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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排水性沥青路面理论与实践》阐述了目前世界上关于排水性沥青路面(或称OGFC，多空隙沥青路面
等)结构与功能设计的最新理论，包括了排水性沥青路面的效益及其机理，缺陷及其对策，以及结构学
、水力学与水文学、声学、热学、光学等方面的设计思想、设计理论与设计方法。
同时，《排水性沥青路面理论与实践》还从原材料的选择、配比的设计、生产施工工艺、养护技术以
及工程实例五方面着手，对排水性沥青路面的具体实现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排水性沥青路面理论与实践》可作为科研院校的参考用书，也可提供有志于了解、实施或管理排水
性沥青路面的机构与个人作为指南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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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压路机本身的速度不快，一般来说，其最快的运行速度也就达到11km／h左右。
不过，考虑到作业的连续性、压实作用等，通常排水性混合料的压路机速度在2-5km，／h左右，按照
初压、复压、终压的顺序略有增大。
　　从理论上讲，为了能够使摊铺面充分并且均匀地压实，压路机应在恒定慢速下运行。
高速运行的压路机会减小压实作用，而波动的压路机速度将使得压实不均匀。
压路机对路面的压实作用分两部分：一是地面接触面积下材料的压缩，另一是压缩面与未压缩面之间
的剪切应力。
较低速度下运行的压路机，与特定摊铺面位置的接触时间长于较高速度。
这样压路机每一遍产生更多的压缩，增大了压实作用。
碾压速度还影响所产生剪切应力的大小。
较低的速度使得特定区域压缩面与未压缩面之间的剪切力施加更长的时间（给予更低的剪切率，如果
是“剪切变稀”非牛顿行为的改性沥青，则表现出更高的沥青劲度），从而产生更高的剪切应力。
剪切应力越高，集料越能重定向到一更为密实的配置。
因此，随着压路机速度降低，剪切应力增大，压实作用增加。
正是因为速度影响着压实作用，因此压路机速度的变化将改变压实作用，使得压实不均匀。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压路机操作人员没有密切关注自身速度或为了能赶上摊铺机而更快加速碾压的时
候。
压路机不得停在新铺的表面上，这会导致大的齿陷，很难清除。
如果压路机无法赶上摊铺作业的步伐，不得不以更高的速度运行，这会减小压实作用，代之，摊铺作
业应减慢，或使用更多／更大的压路机。
　　在压路机配置时，必须考虑到在给定的时间框架内，压路机比摊铺机要走更多的距离。
压路机的碾压遍数并不随层厚按比例增长，而净的向前行进速度则依赖于碾压速度与涵盖整个摊铺宽
度的碾压遍数。
决定压路机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为：钢轮宽度、碾压遍数与碾压速度。
还必须满足其他的要求，包括压实沥青要求的压路机遍数与新铺沥青在压实前的暴露时间。
当铺设较薄的层、较低的路表温度或寒风增加了混合料的冷却速率时，压实所允许的时间还会降低。
还必须允许短暂的停工（加水等），接缝压实，变化车道时走过的额外路程以及变换方向所花的时间
。
一般来说，一辆压路机可以期望其1h工作50min，另有10％～15％的时间用于非生产性工作的损失，总
体效率为’70％～75％左右。
纵向搭接将根据钢轮适合总的摊铺宽度的方式变化，通常至少为15em。
总的遍数是压路机行程的数量乘以每个行程的遍数，再加上压路机行经已压实路段到达新铺路面的补
充遍数。
　　11.4.4.3碾压模式 碾压模式是碾压顺序、碾压速度、碾压遍数与碾压位置的组合，目的是完全覆盖
整个摊铺面，以形成达到规定空隙率的均匀压实，可接受的表面平整度以及停止碾压前完全的压实。
　　均匀压实依赖于在摊铺路面的每一个区域都接受到相同数量的压路机遍数。
这意味着必须建立这样的模式，即每一种类型的压路机，覆盖整个摊铺面，具有等同数量的压路机遍
数。
如果压路机属于不同类型，则每台压路机都需要各自覆盖整个摊铺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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