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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ＪＴ ／ Ｔ ８６０《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分为 ７ 部分：
———第 １ 部分：抗车辙剂；
———第 ２ 部分：高黏度添加剂；
———第 ３ 部分：阻燃剂；
———第 ４ 部分：抗剥落剂；
———第 ５ 部分：天然沥青；
———第 ６ 部分：温拌剂；
———第 ７ 部分：废旧轮胎热解炭黑。
本部分为 ＪＴ ／ Ｔ ８６０ 的第 ７ 部分。
本部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交通工程设施（公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 ２２３）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长沙理工大学、山西利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西交

通科学研究院、北京建翔新兴材料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黑龙江省尚志高速公路

管理处、海南省交通工程试验检测中心、长安大学、北京青鸟洁净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湘潭大学、中
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田波、李闯民、何哲、权磊、李健、冯振刚、孙永利、贺平、田泉、谭华、王稷良、侯荣

国、次仁拉姆、曾维芳、王伟、王永红、梁新星、丁丽萍、甘有为、李睿、李诗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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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

第 ７ 部分：废旧轮胎热解炭黑

１　 范围

ＪＴ ／ Ｔ ８６０ 的本部分规定了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废旧轮胎热解炭黑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废旧轮胎热解炭黑的生产、检验和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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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８０． １　 炭黑　 第 １ 部分：吸碘值试验方法

ＧＢ ／ Ｔ ３７８０． ２　 炭黑　 第 ２ 部分：吸油值的测定

ＧＢ ／ Ｔ ３７８０． ７　 炭黑　 第 ７ 部分：ｐＨ 值的测定

ＧＢ ／ Ｔ ６００３． １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 １ 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ＪＴＧ Ｅ２０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ＪＴＧ Ｅ４２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ＪＴＧ Ｆ４０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 １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　 ｐｙｒｏｌｙｔ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ｌａｃｋ ｆｒｏｍ ｕｓｅｄ ｔｉｒｅ
在无氧或缺氧的条件下，利用高温使废旧轮胎中的有机物发生不完全燃烧或热解，溢出挥发性产物

后形成的固体物质。
３． ２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掺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ｙｔ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ｌａｃｋ ｆｒｏｍ ｕｓｅｄ ｔｉｒｅ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添加剂占改性前石油沥青质量的质量百分率。

３． ３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灰分　 ａｓ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ｐｙｒｏｌｙｔ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ｌａｃｋ ｆｒｏｍ ｕｓｅｄ ｔｉｒｅ
在规定试验条件下，试样完全燃烧后所得的残留物的质量与燃烧前质量的比值。

３． ４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吸碘值　 ｉｏｄｉｎ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ｙｔ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ｌａｃｋ ｆｒｏｍ ｕｓｅｄ ｔｉｒｅ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吸附的碘量与试样量的质量比。

３． ５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吸油值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ｙｔ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ｌａｃｋ ｆｒｏｍ ｕｓｅｄ ｔｉｒｅ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消耗油体积与试样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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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技术要求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１ 的规定。 添加废旧轮胎热解炭黑后的改性沥青的技术要

求见附录 Ａ 表 Ａ． １，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技术要求见附录 Ｂ 表 Ｂ． １。

表 １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的技术要求

项　 　 目 单　 　 位 技 术 要 求

外观 — 黑色粉末

灰分 ％ ≤１８． ５

吸碘值 ｍｇ ／ ｇ ≥８０

含水率 ％ ≤３

吸油值 ｍＬ ／ １００ｇ ≥７０

ｐＨ 值 — ≥６． ０

粒度（０． ０４５ｍｍ 通过率） ％ １００

　 　 注：用于试验检测的热解炭黑样品为非造粒炭黑或经研磨至原状的造粒炭黑。

５　 试验方法

５． １　 外观

用目测的方式检验。

５． ２　 灰分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灰分的试验方法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 Ｔ ０６１４ 进行，采用直径不小于 １２０ｍｍ 的蒸发皿，
样品数量为（５ ± ０． ５）ｇ。

