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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剖析了集料规程试验方法中的网篮法�
塌落筒法及ＣＯＲＥＬＯＫ法的实验方法和原理。随
后用不同试验方法对不同集料进行了比对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ＣＯＲＥＬＯＫ法测试集料结果与网篮
法及塌落筒法结果相近�但 ＣＯＲＥＬＯＫ法更具备
网篮法与塌落筒法不具备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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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沥青混合料集料密度测试方法及存在的
问题
我国现行规范规定对集料密度的测试方法有网

篮法和坍落筒法。但是这两种方法测试前均需要浸
泡24ｈ�而且测试过程中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目
前�美国用一种新型的密度测试方法ＣＯＲＥＬＯＫ法测
试集料的密度及吸水率�可以省去浸泡24ｈ的时间且
受人为因素影响也相对较少。因此�现针对规范规定
的集料测试方法与ＣＯＲＥＬＯＫ法进行对比研究。
1．1　网篮法 （Ｔ0304—2005）

所谓网篮法就是将粗集料试样水洗过筛后�在水
中浸泡24ｈ�然后浸入溢流箱中�测出集料的水中质
量�再用毛巾将集料擦至饱和面干状态�称取集料饱
和面干质量�最后�将试样放入105±5℃ 的烘箱中将
集料烘干。
网篮法测试的是粗集料的毛体积密度、表观密度

及吸水率等指标。所谓毛体积是指集料饱和面干状
态下的表面轮廓水膜所包裹的全部体积�此时�集料
与外界流通的所有开口孔隙已被水充满。集料的体
积包括集料的实体体积、集料内部闭口孔隙以及表面
的联通开口孔隙。在用网篮法测定时�关键在于用拧
干的湿毛巾擦拭集料的表面时要将集料表面擦至饱

和面干状态�表面既不能有多余的水膜�又不能把吸
入孔隙中的水分擦走。如果水从集料的开口孔隙中
流出�测量的毛体积就会比实际值偏小�密度结果偏
大；如果表面水没擦干�集料的毛体积测量值将会偏
大�密度结果偏小�因此在实际测试中受人为因素影
响很大。
1．2　坍落筒法 （Ｔ0330—2005）

坍落筒法就是将集料试样水洗过筛后�在水中浸
泡24ｈ�然后用吹风机将集料吹至表干状态�分别称
取集料质量ｍ1（300ｇ左右 ）�ｍ4（500ｇ左右 ）�将ｍ1
装入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线�称取瓶加水加料的质量
ｍ2�将瓶中的料倒出；在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称取瓶
加水的质量ｍ3。最后�将ｍ4试样放入105±5℃的烘
箱中将集料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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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落筒法测试的是细集料的毛体积密度�表观
密度及吸水率的指标。在用此法测定时�关键是饱
和面干状态的判定�表面既不能有多余的水膜�又
不能把吸入孔隙中的水分吹走。如果水从集料的
开口孔隙中流出�测量的毛体积就会比实际值偏
小�密度结果偏大；如果表面水没吹干�集料的毛体
积测量值将会偏大�密度结果偏小。而且�在吹干
的过程中�集料需要受热均匀尤其对于0～5ｍｍ的
集料而言�受人为影响因素较大�并且此过程也比
较耗时。
1．3　ＣＯＲＥＬＯＫ法

ＣＯＲＥＬＯＫ法中的试验设备包括大、小标准容器
和一个真空密封设备�试验过程如下：

（1）将ＣＯＲＥＬＯＫ容器放在水平台上�调整气泡
居中�在容器中加水至刻度线�盖上容器盖�用固定轴
固定；然后用针管向盖孔中缓缓注入水�使水从小孔
中涌出�直到涌出的水无气泡为止�且容器边缘不能
有水溢出�擦干容器上的水珠�称取容器和水的质量。
注意对于粗集料用大标准容器�对于细集料用小标准
容器。

