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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市政道路沥青路面改造工程病害处治及加铺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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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山东 泰安 271400）

摘 要：为了延长市政道路的使用年限，确保行车安全与舒适度，就应做好旧沥青路面改造工作，该项工程推进时，侧重点

是明确加铺结构设计要点，完善病害处治方案，这样方能取得相对较理想的改造施工效果。文章结合具体工程案例，在概括旧

路评价内容的基础上，较深刻的探讨了浅、深层病害的处治措施方法，介绍了常用的加铺结构类型及设计要点，以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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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我国各地区的交通

运输网络持续完善，建设规模明显扩增，这对市政道路工程施

工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些早年间建成的市政道路长期受

车辆行驶压力的作用，使自身的抗滑性、平整度及承载力等降

低，增加了裂缝、沉降等病害发生的风险，对路面正常使用构

成严重威胁。鉴于以上情况，应及时有效的改善沥青路面工

程，做好既有病害的处理、整治工作，通过设计应用加铺结构

进一步强化路面的使用功能。

一、工程概况

A 市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K4+446.7-K5+196.7，全长

755m，道路标准宽度 44m，为双向六车道，道路两侧均设置了

人行道与绿化带，沥青砼路面。本市政道路运营时间较长久，

局部构造出现磨损及质量病害，降低行车安全，相关部门决定

对该标段路面进行改造，全面整治病害，有序推进加铺结构的

设计工作。

二、旧路评价内容

对旧路情况进行综合、客观的评价是旧路改造前期准备

工作的重要内容，以为后期大修设计等提供可靠依据，评价内

容主要有：

（1）交通量和构成。针对使用工程有差异的道路，其不管

是在交通构成还是荷载水平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2）路面结构。评价指标以承载力。结构平均厚度及层

次等为主。其中，采用弯沉水平测量法去调查承载力，利用雷

达技术探测结构厚度与层次。以上两种方法均是无损检测手

段，为了更精准的了解结构实况，还可以尝试进行钻芯检测[1]。

（3）病害调查。调查的内容有平整度、车辙、抗滑性、裂缝

及水损坏。在执行以上任务时，国内既有的方法均已经成熟，

但都要配合使用钻芯检测。利用这种检测技法，客观分析车

辙产生位置，了解裂缝病害的主要发生，确定水损坏类型及

成因。

三、旧沥青路面病害的处治

（一）处治原则

（1）结合旧路病害成因及现实工程状况，秉持“彻底解除

病害”的理念选用差异化的处理方法。

（2）旧路病害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浅层处理，

其主要是治理表层功能性病害；二是深层处理，采用的处理方

法以结构补强为主。

（3）结合整体调查与局部检查结果，把原始路面的破损样

态、、弯沉值、破损成因类似的规划成一个路段。在相同的路

段中，如果检测到局部路段弯沉值较大，则可以先对其进行修

补，在处理效果满意后再统一进行补强。

（二）病害处理方法

1.旧路浅层病害

（1）处理对象：抗滑性不够，普通裂缝与车辙形变。灌缝、

铣刨（1或2层）、挖补、罩面等是常用的处理手段。

（2）若经检查发现初有路面无须进行铣刨、挖补等处理

时，对于路面上的裂缝可以采用灌缝法进行封闭整治。灌缝

操作前要彻底清除裂缝内的杂物，选用热沥青材料作为填

充物。

（3）处理好旧路表层后，采用直接罩面的方法复原其抗滑

性及改善路面平整度等指标[2]。

（4）为了能促进新、旧路面的有效结合，解除表面车辙变

形情况，使路面平整度符合现行规范标准，通常推荐采用铣刨

法处理。

（5）工程现场可以依照路面病害即时的发展程度，确定铣

刨的层数，明确要求铣刨厚度不能小于原层厚度，以防在结构

层内形成较薄的夹层。铣刨结束后，要做好路面的清洁、干燥

工作，均匀洒布粘层油后才可以铺筑沥青砼。

（6）为了确保新铺沥青砼的施工质量，要求在沥青砼摊铺

前1d完成铣刨工作任务。

2.旧路深层

（1）处理对象：当检测发现旧路结构深层存在病害及结构

强度明显不够时，需要采用深层次处理方法。

（2）方法：以挖补、置换整层沥青面层及初有路面结构基

层等为主。

（3）依照现有路面补强标准与补强处理的位置，科学选用

沥青混合料、贫砼和水泥砼等材料。

（4）当前可选择的沥青砼补强材料较多，包括大粒径密实

型、硬沥青高模量、改性、橡胶和抗车辙型等。相比之下，硬沥

青高模量沥青砼在强度方面更占优势，能取得较好的补强效

果。分层摊铺时，建议将各层厚度控制在12cm以内。如果用

水稳碎石进行分层摊铺施工，单层厚度＜18cm，材料强度＜

4MPa。若材料强度＞5MPa时，则建议养生 1~2d后可以摊铺

上层沥青砼。贫砼材料铺筑时，可以选择碾压与浇筑方式，要

求其强度标准≥8 MPa。为防控发生开裂情况，建议每间隔

10m切割出一道横缝，切缝深度控制在 8~lOcm。这种材料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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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的最大厚度≤25cm。水泥砼补强施工时，要求弯拉强度≥
4MPa，控制板厚22~28cm[3]。