５． ３　 吸碘值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吸碘值的试验方法按 ＧＢ ／ Ｔ ３７８０． １ 进行。

５． ４　 含水率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含水率的试验方法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 Ｔ ０１０３ 进行。

５． ５　 吸油值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吸油值的试验方法按 ＧＢ ／ Ｔ ３７８０． ２ 进行。

５． ６　 ｐＨ 值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 ｐＨ 值的试验方法按 ＧＢ ／ Ｔ ３７８０． ７ 进行。

５． ７　 粒度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粒度的试验方法按 ＪＴＧ Ｅ４２ 中 Ｔ ０３０２ 的干筛方法进行，试验用筛子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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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 ／ Ｔ ６００３． １中规格为 ϕ２００ × ５０—４５ ／ ４． ５ 筛子的技术指标要求，样品数量为 １００ｇ。

６　 检验规则

６． １　 检验分类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的检验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检验；
ｂ）　 正式生产后，工艺或原材料有变化，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停产半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ｄ）　 每正常生产满 ５００ｔ 时的周期性检验；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ｆ）　 国家或行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６． ２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见表 ２。

表 ２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检测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１ 外观 表 １ ５． １ ＋ ＋

２ 灰分 表 １ ５． ２ ＋ ＋

３ 吸碘值 表 １ ５． ３ ＋ －

４ 含水率 表 １ ５． ４ ＋ ＋

５ 吸油值 表 １ ５． ５ ＋ ＋

６ ｐＨ 值 表 １ ５． ６ ＋ ＋

７ 粒度（０． ０４５ｍｍ 通过率） 表 １ ５． ７ ＋ ＋

　 　 注：“ ＋ ”为必检项目，“ － ”为非检项目。

６． ３　 组批、抽样

６． ３． １　 组批

生产厂应根据产量将产品分批编号，每一批号为 １００ｔ，不足 １００ｔ 的按一个批量计。

６． ３． ２　 抽样

随机抽取两包废旧轮胎热解炭黑，充分搅拌后分成两份，每份不少于 ５ｋｇ，密封好，一份送检，一份

封样保存。 同一批号的产品抽检一次。

６． ４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中，若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表 １ 的规定，则判定该批号废旧轮胎热解炭黑为合

格产品。 如有一项不符合规定的要求时，允许在该批产品中再随机抽取两份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复

查，如全部达到标准规定则判为合格；否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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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７． １　 标志和包装

７． １． １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宜采用防潮、不易破损、附有内膜的纸袋或塑料袋作为包装。 包装袋上应包

括下列内容：
ａ）　 产品名称和型号；
ｂ）　 净质量；
ｃ）　 生产单位名称、地址。

７． １． ２　 每批产品应配使用说明书和合格证，合格证上除包括上述内容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生产地；
ｂ）　 生产日期；
ｃ）　 生产批号；
ｄ）　 质检员；
ｅ）　 检验执行标准；
ｆ）　 检验结果。

７． ２　 运输和储存

产品在运输时应避免日晒、玷污和划伤，保持外包装完好无损；产品应存放于干燥的库房里，温度不

超过 ４０℃，储存期不宜超过 ２４ 个月。

４

ＪＴ ／ Ｔ ８６０． ７—２０１７



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Ａ． １　 技术要求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Ａ． １ 的规定。

表 Ａ． １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的技术要求

项　 　 目 单　 　 位 技 术 要 求

软化点 ℃ ≥４８

针入度（２５℃，１００ｇ，５ｓ） ０． １ｍｍ ６０ ～ ８０

延度（１５℃） ｃｍ ＞ ４０

黏度（１３５℃） Ｐａ·ｓ ≤１． １

ＴＦＯＴ（或 ＲＴＦＯＴ）
抗热老化性能

质量变化率 ％ ±０． ４

残留物针入度比（２５℃） ％ ≥７０

软化点增量 ℃ ≤４

黏度比（１３５℃） ％ ≤１３０

紫外光（ＵＶ）
老化性能

（９５０μＷ／ ｃｍ２，
６０℃，６ｄ）

质量变化率 ％ ±０． ８

残留物针入度比（２５℃） ％ ≥６５

软化点增量 ℃ ≤７． ５

黏度比（１３５℃） ％ ≤１４０

　 　 注：选用的基质沥青为 ７０ 号沥青，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掺量为沥青质量的 １０％ 。

