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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2022 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公告”（中交

协秘字〔2022〕33 号）要求，由河南埃科森道路新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作为起草

单位，负责本规范的编制工作。

主要起草人：徐世法、冯治安、艾贺申、韩秉烨、田俊良、亓帅、刘文娟、张然、

侯林杰、郑杰、周崇辉、张晓强、胡香凯、屠志钦、杨智珑、买仲毅、位浩、王森、刘

卫东、吴永得、陈阳、徐立庭、韩奇峰、谢芳芳、王鹏英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当前，我国修筑沥青路面所用沥青混合料的拌合生产能耗高、污染重，而沥青路面

的主要病害为车辙和开裂，导致路面使用寿命短、维修频繁，因此亟需抗车辙和抗开裂

好的环保型沥青混合料。基于此，主编单位开发了一种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添加剂，该

材料不仅能够降低沥青混合料拌合温度，更能显著提高沥青路面的抗车辙和抗开裂能

力，延长路面的使用寿命。

近年来，多家权威检测机构的结果表明，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抗车辙及抗开裂性

能优异。近十年来该材料实际应用效果表明，该材料路用性能良好，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但是，目前国内尚缺乏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的生产、摊铺、碾压、质量控制等相关指南

和标准，严重制约了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因此，为了规范、指导当前国内聚酯改性沥青

混合料技术施工，全面推广该技术在我国道路工程建设中的应用，亟待编制《聚酯改性

沥青混合料技术规范》。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通过收集既有工程应用经验，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试验检测结果及使用单位

反馈信息，确定标准编制方向。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立项和大纲审批通过，根据评审会

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再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进行补

充、修改，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挂网征求意见。针对反馈意见，提出处理办法，

进行补充、修改，形成送审稿。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进行专家审查。根据专家审

查会形成的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报批稿，上报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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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通过文献检索，收集国内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设计与施工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进行对比分析与吸收借鉴。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GB/T 21781 化学品的熔点及熔融范围试验方法 毛细管法

GB/T 1033.1-2008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一部分

GB/T 3682.1-2018 塑料 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和熔体体积流动速率的测定

JTG E20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CJJ 1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的原材料及混合料技术要求、配合比设计、施工、

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及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的新建、改扩建及养护工

程中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路面的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聚酯沥青改性剂 Polyester asphalt modifier（PAM）

由聚酯类化合物、反应剂及填料组成的可改善沥青混合料性能的添加剂。

注：分为侧重于提升高温稳定性的PAM-A和侧重于提升低温稳定性和环保性的

PAM-B。

3.2

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 Polyester modified asphalt mixture（PMAM）

以聚酯改性沥青为胶结料的沥青混合料。

注：分为使用PAM-A的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PMAM-A)和使用PAM-B的聚酯改性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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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混合料(PMAM-B)。

3.3

干法添加 Dry-mixing method

将一定比例的聚酯沥青改性剂直接加入沥青混合料搅拌缸中，与沥青、矿料共同拌

和成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添加方式。

4 符号

PAM——聚酯沥青改性剂

PAM-A——侧重于提升高温稳定性的A型聚酯沥青改性剂

PAM-B——侧重于提升低温稳定性和环保性的B型聚酯沥青改性剂

PMAM——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

PMAM-A——使用PAM-A的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

PMAM-B——使用PAM-B的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

5 材料

5.1 聚酯沥青改性剂

5.1.1 与同类型热拌沥青混合料相比，加入聚酯沥青改性剂后应使沥青混合料的高

温稳定性、低温抗裂性能、抗疲劳和抗水损害性能提高。

5.1.2 聚酯沥青改性剂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PAM-A、PAM-B技术要求

指标
单个颗粒质量

(g)
密度(g/cm3) 熔点(℃) 灰分含量(%)

熔融指数

(g/10min)

