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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同济大学提出，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同济大学、江阴市七星助剂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昆山市市政设施养护所、上海市市政规划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箴欣道路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施贝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叶奋、孙琼、李昕、金晓辰、顾佳磊、杨国强、王海荣、袁胜强、刘嘉良、邱

颖峰、郭斌、沈仙、王欢、任晓栋、景啸、蔡春一、龚静、王泽华、章聪、马志远、周谅、刘嘉辉、江

聪。

本文件首期承诺执行单位：同济大学、江阴市七星助剂有限公司、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昆山市市政设施养护所、上海市市政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箴欣道路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施贝化

学（中国）有限公司。

本文件首次发布。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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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雾封层作为沥青路面预防性养护的有效方法，目前对路面的养护机理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采用乳化

或改性乳化沥青补充路表损失的原有沥青，并在路表形成一层短期的保护层；二是使用还原剂材料喷洒

到路表，改善原有路面沥青老化发硬的问题。

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具有高渗透性和亲水性、更高的黏附性能、更强的抗紫外线性能、更快

的干燥时间、优良的抗渗水性能。可提高沥青路表的高温稳定性、耐久性和防水性。在使用一次沥青渗

透固化剂后，沥青路面寿命在同等使用条件下比未经处治的路面可延长三到五年，可用于任何交通量和

任何等级的沥青路面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为适应渗透固化封层技术发展的需要，确保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在沥青路面预防养护工程中

的规范应用，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施工工艺、施工质量控制、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等 7章和 1个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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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一般要求

1.1.1 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适用于各公路技术等级和和交通荷载等级。

1.1.2 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适用于改善沥青路面松散麻面、渗水和老化的情况。

1.1.3 采用时间触发法确定养护时机时，当路面自新建、改扩建或上次大中修养护后运营

时间 2~3年内，宜结合路面技术状况选择适用的技术实施预防养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777 建筑防水涂料试验方法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CJJ 36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

JC/T 408 水乳型沥青防水涂料

JTG E20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E60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JTG H30 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

JTG 3450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T 5142-01 公路沥青路面预防养护技术规范

JTG 5220 公路养护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JTG 5421 公路沥青路面养护设计规范

DG/TJ08-2095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规程

DG/TJ08-2144 公路养护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DG/TJ08-2176 沥青路面预防性养护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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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沥青路面预防养护 asphalt pavement preventive maintenance
为防止病害发生或轻微病害扩展、减缓路面使用性能衰减、提升服务功能而预先主动采

取的路面养护措施。

3.2

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 asphalt fog sealing layer penetration curing agent
以水分子为分散介质，具有特殊胶体结构的一种改性高分子乳液。通过对沥青路面孔隙

进行渗透封闭，形成以高分子为连续相、沥青分子为分散相的三维网状结构，抵抗水和紫外

线的侵蚀。

3.3

沥青渗透固化封层 asphalt penetrating consolidation seal
在原沥青路面表层采用专用设备洒布或人工喷涂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形成封层

以达到养护效果。

3.4

表干 surface dry
湿涂膜已达到表面干燥的阶段，此时涂膜从可流动的液态转变为相对不易流动且表面开

始结膜的状态。可用大拇指按压涂布后的路面，不黏手时即为表干。

3.5

实干 dry
湿涂膜已完全转变成固体状态，具有一定的硬度。按压并旋转 90°，材料不粘到手上

即为实干。

4 技术要求

4.1 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原材料性能应符合 JTG/T 5142-01中 8.2的要求。

4.2 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应满足表 1的技术要求。

表 1 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技术要求

实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实验方法

均匀性 — 搅拌后无结块或沉淀
用玻璃棒搅拌，进行目

测

恩格拉黏度 E25 — 1~6 JTG E20中 T 0622

蒸发残留物含量 % ≥55 JTG E20中 T 0651

筛上剩余率（1.18mm） % ≤0.1 JTG E20中 T 0652

常温储存稳定性（1d） % ≤1 JTG E20中 T 0655

与粗集料粘附性 — 5级 JTG E20中 T 0616

耐腐蚀性 — 无分层，变色、气泡 GB/T 1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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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技术要求（续）

