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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指导北京市沥青混合料的绿色评价与标识工作，加快绿色沥青混合料的推广应用，促进绿色道

路发展，特制定本指南。本指南对沥青混合料的绿色评价与等级划分提出了具体要求。

本指南共 8 章，2 个附录，依次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材料循环利

用、污染物排放、能耗计算、材料特征指标、附录 A、附录 B。其中附录 A 为沥青混合料绿色评价体系，

附录 B 为沥青混合料污染物排放室内采集设备要求。

本指南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指南由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本指南过程中，注意总结经

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寄交*********（地址：************，邮政编码：100176），

以供今后修改参考。

本指南编写单位：

…..

……

…….

本指南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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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绿色评价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沥青混合料绿色评价的基本规定、材料循环利用、污染物排放、能耗计

算、材料特征指标、评价指标体系和污染物排放室内检测方法。

本指南适用于北京市辖区沥青混合料的绿色评价与等级划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南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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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

GB/T 2589 综合能源计算通则

HJ/T 38 固定汚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HJ/T 45 固定汚染源排气中沥青烟的测定重量法

HJ/T 646 环境空气和废气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GB/T 3102.4 热学的量和单位

JTG E20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F41 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

DB11/T 1373 沥青路面抗车辙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绿色评价 green evaluation

以循环利用、污染物排放、能耗、材料特征指标对沥青混合料的绿色水平进行评价。

3.2 污染物排放 pollutants emission

国家对人为污染源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的浓度或总量做出的限量规定。其目的是通

过控制污染物源排污量的途径来实现环境质量标准或环境目标，污染物排放标准按污染

物形态分为气态、固态以及物理性污染物（如噪声）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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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单位质量沥青混合料生产拌和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

别折算后的总和。

3.4 折标准煤系数 standard coal coefficient

生产单位沥青混合料所消耗的能源，折算为标准煤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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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沥青混合料绿色评价是指在保障沥青混合料质量的前提下，统筹循环利用、污染物排

放、能耗、材料特征等指标之间的关系，对材料绿色水平的量化评价。

4.2 对沥青混合料路用性能、循环利用、污染排放、能耗等方面除了符合本指南规定外，

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4.3 沥青混合料应在满足路用性能的前提下，采用循环利用、节能减排等技术，持续提升

材料自身绿色水平。

4.4 沥青混合料绿色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 A。

4.5 沥青混合料污染物排放室内采集设备要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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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循环利用

5.1 一般规定

5.1.1 为了实现橡胶、塑料、天然沥青、工业废料、废旧沥青路面材料等替代材料的循环

利用，在原材料选用、配合比设计过程中宜适当增加替代材料的使用比例。

5.1.2 使用替代材料时，沥青混合料搅拌站的生产设备应配备添加装置、加热装置及

计量装置，以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

5.1.3 使用替代材料的沥青混合料，其路用性能指标应满足 JTG F40、JTG F41 及其他

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5.2 材料循环利用测算及指标要求

5.2.1 沥青混合料的材料循环利用指标包括集料替代率、沥青替代率、废旧沥青路面材

料（RAP）利用率 3 个指标。

5.2.2 集料替代率，是指采用矿渣、煤矸石、建筑垃圾等工业废料替代部分集料的质量与集

料总质量的比值，计算公式为集料替代率（%）=（集料替代材料质量/集料总质量）×100%。

5.2.3 沥青替代率，是指采用橡胶、塑料、天然沥青等替代部分沥青的质量与沥青总质量的

比值，计算公式为沥青替代率（%）=（沥青替代材料质量/沥青总质量）×100%。

5.2.4 废旧沥青路面材料（RAP）利用率，是指采用废旧沥青路面材料替代部分新拌沥青混

合料质量与沥青混合料总质量的比值，计算公式为废旧沥青路面材料（RAP）利用率（%）

=（废旧沥青路面材料替代质量/沥青混合料总质量）×100%。

5.3 评分规则

本指南以集料替代率、沥青替代率、废旧沥青路面材料（RAP）利用率作为材料循环利用

评价指标，评分细则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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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污染物排放

