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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改性沥青基吸水膨胀防水材料的研制
                李水平‘，范维玉‘，孔宪明2，陈树坤‘
     (1．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山东东营257061; 2．石油大学重质油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山东东营257061)
    摘要：以改性沥青（沥青、SBS、基础油的质量比为100:14:6)为基质，加人吸水物质A或吸水物质B，混合均匀后
制成吸水膨胀型防水材料。实验结果表明，以此改性沥青为基质的材料具有好的形状保持能力和耐热能力。当A
物质与改性沥青的质量比由0.67增加到1.50时，所研制的材料不具有吸水膨胀性能；当B物质与改性沥青的质量
比为0.05-0.11时，所研制的材料的吸水能力适中，具有好的吸水性能；当B物质与改性沥青的质量比为0.05及A
物质与改性沥青的质量比为0.15-0.30时，所研制的材料吸水能力适中，性能优良，可用作吸水膨胀材料。材料的
吸水膨胀能力随着B物质含量的增加而增大。随着A物质含量的增加，吸水膨胀材料的断裂延伸值、弹性恢复率都
有减小的趋势。当B物质与改性沥青的质量比小于0.25时，B物质的加人对改性沥青的断裂延伸值和弹性恢复率
影响不大。A物质和B物质复配的效果好于单独使用A物质和B物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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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吸水膨胀防水材料是新型的复合型功能材料，
遇水膨胀密封，具有以水止水的功能，因而应用广
泛‘一5]。笔者以SAS改性沥青为基质，研制吸水膨
胀弹性体，并对其性能进行分析讨论。

1 实  验

1. 1实验原料

    改性沥青：软化点为120 'C，低温柔性一25 `C0
质量配比为：沥青：SBS：基础油＝100:14:60

    吸水物质A：一种粘土，在去离子水中24 h的
吸水量为11.8 g/g。粒度为0. 15 mmo

    吸水物质B：聚丙烯酸类吸水树脂，在去离子水
中24 h的吸水量为400 g/g，粒度为0.30 mmo
1.2热塑性吸水膨胀防水材料的制备

    称取一定量的改性沥青，在油浴中加热到180
℃，再加入一定量的吸水物质，在一定的转速下，充
分搅拌混合0.5 h，制得一定吸水物质含量的材料。
1. 3材料的性能测试

    按照JC/T 905-2002的方法测定材料的弹性恢
复率。当材料的弹性恢复率大于90％时，认为合
格。按照GB/T 4508-84的方法测定材料的断裂延

伸值，当吸水膨胀材料的断裂延伸值大于30 cm时，
认为符合要求。采用文献「6〕的方法测定材料的形
状保持能力和材料的耐热能力。

    材料的吸水能力采用如下方法测定：将制得的
材料塑成一个体积为3-4 cm3的圆形模型。将模
型在室温下（一般为25-32 t）浸泡在去离子水中，
每隔一天时间用排水法，测定此模型的体积，体积膨
胀倍率3-6为合适。

2结果与讨论

    记WA为吸水物质A与改性沥青的质量比，二B
为吸水物质B与改性沥青的质量比。
2.1  A的含量对材料耐热与力学性能的影响

    在改性沥青中，加人吸水物质A，将它们混合均
匀，测试此材料的性能，结果见表10

    由表1可知，WA由0.67增加到1.50时，材料
的形状保持能力、耐热能力都很好，断裂延伸值、弹
性恢复率都有减小的趋势。这是由于材料的延展性
与弹性是由SBS提供的，随着WA的增加，SAS的含
量相对减少。从断裂延伸值和弹性恢复率来看，WA
为1.50时不符合要求。
2.2 A的含量对材料吸水性能的影响

    样品吸水能力的测试结果见图1。由图1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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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样品的体积几乎没有变化，材料不具有吸水膨胀
J性能。这是由于虽然A物质是一种吸水物质，但它
的吸水能力小，膨胀能力低。