实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实验方法

耐热性 — 无流淌、滑动、滴落 JC/T 408

干燥时间
表干

—
≤45min 附录 A.1

实干 ≤1.5h 附录 A.2

粘结强度（ 25℃， 0.5kg/m2，加载速率

0.7MPa/s）
MPa ≥1.5 附录 A.3

抗紫外光老化（60℃，模拟 3年） — 无明显开裂、结皮 附录 A.4

5 施工工艺

5.1 施工准备

5.1.1 施工前，应根据路面技术状况、交通状况及气候条件等情况确定施工方案，并进行

交通封闭。

5.1.2 气温低于 5℃时，不得施工；气温在 5℃~10℃之间时，应将沥青渗透固化剂加温至

30℃~35℃后，方可进行施工；气温高于 10℃时，可直接开始施工。施工后养护期内可能降

雨的，不得施工。

5.1.3 原沥青路面采用路面清理车或者鼓风机的方式，将沥青混合料表面全部浮浆、浮尘

清除，经处理的路面表面外观应具有一定的粗糙度和构造深度。

5.1.4 原沥青路面清表处治后，在后续工序施工前，必须保证清除所有灰尘、浮浆、油污

等杂物，并确保混凝土板干净、干燥，路面表面温度在 10℃以上。

5.1.5 对于原路面裂缝，当裂缝宽度大于 3mm，应先用灌缝材料进行修补，灌缝料同原道

面粘接牢固，表面平整，缝内饱满、均匀。

5.1.6 对原有标线和路缘石进行保护，可根据路面标线宽度，定制几种宽度的胶布。施工

前，人工进行遮盖，施工完成后除掉即可。

5.1.7 施工前应对喷涂机等施工机械进行调试，对机械设备的配套情况、技术性能、传感

器计量精度等进行检查与标定，并得到监理工程师或业主代表的认可。

5.2 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材料用量

5.2.1 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材料用量应根据构造深度、路面技术状况、使用年限、

沥青老化程度等因素确定，并以构造深度为主要依据，沥青渗透固化封层材料用量宜根据表

2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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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材料用量与构造深度的关系

路面构造深度（mm） ≤1.0 1.0~1.2 ≥1.2

推荐用量（kg/m2） 0.30~0.40 0.45~0.55 0.60~0.70

5.2.2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的整路段实施沥青渗透固化封层预防养

护，在依据沥青老化程度初步确定材料用量之后，宜进行试验路段的试喷涂，并依据试验路

段试喷涂的评价效果确定具体用量和施工方案。

5.3 喷涂

5.3.1 沥青路面干燥后，采用无气喷涂机在表面均匀喷涂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一

般仅需要一次喷涂。

5.3.2 施工前应进行喷嘴调试，以保证喷洒过程中不会出现堵喷嘴的现象，造成喷洒路面

不均匀。

5.3.3 控制渗透固化剂喷洒量重要的是调整喷洒车行进速度和机械喷嘴的喷洒速度，牵引

车与喷洒设备协调行进，小范围喷洒可以采用人工或单喷嘴喷洒。

5.3.4 一车洒布结束后，应校核沥青渗透固化剂用量；如实际用量与设计用量差超过

-5%~+10%，应及时调查原因，重新调整洒布量。

5.3.5 洒布完成后，人工将路面边角空白及花白地段均匀补涂。

5.3.6 沥青渗透固化封层施工面积较小或无机械化作业条件时，可采用人工涂刷的方式施

工。仍需先进行涂刷试验以确定材料用量，作业时采用分组分段的退步式滚涂方法。

5.3.7 如发现喷涂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后的沥青路面表面构造深度消失，或者如镜

面，需要在喷涂 30分钟内，采用宽尼龙清洁刷将表面多余渗透固化剂清除。

5.4 喷涂后的路面养护

5.4.1 施工结束后，应对已施工路段进行保护，等待渗透固化剂干燥，在此过程中应注意

防止施工人员由于工作不当破坏已经成型的路面。

5.4.2 施工结束后，禁止在施工现场吹除洒布喷管余油，保持现场整洁，洒布车过滤器及

喷管清理工作应在到达合适地点后立即进行，不得拖延。

5.4.3 施工结束后，应防止车辆在尚未开放交通时在路面上行驶，防止留下行车印迹。

5.4.4 对施工现场进行清理，将施工机械和生活垃圾全部清理掉，做到文明施工。

5.4.5 路面施工、养护完成后达到实干，即可开放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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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质量控制

