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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假设： 
最近在浙江某处高速公路检测的平均抗滑值(BPN) 

[沥再生]前 (0.43+0.41+0.41+0.44+0.45)÷5 = 0.428 

1 个月后 (0.43+0.43+0.45+0.43+0.44)÷5 = 0.436，提升了 0.008 

4 个月后 (0.44+0.43+0.39+0.44+0.45)÷5 = 0.43，提升了 0.002 

但十五测试点上有数点「提高」，有一点「降低」了，有什幺意见？ 
 
1. 有关于测试摩擦系数的摆值： 

 

1.1 在所有测试报告都有提及是[沥再生]对摩擦系数是基本上不会改变，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JTJ073-96 公路养护技术规范。 

 

    路面抗滑能力养护质量标准表(3.3.3-4) 

 

评价指数 沥青混凝土、沥青碎石路面 贯入式、上伴下贯式、沥青表处

横向力系数 SFC >0.4 >0.3 

摆式仪摆值 BPN 37 32 

 

1.2 有关于路面抗滑能力评价标准 

 

评价指数 优 良 中 次 差 

横向力系数 SFC  0.5≥   0.4 ≥ - <0.5  0.3 ≥ - <0.4  0.2 ≥ - <0.3 <0.2 

摆值 BPN  42≥   37 ≥ - <42  32 ≥ - <37  27 ≥ - <32 <27 

 

1.3 关于摆式仪测定的精度 

 

据资料介绍，用标准差表示时，英国天然橡胶摆是 1.0BPN，美国合成橡胶摆是

1.2BPN。为满足 95%的精度要求，对英国摆的最小测定次数是 4 次美国摆是 5

次，据悉我国规定每一测点量重复测试 5 次，同一测试路段要取 5 个测点的平

均值。 

 

因此，结论应该是：施用[沥再生]后，沥青路面抗滑能力(摆值)没有上升或下降，

对路面摩擦系数是基本上不会改变。若需要提高摩擦系数，可采用加黑矿沙埋

在再生沥青里。上海高架路曾采用这个方法将路段的摩擦系数由 0.4 或以下提

升至 0.5 或以上。(见上海市市政工程处检则中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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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于对数个点值略有升高及一个点略有下降之意见： 

 

2.1 标准是“同一测试路需取 5 个测点的平均值”，因为要絶对保证 0.44 的点([沥再

生]前) 与 0.39 的测点([沥再生]后)是同一点是絶对很难，又只能说是尽量接近

原来的点，这难免会有取点的误差，失真的程度产生。所以必须注意在以上提

及平均值的重要性(见 1.3) 

  

2.2 摆式仪本身的标准，橡胶片的性能于四个月后的变化，前后二次仪器的调零、

调平、校核滑动长度及测试人员是否是同一个人、天气、温度、湿度等等都有

关系。 

  

2.3 据说一个月后当天前后曾有雨，温度最低是 8℃，最高是 17℃，平均是 12℃，

但是测试结果的数据是 0.436，比未有施用[沥再生]前的数据还高出 0.008(约

1%)，相差实在太少，所以可以说摩擦系数是基本没有变，是在路面抗滑能力

优良的范围内(见 1.2)。 

  

2.4 温度修正值的选取与实地测试时的温度取值也很有关系。据说四个月后的当天

的天气寒冷，最低是 1℃，最高是 8℃，平均是 4℃，平均摩擦系数值是 0.43，

比未有施用[沥再生]前的数据仍高出 0.002 相差极之轻微，故此摩擦系数是基本

上不变与未施用[沥再生]前的数据基本上是一样。 

  

2.5 即使倒一万步说，有数点是提高了，又有一点降低，只看这一点较低值即使为

0.39 也在路面抗滑能力优良的范围内(见 1.2)，但若果这样地用这一点来比较摩

擦系数而立下的结论就违返了专业的守则。 

 

3. 关于构造深度的看法： 

 

路面表面的构造深度(TD)以前称纹理深度，是路面粗糙度的重要指标，并与路表抗

滑性能、排水、噪音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取决于路面设计时的级配。在公路养护

技术规范中，是认为应该在 0.5 或 0.5 以上，但没有专题研究构造深度与摩擦系数

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及数据的对比，但只知道构造深度和摩摩擦系数有相应的对

比。而现实是[沥再生]能令路面柔韧性增加，噪音大减，摩擦系数不变，保持优良

的路面抗滑能力平均摩擦系数值是 0.43-0.44，对路面构造深度及平整度是有明显改

善作用。 

 