            表1 A的含量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形状   耐热   断裂延伸值  弹性恢复
   WA保持能力  能力      ／/ cm率／％
   0 . 6 7好     好 4 5（未断，脱模） 9 8 . 7
    1 . 0 0 好     好 4 5 . 1         9 5 . 5
    1 . 5 0 好     好 2 9 . 1         8 7 . 8

相同膨胀能力的情况下，减少B物质的用量。由表
3可知，对于WB为0.05的样品，其浸水巧d后，体
积的膨胀倍数虽然达到了1.3，但吸水速度慢，吸水
能力小，还须对其进行调整。为了研究A,B两种物
质的含量对吸水膨胀材料性能的影响，在Z'B为
0.05的情况下，在改性沥青中，加人不同量的吸水
物质A，研究吸水膨胀材料吸水能力的变化，结果见
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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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的含量对材料吸水性能的影响

2.3  B的含量对材料耐热与力学性能的影响
    在改性沥青中，加人吸水物质B，将它们混合均
匀，制成一种材料，并测试此种材料的性能，结果见

表2。由表2可知，当WB由0.02增加到0.25时，
材料的形状保持能力和耐热能力都很好，断裂延伸
值、弹性恢复率都符合原定指标。当zv B小于0.25
时，B物质的加人对改性沥青的断裂延伸值和弹性
恢复率影响不大。
            表2  B的含量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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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B的含量对材料吸水性能的影响

表3复配时A的含量对材料吸水性能的影响

材料模型的体积膨胀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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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的含量对材料吸水性能的影响
    样品吸水能力的测试结果见图2。由图2可

知，在二B为0.02-0.25内，随着吸水物质B含量
的增加，在相同的时间里，材料模型的体积膨胀倍率

增大，说明材料的吸水膨胀能力随着吸水物质B含
量的增加而增大，但并不是B物质的含量越多越
好。ZZ'B为0.05和0.11的样品吸水后仍能保持吸
水前的状态，只是体积增大了点，吸水性能好，可以

用作吸水膨胀材料。

2.5吸水物质A.B复配对材料吸水能力的影响
    由于B物质属离子型聚合物，与改性沥青的相
容性不如A物质，而且B物质的价格高于A物质，
所以在保持相同膨胀能力的情况下，最好减少B物
质的含量。在此将A,B两种物质进行复配，以期在

    由表3可知，当WB一定时，二，A由0.15增加到
0.30时，与不含吸水物质A的样品相比，材料的吸
水速率和吸水膨胀能力增加。由于A物质是一种
亲水的填充剂，它的加人一方面可以提高材料的强

度，改善材料的密封性能，另一方面依靠亲水填充剂

由表到里在改性沥青与吸水物质B之间建立大量
的吸水通道，有利于水进人材料内部，而使B物质
易吸水膨胀仁71。但并不是A的含量越多越好，随着
A物质的增加，材料的粘度增大，对混合设备的要求
提高，同时材料的粘结性，弹性恢复能力变差，影响
材料的性能。因此，综合材料的吸水能力和力学性

能，WB为0.05,WA为0.15-0.30的样品吸水能力
适中，力学性能优良，可用作吸水膨胀材料。

3 结  论

    (1)以沥青、YH801SBS、基础油的质量比为
100:14:6的改性沥青为基质，添加吸水物质制成的
材料具有好的形状保持能力和耐热能力；当二，A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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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增加到1.50时，所研制的材料不具有吸水膨
胀性能；当            'B在0.05-0.11时，所研制的材料吸
水能力适中，具有好的吸水性能；当WB为0. 05, WA
为0.15-0.30复配时，所研制的材料吸水能力适
中，性能优良，可用作吸水膨胀材料。
    (2)随着A物质增加，断裂延伸值、弹性恢复率
都有减小的趋势；当二B小于0.25时，B物质的加入
对改性沥青的断裂延伸值和弹性恢复率影响不大。
    (3)材料的吸水膨胀能力随着吸水物质B的含
量增加而增大。

    (4) A物质和B物质复配的效果好于单独使用
A物质和B物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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