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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进煤矸石道路工程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随着全球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推广资源化利用，已成为贯彻整

个国家国民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要途经。鹤壁市弘昌建材有限公司隶属

于弘昌集团，是河南省唯一一家集研发与深加工为一体的，利用矿区煤基固废煤

矸石资源，再生生产新型建材细骨料、轻集混凝土隔墙板以及相关产品的新型材

料公司。企业与中国硅酸盐学会进行产学研合作，联合开发以煤矸石替代砂石原

料的绿色混凝土建筑材料的项目。本项目包括煤矸石分选系统、新型建材细骨料

生产系统、智能自动化节能系统、除尘减排系统及其他辅助设施等内容。本项目

的产品煤矸石再生生产新型建材细骨料、轻集混凝土隔墙板具有抗压强度高、容

量小、隔热隔音效果好、成本低等特点，产品规格多样，原材料采用废弃的煤矸

石，节能环保，符合国家建筑材料改造政策的要求，是国家鼓励的建设项目。此

项目积极响应国务院《“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对“重点推进煤矸石资

源综合利用产业”的政策要求，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带头推进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项目建成后年可消耗煤矸石约300万吨，节约土

地7000㎡，并可促进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减少环境

污染、资源浪费、土地侵占、解决民生问题。依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混凝土

与环境材料研究所、中国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产学研合作基地，依靠国

内行业顶级研发团队，高起点实施工业废渣综合利用，并获得专利成果、行业标

准制订。不仅可以生产新型建材骨料，还可延生轻集料混凝土隔墙板等建材产品，

满足各种工程技术要求。在相关产品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正在积极推进国家相

关行业标准的制定，预计今年六月国家会出台相关行业及产品的指导标准。 

1.2 主要工作过程 

2019年 11月 18日，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和鹤壁市弘昌建材有限公

司接到《掘进煤矸石道路工程材料应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制定任务后，于 2019

年 12月 29日成立了《掘进煤矸石道路工程材料应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组，

编制组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1 名，成员若干名。 

编制组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明确了规程编

制思路和工作进程安排以及编制方案。随后，编制组按工作进程安排，展开了

调研工作，查询、搜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标准规程。 

2020 年 03 月 25 日-05 月 05 日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同期开展了验证试验工

作。在调研的同时，编制组认真学习了国家的有关法令、法规及标准编写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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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并进行了全面检测和验证。规程还对施工质量有明确的验收要求，同时

对施工中的安全和环境影响进行规定。 

2020 年 06 月 17 日，标准编制组以函审的形式对规程的文本进行了全面讨

论，并对相关需要补充的工作提出了意见。编制组根据会议意见，补充了相关

调研和验证试验，对规程草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修改，初步形成了规程征求

意见稿（草案）。 

2020 年 06 月 25 日-08 月 25 日进行了实验的补充验证，以及修改意见的实

行。 

2020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30 日，《掘进煤矸石道路工程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在中国散装水泥推广发展协会官方网站进行全社会公示和征集意

见。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2019 年 11 月由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和鹤壁市弘昌建材有限公司牵

头，向中国散装水泥推广发展协会标准化与质量检测工作部提出了制定“掘进煤

矸石道路工程材料应用技术规范”的申请。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鹤壁市弘昌建材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

有限公司、山西水务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河南九一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原理工大学、德州学院粉煤灰研究所、山西大

学、…… 

各参与单位和起草人员发挥其特色，广泛参与了信息提供、调研、资料收集、

标准讨论、验证试验等工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奠定了本规程的基础，提

供了本规程的保障。这些单位都是行业中比较注重质量、有一定代表性、有较高

质量保障能力、愿意为行业的发展努力的单位，参加人员都是行业中的技术专家

或管理精英，能够自愿、积极参与规程编制活动，他们为行业的规范与发展作出

了不懈努力。 

2.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条规定了编制本标准的目的是进一步规范并促进掘进煤矸石道路工程材

