部分：高秸度添加剂：

一一第 3 部分：阻燃剂；

第4 部分：抗剥落剂；

第5 部分：天然沥青：

一一第6部分：温拌剂。
本部分为πIT 860 的第 6 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言

本部分由全国交通工程设施（公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冗 223 ）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阿克苏诺贝尔有限公司、山东山建道路工程研究所、

河北省高速公路邢汾管理处。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艳君、曹东伟、王勇、王立志、李作A恒、范勇军、赵文忠、张海燕、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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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沥青混合料政性添加荆

第 6 部分：温拌荆

JT/T 860.6-2016 

JT/T 860 的本部分规定了温拌剂的类型、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

储存。
本部分适用于温拌剂的生产、检验和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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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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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巳 E20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盯巳 E4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温拌剂 war咀 mixture additive 

添加到沥青或沥青混合料中，通过物理或化学作用，使沥青混合料能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下正常施

工，满足热拌沥青混合料技术要求的添加剂。

3.2 

温拌沥青 warm呻balt

将温拌剂与沥青通过搅拌、剪切或胶体磨等方式加工得到的可在较低温度下正常施工，满足热拌沥

青混合料技术要求的沥青。

3.3 
温拌沥青混合料 warm mix aspbalt(WMA) 

通过温拌剂的作用，沥青及矿料在降低拌和温度（20 ” 30）℃条件下拌和得到的，满足热拌沥青混

合料技术要求的混合料。

3.4 

温拌剂掺量 war回 mixture additive content 

温拌剂与沥青和温拌剂总质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计。
3.5 

降黠型温拌亦l 世scosity-reducing based WMA technology 

通过降低沥青在热拌施工温度附近的秸度，实现较低温度下施工、顺利压实的温拌剂。

3.6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弗j surfactant b国ed WMA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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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面活性剂为主要材料，通过降低沥青表面张力，实现温拌效果的温拌添加剂。

4 温拌剂类型

温拌剂分为降教型温拌剂和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5 技术要求

5.1 降黠型温拌剂

降秸型温拌剂技术要求见表 1,

表 1 降辅型温拌~J技术要求

指 标 单 位 技术要求

外观 粉末或细小颗粒状

灰分（元机类） % ,,; 0. 5 

含水率 % ,,; 0. 5 

熔点 'C ,,; 100 

5.2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既可采用“干法”加工工艺又可采用“湿法”加工工艺，其技术要求见表2。

表2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
指 标 单 位

“干法”（直投）添加型 “湿法＂（与沥青预混）添加型

外观 液体，无悬浮和沉淀物 液体，无悬津和沉淀物

胶值 mg/g 400 叫“m

有效固含量 % ;,,s. o ,>99. 0 

pH 值（25℃） 9.5 士 I. 0 

5.3 温拌沥青

温拌沥青技术要求见表 3,

表3 温拌沥青技术要求

指 标 单位 技术要求

针人度（25℃，100g,5s) 1/!0mm 满足原洒青技术要求

延度 cm 满足原沥青技术要求

软化点 吧 不低于原沥青

布氏秸度（ 135℃） Pa· s 比原沥青降低 309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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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续)

指　 　 标 单　 　 位 技 术 要 求

ＴＦＯＴ 沥青薄膜加热试验残留物

质量变化率 ％ 满足原沥青技术要求

针入度比 ％ 满足原沥青技术要求

延度 ｃｍ 满足原沥青技术要求

５. ４　 温拌沥青混合料

温拌沥青混合料技术要求见表 ４ꎮ

表 ４　 温拌沥青混合料技术要求

指　 　 标 单　 　 位 技 术 要 求

空隙率
击实成型

旋转压实
％

比原热拌沥青混合料提高值不大于 ０. ５

不大于原热拌沥青混合料值

矿料间隙率 ％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饱和度 ％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马歇尔稳定度 ｋＮ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残留稳定度 ％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冻融劈裂强度比 ＴＳＲ ％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车辙试验动稳定度 次 / ｍｍ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低温弯曲试验破坏应变 με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渗水系数 ｍＬ / ｍｉｎ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注:其他类型温拌剂经试验和工程验证满足上述要求的ꎬ可以采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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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目测检验温拌剂外观ꎮ
６. １. １. ２　 灰分