（5）应结合修补目标路段的长度与补强施工技术标准选

择适宜的修补材料，不仅能方便施工操作，还能使工程施工质

量得到更大的保障，如过应用了摊铺碾压工艺成型的建材时，

控制最短施工长度≥5Om。浇筑式成型材料在小面积修补领

域表现出较高的适用性。

（6）结合实际需求设计调平层，利用最小厚度控制阀设定

调平层的厚度，调平处理后要使平整度≤1.4。
四、旧路改造的加铺结构选择

结合旧路测评结果，通常选择如下两种加铺结构：（1）功

能性修复：可以在旧路路面处理以后直接加铺单层罩面，也可

以铣刨一层旧路路面，随后加铺双层罩面。（2）结构补强：参照

旧路路面的结构强度编制补强方案，如果沥青面层内出现了

网裂病害，则推荐用沥青面层翻修补强；如果病害己牵连至基

层，路面出现了十分显著的疲劳破损与沉陷情况，开挖探测到

基层承载力明显不够，则推荐用沥青砼基层或高模量沥青砼

进行补强。如果沥青路面病害十分严重，检测发现结构弯沉

超过设计值的 50%~100%，建议选用高模量沥青砼或水稳级

配碎石作为补强材料。若出现病害的路段路面弯沉超出设计

值100%时，首选贫砼或水泥砼进行补强施工[4]。

既往很多工程实践表明，影响旧路加铺效果的因素较多，

应用最小厚度控制法处理加铺层的最低层，一定要在最下一

层做好路面调平处理工作。鉴于市政道路改造施工的复杂

性，在设计加铺结构过程中要实时好施工方互动，酌情调整设

计工作。

（一）功能恢复型

（1）将单层结构直接加铺在旧路表面，这种方法适用于道

路结构承载力符合设计要求、病害问题不严重的路段，主要是

增强路面的抗滑性能及改善平整度。处理结束后配合使用罩

面加铺，利用这种方法解除路面破损问题，有效复原初有路面

的平整度，确保路面性能符合使用要求。如果处理的路段直

接罩面，罩面操作前要对旧路进行灌缝、坑槽修整等，随后进

行拉毛、清扫，洒布黏层油，经检查确认其质量合格后方可铺

设罩面层，推荐使用厚2~3cm细粒低噪沥青砼。

（2）如果旧路沥青路面存在网裂、龟裂和沥青老化等病害

时，则可以采用铣刨加铺两层罩面方案处理。

（3）旧路标高受控或旧路前期已进行了加铺，且存在着软

弱沥青层时，均应该先铣刨处理初路面（通常铣刨一层4~5㎝
沥青面层，即 4~5cm；若实测旧路面层 6cm，要铣刨 6cm，严禁

在路面结构内留置薄夹层，存在较多软弱层时，一定要彻底铣

刨软弱层）。旧路面铣刨结束后，要处理旧路现有病害，比如

灌缝裂缝、挖除车辙，处理至相应出现病害的基层、底基层或

者土基。清洁、干燥后，将功能层规范的铺设在旧路上，随后

加铺沥青面层[5]。

（4）针对加铺两层的路面，要科学设计路面结构层的厚

度，可以选择中粒式、粗粒式或高模量沥青砼加铺处理下面

层，将施工厚度控制在6~8cm，这样方有助于强化下面层砼的

抗车辙性能，提升路面承载力），细粒式密级配砼处理上面层，

粘结层处理两层沥青面层之间。

（二）补强型加铺

（1）针对只有翻修补强的沥青道路面层，建议把旧路铣刨

至路面病害的生成处，比如中面层、上基层等，在确认完全处

理后加铺沥青面层。依照结构测算结果，秉持防控旧路病害

继续发展的宗旨，可以将加铺沥青面层的层数设计成2层。2
层结构的下方可以用中、粗粒式沥青统或高模量沥青砼，通常

将其加铺厚度控制在8~10㎝，上面层可以使用细粒式密级配

沥青砼处理，厚度约 4cm，旧路与下面层、下面层与中面层之

间均要布设功能层。

（2）如果应用沥青砼基层补强时，可以使用密实型粗粒式

沥青砼（ATB30）调平铣刨、处置后的旧路路面、上基层，随后

有序加铺中、上面层。可与选择中粒式或高模量混合料作为

加铺料，细粒式密级配混合料适用于上面层加铺施工范围，依

照结构计算结果设定摊铺层的实际厚度，结合最大公称粒径

等指标进行微调整[6]。

（3）如果旧路面基层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深层破坏问题，则

要把处理基层和底基层作为重点工作内容，彻底挖除基层，换

填新基层，随后才可以摊铺施工新的沥青面层。

五、结语

总之，市政道路改造工程涉及的内容较多，包括测评旧路

路况、病害成因调查、处治方案编制与实施、加铺结构设计与

应用等，进而为改造工程建造施工提供可靠依据，确保沥青路

面的改造质量与效果，防控发生局部结构失稳情况，延长路面

的使用寿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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