Ａ． ２　 试验方法

Ａ． ２． １　 试样制备方法

Ａ． ２． １． １　 本制备方法适用于各类品牌的 ７０ 号基质沥青制备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９０ 号基质沥

青制备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参照以下方法进行适当调整后使用。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应为非造粒

状，如经过造粒的产品，应经研磨机磨细使用。
Ａ． ２． １． ２　 本制备方法使用的沥青高速剪切机应能高效、快速地将改性剂剪碎并均匀分布在沥青中，且
机器可任意调节搅拌头速率，适应各种需求。
Ａ． ２． １． ３　 制备过程如下：

ａ）　 分别预热基质沥青与废旧轮胎热解炭黑，废旧轮胎热解炭黑预热温度为 １００℃ ～ １１０℃， 基质

沥青预热温度为 １３０℃；
ｂ）　 将预热好的废旧轮胎热解炭黑与预热的基质沥青混溶，获取混合物，混溶过程中保证制备温

度不变，以保温罩进行控温，控温温度为 １３０℃；
ｃ）　 利用高速剪切机对上述混合物进行剪切混匀，剪切速率为 ４ ０００ｒ ／ ｍｉｎ，剪切时间为 ４５ｍｉｎ，即获

得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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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 ２　 软化点、２５℃针入度、１５℃延度、１３５℃黏度试验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软化点、２５℃针入度、１５℃延度、１３５℃黏度试验按 ＪＴＧ Ｅ２０ 进行。
Ａ． ２． ３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热老化试验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热老化试验方法按 ＪＴＧ Ｅ２０ 中 Ｔ ０６０９（或 ＪＴＧ Ｅ２０ 中 Ｔ ０６１０）进行 ，其
中黏度试验温度 １３５℃，按照 Ｔ ０６２５ 进行，黏度比是动力黏度之比，指老化后沥青的黏度（１３５℃）与老

化前沥青的黏度（１３５℃）比的百分率。
Ａ． ２． ４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紫外光（ＵＶ）老化试验

Ａ． ２． ４． １　 采用光热老化试验箱模拟自然气候中紫外光和温度等老化因素的一种室内加速老化试

验方法。 适用于半固态沥青及改性沥青的紫外光老化性能评价以及指定采用本方法的其他沥青

材料。
Ａ． ２． ４． ２　 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ａ）　 光热老化试验箱：试验箱尺寸为 ６００ｍｍ ×６００ｍｍ ×８５０ｍｍ（长 ×宽 ×高），如图 Ａ． １ 所示，由紫

外光源、试样架、温控装置、风冷装置、控制与指示面板等部分组成；

　 　 说明：
１———温度控制面板；　 　 ６———紫外光强度监视器；　 　 　 　 １１———转轴；　 　 　 １６———紫外光传感器；
２———控制开关栏； ７———侧面； １２———螺杆； １７，２０———调节螺母；
３———显示灯栏； ８———温度控制器； １３———加热管； １８———风冷装置；
４———箱门； ９———电机； １４———试样盘； １９———紫外线高压汞灯。
５———门锁； １０———转头； １５———水平转盘；