降黏型温拌剂灰分的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 Ｔ ０６１４ 方法进行ꎬ采用直径不小于 １２０ｍｍ 的蒸发皿ꎬ样品

数量为(５ ± ０. ５)ｇꎮ
６. １. １. ３　 含水率

降黏型温拌剂含水率的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４２ 中 Ｔ ０３４３ 进行ꎮ
６. １. １. ４　 熔点

降黏型温拌剂熔点试验按 ＧＢ / Ｔ １６５８２ 进行ꎮ

３

ＪＴ / Ｔ ８６０. ６—２０１６



JT/T 860.6-2016 

表3（续）

指 标 单 位 技术要求

质量变化率 % 满足原沥青技术要求

TFOT 沥青薄膜加热试验残留物 针人度比 9也 满足原沥青技术要求

延度 cm 满足原沥青技术要求

5.4 温拌沥青混合料

温拌沥青混合料技术耍求见表4。

表4 温拌沥青混合料技术要求

指 标 单 位

击实成型
空隙率 % 

旋转压实

矿料间隙率 % 

饱和度 % 

马歇尔稳定度 kN 

残留稳定度 % 

冻融劈裂强度比四R % 

车辙试验动稳定度 次Imm

低温弯曲试验破坏应变 με 

渗水系数 mVmin 

注·其他类型温拌剂经试验和工程验证满足上述要求的，可以采用。

6 试验方法

6.1 温拌剂

6. 1. 1 降黠型温拌1fl]

6. 1. 1. 1 外观

通过目测检验温拌剂外观。
6. 1. 1. 2 灰分

技术要求

比原热拌橱青混合料提高值不大于0.5

不大于原热拌沥青混合料值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满足原热拌沥青混合料要求

降秸型温拌剂灰分的试验按 JTG E20 中 T 0614 方法进行，采用直径不小于 120mm 的蒸发皿，样品

数量为（5 土0.5)g。

6. 1. 1. 3 含水率

降秸型温拌剂含水率的试验按π'G E42 中 T 0343 进行。

6. 1. 1. 4 熔点

降事由型温拌剂熔点试验按 GB/T 16582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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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２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６. １. ２. １　 外观

通过目测、玻璃棒搅拌检验温拌剂外观是否满足表 ２ 技术要求ꎮ
６. １. ２. ２　 胺值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胺值的试验按照附录 Ａ 进行ꎮ
６. １. ２. ３　 有效固含量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固含量的试验参照 ＪＴＧ Ｅ４２ 中 Ｔ ０３４３ 进行ꎬ固含量为烘干后总质量与温拌剂

原质量的百分比ꎮ
６. １. ２. ４　 ｐＨ 值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ｐＨ 值的试验按照附录 Ｂ 进行ꎮ

６. ２　 温拌沥青

６. ２. １　 制备方法

温拌沥青制备方法按照附录 Ｃ 进行ꎮ

６. ２. ２　 针入度

针入度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６０４ 进行ꎮ

６. ２. ３　 延度

延度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６０５ 进行ꎮ

６. ２. ４　 软化点

软化点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６０６ 进行ꎮ

６. ２. ５　 布氏黏度

布氏黏度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６２５ 进行ꎮ

６. ２. ６　 薄膜加热(ＴＦＯＴ)

薄膜加热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６０９ 进行ꎮ

６. ３　 温拌沥青混合料

６. ３. １　 拌和成型与设定温度确定

６. ３. １. １　 拌和成型

按照以下方法在试验室拌制掺加温拌剂的沥青混合料:
———用烘箱将集料加热至预定温度ꎻ
———先将温拌剂和热集料干拌 ３０ｓꎻ
———然后加入预定用量的沥青拌和 ９０ｓꎻ
———最后加入矿粉ꎬ再拌和 ９０ｓꎮ

６. ３. １. ２　 设定温度确定

按照以下方法确定设定温度:
———确定原样沥青试验温度和沥青混合料空隙率参照值ꎻ

４

ＪＴ / Ｔ ８６０. ６—２０１６



———按照温拌剂预定掺量进行温拌沥青混合料拌和ꎬ采用沥青混合料马歇尔击实方法成型试件ꎬ温
度比原样沥青试验温度分别降低 １０℃、２０℃、３０℃ (如果采用 １０℃、２０℃和 ３０℃３ 个数值不能

