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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及其

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基质沥青、微生物菌株、气

味抑制剂；其中所提的微生物菌株包括枯草芽孢

杆菌 、高温烷烃地芽孢杆菌 、芽孢杆菌 、

Glutamicibacter  sp.、8种曲霉、3种酵母菌、曲

霉属、镰刀菌属、铜绿假单胞菌、荧光假单胞菌的

两种或几种；其中所述的气味抑制剂包括蓖麻油

酸锌、环氧树脂、氯化石蜡、亚油酸、聚丙烯、熟石

灰改性剂、硅烷偶联剂。本发明通过利用微生物

使沥青的平均分子量减小，进而降低沥青的黏度

或利用微生物表面所产生的表面活性剂来降低

沥青黏度。本发明既节约了沥青拌和及摊铺时所

消耗的能源，同时也减少了沥青烟、硫化氢等有

害气体的排放，既保护了环境，也为工作人员创

造了一个安全的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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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制作步骤为：

(1)取200份70号基质沥青放入反应釜中，同时加入30份植物精油，加热升温至180℃并

保温溶胀40～50min，降温至140～160℃，再用高速沥青剪切机以1400～2000r/min转速剪

切40～50min，备用；

(2)制备菌群培养液，将菌群放入发酵桶中发酵48h，备用；

(3)将剪切完成后的沥青降温至35℃放入发酵桶里，二者体积比为2:5，缓慢地搅拌，发

酵十天，最后把发酵好的沥青升温至140～160℃，再放入高温搅拌机中搅拌24h得到生物降

黏沥青；

(4)将环氧树脂、聚丙烯、硅烷偶联剂按比例混合，逐步加入乙醇，将以上混合物放入搅

拌机中，设定转速为600r/min，搅拌20～30min，得到混合液1；

(5)将亚油酸、氯化石蜡、熟石灰液按比例加入步骤(1)的混合液1中，搅拌20～30min，

再继续加入对应比例的熟石灰改性剂、蓖麻油酸锌，继续搅拌15～30min，得到气味抑制剂；

(6)在生物降黏沥青中加入20份气味抑制剂，搅拌12h得到微生物降黏净味沥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为橄榄油、

玫瑰精油、百合花精油、山茶油、茉莉精油的一种或几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培养液中含

有葡萄糖、牛肉膏、蛋白胨、氯化钠，配比比例为3:2:3:2，培养液中pH值为6.5～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菌群包括枯

草芽孢杆菌、高温烷烃地芽孢杆菌、芽孢杆菌、Glutamicibactersp.、8种曲霉、3种酵母菌、

曲霉属、镰刀菌属、铜绿假单胞菌、荧光假单胞菌的两种或几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

的蓖麻油酸锌、环氧树脂、氯化石蜡、亚油酸、聚丙烯、都为工业级，纯度大于96％，硅烷偶联

剂为KH‑57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熟石

灰改性剂由氢氧化钙、氯化物、硫酸盐、镁盐按比例96:0.1:1:1混合所得，再将以上所得的

混合粉末与水按3:10的比例搅拌混合，得到熟石灰改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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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沥青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道路交通量增长迅速，我国的交通基础建设也因此得

到了快速发展，而在道路建设期间，因沥青混凝土路面平整度好、施工期短、行驶振动小、易

于维修等优点，所以大多数路面采用的都是沥青混凝土路面。

[0003] 沥青的生产需要很高的温度，同时沥青混合料拌和及路面摊铺时都会排出大量的

难闻且有害的气体，主要为碳氢化物、氮氢化物、硫化物、一些多聚芳烃结构的化合物，这些

气体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危害作用。沥青烟中含有许多致癌的气体，例如苯并芘、苯并

蒽、咔唑等，粒径大多在0.1～1.0μm之间。因此我们必须对沥青烟气进行治理，保护环境的

同时也为操作人员打造一个安全的生产环境。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生物降黏沥青，通过微生