图 Ａ． １　 光热老化试验箱示意图

ｂ）　 紫外光源：紫外光源为荧光灯，荧光灯分为 ＵＶ⁃Ａ、ＵＶ⁃Ｂ、ＵＶ⁃Ｃ、ＵＶ⁃Ｄ 和 ＵＶ⁃Ｅ５ 种类型，各种

类型的荧光灯出现最大峰值辐射的波长不同。 除非另有规定，一般使用 ＵＶ⁃Ｂ 型荧光灯。 荧

光灯光能量输出随使用时间逐步衰减，为了减小因光能量衰减造成对试验的影响，需根据紫

外光监测强度定期更换荧光灯；
ｃ）　 试样架：试样架为圆盘架，圆盘直径为 ３６０ｍｍ ～ ３７０ｍｍ，圆盘上设有 ４ 个浅槽，供放置试样。

转盘中心由一垂直轴悬挂于试验箱中央，由传动机带动其水平旋转，试样架高度可通过上下

两个调节螺母进行调节；
ｄ）　 温控装置：试验箱内设有温度传感器，可实时监测并通过自动控制加热棒和风冷装置达到设

定的试验温度，温度传感器的量程为 ０℃ ～１００℃；
ｅ）　 风冷装置：风冷装置由带压缩机的内置蒸发器和风扇组成，通过内置蒸发器所产生的冷气，利

用风扇强制冷气循环流动，从而使冷气均匀分布于试验箱，利于实现精准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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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辐射量测定仪：在试样架正上方对应于试样的位置安装 ４ 个辐射量测定仪，以实时监测试样

表面的紫外光辐射强度，并通过指示面板显示出来；
ｇ）　 盛样皿：铝或不锈钢制成，不少于 ４ 个，形状为圆形，盛样皿内径为（１４０ ± １）ｍｍ；
ｈ）　 天平感量不大于 １ｍｇ；
ｉ）　 其他：干燥器、计时器等。

Ａ． ２． ４． ３　 准备工作按以下步骤进行：
ａ）　 准备 ４ 个盛样皿，洗净、烘干、冷却、编号，分别称其质量（ｍ０），精确至 １ｍｇ；
ｂ）　 根据 ＪＴＧ Ｅ２０ 中 Ｔ ０６０２ 方法准备沥青试样，称取（３０ ± ０． ５）ｇ 沥青倒入每个盛样皿中并形成

厚度均匀的薄膜。 将盛有沥青的盛样皿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取质量（ｍ１ ），精确

至 １ｍｇ；
ｃ）　 根据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相关规定，测试沥青试样紫外光老化前的针入度、软化点和黏度等

性质；
ｄ）　 开启光热老化试验箱，根据需要的紫外光老化强度调节试样架高度，试样表面所接收的

２８０ｎｍ ～４００ｎｍ 波长范围的辐照强度通常不大于 ５０Ｗ ／ ｍ２，且不应有低于 ２７０ｎｍ 波长的紫外

光辐照；
ｅ）　 设置试验温度，试验温度一般规定为（６０ ± ２）℃，也可根据沥青特性与应用环境选用（５０ ±

２）℃或其他温度。
Ａ． ２． ４． ４　 试验步骤如下：

ａ）　 当试验箱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迅速将盛有沥青的盛样皿放入试验箱的试样架上，关闭试验

箱箱门，开动旋转使试样架匀速转动。 当试验箱温度回升至设定温度时开始计时，并在设定

紫外光强度和温度下保持一段时间。 紫外光辐照时间为 １４４ｈ（６ｄ）；
ｂ）　 试验结束后，关闭试验箱电源并从试验箱中取出盛样皿，将老化后盛有沥青的盛样皿放入干

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取质量（ｍ２），精确至 １ｍｇ；
ｃ）　 将每个盛样皿的沥青试样加热后用刮铲刮入一容器中，置于加热炉上加热并搅拌使沥青熔融

达到流动状态，倒入针入度、软化点和黏度等试模内，并按照 ＪＴＧ Ｅ２０ 中的相关规定，测试沥青

试样紫外光老化后的针入度、软化点和黏度等性质。
Ａ． ２． ４． ５　 试验结果按以下要求处理：

ａ）　 沥青紫外光老化试验后的质量变化率按式（Ａ． １）进行计算，精确至小数点后 ３ 位，质量减少为

负值，质量增加为正值。

ＬＴ ＝ （ｍ２ －ｍ１） ／ （ｍ１ －ｍ０） × １００％ （Ａ． １）

式中：ＬＴ———沥青试样紫外光老化后的质量变化率；
ｍ０———盛样皿质量，单位为克（ｇ）；
ｍ１———紫外光老化前盛样皿与沥青试样的总质量，单位为克（ｇ）；
ｍ２———紫外光老化后盛样皿与沥青试样的总质量，单位为克（ｇ）。
ｂ）　 沥青紫外光老化试验后的残留针入度比按式（Ａ． ２）进行计算，精确至小数点后 １ 位。

