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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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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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通工程设施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中交路桥南方工

程有限公司、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北京中德建基路桥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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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冰沥青混合料应用技术指南

1 范围

1.1 本文件适用于各等级新建、改（扩）建和养护公路的沥青路面表面层。

1.2 本文件规定了抗凝冰沥青混合料的材料要求、配合比设计、施工工艺和质量控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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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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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617 化学试剂 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HG 2224 粒状重过磷酸钙的颗粒平均抗压强度测定

JTG D50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

JTG E4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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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T 1210.2 公路沥青混合料用融冰雪材料 第2部分：盐化物材料

JTG 3450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3 术语与符号

3.1

抗凝冰添加剂 Anti-icing Modifier
主要成分由融雪剂和缓释剂等组成，掺加到沥青混合料中，替代部分或全部矿粉（粉末状），或替

代部分细集料（颗粒状），具有降低路面冰点、融冰雪或隔离冰雪与沥青路面冻结等作用的材料。

3.2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 Anti-icing Asphalt Mixtures
掺入抗凝冰添加剂的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3.3

抗凝冰功能持续时间 Duration of anti-icing function
抗凝冰沥青路面具有降低路面冰点、融冰雪或隔离冰雪与沥青路面冻结等作用的持续时间。

3.4

路面冰点 Freezing point of pavement
路表面1mm内的液态水开始结冰的温度。

3.5

融冰率 Melting point of pavement
将一定质量的冰块放在沥青混合料试件表面，在-5℃条件下放置2h后称量冰转化为水而损失的质量，

并计算该质量占原冰块质量的百分比。

4 基本规定

4.1 抗凝冰添加剂掺量应根据公路标准、气候条件、水文地质和荷载情况，进行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

选，满足设计、施工方案的先进性、合理性和经济性要求。

4.2 抗凝冰添加剂在掺入沥青混合料拌制时应减少额外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以免对环境及现场人员

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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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

5.1 原材料

5.1.1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使用的集料、矿粉、沥青与改性沥青等原材料技术指标应符合《公路沥青路

面设计规范》JTG D50和《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的规定。

5.2 抗凝冰添加剂

5.2.1 抗凝冰添加剂的技术要求宜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抗凝冰添加剂技术要求

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颗粒状 粉末状

气味 - 无明显刺激性气味 -

含水率 % ≤2 ≤1 JTG E42 T0332

相对密度 g/cm3 ≥1.8 ≥1.7 JTG E42 T0328

颗粒粒径

2.36mm通过率 % ≥85 - T0351-2000

1.18mm通过率 % ≥18 - T0351-2000

0.15mm通过率 % - ≥90 T0351-2000

0.075mm通过率 % - ≥75 T0351-2000

熔点 ℃ ≥260 - GB/T 617

硬度 N ≥100 - HG 2224

氯离子含量 % ≥35 ≥30 JT/T 1210.2-2018 5.2.1

耐热指数 % ≤0.5 ≤0.5 JT/T 1210.2-2018 5.2.2

碳钢腐蚀率 mm/a ≤0.11 ≤0.11 JT/T 1210.2-2018 5.2.6

冰点 1

I型 ℃ -10≤T≤-5

JT/T 1210.2-2018 5.4.1Ⅱ型 ℃ -15≤T≤-10

Ⅲ型 ℃ T≤-15

溶液 PH值 - 7-9 JT/T 1210.2-2018 5.4.4

抗凝冰功能持续时间 2 年 ≥5 附录 B

注 1：冰点Ⅰ型、Ⅱ型、Ⅲ型分别对应冬温区、冬冷区、冬（严）寒区所适用的抗凝冰添加剂类型。

注 2：可根据附录 B路面抗凝冰功能持续时间预估方法，通过室内试验模拟抗凝冰沥青路段地区的年平均降雨量，按照

氯离子含量快速测定方法，预估抗凝冰功能持续时间；其抗凝冰功能持续时间预估不宜小于 5年。

5.2.2 抗凝冰添加剂应减少对道路构造物及周边的植被、土壤、水源等生态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技

