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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A5_E6_B7_B7_E5_c63_271185.htm 水泥混凝土路面以其

抗压、抗弯、抗磨损、高稳定性等诸多优势，在各级路面上

得到广泛应用。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中，核心环节是混凝土

的搅拌生产和摊铺，本文仅对高等级公路混凝土路面施工中

混凝土搅拌和摊铺的技术合理化运用进行探讨。 一、水泥混

凝土摊铺 目前高等级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均采用滑模式摊铺

法，摊铺是施工中难度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工序，我们仅

从摊铺前准备、摊铺机的合理运用、摊铺后养护等常被忽视

的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准备工作 混凝土摊铺前的准备工作

很多，主要强调一下摊铺前的洒水和卸料工序。 (1)摊铺前洒

水往往不被重视，但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路面质量。洒水量

要根据基层材料、空气温度、湿度、风速等诸多因素来确定

，即保证摊铺混凝土前基层湿润，而且尽可能洒布均匀，尤

其在基层不平整之处禁止有积水现象。从目前施工现场来看

，大多数情况是洒水量不足，因为基层较干，铺筑后混凝土

路面底部产生大量细小裂纹，有些小裂纹与混凝土本身收缩

应力产生的裂缝重叠后使整个混凝土路面裂纹增多。 (2)自卸

车的卸料也是常常不被重视的工序，在施工中经常发生摊铺

机前堆料过多使摊铺机行走困难，有时布料过少使振捣箱内

混凝土量不足，路面厚度得不到保证。实际施工中，可对基

层表面与面层基准标高线隔段实测来决定混凝土的卸料量，

避免卸料不均。 2.混凝土摊铺机的合理使用 (1)振捣器间隔距

离的确定对混凝土的密实度产生直接影响。振捣器的间隔一



般在厂家安装高度时均加以调整、确定，但使用中因混凝土

的不同级配、和易性、坍落度以及摊铺后的密实度要求，振

捣器的间隔应作适当调整，尤其是振捣器两边侧模板的距离

更应常作调整，以防止坍边。 (2)许多摊铺机边模板的升降是

通过液压缸来调整的。实际使用中，边模板与基层间距不能

太大，以防止严重漏浆。 (3)从目前国内施工单位来看，大多

数单位摊铺能力远远大于搅拌的生产能力。摊铺机的摊铺速

度没有必要很快，单方面的增速并不能提高施工进度。施工

中如果将摊铺速度控制在1～2米/分钟左右，就会使摊铺机运

行平稳，路面平整度好，连续摊铺成为可能。 3.摊铺后的养

护 混凝土路面摊铺后的例行养护工序，很重要的一点是准确

掌握切缝时间。实际施工中影响混凝土铺筑后强度的不仅是

温度这一个条件，还有湿度、风速、路面厚度以及混凝土添

加剂的含量等重要因素。上述因素中风速对强度形成影响很

大，风速较大地区还应根据风速大小来确定切缝时间。 二、

水泥混凝土搅拌 水泥混凝土搅拌质量直接影响混凝土的内在

质量，混凝土的质量则影响路面的平整度。我们从影响混凝

土坍落度的因素和自动砂石含水补偿装置的正确使用两方面

进行分析。 1.影响混凝土坍落度的主要因素 (1)级配变化对混

凝土坍落度的影响很大，在同等含水量和水灰比情况下，细

料混凝土坍落度远远小于粗料混凝土坍落度，因此混凝土搅

拌生产过程中往骨料仓里上料时要尽可能保持各仓骨料级配

相对稳定，从而确保混凝土级配的配定。 (2)含水量的变化对

混凝土坍落度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搅拌过程中应先测骨料

中的含水率，水秤中应扣除这些水量。 (3)水泥温度对混凝土

坍落度的影响往往被施工人员忽视，这种因素往往在单机生



产能力较大的搅拌站中发生。大方量搅拌站用水泥量也较多

，有时一边往水泥罐里打水泥一边生产，有时水泥尚未冷却

就开始搅拌，这不仅使生产出的混凝土温度较高，而且坍落

度因水泥温度高、吸水较大而变小。 (4)水秤和水泥秤的称量

偏差对混凝土坍落度的影响很大，如果水秤和水泥秤的称量

偏差都是稳定的，操作人员可根据实际重量计算用量。如果

偏差不稳定，尤其是用水计量采用流量计方法的搅拌站，水

量计量偏差较大且不稳定，则坍落度不易控制。 (5)添加剂的

用量也是影响混凝土坍落度的重要因素，添加剂用量过大会

使混凝土的一些物理、化学性能发生较大变化。 2.砂石自动

含水补偿装置的正确使用 在使用自动含水补偿装置时有一种

错误认识，即自动测量显示仪显示的百分数就是砂石中的含

水率。这种认识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此装置原理的理解。要正

确使用自动含水补偿装置，必须在每次使用前重测砂石的实

际含水量，并依此调节显示仪上的显示值。 自动测量补偿装

置能够正常工作、精确补偿后，混凝土的坍落度会得到很好

的控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