物进行发酵，将沥青中的沥青质及胶质分解一部分，来达到降低沥青黏度的目的，从而降低

沥青混合料拌和及摊铺时所需要的温度，以此减少沥青在高温时释放的沥青烟等有害气

体，再通过气味抑制剂来降低沥青所散发的难闻的气味。

[0005] 本发明的具体的技术方案如下：包括70号基质沥青、微生物菌株、气味抑制剂。

[0006] 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及其制备方法，其具体制作步骤为：

[0007] 1 .取200份70号基质沥青放入反应釜中，同时加入30份植物精油，加热升温至180

℃并保温溶胀40～50min，降温至140～160℃，再用高速沥青剪切机以1400～2000r/min转

速剪切40～50min，备用。

[0008] 2.进一步的，所述植物精油为橄榄油、玫瑰精油、百合花精油、山茶油、茉莉精油的

一种或几种。

[0009] 3 .将混合菌群加入含有培养液的发酵罐中发酵48h，培养液中含有葡萄糖、牛肉

膏、蛋白胨、氯化钠，配比比例为3:2:3:2，培养液中pH值为6.5～7。

[0010] 其中 ，混合菌群包括枯草芽孢杆菌、高温烷烃地芽孢杆菌、芽孢杆菌、

Glutamicibactersp.、8种曲霉、3种酵母菌、曲霉属、镰刀菌属、铜绿假单胞菌、荧光假单胞

菌的两种或几种。

[0011] 将剪切完成后的沥青混合物降温至35℃加入到发酵桶中，二者体积比为2:5，慢速

搅拌，发酵十天。再将发酵后的沥青混合物放入反应釜中，升温至140～160℃，搅拌24h得到

生物降黏沥青。

[0012] 在以上所得的生物降黏沥青加入20份气味抑制剂，搅拌12小时得到微生物降黏净

味沥青。

[0013] 气味抑制剂由以下组分的成分组成:蓖麻油酸锌20～30份、环氧树脂10～20份、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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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蜡10～20份、亚油酸0～5份、聚丙烯3～8份、熟石灰改性剂2～5份、硅烷偶联剂2～4份。

[0014] 其中，所述的蓖麻油酸锌、环氧树脂、氯化石蜡、亚油酸、聚丙烯、都为工业级，纯度

大于96％，硅烷偶联剂为KH‑570。

[0015] 其中，所述的熟石灰改性剂由氢氧化钙、氯化物、硫酸盐、镁盐按比例96:0.1:1:1

混合所得，再将以上所得的混合粉末与水按3:10的比例搅拌混合，得到熟石灰改性剂。

[0016] 本发明所添加的气味抑制剂，其制备步骤如下:

[0017] 1)将环氧树脂、聚丙烯、硅烷偶联剂按比例混合，逐步加入乙醇，将以上混合物放

入搅拌机中，设定转速为600r/min，搅拌20～30min，得到混合液1。

[0018] 2)将亚油酸、氯化石蜡、熟石灰液按比例加入步骤(1)的混合液1中，搅拌20～

30min，再继续加入对应比例的熟石灰改性剂、蓖麻油酸锌，继续搅拌15～30min，得到气味

抑制剂。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的制备方法与应用，具备

以下有效效果:

[0020] 1.沥青的黏度大部分取决于沥青质与胶质，胶质分子与沥青质分子与芳烃分子之

间存在强大的缔合作用，形成了大分子机构。本发明通过利用微生物来降低沥青的黏度，降

黏机理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利用微生物使沥青中的沥青质与胶质等高分子量的化合物分

解为低分子量的化合物，从而让沥青的平均分子量减小，来降低沥青黏度。二是微生物的表

面会产生表面活性剂，以此来降低沥青的黏度，根据它们的基团，生物表面活性剂可分为糖

脂类、脂肽类、脂肪酸类、磷脂类。且菌株间具有协同效应，能够提高微生物对沥青黏度的降

解效果，本发明的实例中采用了三种组合方式得到混合菌群，即:①细菌与真菌复配(细菌:

枯草芽孢杆菌、高温烷烃地芽孢杆菌、芽孢杆菌、Glutamicibactersp.真菌:8种曲霉、3种酵

母菌)②真菌之间复配(曲霉属、镰刀菌属)③细菌之间复配(铜绿假单胞菌、荧光假单胞

菌)，通过实施例，最终发现铜绿假单胞菌、荧光假单胞菌菌群的降黏效果最好。

[0021] 2 .通过微生物降黏来降低沥青拌和及摊铺时的温度，来减少沥青烟的产生及挥

发，同时添加气味抑制剂，减少H2S、SO2、NOX等有害气体的产生及挥发，用两种途径来降低沥

青加热或施工时对环境和人体造成的伤害，微生物降黏具有成本适宜，且不会造成二次污

染，相较与其他降黏方法，微生物降黏的方法在未来有着巨大前景。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微生物降黏原理。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内容，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除非另有定义，本说明书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

的实施方式的目的，不是用于限制本发明。本说明书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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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需要理解的是，如无特别说明，本发明中的各种原

料均可以通过市售得到。

[0025] 一种生物降黏净味沥青的具体制备步骤如下:

[0026] 步骤一，取200份70号基质沥青放入反应釜中，同时加入30份植物精油，加热升温

至180℃并保温溶胀40～50min，降温至140～160℃，再用高速沥青剪切机以1400～2000r/

min转速剪切40～50min，备用。

[0027] 步骤二，将混合菌群加入含有培养液的发酵罐中发酵48h，培养液中含有葡萄糖、

牛肉膏、蛋白胨、氯化钠，配比比例为3:2:3:2，培养液中pH值为6.5～7。

[0028] 步骤三，将剪切完成后的沥青混合物降温至35℃加入到发酵桶中，二者体积比为

2:5，慢速搅拌，发酵十天。再将发酵后的沥青混合物放入反应釜中，升温至140～160℃，搅

拌24小时得到生物降黏沥青。

[0029] 步骤四，将环氧树脂、聚丙烯、硅烷偶联剂按比例混合，逐步加入乙醇，将以上混合

物放入搅拌机中，设定转速为600r/min，搅拌20～30min，得到混合液1。

[0030] 步骤五，将亚油酸、氯化石蜡、熟石灰液按比例加入步骤四的混合液1中，搅拌20～

30min，再继续加入对应比例的熟石灰改性剂、蓖麻油酸锌，继续搅拌15～30min，得到气味

抑制剂。

[0031] 步骤六，在所得的生物降黏沥青加入20份气味抑制剂，放入搅拌机中，以1200r/

min搅拌1h得到生物降黏净味沥青。

[0032] 本发明所做实例如下:

[0033] 实例1

[0034] 步骤一，取200份70号基质沥青放入反应釜中，同时加入30份植物精油，加热升温

至180℃并保温溶胀40～50min，降温至140～160℃，再用高速沥青剪切机以1400～2000r/

min转速剪切40～50min，备用。

[0035] 步骤二，将枯草芽孢杆菌、高温烷烃地芽孢杆菌、芽孢杆菌、Glutamicibactersp.、

8种曲霉、3种酵母菌菌群加入含有培养液的发酵罐中发酵48h，培养液中含有葡萄糖、牛肉

膏、蛋白胨、氯化钠，配比比例为3:2:3:2，培养液中pH值为6.5～7。

[0036] 步骤三，将剪切完成后的沥青混合物降温至35℃加入到发酵桶中，二者体积比为

2:5，慢速搅拌，发酵十天。再将发酵后的沥青混合物放入反应釜中，升温至140～160℃，搅

拌24小时得到生物降黏沥青。

[0037] 步骤四，将环氧树脂、聚丙烯、硅烷偶联剂按比例混合，逐步加入乙醇，将以上混合

物放入搅拌机中，设定转速为600r/min，搅拌20～30min，得到混合液1。

[0038] 步骤五，将亚油酸、氯化石蜡、熟石灰液按比例加入步骤四的混合液1中，搅拌20～

30min，再继续加入对应比例的熟石灰改性剂、蓖麻油酸锌，继续搅拌15～30min，得到气味

抑制剂。

[0039] 步骤六，在所得的生物降黏沥青加入20份气味抑制剂，放入搅拌机中，以1200r/

min搅拌1h得到实例1。

[0040] 实例2

[0041] 将实例1中的步骤二中所加菌落换成霉属、镰刀菌属菌群，其余步骤与实例1相同。

得到实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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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实例3

[0043] 将实例1中的步骤二中所加菌落换成铜绿假单胞菌、荧光假单胞菌菌群，其余步骤

与实例1相同。得到实例3。

[0044] 对比例1

[0045] 根据实例1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制得对比例1。

[0046] 对比例2

[0047] 根据实例1步骤一、步骤三、步骤四、步骤五、步骤六制得对比例2。

[0048] 对比例3

[0049] 取200份70号基质沥青，升温至160～170℃，加入2％市面上常用的温拌剂Sasobit

产品，一齐放入高温搅拌机中，转速1300r/min，搅拌40～50min，待其自然冷却，得到对比例

3。

[0050] 表1:

[0051]

[0052]

[0053] 根据表1的实施例1、2、3对比，可知铜绿假单胞菌、荧光假单胞菌菌群在本发明的

制备方法中高温降黏效果最好，与用了市面上的温拌剂的对比例3的高温降黏效果十分接

近，且基本没有改变沥青的其他性质，从而降低了沥青拌和及摊铺的温度，通过实施例1、2、

3与对比例1、2比较可以得出，本发明中的气味抑制剂净味效果强大，减少了沥青散发的硫

化氢等引起臭味的气体在空气中的含量，本发明既节约了沥青拌和及摊铺时所消耗的能

源，同时也减少了沥青烟、硫化氢等有害气体的排放，既保护了环境，也为工作人员创造了

一个安全的生产环境。

[0054] 以上所述应用了优选的实施方式，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来说，仍然可以对以上所述的各实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替换，这些修改只要满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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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都应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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