确定设定温拌温度ꎬ则可以将温度范围扩大至 ０℃、１０℃、２０℃、３０℃和 ４０℃)ꎻ
———测试空隙率ꎬ绘制空隙率与成型温度关系图ꎬ与原样沥青空隙率参照值比较ꎻ
———按照表 ４ 空隙率要求在图上内插得到温拌剂相应温度限值ꎻ
———采用旋转压实方法对所确定的设定温度进行验证ꎮ

６. ３. ２　 空隙率

空隙率的检测按照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７０５ 进行ꎮ

６. ３. ３　 矿料间隙率

矿料间隙率的检测按照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７０５ 进行ꎮ

６. ３. ４　 饱和度

饱和度的检测按照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７０５ 进行ꎮ

６. ３. ５　 马歇尔稳定度

马歇尔稳定度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７０９ 进行ꎮ

６. ３. ６　 浸水残留稳定度

浸水残留稳定度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７０９ 进行ꎮ

６. ３. ７　 冻融劈裂强度

冻融劈裂强度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７２９ 进行ꎮ

６. ３. ８　 车辙

车辙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７１９ 进行ꎮ

６. ３. ９　 低温弯曲

低温弯曲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７１５ 进行ꎮ

６. ３. １０　 渗水系数

渗水系数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 Ｔ ０７３０ 进行ꎮ

７　 检验规则

７. １　 检验项目及要求

７. １. １　 检验类型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ꎬ检验项目及要求见表 ５ꎮ
７. １. ２　 型式检验包括第 ５ 章技术要求中所有规定ꎬ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检验ꎻ
ｂ)　 正式生产后ꎬ工艺或原材料有较大变化ꎬ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ꎻ
ｃ)　 停产半年以上ꎬ重新恢复生产时ꎻ
ｄ)　 每正常生产满 ５００ｔ 时的周期性检验ꎻ

５

ＪＴ / Ｔ ８６０. ６—２０１６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ꎻ
ｆ)　 国家或行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ꎮ

表 ５　 检验项目及要求

序号 项　 　 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１

２

３

４

降黏型温拌剂

外观 ＋ ＋ ５. １ ６. １. １. １

灰分(无机类) ＋ ＋ ５. １ ６. １. １. ２

含水率 ＋ ＋ ５. １ ６. １. １. ３

熔点 ＋ ＋ ５. １ ６. １. １. ４

５

６

７

８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外观 ＋ ＋ ５. ２ ６. １. ２. １

胺值 ＋ ＋ ５. ２ ６. １. ２. ２

有效固含量 ＋ ＋ ５. ２ ６. １. ２. ３

ｐＨ 值 ＋ ＋ ５. ２ ６. １. ２. ４

９ 针入度 － ＋ ５. ３ ６. ２. ２

１０ 延度 － ＋ ５. ３ ６. ２. ３

１１ 软化点 ＋ ＋ ５. ３ ６. ２. ４

１２ 布氏黏度 ＋ ＋ ５. ３ ６. ２. ５

１３ ＴＦＯＴ － ＋ ５. ３ ６. ２. ６

１４ 空隙率 ＋ ＋ ５. ４ ６. ３. ２

１５ 矿料间隙率 － ＋ ５. ４ ６. ３. ３

１６ 饱和度 － ＋ ５. ４ ６. ３. ４

１７ 马歇尔稳定度 － ＋ ５. ４ ６. ３. ５

１８ 残留稳定度 － ＋ ５. ４ ６. ３. ６

１９ 冻融劈裂强度比 ＴＳＲ － ＋ ５. ４ ６. ３. ７

２０ 车辙试验动稳定度 ＋ ＋ ５. ４ ６. ３. ８

２１ 低温弯曲试验破坏应变 － ＋ ５. ４ ６. ３. ９

２２ 渗水系数 － ＋ ５. ４ ６. ３. １０

７. ２　 组批、抽样和判定规则

７. ２. １　 组批

以同一类型、同一型号 ５０ｔ 为一批ꎬ不足 ５０ｔ 也可作为一批ꎮ

７. ２. ２　 抽样

随机从 １０ 个包装中抽取等量的温拌剂ꎬ总量不少于 ５ｋｇꎬ经搅拌均匀后分成两份ꎬ密封好ꎬ一份送

检ꎬ一份封样保存ꎮ 同一批号的产品抽检一次ꎮ

７. ２. ３　 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若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检验项目要求ꎬ则判定该批号温拌剂为合格产品ꎻ如有一项不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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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定的要求时ꎬ则在该批产品中再随机抽取两份样品ꎬ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查ꎬ如全部达到标准规定则

