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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碾压式沥青混凝土心墙施工技术与质量控制方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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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以具体工程案例为例，对沥青混凝土心墙施工技术进行分析，通过将其有效应用到工程中，并结合技术要求，配

合相应的质量控制方法，有效保障工程顺利竣工，确保工程后续使用效果，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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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 specific engineering ca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asphalt concrete core 

wall. By effectively applying it to the project, combined with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nd corresponding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it 

can effectively ensure the smooth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and ensure the subsequent use effect of the projec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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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车尔臣流域为欧亚大陆腹地，南部接近青藏高原、昆仑山，北部有天山阻隔，受到东北方干冷空气侵袭影响，加

之区域存在沙漠，该区域气候属于温带极度干旱大陆性荒漠气候。因此，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应结合区域气候、降水等

条件，合理选择心墙施工技术，并加大质量控制力度，在整体上保障施工质量。 

1 工程概况 

本文工程大坝应用沥青混凝土心墙坝，坝顶上游部位由“L”形防浪墙支撑，坝顶高程以及最高坝高、宽度、坝长

分别为 2304.5m、128.8m、12m、205m。防浪墙顶高程、墙高分别为 2305.7m、3.2m。工程大坝主要应用沥青混凝土直

心墙，受到高程不同影响，心墙厚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表 1 为心墙厚度范围表。 

表 1  心墙厚度范围表 

高程范围（m） EL2203 以下 EL2203～EL2228 EL2228～EL2253 EL2253～EL2278 EL2278～EL2303 

心墙宽度（m） 1.4 1.2 1.0 0.8 0.7 

2 施工方案 

2.1 心墙铺筑方法 

针对心墙摊铺施工，可选择人工、机械相结合形式完成。其中，人工摊铺范围：高程在 2228m 以下区域，岸坡接

触段、心墙基础段以及场地狭窄部位。而机械摊铺范围：高程在 2228m 以上区域。图 1、2 分别为机械摊铺、人工摊铺

施工工艺图。 

 

图 1  机械摊铺施工工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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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工摊铺施工工艺图 

2.1.1 施工准备 

在水泥混凝土中，完成基础层面处理工作。步骤如下：经人工用凿方式，将水泥混凝土表面乳皮去除，借助喷灯，

烘干潮湿部位，并由专业人员验收。将冷底子油进行均匀涂抹，在干涸后，参考设计要求，将沥青玛蹄酯予以涂刷。 

2.1.2 沥青混合料摊铺 

本文工程心墙使用水平分层施工，并以工艺试验成果作为依据，确定各项铺筑参数。施工要求摊铺厚度以及压实

厚度应分别控制在 30cm、28cm，并使用专业摊铺机，对沥青混合料予以铺筑。针对摊铺机无法使用的区域，则需要补

以人工铺筑。在摊铺施工中，工作人员应落实全轴线不分段施工，如果必须进行分段施工，则需要合理控制坡度以及

横缝。其中，坡度要求低于 1:3，横缝错开距离在 2m 以上
[1]
。 

基于人工摊铺段，可借助专用模板，完成心墙混合料铺筑工作，并配合应用专业卡具，予以加固处理，确保钢膜

之间连接紧密。在两侧过渡料填筑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先将钢模进行铺平处理，并将其放置在沥青混合料中，于碾压