PAM-A ≤0.03 ≤1 145~160 ≤5 ≥1

PAM-B ≤0.03 ≤1 125~140 ≤5 ≥1

试验方法
GB/T

1033.1-2008
GB/T

1033.1-2008
GB/T

21781-2008
T 0614-2011

GB/T
3682.1-2018

5.2 沥青

5.3 其他材料

6 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6.1 原材料选择

聚酯沥青改性剂的类型应根据JTG F40的沥青路面使用性能气候分区进行选择，最



5

近30年内的年极端最低气温＞-21.5℃的区域选用PAM-A，最近30年内的年极端最低气温

≤-21.5℃的区域选用PAM-B，具体见表2。

表2 聚酯沥青改性剂选择

气候区名 最热月平均最高气温(%) 年极端最低气温(%) 改性剂选择

1-1 夏炎热冬严寒

＞30

＜-37 PAM-B

1-2 夏炎热冬寒 -37~-21.5 PAM-B

1-3 夏炎热冬冷 -21.5~-9 PAM-A

1-4 夏炎热冬温 ＞-9 PAM-A

2-1 夏热冬严寒

20~30

＜-37 PAM-B

2-2 夏热冬寒 -37~-21.5 PAM-B

2-3 夏热冬冷 -21.5~-9 PAM-A

2-4 夏热冬温 ＞-9 PAM-A

3-2 夏凉冬寒 ＜20 -37~-21.5 PAM-B

6.2 级配设计

6.3 聚酯沥青改性剂掺量确定方法

聚酯沥青改性剂的掺量一般为混合料质量的0.6%~0.8%，具体掺量应根据混合料路

用性能的要求进行调整。

6.4 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室内成型方法

PMAM-A试件成型方法：

a)常温的PAM-A与180℃~190℃的集料干拌时间不少于3min；

b)沥青在160℃~165℃时加入到拌和锅中，拌和时间不少于5min，避免出现花白料；

c)最后加入矿粉，拌合时间不少于1min，保证拌和均匀后即可成型试件。

PMAM-B试件成型方法：

a)常温的PAM-B与170℃~180℃的集料干拌时间不少于3min；

b)沥青在150℃~155℃时加入到拌和锅中，拌和时间不少于5min，避免出现花白料；

c)最后加入矿粉，拌合时间不少于1min，保证拌和均匀后即可成型试件。

6.5 混合料技术要求

6.6 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性能检验

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的路用性能应符合表3和表4的规定，如不满足路用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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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

表3 PMAM-A技术要求

试验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动稳定度(60℃、0.7MPa) 次/mm ≥6000 JTG E20 T0719

最大弯拉应变(-10℃，

50mm/min)
με ≥2800 JTG E20 T0715

残留稳定度 % ≥90 JTG E20 T0709

冻融劈裂比 % ≥85 JTG E20 T0739

表4 PMAM-B技术要求

试验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动稳定度(60℃、0.7MPa) 次/mm ≥4500 JTG E20 T0719

最大弯拉应变(-10℃，

50mm/min)
με ≥3200 JTG E20 T0715

残留稳定度 % ≥90 JTG E20 T0709

冻融劈裂比 % ≥85 JTG E20 T0739

7 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施工

7.1 拌和

7.1.3 拌和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a)集料和聚酯沥青改性剂干拌时间为20s~25s；

b)喷入沥青后，拌和时间为20s~25s；

c)加入矿粉后，拌和时间为5s~10s。

7.1.4 应严格控制矿料、沥青的加热温度，保持混合料的出料温度稳定、均匀。聚

酯改性沥青混合料的基准拌和温度应满足表5的要求。

表5 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的基准拌和温度范围（℃）

施工工序 PMAM-A PMAM-B

沥青加热温度 155~165 150~160

集料加热温度 180～190 17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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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料温度 170～180 160～175

7.2 运输、摊铺碾压及开放交通

7.2.1 PMAM-A的摊铺温度应不低于160℃，PMAM-B的摊铺温度应不低于150℃。

7.2.2 混合料初压温度不低于140℃，碾压终了表面温度不低于80℃。在确认不致

产生混合料推移的情况下，压路机应紧跟摊铺机进行初压。

8 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

8.1 聚酯沥青改性剂的原材料检验

a)聚酯沥青改性剂以40t为一批，不足40t也作为一批，按表1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

检验。

b)改性剂数量应逐盘检查，每天汇总1次，取平均值评定，质量偏差为±0.1%。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目前，我国公路建设的任务仍然很重。但是，我国修筑沥青路面所用沥青混合料的

拌合生产能耗高、污染重，而沥青路面的主要病害为车辙和开裂，导致路面使用寿命短、

维修频繁，因此亟需抗车辙和抗开裂好的环保型沥青混合料。

改性沥青的性能优于普通沥青，但是改性沥青施工拌和温度较高，所以，改性沥青

生产、施工能耗都相对比较高。温拌沥青相比普通 SBS 改性沥青节约能耗，但温拌改性

沥青仍然需要前期耗能进行加工生产改性沥青，生产中需要添加温拌剂，成本过高。近

年来，多家权威检测机构的结果表明，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添加剂，不仅能够降低沥青

混合料拌合温度，更能显著提高沥青路面的抗车辙和抗开裂能力，延长路面的使用寿命。

但是，目前国内尚缺乏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的生产、摊铺、碾压、质量控制等相关指南

和标准，严重制约了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因此，为了规范、指导当前国内聚酯改性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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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料技术施工，全面推广该技术在我国道路工程建设中的应用，亟待编制《聚酯改性

沥青混合料技术规范》。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精心组织安排，开展宣贯培训。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召开标准宣

贯会，对涉及的交通建设、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开展标准实施培训和宣贯普及。明

确聚酯改性沥青混合料的设计技术指标、材料性能要求、施工工艺、质量验收等方面的

具体要求，有效推动贯标工作的开展及落实。

（2）组织相关人员到施工现场参观学习，直观展示耐久型改性沥青混凝土效果及

具体施工工艺；

（3）定期组织科研、生产、应用、检验等各环节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不断对耐久

型改性沥青混凝土进行改进，保持技术领先、性能优化、价格合理。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