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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一、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使用本立项任务书，作为项目执行、

经费使用及验收的依据。

二、填写立项任务书前，请认真阅读本填报说明并参照相关管理办

法，按要求填写和提交。

三、填写立项任务书应实事求是，文字表述清晰、准确。

四、资助经费为总经费，请按照省自然科学基金及本单位经费使用

相关规定，确定直接经费、间接经费及其中的绩效等。

五、正文部分应与申报书保持一致。

六、本任务书需用 A4 纸双面打印，一式三份，项目负责人一份，

依托单位一份，省科技厅一份。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废旧沥青混合料再生制备坑槽冷补料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名称 1 道路工程 学科代码 1 E080703
所属学科

名称 2 混凝土结构材料 学科代码 2 E080505

项

目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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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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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交通

工程

学院

申

报

者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学位 博士 获得时间 2009-4-9

单位名称 山东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邮政编码 250101

详细地址 济南市临港开发区凤鸣路 1000号 联系人 张健

依

托

单

位 联系电话 053186366710 手机 15098976634 电子信箱
zhangjian20@sdjzu.ed
u.cn

总人数
高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初级

职称

辅助

人员

在读

博士后

在读

博士生

在读

硕士生
项

目

组 15 8 4 2 0 0 0 1

应用领域 新能源新材料

研究内容摘要（400字以内）
充分发掘废旧沥青混合料水稳定性和高温稳定性优异的优势，辅以生物基功能性材料的高活性

和功能性优势，开展以废旧沥青混合料再生制备高性能坑槽冷补料的研究。以优选的生物基功

能性材料进行化学合成，开发兼具优异抗水损坏能力和高效恢复旧沥青活性的功能性添加剂；

利用质谱色谱、原子发射光谱等微观检测手段判定添加剂的组成结构，保证其稳定生产；基于

扩散理论研究添加剂-旧沥青体系的扩散行为，据此确定添加剂的合理掺量范围；基于坑槽冷补
料的工厂化生产与应用验证，总结优化形成相应的技术指南；建立冷补料生产基地并实现研究

成果的推广应用。项目成果将可在保证高性能的前提下大幅降低坑槽冷补料生产成本至与热拌

沥青混合料相当的水平，真正实现坑槽冷补料在道路养护行业的规模化应用，从而为我国大量

废旧沥青混合料的资源化处置与综合利用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推动行业的升级转型及自主产

