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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维蓉主编的《道路建筑材料》共分两篇十五章。
第一篇为道路建筑材料的基础理论部分，由八章组成；第一章到第八章分别介绍了常用道路建筑材料(
主要包括石料与集料、沥青、沥青混合料、水泥与石灰、水泥混凝土、钢材、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
土工合成材料等)的基本技术性质、测试方法和技术指标、组成设计方法等内容。
第二篇为试验方法，由五章组成，叙述了道路建筑材料基本性能的常用测试评价方法，以方便试验课
程使用。

《道路建筑材料》可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交通运输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教学用书和教学参考书
，也可作为从事土木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设计人员、施工人员、管理人员和工程监理人
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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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集料的工程应用　　碎（砾）石集料主要用于道路结构的基层或垫层，其作用是承受面层
传递的荷载，并将荷载分布于路基或垫层。
碎（砾）石集料应具备的性能为：较大的刚度，以提供良好的荷载分布性质；较高的抗剪强度，以减
轻车辆（包括施工车辆）作用下的辙槽；较高的透水性，以使进入的自由水能快速排出。
砂（砾）石集料中的细土应没有塑性，以保证良好的水稳性和冰冻稳定性。
　　根据碎（砾）石集料材料的组成特点和施工方式，常用的形式为填隙碎石和级配型集料。
　　一、填隙碎石　　用单一尺寸的粗碎石作主骨料形成嵌锁结构，起承受及传递荷载作用，以石屑
作为填隙料填满粗碎石间的空隙，增加密实度和稳定性，这种材料称作填隙碎石。
缺乏石屑时，也可以添加细砾砂或粗砂等细集料，但其技术性能不如石屑。
填隙碎石可适用于各等级公路的底基层和二级以下公路的基层，压实厚度为粗碎石最大粒径的1.5 
～2.0倍。
　　压实良好的填隙碎石的固体体积率通常为85％～90％。
填隙碎石的密实度和强度与良好的级配碎石相同。
作为中等交通道路，甚至重交通道路沥青面层的基层，它与级配碎石一样可具有良好的效果。
　　1.填隙碎石结构层强度的影响因素　　（1）粗碎石的嵌锁作用　　填隙碎石结构强度的形成，主
要靠粗碎石颗粒之间的嵌锁作用。
用石屑或相当的天然砂砾或粗砂填塞粗碎石间的空隙，使其变成一种密实结构，进一步增加其强度和
稳定性。
嵌锁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粗碎石的尺寸、强度和形状以及集料的压实度。
因此，粗碎石应具有棱角，接近立方体，并具有较高的强度和韧性。
石屑、天然砂砾或粗砂等填缝料在粗碎石结构中可产生一定的黏结作用，进一步增加填隙碎石结构的
强度和稳定性。
　　（2）施工质量　　填隙碎石层质量好坏有两个关键。
第一，从上到下粗碎石间的空隙一定要填满，达到规定的密实度。
经充分压实的填隙碎石层的密实度、强度和稳定性与优质级配碎石层相当。
第二，填隙料不能覆盖于粗碎石表面而自成一层，在结构层的表面应看得见粗碎石，其棱角可外
露3-5mm。
这一点对薄沥青面层非常重要。
它可以保证薄沥青面层与基层黏结良好，避免薄沥青面层在基层顶面产生推移破坏。
　　按照施工方法的不同，填隙碎石有干压碎石和水结碎石之分。
干压碎石是指将材料撒铺后直接压实而成，特别适宜于干旱缺水地区施工。
水结碎石是在压实前适量洒水，以降低碎石颗粒间的摩擦力，水结碎石在压实过程中会产生部分磨碎
石粉，它可起到黏结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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