判为合格ꎻ否则ꎬ该批产品不合格ꎮ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８. １　 标志和包装

８. １. １　 固体温拌剂宜采用防潮、不宜破损的附有内膜的纸袋或塑料编织袋包装ꎻ液态温拌剂宜采用金

属桶或塑料桶密封包装ꎮ 包装标志上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产品名称和型号ꎻ
ｂ)　 净质量ꎻ
ｃ)　 生产单位名称、地址ꎮ

８. １. ２　 每批产品应配使用说明书和合格证ꎬ合格证上除包括上述内容外ꎬ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生产地ꎻ
ｂ)　 生产日期ꎻ
ｃ)　 生产批号ꎻ
ｄ)　 质检员ꎻ
ｅ)　 检验执行标准ꎻ
ｆ)　 检验结果ꎮ

８. ２　 运输、储存

产品在运输时应避免日晒、玷污和划伤ꎬ保持外包装完好无损ꎻ产品应存放于干燥的库房里ꎬ温度不

宜超过 ４０℃ꎬ储存期不宜超过 ２４ 个月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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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胺值试验方法

Ａ. １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胺值的检测ꎮ

Ａ. ２　 试验试剂及仪器

试验试剂及仪器如下:
ａ)　 异丙醇(分析纯)ꎻ
ｂ)　 标准盐酸溶液ꎬ０. ２ｍｏｌ / Ｌꎻ
ｃ)　 天平ꎬ精确度 ０. ００１ｇꎻ
ｄ)　 烧杯ꎬ２５０ｍＬꎻ
ｅ)　 磁力搅拌器ꎻ
ｆ)　 滴定管 ５０ｍＬꎬ精确度 ０. １ｍＬꎻ
ｇ)　 蒸馏水ꎻ
ｈ)　 精密式 ｐＨ 计ꎻ
ｉ)　 标准溶液ꎬｐＨ ＝７ 和 ｐＨ ＝４ꎮ

Ａ. ３　 方法与步骤

具体操作方法与步骤如下:
ａ)　 加入 １ ｇ 左右的温拌剂样品到烧杯中ꎬ同时记录实际重量ꎬ精确度为 ０. ００１ｇꎮ
ｂ)　 继续往烧杯里加入(９０ ± ３)ｇ 异丙醇的水溶液(异丙醇 ∶ 蒸馏水质量比 ＝ ７５ ∶ ２５)ꎮ
ｃ)　 放入磁力搅拌转子ꎬ将烧杯放置于磁力搅拌器上ꎬ搅拌至充分溶解ꎮ
ｄ)　 用 ｐＨ ＝７ 和 ｐＨ ＝４ 的标准溶液ꎬ标定 ｐＨ 计ꎮ
ｅ)　 往滴定管里(５０ｍＬꎬ精度 ０. １ｍＬ)加入 ０. ２ ｍｏｌ / Ｌ 标准盐酸ꎬ并记录体积ꎮ
ｆ)　 将 ｐＨ 电极头放入溶液中ꎮ
ｇ)　 缓慢地往烧杯里滴定加入 ０. ２ｍｏｌ / Ｌ 标准盐酸ꎬ同时观测 ｐＨ 计显示读数ꎮ
ｈ)　 当读数接近 ７. ５ 时ꎬ逐滴地加入标准盐酸ꎬ直到使 ｐＨ 值达到 ７. ５ 并保持稳定ꎬ记下此时滴管的刻

度ꎻ继续加入盐酸ꎬ当读数接近 ３. ５ｈꎬ逐滴地加入标准盐酸ꎬ直到使 ｐＨ 值稳定在 ３. ４８ ~３. ５２ 之间ꎮ
ｉ)　 记录终点的滴管读数ꎮ 滴定 ｐＨ 值为 ７. ５ 时的读数减去结束时读数为标准盐酸的用量ꎮ

Ａ. ４　 数据处理

按照以下计算公式计算胺值:

ＮＡ ＝
Ｖａ × Ｎ × ５６. １

Ｓａ × Ｒ (Ａ. １)

式中:ＮＡ———胺值(ｍｇ / ｇ)ꎻ
Ｖａ———滴定消耗的盐酸体积(ｍＬ)ꎻ
Ｎ———盐酸标准溶液的摩尔浓度(ｍｏｌ / Ｌ)ꎻ
Ｓａ———实际添加的添加剂样品量(ｇ)ꎻ
Ｒ———固含量(％ )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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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ｐＨ 值试验方法

Ｂ. １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ｐＨ 值的检测ꎮ

Ｂ. ２　 试验仪器

试验试剂及仪器如下:
ａ)　 精密式 ｐＨ 计ꎻ
ｂ)　 恒温水浴箱ꎻ
ｃ)　 液体盛样器ꎻ
ｄ)　 玻璃棒ꎮ

Ｂ. ３　 方法与步骤

具体操作方法与步骤如下:
ａ)　 使用适合的盛样容器ꎬ称量约 ３００ｇ 温拌剂样品ꎻ
ｂ)　 将温拌剂样品在温度为(２５ ± ０. ５)℃的水浴箱中保持恒温 １ｈ 以上ꎻ
ｃ)　 使用玻璃棒搅拌样品约 １ｍｉｎꎬ将精密式 ｐＨ 计插入温拌剂样品中测试 ｐＨ 值ꎬ取 ｐＨ 计读数能

稳定保持大于 ３０ｓ 的读数为检测结果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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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温拌沥青制备方法

Ｃ. １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温拌沥青的制备ꎮ

Ｃ. ２　 试验仪器

试验试剂及仪器如下:
ａ)　 电子天平:感量不大于 ０. １ｇꎻ
ｂ)　 烘箱:２００℃ꎬ装有温度控制调节器ꎻ
ｃ)　 沥青盛样器:金属锅或瓷器钳ꎻ
ｄ)　 剪切机:速率可控制在(０ ~ １ 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ꎻ
ｅ)　 玻璃棒ꎮ

Ｃ. ３　 方法与步骤

具体操作方法与步骤如下:
ａ)　 用电子天平称量约 ５００ｇ 基质沥青试样放于盛样器中ꎬ在烘箱中加热至(１４０ ± １０)℃ (改性沥

青可适当提高约 ２０℃)ꎻ
ｂ)　 按照预定用量称取一定质量的温拌剂ꎬ加入到沥青中并用玻璃棒搅拌均匀ꎻ
ｃ)　 使用剪切机按照(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速率对沥青剪切 １０ｍｉｎꎬ剪切过程中温度维持在(１４０ ±

１０)℃(改性沥青提高约 ２０℃)ꎻ
ｄ)　 关闭剪切机ꎬ立即浇模进行相关试验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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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6. 1.2. 1 外观

通过目测、玻璃棒搅拌检验温拌剂外观是否满足表2技术要求。

6. 1.2.2 胶值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胶值的试验按照附录A进行。

6. 1.2.3 有效固含量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固含量的试验参照JTG E42 中 T 0343 进行，固含量为烘干后总质量与温拌剂

原质量的百分比。
6.1.2.4 pH 值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 pH值的试验按照附录B进行。

6.2 温拌沥青

6.2.1 制备方法

温拌沥青制备方法按照附录C进行。

6.2.2 针入度

针人度试验按 JI'G E20 中的 T 0604 进行。

6.2.3 延度

延度试验按E巳 E20 中的 T 悦。5 进行。

6.2.4 软化点

软化点试验按贝℃ E20 中的 T 0606 进行。

6.2.5 布氏黠度

布民秸度试验按πG E20 中的 T 0625 进行。

6.2.6 薄膜加热（甘OT)

薄膜加热试验按πG E20 中的 T 0609 进行。

6.3 温拌沥青混合料

6.3.1 拌和成型与设定温度确定

6.3. 1. 1 拌和成型

按照以下方法在试验室拌制掺加温拌剂的沥青混合料：

用烘箱将集料加热至预定温度；

先将温拌剂和热集料干拌30s;