业化。







任务书正文 

一、主要研究内容 

1.适于废旧沥青混合料再生的坑槽冷补料添加剂开发与初选 

1.1废旧沥青混合料的再生机理和冷补料的功能需求分析； 

1.2乙烯基类硅氧烷等具有优异抗水损坏能力的生物基合成材料的比

选； 

1.3玉米油酸甲酯等可常温和负温度下高效恢复旧沥青功能的生物基

合成材料的比选； 

1.4添加剂的配方与合成工艺设计，以及添加剂的样品制备； 

1.5基于微观测试的添加剂组成结构分析及配方初选。 

2.添加剂-旧沥青体系扩散行为研究及添加剂掺量范围的确定 

2.1数种代表性废旧沥青混合料的物理指标及旧沥青性能的定量分

析； 

2.2不同老化阶段旧沥青的加速老化样品模拟制备； 

2.3各添加剂掺量、存储时间与存储温度组合下添加剂-旧沥青混合体

系样品的制备； 

2.4基于扩散理论的添加剂-旧沥青混合体系的扩散行为定量分析； 

2.5添加剂掺量范围的确定。 

3.高性能再生坑槽冷补料制备与性能评价 

3.1常温再生坑槽冷补料的制备工艺设计； 

3.2代表性添加剂掺量再生坑槽冷补料的样品制备及不同存储时间与

温度组合下样品的获得； 

3.3各阶段再生坑槽冷补料的力学性能与路用性能评定，添加剂优选

及掺量范围的合理性验证； 

3.4基于废旧沥青混合料再生的高性能再生坑槽冷补料的配方与生产



工艺的提出。 

4.试验段铺筑与施工指南的提出 

4.1进行高性能再生坑槽冷补料的工厂化试生产，依托实体工程实现

坑槽修补与跟踪观测； 

4.2总结优化工厂化生产与施工工艺，形成技术指南； 

4.3建立冷补料生产基地，实现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完成项目研究

报告。 

二、预期研究目标 

1.拟解决的重大科学难题、关键核心技术和具体的技术指标 

1.1拟解决的重大科学难题问题 

1.1.1利用多种生物基材料的功能优势互补合成高性能添加剂，实现

添加剂常温/负温度条件下对废旧沥青混合料中旧沥青的“速溶”并激活

旧沥青的使用性能，解决废旧沥青混合料传统再生技术的技术瓶颈。 

1.1.2针对水稳定性是决定坑槽冷补料应用成败的核心指标这一客观

需求，充分利用废旧沥青混合料自身水稳定性佳的优势，辅以高性能添加

剂中抗水损坏性能优异的生物基功能性材料组分，实现再生坑槽冷补料水

稳定性的进一步提升，解决冷补料或使用性能不佳或成本偏高的难题。 

1.2关键核心技术和具体的技术指标 

1.2.1生物基功能性材料种类繁多，如何优选并提升功能性材料之间

的配伍性，实现优势互补，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关键技术问题。预期以乙

烯基类硅氧烷、玉米油酸甲酯等生物基材料完成功能性材料优选。 

1.2.2由于拟开发的基于废旧沥青混合料再生的坑槽冷补料其存储和

使用环境将以常温和负温度为主，如何合理控制反应条件稳定合成可满足

功能需求的添加剂，是需要解决的另一个关键技术问题。预期设计出合理

可行的添加剂配方与制备工艺。 



1.2.3由于不同工程中获得的废旧沥青混合料老化程度不同，快速合

理确定添加剂的掺量范围，实现再生冷补料使用性能与经济性能的双重保

证，是需要解决的又一关键技术问题。预期形成一套废旧沥青混合料制备

再生冷补料的添加剂掺量确定方案。 

2.拟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与申报书保持一致） 

2.1以优选的生物基系列基础材料研发适于废旧沥青混合料再生的

高性能坑槽冷补料添加剂。 

2.2针对废旧沥青混合料中旧沥青老化程度的不同，提出再生坑槽冷

补料中添加剂的掺量范围的确定方法。 

2.3 100%利用废旧沥青混合料开发出高性能、低成本的再生坑槽冷补

料，实现工厂化生产应用并形成技术指南。 

2.4 在 SCI/E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7~10篇，申请发明专利 2~4项。 

3.研究成果应用情况及经济、社会效益 

本项目充分利用废旧沥青混合料的水稳定性和高温稳定性好、成本低

的优势，配合生物基功能性材料合成的添加剂对旧沥青活性高、抗他水损

坏能力强的特点，以及坑槽修补工作对修补材料抗水损坏要求等级高但级

配要求相对宽松等特征，实现 100%利用废旧沥青混合料再生制备高性能

坑槽冷补料的目标。由于再生坑槽冷补料将采用常温工艺生产，工艺简单，

采用常规的沥青混凝土拌和站生产装置即可实现工厂化生产，从而避免废

旧沥青混合料传统再生利用方式的工艺复杂、再生效果有限、废旧沥青混

合料利用率低下、生产过程中旧沥青二次老化、再生路面压实度不足等一

系列难题。与国内自主研发的坑槽冷补料相比，预期本项目中再生坑槽冷

补料的生产成本将可降低约 50%，也即与热拌沥青混合料的成本相当，由

此也将解决传统坑槽冷补料或价格高、或性能差，难以推广应用的难题。

又由于再生坑槽冷补料完全采用废旧材料及生物基材料，完全环保，同时



将可以集中量产的方式进行生产，因此可实现大量废旧沥青混合料的资源

化处置与利用，符合我国符合低碳环保的绿色道路建设与养护理念。项目

成果将极易实现产业化，且产业化后将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及显著的经济

与社会效益。 

三、主要创新点 

1.基于废旧沥青混合料的再生机理和冷补料的功能需求分析，优选乙

烯基类硅氧烷等抗水损坏性能优异的生物基功能性材料，以及玉米油酸甲

酯等再生性能优异的生物基功能性材料，实现各材料的优势互补，研发适

于废旧沥青混合料再生的高性能坑槽冷补料添加剂。 

2.以质谱色谱、原子发射光谱等微观检测手段判定所合成添加剂的化

学结构组成，为添加剂的稳定生产提供保障；基于扩散理论研究添加剂-

旧沥青体系在不同时间与温度组合下的扩散效果，实现添加剂掺量范围的

科学合理确定。 

3.避免废旧沥青混合料传统再生利用工艺的技术瓶颈并充分发挥其

性能特点，进行废旧沥青混合料 100%利用的低成本高性能坑槽冷补料开

发，提出便捷的工厂化生产与施工工艺并形成技术指南，实现推广应用。 



项目经费预算表

科目名称 金额（单位：万元） 备注（计算依据与说明）

项目资助总额 30

一、项目直接费用 23.08

1、设备费
2

（1）设备购置费
0

（2）设备试制费
1 模拟生物基添加剂-旧沥青体系扩散行为的特

种试模试制。

（3）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1 为模拟再生坑槽冷补料不同存储阶段，对现

有养护装置进行适当改装。

2、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

/燃料动力费

15 生物基基础材料的购置、配伍性分析，添加

剂的合成、微观性能测试，添加剂-旧沥青体

系性能测试，再生坑槽冷补料设计及性能测

试、中试生产加工、应用测试等。

3、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

流费(直接费用10%以上需填写测

算依据)

1.5

4、劳务费/专家咨询费
4 支付研究生助研劳务费及专家咨询费。

5、其他支出
0.58

二、项目间接经费不超过（直接

经费-设备购置费）*30%

6.92

1、房屋占用/日常水电气暖消

耗

0

2、管理费
1.73 间接经费的25%。

3、绩效支出
5.19 项目研究人员的绩效奖励。

三、自筹经费
0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在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执行过程中，

（一）尊重科研规律，弘扬科学家精神，严谨求实，追求卓越；

（二）遵守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规范，认真开展科学研究；

（三）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不用于与

科学研究无关的支出，不截留、挪用、侵占项目经费；

（四）项目结题时，同意在单位内部公开项目经费决算和项目结题

/成果报告，接受监督。

如违背上述承诺，本人愿接受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相关部

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

                                           签字：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