6.1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6.1.1 沥青渗透固化剂封层施工，应根据全面质量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有效的质量保证

体系；应对各施工工序的质量是否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进行检查评定，以确保施工质量的

稳定性。应加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实行动态质量管理。

6.1.2 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应随时观察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外观形态、气味。观

察结果应在施工记录中如实、完整地反映。

6.1.3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随时对施工质量进行自检。监理应进行旁站检查，并对承

包商的检测、试验结果进行认定；当发现有质量低劣等异常情况时，应立即追加检查。

6.1.4 施工过程中应按照 JTG 3450中描述的方法进行渗水系数、构造深度、防滑摩擦系数

等的检测。

6.1.5 与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试验检测及计算数据、汇总表格，均应如实、完整记录和

保存。对已经采取措施进行返工和补救的项目，可在原记录上注明，但不得销毁。

6.2 工程验收标准

6.2.1 工程竣工验收应以批准的设计文件、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施工承包合同、工程施工

许可文件和本规范为依据。

6.2.2 实施沥青渗透固化封层的路面应在工程结束后 14 天左右进行竣工验收，验收检测应

由符合规定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对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整路段实

施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还宜在工后根据工程的需要进行质量跟踪检测与评价。

6.2.3 实施沥青渗透固化封层的工程验收实测项目应按表 3规定；

表 3 沥青渗透固化封层验收实测项目

检查项目 检验频率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外观 随时

表面应均匀一致，无流淌、露白、条痕、

泛油、油斑等现象；侧缘及纵向接缝处

应顺直、美观，无多洒、漏洒

目测

渗水系数（ml/min） 5个点/km ≤10 JTG 3450中 T 0971

抗滑性能
摆值 5个点/km

开放交通时：≥80%原路面测试值；

竣工验收时：≥90%原路面测试值
JTG 3450中 T 0964

构造深度 5个点/km ≥90%原路面测试值 JTG 3450 中 T 0961

宽度（mm） 5个点/km ±30 钢卷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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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实施沥青渗透固化封层的工程竣工后 1 年内的外观质量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外观

应保持黝黑、均匀；喷（涂）层应无片状剥落、外层脱落、表面破裂或碎片。

7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7.1 标志

7.1.1 包装箱外表面标志应符合 GB/T191的规定。

7.1.2 外表面标志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生产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b)产品名称；

c)生产日期、产品批号；

d)产品净质量与包装后的总质量；

e)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各项性能指标；

f)包装箱尺寸；

g)防火、防潮、防雨淋标志。

7.2 包装

7.2.1 盛装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所用的容器，必须完整、清洁、不漏、经检查符合

要求后，方能使用。

7.2.2 包装应符合 GB/T191的规定；沥青路面雾封层渗透固化剂包装规格分为三种：5加

仑桶（18.9升）、55加仑桶（208.2公升）、275加仑桶（1,041公升）

7.2.3 包装内应附：

a)产品使用说明书：说明书上应标明产品的类型、适用范围、安全加热温度、施工工艺

和注意事项等。

b)合格证：出厂检验项目合格证明。

c)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上应有本标准要求的各项技术要求的试验检测结果。

d)保质期。

7.2.4 所有包装容器，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但必须保证完整、不漏、不影响产品的

质量。为了节约资源，根据情况应尽量回收使用。

7.3 运输

7.3.1 注意托运物件的检查，运输前应做好运输物件的包装维护工作并再三检查，装货固

定时由多组人员轮流仔细检查避免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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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产品的装卸现场应平整顺畅，夜间装车条件良好；严禁野蛮处理。产品在运输过程

中，不应接近烟火，应防受热、雨淋。

7.4 储存

产品在储存过程中，应存放于 10-40℃的干燥区域，避光储存，保持外包装完好无损。

避免接触腐蚀性气体和液体，远离易燃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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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试验步骤及注意事项