术要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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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抗凝冰添加剂环保性技术要求

评价类别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土壤 镉、汞、砷、铜、铅、铬、镍、六六六、滴滴涕 GB15618 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

水源
ph值、COD、BOD5、总磷、总氮、氰化物、氯化物、硫酸盐、硝

酸盐、铁、锰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Ⅱ类标准

生态 植物种子相对受害率 ≤50%

5.2.3 抗凝冰添加剂性能指标除应符合表 1和表 2规定之外，还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6 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抗凝冰添加剂以质量比计入矿料级配，进行矿料级配设计。抗凝冰添加剂降低不同冰点，其掺

量不同，一般≥4%。

6.1.2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的生产应配备独立的抗凝冰添加剂添加仓，以实现低抗凝冰添加剂的准确计

量，保证材料的质量稳定。

6.1.3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宜采用马歇尔配合比设计方法，并通过目标配合比设计、生产配

合比设计及生产配合比验证三个阶段，确定沥青混合料的矿料级配、最佳沥青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的规定。

6.1.4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矿料级配按照《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的密级配沥青混凝土

矿料级配范围和抗凝冰改性剂的粒径大小做微调，适当调低 4.75mm和 2.36mm 筛孔的通过率。

6.2 技术要求

6.2.1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在进行配合比设计时，需要在配合比设计的基础上按下列方面进行抗凝冰沥

青混合料抗冰融雪性能的检验。不符合要求的低冰点沥青混合料，须更换材料或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

a) 必须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进行低冰点沥青混合料冰点试验，并符合表 3的要求。气候分区参见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规范附录 A执行。

表 3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冰点技术要求

项目 单位

低温气候区

冬温区 冬冷区 冬寒区 冬严寒区

冰点 ℃ ≤-5 ≤-8 ≤-12

b) 必须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进行抗凝沥青混合料抗冰融雪能力试验，并符合表 4的要求。

表 4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抗冰融雪能力技术要求

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融冰率 % ≥3 JT/T 1210.2-2018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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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分释出量 % ≤0.3 JT/T 1210.2-2018 5.4.3

c) 必须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进行抗凝冰沥青混凝土缓释能力的试验，并符合表 5的要求。

表 5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缓释能力技术要求

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前五日累计释放量 Mol/L ≤0.045 -

6.2.2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高温稳定性、水稳定性、低温性能等其他技术要求应符合《公路沥青路面施