6.1 一般规定

6.1.1 为排除外界因素干扰，对沥青混合料的污染物排放测评采用室内模拟固定源有组织排

放的方式进行。

6.1.2 室内模拟固定源有组织排放的方式为：采用电热鼓风干燥箱作为反应釜，通过外置鼓

风机按照特定风速泵入空气，将沥青混合料样品产生的气态污染物从电热鼓风干燥箱排气

口排出，以排气口为测试口，按照有组织污染源的采集方法进行采集、测试。

6.1.3 电热鼓风干燥箱设备要求详见附录 B。

6.2 污染物排放测试方法及指标要求

6.2.1 将电热鼓风干燥箱进行预热，预热温度依照沥青混合料实际生产的拌和温度设置。

6.2.2 将 10±0.2kg 沥青混合料样品按照规范要求的温度、油石比、拌和时间进行拌制，拌

和完成后立即装入长 50cm、宽 30cm、高 5cm 平底托盘中。沥青混合料样品应均匀、松散

铺满平底托盘。

6.2.3 将平底托盘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中，设置鼓风机泵入风速为 3000L/h。

6.2.4 待电热鼓风干燥箱温度稳定 15min 后，按照 HJ/T 45、HJ/T 646、HJ/T 38 要求进行污

染物采集。

6.2.5 沥青混合料样本测试指标分别为沥青烟、苯并（a）芘、非甲烷总烃。

6.3 评分规则

本指南以室内模拟固定源有组织排放的方法测定沥青混合料沥青烟、苯并（a）芘、非甲

烷总烃三个指标的浓度值作为污染物排放评价指标，评分细则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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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能耗计算

7.1 一般规定

7.1.1 沥青混合料能耗为加热集料、水和沥青至特定温度所需的综合能耗。

7.1.2 为测算沥青混合料能耗，建立了能耗理论计算模型，并以计算的能耗理论值作为评价

指标项。

7.2 能耗计算及要求

7.2.1 沥青混合料，由于加热温度、拌和温度和级配设计不同而导致能耗水平不同，本指南

建立的能耗理论计算模型重点考虑加热温度、拌合温度、级配、油石比、含水率等关键参

数。沥青混合料拌和时间对能耗影响较小，在计算过程中予以忽略。

1 吨沥青混合料中沥青、集料、水的质量按照式 7.2-1、式 7.2-2、式 7.2-3 计算：

1000
1

P
M

P
æ ö
= ´ç ÷ç ÷+è ø

油石比

沥青

油石比

（7.2-1）

1000 1-
1

M P
P

=
+集料 矿粉

油石比

（ ） （7.2-2）

M M w= ´水 集料
（7.2-3）

其中：

M
沥青

—1 吨沥青混合料中需要加热的沥青质量（kg）；

M
集料

—1 吨沥青混合料中需要加热的集料质量（kg）；

M水
—1 吨沥青混合料中水的质量（kg）；

P油石比
—1 吨沥青混合料的油石比（%）；

P
矿粉

—1 吨沥青混合料中矿粉比例（%）；

w—1 吨沥青混合料的含水率（%）

沥青混合料的能耗 E 按照式 7.2-4 计算：

（7.2-4）

( ) ( ) ( )2 1 1 4 3- 100 - 4. 1858 -
1000

M t t C M t C r M t t C
E

´ ´ ´ ´ + ´ + ´ ´
= 水 水集料 集料 汽化热 沥青 沥青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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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 —加热 1 吨沥青混合料至拌和温度所需要的能耗（kJ）；