料应用技术的发展，在确保建设工程质量时，有统一的掘进煤矸石道路材料技术

规程作为依据，并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本标准规定了掘进煤矸石道路材料的适用范围。从生态环保角度考虑，本标

准所涉及的掘进煤矸石是在骨料性质均一稳定的前提下，合理有序资源化利用的

掘进煤矸石。掘进煤矸石骨料的物理性能方面与砂石骨料类似，而且利用掘进煤

矸石骨料制备的道路材料其性能也满足国标，故本标准是在综合考虑现行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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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的基础上编制而成。本标准针

对掘进煤矸石道路材料的原材料、配合比设计、施工、质量检验和验收等内容进

行了技术规定。 

2.2 主要内容 

2.2.1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是充分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JTG/T 

F20-2015 的技术内容进行编制的，考虑标准之间的协调性和延续性，本标准的

术语和符号也基本参考上述标准，同时还考虑尽量与国内相关标准相一致。2.1 

本条规定了掘进煤矸石的定义。2.2-2.8 本条规定了一些基本的道路土工术语。掘

进煤矸石道路材料主要涉及到的一些土工术语及定义 2.9-2.12本条规定了掘进煤

矸石路用分指标性能。从掘进煤矸石塑性指数、压碎值、热值以及烧失量等几个

方面进行了定义。 

2.2.2 掘进煤矸石材料路用分级 

对于掘进煤矸石道路材料的有关技术内容，本标准规定的以本标准和参考标

准为准，未作规定的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执行。3.1-3.2 本条规定了路用掘进煤

矸石基层材料主要分级标准，主要包括压碎值、塑性指数、烧失量。通过大量重

复的原材料检验，总结出来的分级标准。3.3 本条规定了路用掘进煤矸石基层材

料次要技术要求，主要包括颗粒分析、针片状含量、粉尘含量、软石含量、有机

质含量、硫酸盐含量等，主要针对掘进煤矸石的一些基本物化性质进行了规范。

以上规定实验部分均按照行业标准《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JTG E 42-2005、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 E 51-2009 严格执行。 

2.2.3 原材料 

4.1 本条款对各级公路底基层和基层的水泥稳定土所用原材料粒径有相应的

技术要求。4.2-4.3 掘进煤矸石道路工程材料的其他原材料主要是水泥、水和各种

添加剂。这些原材料的各项技术性能及要求都应符合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4.4 本条款针对不同质地的掘进煤矸石材料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掘进煤矸石

骨料的颗粒级配及其规格要求均参考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JTG/T F20-2015 的技术内容进行编制的。4.5 本条款涉及到材料的分档与掺配。

分档要求严格参考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的技

术内容进行编制的。不同粒径混合料的掺配规格要求参考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

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的技术内容进行编制的。 

2.2.4 混合料组成设计 

5.1 本条款规范了混合料组成设计要求以及设计流程。5.2-5.6 原材料试验项

目参考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的技术内容进行

编制的，试验方法按照《公路土工试验规程》JTJ051 严格执行。试件成型技术

要求参考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的技术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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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编制的，成型方法按现行《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E51

中 T0842 规定的。混合料推荐级配及技术要求严格按《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