然后加人预定用量的沥青拌和 90问

一一最后加人矿粉，再拌和 90so

6.3.1.2 设定温度确定

按照以下方法确定设定温度：

一一确定原样沥青试验温度和沥青混合料空隙率参照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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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按照温拌剂预定掺量进行温拌沥青混合料拌和，采用沥青混合料马歇尔击实方法成型试件，温

度比原样沥青试验温度分别降低 10℃、20℃、30℃（如果采用 10℃、20℃和 30℃3 个数值不能

确定设定温拌温度，则可以将温度范围扩大至0℃、10℃、20'C 、30℃和 40℃）；

测试空隙率，绘制空隙率与成型温度关系图，与原样沥青空隙率参照值比较；

一一按照表4 空隙率要求在图上内插得到温拌剂相应温度限值；

一一采用旋转压实方法对所确定的设定温度进行验证。

6.3.2 空隙率

空隙率的检测按照贝℃ E20 中的 T 0705 进行。

6.3.3 矿料闰隙率

矿料间隙率的检测按照 JTG E20 中的 T 0705 进行。

6.3.4 饱和度

饱和度的检测按照贝巳 E20 中的 T 0705 进行。

6.3.5 马歇尔稳定度

马歇尔稳定度试验按πG E20 中的 T 0709 进行。

6.3.6 浸水残留稳定度

浸水残留稳定度试验按πG E20 中的 T 0709 进行。

6.3.7 冻融劈裂强度

冻融劈裂强度试验按πG E20 中的 T 0729 进行。

6.3.8 车辙

车辙试验按 JTG E20 中的 T 0719 进行。

6.3.9 低温弯曲

低温弯曲试验按πG E20 中的 T 0715 进行。

6.3.10 渗水系数

渗水系数试验按πG E20 中的 T 0730 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项目及要求

7. 1. 1 检验类型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及要求见表5o

7. 1.2 型式检验包括第5 章技术要求中所有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检验；

的 正式生产后，工艺或原材料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停产半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的 每正常生产满 500t 时的周期性检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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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或行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表5 检验项目及要求

序号 项 目

I 外观

2 灰分（无机类）
降秸型温拌剂

3 含水率

4 熔点

5 外观

6 
表面活性剂型沮拌剂

胶值

7 有效固含量

8 pH值

9 针人度

10 延度

11 软化点

12 布氏秸度

13 τ'FOT 

14 空隙率

15 矿料间隙率

16 饱和度

17 马歇尔稳定度

18 残留稳定皮

19 冻融劈裂强度比 TSR

20 车辙试验动稳定度

21 低温弯曲试验破坏应变

22 渗水系数

7.2 组批、抽样和判定规则

7.2.1 组批

出厂检验

+ 

+ 

+ 

+ 

+ 

+ 

+ 

+ 

+ 

+ 

+ 

+ 

以同一类型、同一型号 50t 为一批，不足 50t 也可作为一批。

7.2.2 抽样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 5.1 6. I. I I 

+ 5.1 6.1.1 2 

+ 5.1 6.1.1 3 

+ 5.1 6.1.1 4 

+ 5.2 6.1. 2 I 

+ 5.2 6.1. 2 2 

+ 5.2 6.1. 2 3 

+ 5.2 6.1. 2 4 

+ 5.3 6.2.2 

+ 5.3 6.2.3 

+ 5.3 6.2.4 

+ 5.3 6.2. 当

+ 5.3 6.2.6 

+ 5.4 6.3.2 

+ 5.4 6.3.3 

+ 5.4 6.3.4 

+ 5.4 6.3.5 

+ 5.4 6.3.6 

+ 5.4 6.3. 7 

+ 5.4 6.3.8 

+ 5.4 6.3.9 

+ 5.4 6.3.10 

随机从 10 个包装中抽取等量的温拌剂，总量不少于 5kg，经搅拌均匀后分成两份，密封好，一份送

检，一份封样保存。同一批号的产品抽检一次。

7.2.3 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若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检验项目要求，则判定该批号温拌剂为合格产品；如有一项不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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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定的要求时，则在该批产品中再随机抽取两份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查，如全部达到标准规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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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和包装