C
集料

—集料比热容（J/（kg•℃）），取 920 J/（kg•℃）；

C
沥青

—沥青比热容（J/（kg•℃）），取 1760 J/（kg•℃）；

C水
—水比热容（J/（kg•℃）），取 4190 J/（kg•℃）；

1t —室温（℃），取 25℃；

2t —沥青混合料在拌和过程中集料加热温度（℃）， 1 20t t=D+ ；

3t —沥青混合料在拌和过程中沥青的储存温度（℃），取 100℃；

4t —沥青混合料在拌和过程中沥青适宜拌和的温度（℃），按照 JTG F40 所要求的，

达到表观粘度（0.17±0.02）Pa•s，或运动粘度（170±20）mm2•s，或赛波特粘度（85±10）s

对应的温度；

tD—沥青混合料的拌和温度（℃）；

r
汽化热

—水的汽化热值（kcal/kg），取 2257.6 kcal/kg；

7.2.2 能耗 E 值应按照 GB/T 3102.4 国际蒸汽卡进行折标准煤计算，按式 7.2-5 计算。按照

GB/T 3102.4 国际蒸汽卡换算，低（位）发热量等于 29307.6 千焦（kJ）[7000 千卡（kcal）

的燃料，称为 1 千克标准煤] ，折标准煤系数取 29307.6 kJ/kg。

29307.6 1000
Ee=
´

（7.2-5）

其中：

e -1 吨沥青混合料消耗的标准煤数量（kgce/t）；

7.3 评分规则

本指南以理论计算的能耗作为能耗评价指标，评分细则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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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材料特征指标

8.1 一般规定

8.1.1 为表征沥青混合料路用性能优劣，设置了材料疲劳性能指标、路用性能指标进行评价。

8.1.2 材料疲劳性能指标以沥青混合料四点疲劳寿命表征。试验按照 JTG E20 执行，试验条

件为 15℃、10Hz、400με。

8.1.3 路用性能指标以车辙试验动稳定度、低温弯曲试验破坏应变、浸水马歇尔试验残留稳

定度、冻融劈裂试验残留强度比表征。试验按照 JTG E20 执行，试验条件分别为车辙试验

动稳定度（60℃，0.7Mpa）、浸水残留稳定度、冻融劈裂强度比、低温弯曲破坏应变（-10℃）。

8.2 材料特征指标要求

8.2.1 材料疲劳性能指标按照沥青混合料四点弯曲疲劳寿命进行评价。

8.2.2 路用性能指标按照路用性能比进行评价，即沥青混合料路用性能（车辙试验动稳

定度、低温弯曲试验破坏应变、浸水马歇尔试验残留稳定度、冻融劈裂试验残留强度比）

与 JTG F40 路用性能限值的比值，计算公式为路用性能比（%）=沥青混合料路用性

能指标/ JTG F40 路用性能限值×100%

8.2.3 当沥青混合料路用性能中车辙试验动稳定度、低温弯曲试验破坏应变、浸水马歇尔

试验残留稳定度、冻融劈裂试验残留强度比等指标分别与 JTG F40 中限值的比值有显著

差异时，取优势最明显的比值进行评价。

JTG F40 路用性能限值如表 3、表 4、表 5、表 6 所列。

表 3 沥青混合料车辙试验动稳定度（60℃，0.7Mpa）限值要求

气候条件与技术指标 动稳定度（次/mm） 试验方法

普通沥青混合料，不小于 1000

T 0719

改性沥青混合料，不小于 2800

SMA混合料
非改性，不小于 1500

改性，不小于 3000

OGFC 混合料
1500（一般交通路段）

3000（重交通量路段）

备注：车辙试验动稳定度（60℃，0.7Mpa）技术要求依据 JTG F40 制定，详细要求查看 JTG

F40 5.3.4 要求。

表 4 沥青混合料浸水残留稳定度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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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条件与技术指标 浸水残留稳定度（%） 试验方法

普通沥青混合料，不小于 80

T 0709
改性沥青混合料，不小于 85

SMA混合料
普通沥青 75

改性沥青 80

备注：浸水残留稳定度技术要求依据 JTG F40 制定，详细要求查看 JTG F40 中 5.3.4 要求。

表 5 沥青混合料冻融劈裂强度比限值要求

气候条件与技术指标 冻融劈裂强度比（%） 试验方法

普通沥青混合料，不小于 75

T 0729
改性沥青混合料，不小于 80

SMA混合料
普通沥青 75

改性沥青 80

备注：冻融劈裂强度比技术要求依据 JTG F40 制定，详细要求查看 JTG F40 中 5.3.4 要求。

表 6 沥青混合料低温弯曲破坏应变（-10℃）限值要求

气候条件与技术指标 低温弯曲破坏应变（με） 试验方法

普通沥青混合料，不小于 2000
T 0715

改性沥青混合料，不小于 2500

备注：低温弯曲破坏应变技术要求依据 JTG F40 制定，详细要求查看 JTG F40 中 5.3.4 要

求。

8.3 评分规则

本指南以沥青混合料四点弯曲疲劳寿命、路用性能比作为材料特征指标的评价指标，评

分细则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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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规范性附录） 沥青混合料绿色评价指标体系