前拔出在人工摊平中，过渡料摊铺工作可使用工具反铲。机械摊铺可使用专用摊铺机。在铺筑前，工作人员应明确施

工要求，应经过反复校正，确保铺筑宽度、厚度的准确性。 

2.1.3 碾压顺序及方法 

在摊铺完成后，将模板拆除，并借助压路机，完成 2 遍过渡料静碾施工，在静碾过程中，应做好分界线控制。在

碾压完成后，应进一步对沥青混凝土进行碾压处理，操作步骤如下：经 2 遍静碾处理后，完成 10 遍振动碾压，最后进

行 2 遍收面处理。其中振动碾压要求设备应保持 25m/min 速度。在整个碾压过程中，要求温度应控制在 130~160℃范围

内，终碾温度则要求在 110℃以上。在分段碾压过程中，针对交界处，应做好重叠碾压。在碾压完成后，应注意对沥青

混合料进行检查，要求其表面应处于返油良好状态，并避免出现纵向裂缝。针对碾压机无法碾压处理的区域，可予以

小型振动夯处理，并配合人工夯实处理，以免出现骨料破碎情况。 

2.2 接缝处理 

2.2.1 横向接缝处理 

基于沥青混凝土心墙，应尽可能保持全线均衡上升状态，确保施工始终处于同一高程下，促进横缝控制。一旦出

现横缝，应合理控制斜坡，并将横缝进行错开处理。 

2.2.2 层面处理 

在确保沥青混凝土层面干净、压实良好的情况下，如果施工现场处于常温状态，则无需对层面进行加热处理。经

钻孔取芯处理后，应回填心墙留下的钻孔，具体而言，应先完成钻孔清洁工作，并在烘干孔壁的同时，予以加热处理，

使其最终达到 70℃，以 5cm作为层厚，按照分层形式完成沥青混合料回填工作，并以人工形式完成夯实处理
[2]
。 

3 质量控制 

3.1 原材料质量控制 

3.1.1 沥青 

以工程施工质量标准作为依据，选择标准工业沥青产品，并重点抽查沥青针入度、软化点、延度等指标。在每批

沥青进入现场后，均需要抽取至少一个样品进行检测，确保沥青质量。另外，还要落实恒温罐沥青温度检测工作。 

3.1.2 骨料 

经破碎筛分处理后，可借助试验完成骨料检测工作，检测重点为含泥量、针片状含量、吸水率等，确保工程能够



水电科技·2021 第4卷 第4期 

Hydroelectric Science & Technology.2021,4(4) 

62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得到与级配要求相符的骨料。在拌制现场，工作人员可以热料仓作为取样地点，完成检测。要求工作人员应以 100~300m

³作为取样单位，并且每天检测次数在 1 次以上。另外，还要对热料斗中骨料温度加以监测，做好温度控制。 

3.1.3 填充料 

本工程填充料使用筛余料，要求工作人员应结合材料特性，妥善保管，以免材料受到雨水浸湿。填充料检测手段

包括级配、含水量的检测试验，按照批次进行取样检验，在检验合格的情况下，才能够将填充料应用到实际工程中
[3]
。 

3.1.4 沥青混合料拌和 

以当天配料通知单为准，完成拌料处理，并以试验结果作为依据，确定拌和标准，并以此作为依据，开展后续生

产工作。在拌和过程中，工作人员应落实外观检查，以色泽均匀为宜。 

3.2 铺筑现场质量控制 

（1）温度：主要为摊铺、初碾、终碾三个阶段，要求由专业人员负责。（2）厚度：经人工辅助，扒平过渡料，并

确保地层处于高度平整状态，并心墙高于过渡料。另外，应加强摊铺机控制工作，确保其匀速运行，保障铺筑质量。（3）

宽度：在施工前，应准确测量心墙轴线，并作出相应的弹线表示，对整个模板中线进行调整，确保其能够与心墙轴线

顺利重合。在运行摊铺机过程中，应借助摄像机监视操作人员驾驶情况，确保前进路线的准确性。（4）碾压：在碾压

前，应借助人工手段，清理碾轮，并按照试验成果，完成碾压各项参数控制，保持碾压设备匀速行走。碾压后，应检

查心墙表面平整度以及宽度，确保其能够与设计要求相符合。（5）外观：每完成一次铺筑，均需要进行外观检查，并

及时处理蜂窝、空洞等异常情况。 

3.3 低温施工措施 

当施工进入到低温季节后，工作人员应落实保温处理，并将沥青混凝土拌和、运输作为重点。因此，应在拌和中，

辅助相应的加热措施，并进一步做好运输过程中的保温处理。进入到施工现场后，应借助帆布、棉被将摊铺后的沥青

混凝土予以保温处理，以免混凝土表面降温过快。 

4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有效落实沥青混凝土心墙施工，加强填筑、摊铺、碾压以及接缝技术处理，并进一步落实质量控

制措施，建立在有效原材料、填筑现场以及低温施工质量控制基础上，可有效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并进一步延长其使

用寿命。经调查显示，本文工程在投入使用后，运行效果良好，未发生重大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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