8. 1. 1 固体温拌剂宜采用防潮、不宜破损的附有内膜的纸袋或塑料编织袋包装；液态温拌剂宜采用金

属桶或塑料桶密封包装。包兰克标志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净质量；

c) 生产单位名称、地址。

8. 1.2 每批产品应配使用说明书和合格证，合格证上除包括上述内容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生产地；

b) 生产日期；

c) 生产批号；

d) 质检员；

e) 检验执府标准；

f) 检验结果。

8.2 运输、储存

产品在运输时应避免日晒、站污和划伤，保持外包装完好无损；产品应存放于干燥的库房里，温度不

宜超过40吧，储存期不宜超过24 个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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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肢值试验方法

A.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表面活性剂型温拌剂胶值的检测。

A.2 试验试剂及仪器

试验试剂及仪器如下：

a) 异丙醇（分析纯）；

b) 标准盐酸溶液，0.2mo.νL;

c) 天平，精确度 0.001g;

d) 烧杯，250mL;

e) 磁力搅拌器；

f) 滴定管50此，精确度 0. lmL; 

g) 蒸馆水；

h) 精密式 pH 计；

i) 标准溶液，pH=7 和 pH=4。

A.3 方法与步骤

具体操作方法与步骤如下：

a) 加入 1 g 左右的温拌剂样品到烧杯中，同时记录实际重量，精确度为 0.001g,

b) 继续往烧杯里加人（90 ±3)g 异丙醇的水溶液（异丙醇：蒸馆水质量比＝75: 25 ）。

c) 放人磁力搅拌转子，将烧杯放置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至充分溶解。

的用pH=7 和 pH=4 的标准溶液，标定 pH 计。

e) 往滴定管里（如此，精度 0. lmL）加人0. 2 moVL 标准盐酸，并记录体积。

f) 将pH 电极头放人溶液中。

g) 缓慢地往烧杯里滴定加入0.2moVL 标准盐酸，同时观测 pH 计显示读数。

h) 当读数接近7.5 时，逐漓地加入标准盐酸，直到l使pH值达到 7.5 并保持稳定，记下此时滴管的刻

度；继锄H人盐酸，当读数接近3.5h，逐漓地加入标准盐酸，直到使pH 值稳定在3.48 -3.52 之间。

i) 记录终点的滴管读数。滴定 pH值为7.5 时的读数减去结束时读数为标准盐酸的用量。

A.4 数据处理

按照以下计算公式计算胶值：

Ji_V.xN × 56. 1 
－一s. X R 

(A. l) 

式中：NA 胶值（ mg/g);

v. 滴定消耗的盐酸体积（mL);

N- 盐酸标准溶液的摩尔浓度（moVL);

s.一一实际添加的添加剂样品量（g);

R一一固含量（%）。



JT/T 860.6-2016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表面活性剂型温拌'll!J pH 值试验方法

B.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表面活性剂型温拌J'f!J pH 值的检测。

B.2 试验仪器

试验试剂及仪器如下：

a) 精密式 pH 计；

b) 恒温水浴箱；

c) 液体盛样器；

d) 玻璃棒。

8.3 方法与步骤

具体操作方法与步骤如下：

a) 使用适合的盛样容器，称量约 300g 温拌剂样品；

b) 将温拌剂样品在温度为（25 主 0. 5 ）℃的水浴箱中保持恒温 lh 以上；

c) 使用玻璃棒搅拌样品约 lmin，将精密式 pH计插入温拌剂样品中测试 pH 值，取 pH 计读数能

稳定保持大于 30s 的读数为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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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温拌沥青的制备。

C.2 试验仪器

试验试剂及仪器如下：

a) 电子天平：感量不大于O.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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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拌沥青制备方法

b) 烘箱：200℃，装有温度控制调节器；

c) 沥青盛样器：金属锅或瓷器钳；

的剪切机：速率可控制在（。” 1 OOO)r/min; 

e) 玻璃棒。

C.3 方法与步骤

具体操作方法与步骤如下：

a) 用电子天平称量约 500g 基质沥青试样放于盛样器中，在烘箱中加热至（ 140 土 10）℃（改性沥

青可适当提高约 20℃）；

b) 按照预定用量称取一定质量的温拌剂，加入到沥青中并用玻璃棒搅拌均匀；

c) 使用剪切机按照（500 -1 000 ）的nin 速率对沥青剪切 lOmin，剪切过程中温度维持在（ 140 土

10）℃（改性沥青提高约 20℃）；

的 关闭剪切机，立即浇模进行相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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