A.1 范围表干时间检测

A.1.1 表干时间检测方法按照 GB/T 16777中的“16.2.1表干时间”进行。

A.1.2 试验前玄武岩板、工具、材料应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 24h以上。

A.1.3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记录实验开始时间，采用涂布量控制的方式：根据需要涂布量

（L/m2）将材料混合均匀的材料涂布于玄武岩石板上，通过控制玄武岩石板涂布前后的质

量差来对涂布量进行相应的控制，记录涂布结束时间，对于多组分涂料从混合开始记录时间。

A.1.4 静置一段时间后，用无水乙醇擦净手指，在距试件边缘不小于 10mm 范围内用手指

轻触涂膜表面，若无材料粘附在手指上即为表干，记录时间，试验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即为表

干时间。

A.2 实干时间检测

A.2.1 实干时间检测方法按 GB/T 16777中的“16.2.2实干时间”进行。

A.2.2 按表干时间试验制备试件，静置一段时间后，用刀片在距试件边缘不小于 10mm 范

围内切割涂膜，若底层及膜内均无粘附手指现象，则为实干，记录时间，试验开始到结束的

时间即为实干时间。

A.3 粘结强度检测

A.3.1 采用拉拔试验来评价沥青渗透固化剂的粘结性能。

A.3.2 准备试验所需的材料，主要有拉拔仪、拔头、玄武岩石板以及硅胶圈。

A.3.3 采用涂布量控制的方式：推荐涂布量范围为 0.35~0.65kg/m2，先确定 3 个试验所需

的涂布量，按照不同的涂布量将材料均匀地涂在玄武岩石板上，通过控制玄武岩石板涂布前

后的质量差来对涂布量进行相应的控制。随后立即将拔头放在涂膜上，当一块玄武岩石板上

的所有拔头全部放好以后，另取一块玄武岩板放在制作好的试件上面提供压重。用玄武岩石

板压重 1个小时后，在 25℃的恒温环境箱中养生 72小时以上。

A.3.4 将养生 72小时后的试件取出后，立即采用数显拉拔式附着力测试仪进行拉拔强度的

测试，其加载速率选择 0.7MPa/s，当拉拔强度达到最大的数值后，仪器开始逐渐卸载，仪

器上的最大值就是其拉拔强度。

A.4 耐紫外光老化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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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通过模拟自然光老化并强化紫外线辐射强度来加速渗透固化剂的老化，以便在较短

的时间内获得材料的性能变化情况，进而对耐老化性能进行评价。

A.4.2 紫外光老化箱由稳压器、紫外光老化测试灯泡、测量强紫外光源强度以及强度衰变

的紫外辐照计以及通风口等元器件组成。灯泡采用 UV 紫外老化灯，产生的紫外线波长在

365nm~400nm之间，以实现对自然界太阳光照的模拟。通过时间控制器对照射时间进行精

确控制，也可以通过设置每天的自动开关时间以及总的试验时间来控制紫外老化箱的开启和

关闭。

A.4.3 打开紫外光老化箱门时必须佩戴紫外线防护眼镜或者关闭电源后打开箱门。紫外光

老化测试灯泡周围的温度比较高，为了控制样品表面的温度，降低温度对试验的影响，可以

采用通风的方法对紫外光老化箱内的温度进行控制。

A.4.4 紫外光老化的试验结果准确性主要由紫外光老化灯照射时的紫外线强度以及照射时

间的长短影响。以上海地区为例，不同室外紫外线辐射总时间确定室外紫外线辐射总量，换

算得出紫外老化箱内紫外老化灯照射试件所需要的时间，结果如表 A.1所示。

表 A.1 室内紫外线灯照射的时间换算

室外紫外线辐射总时间 室外紫外线辐射总量（MJ/m2） 室内紫外线照射总时间
（注）

（小时）

6个月 74.8 83

12个月 149.6 167

18个月 224.4 250

24个月 299.2 334

36个月 448.8 498

注：室内紫外线照射总时间也需要考虑室内紫外老化灯辐射强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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