ＫＰ ＝ Ｐ２ ／ Ｐ１ × １００％ （Ａ． ２）

式中：ＫＰ———沥青试样紫外光老化后的残留针入度比；
Ｐ１———紫外光老化前沥青的针入度，单位为 ０． １ 毫米（０． １ｍｍ）；
Ｐ２———紫外光老化后沥青的针入度，单位为 ０． １ 毫米（０． １ｍｍ）。

ｃ）　 沥青紫外光老化试验后的软化点增量按式（Ａ． ３）进行计算，精确至小数点后 １ 位。

ΔＴ ＝ Ｔ２ － Ｔ１ （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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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Ｔ ———沥青试样紫外光老化后的软化点增量，单位为摄氏度（℃）；
Ｔ１———紫外光老化前沥青的软化点，单位为摄氏度（℃）；
Ｔ２———紫外光老化后沥青的软化点，单位为摄氏度（℃）。

ｄ）　 沥青紫外光老化试验后的黏度比按式（Ａ． ４）进行计算，精确至小数点后 ２ 位。

Ｋ ＝ η２ ／ η１ × １００％ （Ａ． ４）

式中：Ｋ———沥青试样紫外光老化后的黏度比；
η１———紫外光老化前沥青的黏度，单位为帕斯卡秒（Ｐａ·ｓ）；
η２———紫外光老化后沥青的黏度，单位为帕斯卡秒（Ｐ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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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混合料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Ｂ． １　 技术要求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Ｂ． １ 的规定。

表 Ｂ． １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技术要求

指　 　 标 单　 　 位 技 术 要 求

马歇尔试验稳定度 ｋＮ ≥８

流值 ｍｍ ２． ０ ～ ４． ０

残留稳定度 ％ ≥８０

冻融劈裂强度比 ％ ≥７０

动稳定度 次 ／ ｍｍ ≥３ ０００

低温弯曲破坏 最大弯拉应变 με ≥２ ４００

　 　 注 １：本表选用的基质沥青为 ７０ 号沥青，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掺量为沥青质量的 １０％ 。
注 ２：本表参数适用于各种 ＡＣ、ＳＭＡ、ＳＵＰＥＲＰＡＶＥ 等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注 ３：用于试验检测的热解炭黑样品，应为非造粒炭黑或经研磨至原状的造粒炭黑。

Ｂ． ２　 试验方法

Ｂ． ２． １　 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拌和与成型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混合料配合比按照 ＪＴＧ Ｆ４０ 进行，对施工采用“湿法”工艺的，配合比

试验也采用“湿法”。 级配采用项目设计级配，按照以下方法在试验室拌制掺加废旧轮胎热解炭黑的沥

青混合料：用烘箱将集料加热至预定温度、倒入拌和锅，然后加入预制好的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

拌和 ９０ｓ，最后加入矿粉，再拌和 ９０ｓ。 沥青混合料拌和与成型温度控制要求见表 Ｂ． ２。

表 Ｂ． ２　 室内试验用沥青改性沥青混合料拌和、成型温度控制参数

技 术 参 数 技 术 要 求

矿料加热温度（℃） １８０ ～ １８５

沥青加热温度 参考沥青黏温曲线确定

沥青混合料拌和温度（℃） １６５ ～ １７５

击实和车辙成型温度（℃） １６０ ～ １６５

　 　 注：本表适用于 ７０ 号沥青，其他标号沥青对温度参数进行适当调整使用。

Ｂ． ２． ２　 废旧轮胎热解炭黑改性沥青混合料的各项试验按照 ＪＴＧ Ｅ２０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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