A.1 适用范围

A.1.1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北京地区沥青混合料的绿色等级评价。

A.1.2 本指标体系在符合本指南的要求的同时，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法规和

标准的要求。

A.2 基本规定

A.2.1 指标体系

A.2.1.1 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控制项、评分项和加分项。参评产品必须全部满足控制项要求，

评分项总分为 100 分，加分项为 5 分，总得分按照式 A-1 和式 A-2 计算。

加评总 QQQ +=
（A-1）

iQQ å= i评 W
（A-2）

式中： 总Q ——总分；

评Q ——评分项得分；

加Q ——加分项得分；

iW ——评分项各指标权重；

iQ ——评分项各指标得分。

A.2.1.2 控制项主要为产品质量的基本要求，以相应的限制值为控制，该项采用一票否决制，

即材料路用性能指标（车辙试验动稳定度、低温弯曲试验破坏应变、浸水马歇尔试验残留稳

定度及冻融劈裂试验残留强度比）不满足规范要求的，按照一票否决处理。

A.2.1.3 评分项主要从材料循环利用、污染物排放、能耗、产品特征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A.2.1.4 加分项主要根据国家、行业及北京市相关政策文件要求，重点对在废旧资源循环再

利用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的沥青混合料予以加分鼓励。

A.2.2 等级划分

沥青混合料绿色等级划分采用星级制，根据得分值分为五个等级，等级划分见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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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沥青混合料绿色星级划分

星级 分值区间

★ Q 总<60

★★ 60≤Q 总<70

★★★ 70≤Q 总<80

★★★★ 80≤Q 总<90

★★★★★ Q 总≥90

A.3 控制项

沥青混合料生产应符合表 A.2 要求，沥青混合料性能指标满足 JTG F40、JTG F41、

DB11/T 1373 等相关规范的要求。

表 A.2 沥青混合料基本要求

项目 要求

性能指标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 JTG F41

沥青路面抗车辙技术规范 DB11/T 1373

A.4 评分项

A.4.1 评分权重

A.4.1.1 沥青混合料评分权重采用专家调查与层次分析法综合得出，各评分项与权

重见表 A.3。

A.4.1.2 由于碳排放计算与场站硬件设备所消耗的能源类型有关，不同能源碳排放因子

系数不同，导致同种产品在不同硬件设备条件下碳排放不同，无法体现沥青混合料本身的碳

排放。为此，对沥青混合料的能耗指标评价未考虑碳排放方面内容。

表 A.3 沥青混合料评分项与权重

序号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1

材料循环利用 0.16

集料替代率 0.30

2 沥青替代率 0.16

3 RAP 利用率 0.54

4

污染物排放指标 0.32

沥青烟浓度 0.41

5 苯并（a）芘浓度 0.33

6 非甲烷总烃浓度 0.26

7 能耗指标 0.27 理论计算能耗 1

8
产品特征指标 0.25

疲劳寿命比 0.60

9 路用性能比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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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循环利用

A.4.2.1 材料循环利用指标包含沥青混合料中集料替代率、沥青替代率以及废旧沥青路

面材料（RAP）利用率。

表 A.4 集料替代率评分

替代率（%） a≥35 35＞a≥25 25＞a≥15 15＞a≥10 a ＜10

评分值 100 90 80 70 60

表 A.5 沥青替代率评分

替代率（%） a≥25 25＞a≥15 15＞a≥10 10＞a≥5 a ＜5

评分值 100 90 80 70 60

表 A.6 废旧沥青路面材料（RAP）利用率评分

替代率（%） a≥30 30>a≥20 20>a≥10 10>a≥5 a <5

评分值 100 90 80 70 60

A.4.3 污染物排放

A.4.3.1 污染物排放指标包含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沥青烟排放浓度、苯并（a）芘排放浓