工技术规范》JTG F40的规定。

7 施工

7.1 一般规定

7.1.1 抗凝冰添加剂以批为单位进行检验，同一原料、同一配方、统一规格的产品每 100t为一批，不

足 100t的以实际数量为一批。

7.1.2 以批为单位抽样。在不同包装袋、不同位置随机抽取样厚，混合、搅拌和四分法缩分得到两份

样品，每份样品 5kg。
7.1.3 在工程开工前以及施工过程中发现材料来源或规格变化时，必须对材料的来源、质量、数量、

供应计划、材料场堆放及储备条件进行检查，抗凝冰添加剂进场检验的项目和频率应符合表 6的规定，

集料、矿粉、沥青及改性沥青应满足《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的要求。

表 6 材料质量检查的项目和频率

材料 检查项目 检查频度 平行试验次数或一次试验的试样数

抗凝冰添加剂

含水量

相对密度

2.36mm通过率

1.18mm通过率

溶解性

冰点

硬度

氯离子含量

170°C加热质量损失

碳钢腐蚀速率

每小时吸水率

必要时

每天1次
每天1次
每天1次
必要时

必要时

必要时

必要时

必要时

必要时

必要时

2
2
2
2
3
3
3
2~4
3
2~4
3

7.2 施工机械

7.2.1 必须配备齐全的施工机械和配件，做好开工前的保养、调试和试机，并尽量避免在施工期间发

生的有碍施工进度和质量的故障。

7.2.2

混合料的生产应配备独立的抗凝冰添加剂投放装置，添加设备主要包括提升装置、储存罐、独立送

料系统、自动计量系统、料斗、皮带等，以实现抗凝冰添加剂的单独投放，精确计量。

7.2.3 应采用连续摊铺作业，宜根据试验段确定施工机械组合。

7.3 材料存储

7.3.1 抗凝冰添加剂存储时必须采用袋装密封。

7.3.2 室内存放应摆放整齐且留有一定的空隙，并保持抗凝冰添加剂的干燥防止受潮结块。室外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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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对抗凝冰添加剂采用棚盖或遮盖的方式进行防护，以做到防潮、防晒、防污损，并远离其他热源。

7.3.3 其他原材料的存储应符合《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的规定。

7.4 拌制

7.4.1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生产时应严格按照确定的生产配合比进行配料，不得随意更改。

7.4.2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拌和时间较传统沥青混合料的拌和时间应适当延长 3~5s。
7.4.3 抗凝冰添加剂宜在沥青加入搅拌 5s后投入拌缸，完全投入后最低拌和时间宜控制在 40s。
7.4.4 矿料与沥青的加热温度、抗凝冰沥青混合料的拌和温度应根据所用沥青结合料的粘温曲线和实

践经验来确定。

7.4.5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拌和工艺流程图如图 1（颗粒状）和图 2（粉末状）所示。

图 1 抗凝冰（颗粒状）沥青混合料拌和工艺流程图

图 2 抗凝冰（粉末状）沥青混合料拌和工艺流程图

7.5 运输、摊铺、碾压、接缝、开放交通及其他

7.5.1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的运输、摊铺、碾压、接缝、开放交通及其他等施工工艺应符合《公路沥青

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的规定。

8 质量控制

8.1 施工过程抗凝冰添加剂质量控制

8.1.1 在抗凝冰沥青混合料生产过程中，必须按照表 7规定的检查项目与频度，对抗凝冰添加剂进行

抽样试验，每台拌和机每天 1~2次，以 2个试样的平均值判定，允许偏差为设计掺量的±0.5%。

表 7 施工过程中抗凝冰添加剂质量检查的项目与频度

检查项目 检查频度 试验规程规定的平行试验次数或一次试验的试样数 试验方法

外观 随时 - 目测



T/CCTAS XX—2023

7

氯离子含量 每次进场 3 JT/T 1210.2-2018 5.2.1

相对密度 必要时 2 JTG E42 T0328

耐热性指数 必要时 2~4 JT/T 1210.2-2018 5.2.2

含水率 每次进场 2 JTG E42 T0332

稳定性 必要时 2~4 前后质量变化＜5%

碳钢腐蚀率 必要时 2~4 JT/T 1210.2-2018 5.2.6

植物种子相对受害率 必要时 2~4 JT/T 1210.2-2018 6.10

颗粒筛分 每次进场 2 粒径≤3mm

8.1.2 针对非滨海环境的潮湿地区，储存阶段的抗凝冰添加剂含水率应每周定时检测两次。针对滨海

潮湿地区，储存阶段的抗凝冰添加剂氯离子含量、含水率应每周定时检测两次。

8.2 施工过程抗凝冰沥青混合料质量控制

8.2.1 施工过程取样进行抗凝冰沥青混合料的相对融冰化雪性能试验，测定冰点、融冰率、盐分释出

量、冰-路界面粘结强度前五日累计释放量，计算合格率。

表 8 施工过程中抗凝冰沥青混合料的频度和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检查频度及单点