（2）分别称取500ｇ细集料、1000ｇ粗集料试
样�分别放入装有3／5左右水的ＣＯＲＥＬＯＫ标准容器
中。分别用标准刮刀在容器中均匀搅拌试样�使气泡
排出�然后加水至容器刻度线�用酒精在水表面喷3
次�使表面无气泡�盖上盖子�用固定轴固定�用针管
向盖孔中缓缓注水�使水从小孔中涌出�直到涌出的
水无气泡为止�且容器边缘不能有水溢出�擦干容器
上的水珠�称取容器加料加水的质量。

（3）分别称取1000ｇ细集料、2000ｇ粗集料试
样放入标准袋中 （标准袋的质量要事先称好 ）�将盛有
料的袋放入ＣＯＲＥＬＯＫ试验机中抽真空�把抽完的试
样放入水中�在水下用剪刀把袋口剪开�使水灌入袋
中�将袋中所有气泡排除�在排除气泡中不能有试样
损失�称取试样的水中质量。

（4）将上述步骤中得到的各质量按公式计算后可
以得到集料的毛体积密度�表观密度和吸水率。
ＣＯＲＥＬＯＫ方法时间短�省去了传统方法中集料浸泡
24ｈ的要求�且受人为因素影响小�试验复现性好�但
设备造价较高。
2　集料密度试验方法比较

为了更好地比较网篮法、坍落筒法与 ＣＯＲＥＬＯＫ
法对集料密度测试结果的影响及实用性�分别对从三
个料场取得11种集料采用该三种试验方法进行对比
测试。详细结果如图1、2、3。

图1　规范方法与ＣＯＲＥＬＯＫ法表观密度对比
（注：图中0～3规格的集料用塌落筒法与ＣＯＲＥＬＯＫ法作比

较�其余规格的集料用网篮法与ＣＯＲＥＬＯＫ法比较�为比较方便将
塌落筒法与网篮法统称为规范法 ）

图2　规范方法与ＣＯＲＥＬＯＫ法毛体积密度对比
（注：图中0～3规格的集料用塌落筒法与ＣＯＲＥＬＯＫ法作比

较�其余规格的集料用网篮法与ＣＯＲＥＬＯＫ法作比较�为比较方便
将塌落筒法与网篮法统称为规范法 ）

图3　规范方法与ＣＯＲＥＬＯＫ法吸水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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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0～3规格的集料用塌落筒法与ＣＯＲＥＬＯＫ法作比
较�其余规格的集料用网篮法与ＣＯＲＥＬＯＫ法作比较�为比较方便
将塌落筒法与网篮法统称为规范法 ）
3　试验结果及原因分析

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ＣＯＲＥＬＯＫ法测试的密度结

果相近�且 ＣＯＲＥＬＯＫ法普遍大于其他两种方法的
结果。
ＣＯＲＥＬＯＫ法测试的集料毛体积密度值普遍大于

网篮法和坍落筒法所测的值。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集
料表面构造纹理的影响�使得网篮法和坍落筒法在实
际的操作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将集料表面的凹陷算作

开口孔隙的一部分�从而造成毛体积密度值偏小。而
ＣＯＲＥＬＯＫ法完全消除了表面构造纹理对密度测试结

果的影响。对于表观密度而言�ＣＯＲＥＬＯＫ法所测集
料体积比规范方法要小�也就是说除去的孔隙要大�
因此所测的密度值会比规范方法要大。进而可以推
断ＣＯＲＥＬＯＫ法更能反应该集料实体的体积。而根

据公式：ｗｘ＝（1／γｓｂ—1／γｓａ）×100�可知两者的吸水
率值无固定规律�但大部分的差值在规范规定的范围
内或是接近规范规定。
4　结语

本研究采用ＣＯＲＥＬＯＫ法、网篮法和坍落筒法分
别对11种集料进行了体积指标试验。通过不同试验
方法试验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出�ＣＯＲＥＬＯＫ法可以更
好的节省浸泡24ｈ的时间�可以消除集料表面纹理对
测试结果的影响并能更加准确的反应集料实体的体

积。但仪器造价有些高�具体实用性如何还有待进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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