由是若要多点认识[沥再生]不妨依据中外测试报告，包括依据中央交通部的测试报

告中的指引测试路面沥青的成份、针入度、延度、粘度、渗水程度等等(亦可参考

网页 www.crowncapit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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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沥再生化学性渗透的能力的意见： 

 

上海市市政工程研究院以及上海同济大学道路与机场工程系在上海高架路上或实

验室内经过长期的测试一致认为： 

 

[沥再生]有好的渗透能力，在对使用半年左右路段钻取芯样测试结果表明，[沥再生]

已渗透到路表面下 10mm，不能单靠观察便可知道，但渗透明不明显，可以用检验

方法将表层及底层比较或将施用[沥再生]后的芯样与没施用[沥再生]的芯样上层

10mm 甚至 15mm，20mm 切片在处于温室下进行正确的测试的比较为妥。如沥青的

成份、针入度、延度、黏度等等的比较，实验是繁复但十分科学化，上海同济大学

花 了 不 少 心 血 去 研 究 及 一 再 证 明 了 [ 沥 再 生 ] 的 优 良 性 质 ( 见 网 页

www.crowncapital.com.hk)。 

 

另外在冬季观察当天，天气是否十分寒冷，不应该单用视觉或手感主观地对路表面

的感觉来感到路面比较硬或软，应该在适当的温度(10℃以上)比较施用及未施用[沥

再生]的路面。亦有建议是不能用肉眼看芯样，因为在钻芯时的高温根本已将所有

有油质的表层磨去。 

 

5. 对于能否改善沥青路面的路用性能： 

 

可以考虑做沥青结合料流变性能试验动态剪切流变试验(DSR)和沥青混合料马歇

尔，稳定度和流值试验。亦可请同济大学道路与机场工程系等专家咨询，相信在最

近上海市市政工程研究院及同济大学道路与机场工程系的多份报告亦一再证实[沥

再生]是改善了沥青路面的路用性能。 

 

6. 至于要[沥再生]完成后与事故发生率有没有关系： 

 

譬如在上海南北高架路今年开始施工后两天的情况，一度事故发生，仃工一个多月

才准再施工。但在这段路又没有再采取过任何改善措施，现在至今已有半年，又再

没有什幺意外。当日经多方调查及测试，发觉是个别事故成因，是与斜坡上的白线

条上的低摩擦系数有关，与[沥再生]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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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改善摩擦系数？ 

 

三年前曾在虹桥机场跑道上作了一小段试验段，去年测试，摩擦系数是由 0.75 左右

「降至」0.65 左右，在专业上来分析，跑道多年来流失及老化了不少沥青及沙石，

形成构造深度与摩擦系数过高。[沥再生]在这种形成条件下，是补充其沥青及其它

有关油脂不足之处并「改善」了构造深度亦「改善」了摩擦系数。 

 

广州开发区亦有测试，其沥青道路亦是过度老化，摩擦系数高至 0.64，[沥再生]将

其摩擦系数「改善」为 0.55，明显亦感到路面噪音大大减低，证明老化的沥青再生，

回复柔软性能。 

 

西安市政数年前亦测试过，在结论中提及摩擦系数略有「降低」，但在文章内一再

提及当日施工时下雨，影响了效果，而测试中用摇摆式仪器亦非 100%准确，只呈

现大概 4%的差别，所以文中亦提及摩擦系数是基本上不变，但读者只看结论不看

文章内容，便很容易有被误导之嫌。 

 

所以结论仍是一样[沥再生]对摩擦系数是基本上不变，但若是沥青路面过度氧化、

老化、硬化，构造深度过高，路面燥音提高，摩擦系数变得过高时，[沥再生]对此

不但能令老化沥青再生、令路面回复柔软，并「改善」构造深度、减低燥音、更能

「改善」过高的摩擦系数。 

 

 

最后籍此多谢上海市市政工程研究院及上海同济大学多年来的支持及研究[沥再生]的努

力，大家能分享成果，为沥青道路工程的科研略尽一点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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