细则》JTG/T F20-2015 规定。试件养生和强度的技术要求严格按《公路路面基层

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规定，养生及 7d 无侧限抗压强度严格按《公路

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J057）进行实验，强度应具有 95%的保

证率。5.7-5.8 抗冻性能试验参考《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

（JTJ057）进行实验，适用于寒冷地区的掘进煤矸石路用材料的应用性检验。掘

进煤矸石基层、底基层的厚度应根据交通量大小、材料性能，充分发挥压实机具

的功能，以及考虑有利于施工等因素选择结构层的厚度。 

2.2.5 混合料生产、摊铺及碾压 

6.1 强调路拌法施工按准备下承层、施工放样、备料、摊铺土、洒水闷料、

整平和轻压、摆放和摊铺水泥、拌和、加水并湿拌、整形、碾压、接缝和调头处

的处理和养生一整套流程严格实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

术细则》JTG/T F20-2015 规定。6.2 强调中心站集中厂拌法施工，保证原材料、

设备、混合料、施工现场、摊铺机与拌合机的配合、横线接缝和纵向接缝的摊铺

注意事项以及各级公路的摊铺和养生标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

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规定。 

2.2.6 养生及交通管制 

7.1 本条款强调了水泥稳定土基层施工养生方式，应严格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规定。7.2 本条款强调了施工组

织与作业段划分的实施，水泥稳定土基层施工时，必须采用流水作业法，使各工

序紧密衔接。特别是要尽量缩短从拌和到完成碾压之间的延迟时间。应严格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规定。 

2.2.7 施工质量标准与控制 

8.1 本条款强调了一般规定包括基层、底基层施工质量标准与控制应包括原

材料检验、施工参数确定、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检查验收等方面。应严格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规定。8.2 本条款强调

了用作基层和底基层的粗、细集料、水泥等在施工前以及在施工过程中原材料或

混合料发生变化时，应检验拟采用材料，应严格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

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规定的要求进行原材料的试验。8.3 本条款强

调了基层和底基层铺筑试验段应严格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

细则》JTG/T F20-2015 规定的要求进行。8.4 本条款强调了施工过程中的检测，

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应包括外形尺寸检查及内在质量检验两部分，应严格按照

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规定的要求进行。

8.5 本条款强调了施工的质量检查，应严格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

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规定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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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经各参编单位验证试验后，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 1 粗集料试验结果 

检测项目 单位 规范要求 检测值 试验方法 单项判定 

压碎值 % ≤26 24 T 0316-2005 
重、中、轻

交通 

针

片

状 

颗

粒 

31.5-19mm % ≤18 1.4 T 0312-2005 合格 

19-9.5mm % ≤18 2.1 T 0312-2005 合格 

9.5-4.75mm % ≤18 6 T 0312-2005 合格 

表观密度 kg/m3 ＞2600 2689.04 T 0304-2005 合格 

堆积密度 kg/m3 / 1358 T 0304-2005 / 

空隙率 % ≤47 40.825 T 0304-2005 合格 

0.075 以下粉尘含量 % ≤1.2、2 0.73 T 0310-2005 合格 

软石含量 % ≤3、5 1.2 T 0320-2000 合格 

表 2 细集料试验结果 

检测项目 单位 规范要求 检测值 试验方法 
单项判

定 

压碎值 % 
≤20、25、

30 
10.6 T 0316-2005 I 

表观密度 kg/m3 ≥2500 2727.3 T 0304-2005 合格 

堆积密度 kg/m3 ≥1400 1685.7 T 0304-2005 合格 

空隙率 % ≤44 38.2 T 0304-2005 合格 

吸水率 % / 2.13 T 0304-2005 - 

有机质含量 % ＜2 - T 0336-1994 - 

硫酸盐含量 % ≤0.25 - T 0341-1994 - 

细度模数 3.17 

表 3 集料筛分结果 

筛孔 

尺寸

mm 

1# 

（19～31.5mm） 

2# 

（9.5～19mm） 

3# 

(4.75～9.5mm) 

4# 

(0～4.75mm) 

 
通过

率％ 

质量 

标准 

通过

率％ 

质量 

标准 

通过

率％ 

质量 

标准 

通过

率％ 

质量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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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100 90-100 100 - 100 - 100 - 

