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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包

括以下成分：细骨料40‑60份，硅酸盐水泥35‑50

份，粉煤灰1‑5份，改性玄武岩纤维0.1‑0.5份，改

性硫酸钙晶须0.1‑0.3份，固体醇胺0.1‑0.5份，

木质素磺酸钠0.2‑0.4份，生石灰0.5‑1份，以上

份数为重量份。本发明通过以上各种原料的组

合、配比，协同作用，使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具有

低温抗裂性，界面粘结性和抗疲劳性能。同时，本

发明的修补材料可以在短时间内固化，并且通过

自密实压实成型，可以实现对路面的快速修补，

尽快通车；并且与原有的路面基底结合力好，收

缩率低，避免出现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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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包括以下成分：细骨料40‑60份，硅酸盐水泥35‑50份，粉

煤灰1‑5份，改性玄武岩纤维0.1‑0.5份，改性硫酸钙晶须0.1‑0.3份，固体醇胺0.1‑0.5份，

木质素磺酸钠0.2‑0.4份，生石灰0.5‑1份，以上份数为重量份；

改性玄武岩纤维的制备方法为：配置钛酸酯偶联剂溶液，按偶联剂与玄武岩纤维质量

比为1‑5：100加入玄武岩纤维，静置30‑60min，取出烘干即得，钛酸酯偶联剂为异丙基三(焦

磷酸二辛酯)钛酸酯或异丙基三(十二烷基苯磺酰基)钛酸酯；

改性硫酸钙晶须的制备方法为：称取硫酸钙晶须加入到改性剂溶液中，在50‑80℃下搅

拌反应20‑60min，随后分离、烘干，即得，其中改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硫酸钙晶须与十

二烷基苯磺酸钠的质量比为1：0.01‑0.05；搅拌的速度为800‑1200r/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以上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在使用

时的水料比为0.05‑0.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细骨料为石英砂、河砂、机制砂中

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包括以下成分：细骨料50份，硅酸

盐水泥35份，粉煤灰3份，改性玄武岩纤维0.1份，改性硫酸钙晶须0.2份，固体醇胺0.3份，木

质素磺酸钠0.2份，生石灰0.5份，以上份数为重量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包括以下成分：细骨料60份，硅酸

盐水泥45份，粉煤灰4份，改性玄武岩纤维0.2份，改性硫酸钙晶须0.5份，固体醇胺0.2份，木

质素磺酸钠0.4份，生石灰0.8份，以上份数为重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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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混凝土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道路工程的发展，混凝土路面得到广泛使用，这是因为其具有耐用、经

济、抗冲击、抗冻等优势，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承受超负荷的重力挤压。

[0003] 在长期使用中，由于重型车辆对混凝土地面的严重挤压，并且伴随着老化、腐蚀等

情况，混凝土路面会出现裂缝，甚至整片脱落的情况。需要对破坏的路面进行维修和养护，

如果能够及时处理，只需对混凝土表面进行修复养护，就能够大大提高混凝土的使用寿命，

降低使用成本。

[0004] 为了不阻碍交通，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需要快速固化，在短时间内恢复路面的抗

折强度和抗压强度。同时路面修补是否成功，还取决于修补材料与原有的路面基体是否较

好的相容。相容性主要表现在收缩应变、热膨胀系列、弹性模量、泊松比、粘结力、疲劳性能、

化学活性等方面。这对修补材料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目前，现有技术中的修补材料各种指标

较低。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修补材料的早期强度、粘结强度等综合性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旨在克服现有技术缺陷，提供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

[0006] 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包括以下成分：细骨料40‑60份，硅酸盐水泥35‑50份，

粉煤灰1‑5份，改性玄武岩纤维0.1‑0.5份，改性硫酸钙晶须0.1‑0.3份，固体醇胺0.1‑0.5

份，木质素磺酸钠0.2‑0.4份，生石灰0.5‑1份，以上份数为重量份。

[0007] 以上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在使用时的水料比为0.05‑0.1：1。

[0008] 细骨料为石英砂、河砂、机制砂中至少一种。

[0009] 改性玄武岩纤维的制备方法为：配置钛酸酯偶联剂溶液，按偶联剂与玄武岩纤维

质量比为1‑5：100加入玄武岩纤维，静置30‑60min，取出烘干即得。钛酸酯偶联剂优选为异

丙基三(焦磷酸二辛酯)钛酸酯或异丙基三(十二烷基苯磺酰基)钛酸酯。

[0010] 改性硫酸钙晶须的制备方法为：称取硫酸钙晶须加入到改性剂溶液中，在50‑80℃

下搅拌反应20‑60min，随后分离、烘干，即得。其中改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硫酸钙晶须

与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质量比为1：0.01‑0.05；搅拌的速度为800‑1200r/min。

[0011] 优选的，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包括以下成分：细骨料50份，硅酸盐水泥35份，粉煤

灰3份，改性玄武岩纤维0.1份，改性硫酸钙晶须0.2份，固体醇胺0.3份，木质素磺酸钠0.2

份，生石灰0.5份，以上份数为重量份。

[0012] 优选的，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包括以下成分：细骨料60份，硅酸盐水泥45份，粉煤

