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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路路面的再生具有节省材料、节约能源、环保等功能

和社会效益，因此道路路面再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沥青

混合料的再生又分为冷再生和热再生，沥青路面的冷再生不但

能够充分的利用旧路面材料、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资源，还能

够降低能源的消耗、降低道路施工的成本，有很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本文对冷再生材料的评价方法、取料方法、铣刨

料性质分析、冷再生材料级配、再生剂选择、冷再生路面结构，

进行了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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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我国的高等级公路大部分都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建

设，因此通过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可以推断，每年我国大约会
有 13％的路面需要大中修和重建。因此如果把这大量的旧路
面材料废弃，不仅会使得资源大量浪费，还会对空气和环境
造成很严重的污染。面对这些问题，再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
效途径。美国沥青再生协会（ARRA）对再生进行了定义和分
类，将沥青路面的再生分为冷刨法、厂拌热再生、就地热再生、
冷再生（包括厂拌和就地两种方式）、全厚式再生五大类。其
中沥青路面的冷再生不仅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还对于
路面的永久变形、裂缝、道路表面的破坏有很好的消除能力。
加上我们国家普遍采用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道路的基层存在
裂缝问题，有时需要面层和基层同时进行维修，这时冷再生尤
为合适。本文主要讲述了冷再生的关键环节，冷再生的研究现
状和出现的一些问题。

2. 冷再生适用的道路和路面结构层     
厂拌冷再生适用于各等级公路产生的沥青路面回收料

（RMAP）的冷拌再生利用。乳化沥青或泡沫沥青厂拌冷再生
混合料根据其性能和工程的需要，可以应用于高速公路和一、
二级公路沥青路面结构的下面层、基层、底基层，还可以应用
于三、四级公路沥青路面结构的面层。当应用在三、四级公路
的上面层时，应采用微表处、碎石封层、稀浆封层等做上封层。
采用水泥作为结合料的厂拌冷再生混合料，根据其性能和工程
的需要，可以应用于高速公路和一、二级公路沥青路面结构的
底基层和下面层，还可以应用于三、四级公路沥青路面结构的
基层。

3. 取料方法 
冷再生混合料性能试验所需的旧沥青路面材料要有代表

性，因此需要对于不同横断面和不同材料组成的路段要分别对
待，这样才能够得到不同路段有代表性的试样。路面表观的检
查、养护和施工记录可以在选取试样时提供很大的帮助。对旧
路的同一个路段要进行随机取样。有研究人员认为最少要选取
5 至 6 个试样，但是也有研究人员认为每隔 1 km 或者市政道
路的每个街区最少取 5 个试样，只有这样才能够更有代表性。
旧路面的取样方式通常为钻去芯样，芯样每一层的厚度都要作
记录， 随后芯样要切成和冷再生相同的厚度， 然后再用试验用
的颚式压碎机将试样破碎获取 RAP 材料，从而再进行混合料
的设计和评价。

4. 铣刨料性质分析  
铣刨料性质的分析是冷再生技术的关键步骤，主要分析的

重点是旧沥青的性质和原集料的级配。铣刨料的级配分为再生
料级配和抽提后级配。通过对铣刨料级配的分析发现，相比与

集料的原级配，再生料的级配比较细，这主要是因为集料在行
车荷载长期作用下被逐渐破碎，还有集料在铣刨过程中被打碎
导致的。因此在进行沥青冷再生时，有时需要加入新集料才能
够得到合适的级配。对于铣刨料表面旧沥青的性能，目前国内
分析的主要是软化点、针入度、粘度和延度。

5. 冷再生混合料的组成设计及性能要求
 应该对沥青路面旧料（RMAP）进行充分的分析，在这

个的基础上，根据工程的要求、公路等级、路面结构、交通等级、
气候条件等因素，选用符合要求的材料，对再生混合料进行设
计。对于就地冷再生、厂拌冷再生、全深式再生，应该以沥青
路面回收料（RAP）、基层回收料（RBM）与新矿料的合成级
配作为冷再生混合料级配设计的依据。

6. 再生剂  
冷再生混合料所用的再生剂一般为泡沫沥青、乳化沥青和

稀释沥青等。其中比较常用的是乳化沥青或乳化再生剂（相关
规范可见 AASHTO M20(ASTM D946)）。主要是由于这些再生
剂在常温下是液体，能够很轻易地分散到混合料中，对铣刨料
有更好的裹附效果，并且不会引起环境污染。石灰、水泥等其
他化学稳定剂可以和乳化沥青一起使用，稀释沥青的使用一般
比较少。目前我们国家使用半刚性基层比较多，而且在很多再
生路段是把冷再生混合料用作基层，所以最为常见的是使用水
泥作为稳定剂，并且在用水泥作为稳定剂的时候，实验方法也
主要采用半刚性材料的实验方法。       

7. 冷再生路面的基本结构 
国外冷再生路面的基本结构是 ：热拌沥青混合料层 + 冷

再生层 + 旧有基层。旧有基层一般是砂砾基层。而由于国内
道路主要是半刚性基层，所以目前国内的冷再生道路结构主要
是 ：热拌沥青混合料层 + 再生层和热拌沥青混合料层 + 再生
层 + 半刚性层。

结语 ：因为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优势，冷再生逐渐成为一
种非常实用的再生工艺。由于道路维修和养护高潮即将到来，
及早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要。综上所述，采用冷再生技术，
可以充分的利用旧料，并且通过选择合适的配合比以及新旧料
的掺和比例，能够获得质量非常高的再生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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