26.5 87 - 100 100 100 - 100 - 

19.0 1 0～10 78 90～100 100 - 100 - 

16 0 - 42 - 100 - 100 - 

13.2 0 0-5 17 - 100 100 100 - 

9.5 0 - 2 0～10 99 90～100 100 100 

4.75 0 - 0 0～5 15 0～10 100 90~100 

2.36 0 - 0 - 2 0～5 74 - 

1.18 0 - 0 - 0 - 51 - 

0.6 0 - 0 - 0 - 34 - 

0.3 0 - 0 - 0  - 16 - 

0.15 0 - 0 - 0 - 9 - 

0.075 0 - 0 - 0  - 5 0-20 

表 4 矿料组成设计 

各矿料比例

（%） 

1#:2#:3#:4# 

下列筛孔（mm）的通过率（%） 

26.5 19 16 13.2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配比

9:29:22:40 
99 84 74 66 61 43 30 20 13 7 4 2 

规范级配 

范围 
100 82-86 73-79 65-72 53-62 35-45 22-31 13-22 8-15 

5-1

0 
3-7 2-5 

其他配合比： 

各矿料比例（%） 

（1#:2#:3#） 

下列筛孔（mm）的通过率（%） 

31.5 26.5 19 9.5 4.75 2.36 0.6 0.075 

配比#1：35:35:30 100 100 88.993 65 29.755 18.76 8.027 0 

配比#2：50:20:30 100 100 84.275  50 29.455 18.76  8.027 0 

规范级配范围 100 90~100 67-90 45-68 29-50 18-38 8-22 0~7 

 

各矿料比例（%） 

（1#:2#:3#:4#:5#） 

下列筛孔（mm）的通过率（%） 

31.5 26.5 19 9.5 4.75 2.36 0.6 0.075 

配比 30:20:14:14:22 100 100 75.9 49.56 36.48 22.45 6.32 0.17 

规范级配范围 100 90~100 72~89 47~67 29~49 17~35 8~2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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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级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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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不同含水量的最大干密度和最佳含水量的击实实验： 

 

图 2  击实曲线（水泥剂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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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击实曲线（水泥剂量 4%） 

 

图 4  击实曲线（水泥剂量 5%） 

 

图 5  击实曲线（水泥剂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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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击实曲线（水泥剂量 7%） 

 

表 5 不同水泥剂量的重型击实试验结果及制件干密度 

 

水泥剂量

（%） 
最大干密度（g/cm

3
) 最佳含水率（%） 

3.0% 2.284 4.6 

4.0% 2.304 4.8 

5.0% 2.305 5.0 

6.0% 2.312 5.1 

7.0% 2.314 5.1 

7d 无侧限抗压强度的验证： 

表 6 不同水泥剂量水稳混合料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结果 

水泥掺量 龄期 n 

平均值 Rc

（MPa） 
偏差系数 Cv Za 代表值 Rd=Rc（1- Za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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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10 3.438 0.0545 1.645 3.130 

4% 7 10 3.988 0.0560 1.645 3.617 

5% 7 10 4.874 0.0460 1.645 4.504 

6% 7 10 5.805 0.0630 1.645 5.198 

7% 7 10 6.542 0.0510 1.645 5.990 

 

 

图 7  无侧限抗压强度随水泥掺量的变化 

 

4.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中没有涉及专利，以及其它知识产权等情况。 

5.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

调性 

本标准条款遵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与相关标准规程是协调的。  

6.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7.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首次提出，制定过程中有些内容还有待生产实践不断完善和提高，

大部分参编单位及行业专家建议本标准先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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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办法、

实施日期等） 

（1）组织措施 

    标准发布后，建议中国散装水泥推广发展协会，在各省、市分期举办标准的

宣贯会议，使标准尽快得到生产企业、使用单位的重视和很好的落实。 

（2）技术措施 

    组织标准主要编写人员，开展标准宣贯、讲座、现场咨询等活动。 

（3）过渡办法 

    本标准系第一次制定，在本标准发布期间至实施期间，各企业先学习、培训。 

（4）实施日期 

    建议本标准尽快发布实施。 

9.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是第一次制定，没有与本标准相关的标准废止问题。 

10.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没有需要说明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