灰4份，改性玄武岩纤维0.2份，改性硫酸钙晶须0.5份，固体醇胺0.2份，木质素磺酸钠0.4

份，生石灰0.8份，以上份数为重量份。

[0013] 固体醇胺相对于三乙醇胺等液体醇胺，方便使用，同时使水化产物分布得更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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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浆体结构更加完善，保证了强度。粉煤灰是活性掺合料，加入适量的粉煤灰可以有效降

低混凝土早期的干燥速度，显著降低早期自收缩，加入量若过大则会影响早期强度。玄武岩

纤维具有质轻高强、化学稳定好等特点，掺加进混凝土中可以提高强度和耐久性能，通过钛

酸酯偶联剂对玄武岩纤维进行改性，提高了与基体的结合强度。硫酸钙晶须是一种微米级

材料，将其掺入混凝土中可以提高其骨架强度，水泥水化产物可以与硫酸钙晶须结合，增强

空间骨架架构的强度，避免产生裂缝，并且可以不断填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孔隙和微孔。本

发明采用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对硫酸钙进行改性，提高了硫酸钙晶须的活性，进一步改善了

混凝土的性能。木质素磺酸钠具有早强、减水等作用。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以上各种原料的组合、配比，协同作用，使

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具有低温抗裂性，界面粘结性和抗疲劳性能。同时，本发明的修补材料

可以在短时间内固化，并且通过自密实压实成型，可以实现对路面的快速修补，尽快通车；

并且与原有的路面基底结合力好，收缩率低，避免出现裂缝。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施例仅用

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6] 实施例1：

[0017] 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包括以下成分：河砂50份，硅酸盐水泥35份，粉煤灰3

份，改性玄武岩纤维0.1份，改性硫酸钙晶须0.2份，固体醇胺0.3份，木质素磺酸钠0.2份，生

石灰0.5份，以上份数为重量份。

[0018] 改性玄武岩纤维的制备方法为：配置钛酸酯偶联剂溶液，按偶联剂与玄武岩纤维

质量比为2：100加入玄武岩纤维，静置30min，取出烘干即得。钛酸酯偶联剂为异丙基三(焦

磷酸二辛酯)钛酸酯。

[0019] 改性硫酸钙晶须的制备方法为：称取硫酸钙晶须加入到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溶液

中，在80℃下搅拌反应30min，随后分离、烘干，即得。其中改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硫酸

钙晶须与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质量比为1：0.03；搅拌的速度为1000r/min。

[0020] 以上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在使用时的水料比为0.08：1。

[0021] 实施例2

[0022] 一种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包括以下成分：河砂60份，硅酸盐水泥45份，粉煤灰4

份，改性玄武岩纤维0.2份，改性硫酸钙晶须0.5份，固体醇胺0.2份，木质素磺酸钠0.4份，生

石灰0.8份，以上份数为重量份。

[0023] 改性玄武岩纤维的制备方法为：配置钛酸酯偶联剂溶液，按偶联剂与玄武岩纤维

质量比为2：100加入玄武岩纤维，静置30min，取出烘干即得。钛酸酯偶联剂为异丙基三(焦

磷酸二辛酯)钛酸酯。

[0024] 改性硫酸钙晶须的制备方法为：称取硫酸钙晶须加入到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溶液

中，在80℃下搅拌反应30min，随后分离、烘干，即得。其中改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硫酸

钙晶须与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质量比为1：0.03；搅拌的速度为1000r/min。

[0025] 以上混凝土路面修补材料在使用时的水料比为0.09：1。

[0026] 对比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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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不对硫酸钙晶须进行改性，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

[0028] 对比例2

[0029] 不对玄武岩进行改性，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

[0030] 对比例3

[0031] 将钛酸酯偶联剂替换为硅烷偶联剂KH‑550，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

[0032] 对比例4

[0033] 河砂50份，硅酸盐水泥35份，粉煤灰8份，改性玄武岩纤维0.1份，改性硫酸钙晶须

0.2份，固体醇胺0.3份，木质素磺酸钠0.2份，生石灰0.5份，以上份数为重量份，其余与实施

例1相同。

[0034] 对比例5

[0035] 河砂50份，硅酸盐水泥35份，粉煤灰3份，改性玄武岩纤维0.5份，改性硫酸钙晶须

0.4份，固体醇胺0.6份，木质素磺酸钠0.2份，生石灰0.5份，以上份数为重量份，其余与实施

例1相同。

[0036] 对实施例1‑2，对比例1‑5进行性能测试。按JC/T2381‑2016测试抗压强度、抗折强

度、拉伸粘结强度、28d干缩率，如以下两表所示。

[0037]

[0038]

[0039]  28d拉伸粘结强度/MPa 28d干缩率/％

实施例1 4.36 ‑0.023

实施例2 4.53 ‑0.024

对比例1 2.13 ‑0.035

对比例2 2.43 ‑0.032

对比例3 2.86 ‑0.033

对比例4 3.12 ‑0.041

对比例5 3.24 ‑0.036

[0040] 通过以上实验可以看出，本申请通过对玄武岩纤维和硫酸钙晶须改性，并且调控

各组分的配比，实现了在短时间内固化，并实现较高的强度；有很好的界面粘合里，干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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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提高了耐久性。

[0041]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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