检验评价方法

试验规程规定的平行试验

次数或一次试验的试样数
试验方法

冰点

每台拌和机每天1
次

符合本规范规定

JT/T 1210.2-2018 5.4.1

盐分释出量 JT/T 1210.2-2018 5.4.3

冰-路界面粘结强度 JT/T 1210.2-2018 5.4.1

融冰率

必要时

JT/T 1210.2-2018 5.4.2

前五日累计释放量 -

8.3 其他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8.3.1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的其他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与检查验收应符合《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F4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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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抗凝冰添加剂掺量检测方法

目的和适用范围

本方法采用水溶法测定沥青混合料中抗凝冰改性剂的掺量。

本方法适用于在拌和厂、道路施工现场采集的抗凝冰沥青混合料试样，以及路面交工验收、旧路调

查时钻芯、切割沥青混合料面层取得的代表性试样，以测试其抗凝冰改性剂的掺量。

仪具和材料技术要求

仪具与材料技术要求应符合 T0701-JTG E20和 T0903-JTG 3450的规定。

试验步骤

取样方法

a) 抗凝冰沥青混合料应按照 T0701-JTG E20 规定的方法取样，取样质量为 1000g～1500g，精确

至 0.1g。在室温冷却，一边冷却一边将沥青混合料团块仔细分散；

b) 抗凝冰沥青混凝土路面交工验收、旧路调查应按照 T0903-JTG 3450规定的方法取样，用电风

扇吹干使其完全干燥，置烘箱中加热后呈松散状态。

实验步骤

c) 在不锈钢盆中注入适量清水，将已知质量的沥青混合料(m1)倒入水中浸泡，每隔半小时用玻璃

棒适当搅动，浸泡时间不少于 6h，直至氯盐充分溶解；

d) 浸泡结束后将不锈钢盆中的水倒掉，并用清水冲洗数次；

e) 将盛有沥青混合料的不锈钢盆放入烘箱中烘干至恒重后称取沥青混合料质量（m2）。

计算分析

沥青混合料中抗凝冰改性剂的总质量按照式(B.1)计算。

mt=（m1-m2）/P （A-1）
式中：mt－沥青混合料中抗凝冰改性剂的总质量（g）；

m1－泡水前沥青混合料质量（g）;
m2－泡水烘干后沥青混合料质量(g)；
P－抗凝冰改性剂中水溶性材料占其总质量的百分比;
沥青混合料中抗凝冰改性剂掺量按照式(D-2)计算。

Pt=（m1-m2）×100 （A-2）
式中：Pt－沥青混合料中抗凝冰改性剂掺量(%)；

mt－沥青混合料中抗凝冰改性剂的总质量（g）；

m2－泡水烘干后沥青混合料质量（g）。

评定

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沥青混合料中抗凝冰改性剂掺量的试验结果，准确至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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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路面抗凝冰功能持续时间预估方法

目的和适用范围

本方法采用水溶法测定沥青混合料路面抗凝冰功能持续时间。

试验步骤

按照T0719-JTG E20的方法制备加抗凝冰剂的车辙板，浸泡于25℃的水中；

按照抗凝冰沥青路段地区的年平均降雨量，用水龙头给车辙板分10次喷水冲淋，达到降雨量为止；

收集10次冲淋后的全部溶液，测定溶液体积V，按照氯离子含量快速测定方法测定水中氯离子浓度c；

按照附录A的方法测定沥青混合料中抗凝冰改性剂的含量mt。

计算分析

溶液中的盐化物质量ma按照式(E-1)计算。

ma=cMV （B-1）
式中：

ma－溶液中的盐化物质量（g）；

c－溶液中的氯离子浓度（mol/L）；

M－盐化物的摩尔质量(g)；
V－溶液的总体积（L）。

路面抗凝冰功能持续时间t按照式(E-2)计算。

T=mtp/ma （B-2）
式中：

T－路面抗凝冰功能持续时间（年）；

mt－沥青混合料中抗凝冰改性剂的总质量（g）；

p－抗凝冰改性剂中水溶性材料占其总质量的百分比；

ma－溶液中的盐化物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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