度、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本指南采用室内模拟固定源有组织排放的方式进行采样测

试。

A.4.3.2 沥青烟以排放浓度作为评价指标，单位为 mg/m3，评分规则如下：

表 A.7 沥青烟排放浓度评分

排放浓度（mg/m3） b<12 12≤b<18 18≤b<24 24≤b<30 30≤b<36 b≥36

评分值 100 90 80 70 60 0

A.4.3.3 苯并（a）芘以排放浓度作为评价指标，单位为 mg/m3，评分规如下：

表 A.8 苯并（a）芘排放浓度评分

排放浓度（mg/m3） c<0.01 0.01≤c<0.02 0.02≤c<0.03 0.03≤c<0.04 0.04≤c<0.07 c≥0.07

评分值 100 90 80 70 60 0

A.4.3.4 非甲烷总烃以排放浓度作为评价指标，单位为 mg/m3，评分规如下：

表 A.9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评分

排放浓度（mg/m3） d<0.5 0.5≤d<1 1.0≤d<2.5 2.5≤d<5.0 5≤d<8.5 d≥8.5

评分值 100 90 80 70 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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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 能耗

A.4.4.1 能耗指标为每吨沥青混合料理论计算的综合能耗。

A.4.4.2 每吨沥青混合料理论计算能耗评分标准如下：

表 A.10 能耗评分

理论计算能耗

（kgce/t）
e<5.30 5.30≤e<5.55 5.55≤e<5.80 5.80≤e<6.05 6.05≤e<6.30 e≥6.30

评分值 100 90 80 70 60 0

A.4.5 特征指标

A.4.5.1 特征指标包含沥青混合料的疲劳寿命比与路用性能比。

A.4.5.2 沥青混合料的疲劳寿命比评分标准如下：

表 A.11 疲劳寿命比评分

疲劳寿命（万次） f<10 10≤f<20 20≤f<30 30≤f<40 40≤f<50 f≥50

评分值 0 60 70 80 90 100

A.4.5.3 沥青混合料的路用性能比评分标准如下：

表 A.12 路用性能比评分

路用性能比（%） g<100 100≤g<110 110≤g<110 110≤g<120 120≤g<130 g≥130

评分值 0 60 70 80 90 100

A.6 加分项

A.6.1.1 加分项考虑国家、行业、北京市对交通基础设施关于材料循环利用、节能降耗等方

面的政策要求。依据政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

色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22〕7 号）、

《关于全面深入推进绿色交通发展的意见》（交政研发〔2017〕186 号）、《交通运输部办公

厅<关于实施绿色公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交办公路〔2016〕93 号）、《关于加快废旧物资循

环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2〕109 号）。

A6.1.2 对废旧沥青混合料、煤矸石、矿渣、建筑垃圾等废旧资源再生利用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且可实现规模化再生应用的沥青混合料，予以加 5 分鼓励推广。

A6.1.3 按照废旧资源再生利用率予以评价。计算公式为废旧资源再生利用率（%）=（废旧

资源再生利用率质量/沥青混合料总质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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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3 加分项评分

废旧资源再生利用率（%） h≥10% h＜10%

评分值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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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规范性附录） 沥青混合料污染物排放室内采集设备要求

B.1 目的与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模拟固定源有组织排放的污染物采样。本评价指标体系可用于企业开展

自我评价，也可用于行业管理部门进行行业管理。

B.2 设备技术要求

B.2.1 电热鼓风干燥箱的温控范围要求为室温~300℃，温控精度不大于±1℃。

B.2.2 电热鼓风干燥箱的鼓风机排气能力应不小于 40L/min。

B.2.3 电热鼓风干燥箱顶部中心设置排气孔，排气孔直径应为 80mm，在排气孔上方设置垂

直烟囱，高度为 20cm。

B.2.4 在距烟囱顶部 10cm 处设置采样孔，采样孔的类型可按图 B.1 设置。

图 B.1 圆形断面的采样孔 图 B.2 带有盖板的采样孔

B.3 采样工况

B.3.1 应在设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下进行采样。

B.3.2 本方法采用的烟道流速分布比较均匀、对称，取中心作为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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