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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路基路面常见质量通病及防治措施
许凤明

兵团建科院 320382********165X

【摘 要】：在我国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路基就是路面的重要基础，路基施工质量与公路整体的质量具有直接的影响。只有确

保路基稳定性良好，才能够保证我国公路路面的安全稳定。基于此，先说明某公路工程路基路面的基本状况，再叙述公路工程路

基路面常见质量通病及产生原因，最后对公路工程路基路面常见质量通病防治措施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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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China, subgrade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pavement. The quality of

subgrade construction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highway. Only by ensuring good subgrade stability can we ensur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highway pave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subgrade and pavement of a

highway project, then describes the common quality problems and causes of subgrade and pavement of highway project, and finally

expounds the prevention measures of common quality problems of subgrade and pavement of highwa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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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路工程路基路面作为公路工程非常重要组成的部

分，公路工程在运营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公路

路基路面会存在常见的质量通病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公路正

常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还会对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存在

很大的危害。因此，我国公路路面路基应该结合实际的状况，

通过有效的防防治措施。

1 某公路工程路基路面的基本状况

我国大部分公路工程都采取的是沥青路面结构，某高速公

路路面结构设计为 5cm沥青混凝土抗滑的路面、6cm中粒式沥

青混凝土面层、7cm粗粒式沥青混凝土下面层，级配矿渣垫层，

灰土、粉煤灰稳定土底基层，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基层，随

着现阶段车辆不断度增加、道路使用年限的增长、荷载量的增

加，原有设计和施工的不足，使得沥青路面会逐渐出现多种路

面病害。

2 公路工程路基路面常见质量通病及原因分析

2.1公路工程路基路面常见质量通病

2.1.1裂缝

通常，公路在长期的运行之后，路面不可避免会产生相应

裂缝，特别是在夏季，因为气温比较高，并且汽车的行驶速度

较快，车辆的车轮以及路面之间会产生摩擦，从而产生一定的

热量，导致公路工程路基路面发生裂缝的情况，存严重的还会

造成路面整体结构出现被破坏的情况。路面裂缝分为三种，分

别为纵向、横向以及网状的裂纹。这些裂缝的产生机理有所差

异，但是每一种类型的裂缝发生的原因就是使路面受力性能较

差所导致的。在路基施工当中，因为公路工程质量和施工要求

不相符合，路基和路面压实度不符合标准，并且路面的荷载比

较大，就会产生相应的裂缝。

2.1.2车辙

公路工程在运行中，车辙问题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病害问

题，在公路路面中呈现车辙的痕迹，并且还伴随有凹坑等。出

现车辙情况的原因主要就是，路面材料耐高温性能不足，特别

是在夏季高温季节，太阳暴晒和高温气候，对路面强度弱化，

使得车辙情况产生；另外，由于路面承载力和车辆的荷载 有

所差距，若是路面承载力小于车辆的荷载，这样很容易产生 沉

降问题，也会使车辙出现。

2.1.3坑槽

在路面损坏情况中，坑槽也是很常见的现象之一，尤其是

长时间服役的路面，出现的这两种问题很常见。路面坑槽的定

义为在行车动荷载的作用下，路面集料局部产生脱落现象而出

现的坑洼。从其表现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压实不足

性坑槽。这种类型的坑槽产生主要是由于施工时混合料的温度

控制不好造成的；第二，厚度不均匀性坑槽。沥青的厚度不均

会使沥青在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变软，如果施工控制又不严的

情况下，很容易粘结在车辆上而被车轮“带走”，原地则留下一

个坑槽，这种情况以前也经常发生，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施工的

严格控制已经比较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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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路工程路基路面常见质量通病原因分析

2.2.1裂缝通病分析

纵向裂缝主要原因。如果公路地基选择在软弱地基上出现

裂缝的概率会很大。此时即使路基非软弱地基同样会导致路面

较容易出现裂缝。这种情况在设计中必须进行特别处理，才能

保证在高填土后，地基不会出现超出承受范围极限的不均匀沉

降。第二，横向裂缝产生原因。基层反射性裂缝，是基本本身

的失水收缩引起裂缝，一种是受温度的骤降引起收缩产生裂

缝。路基路面差异沉降，这种裂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

路基所造成的差异性沉降引起的。气候条件引起横向裂缝，比

如雨水侵蚀，冰雪冷冻等。无论出现多小的裂缝，在气候侵蚀

下，都会导致横向裂缝的产生。第三，网裂产生原因。沥青公

路的施工程序较多，不止与材料选择有关，施工过程中的材料

拌和、摊铺、养生等多种因素都会对公路路面强度产生影响，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路面板体结构形成不均匀

变形。

2.2.2车辙通病分析

第一，路面厚度。沥青铺设厚度，要从两方面考虑。首先

是沥青层厚度较厚的话，具有较高的承载能力和抗车辙能力，

比较薄的沥青铺设厚度会造成其承载能力不足，容易发生损

坏。但是过厚的铺设厚度又不经济。从经济和承载能力两方面

考虑。设计出合理的沥青铺设厚度十分关键。第二，基层施工

质量差。施工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必须选择专业的

施工技术人员。进行专业的施工操作包括材料的搅拌摊铺和压

实。这些阶段都是有人为参与的。因此，人为因素不可避免。

2.2.3坑槽通病分析

第一，车辆油渍污染、汽车超载影响。有的车辆年久失修，

会出现漏油等情况，油是一种良好的溶剂，滴落到路面后会渗

透到路面空隙之内，通过溶解作用

而使沥青混合料变软或者变的松散，在超载车辆的巨大压

力挤压下，因为密度不均而逐步形成小的坑槽，然后慢慢演变

为比较大的坑槽形成病害。第二，施工因素。施工时要严格控

制沥青混合料的温度，不能出现温度太高或太低以及温度反复

变化的情况，沥青混合料都是有严格的温度控制要求的，不符

合要求就会影响其使用效果，而且压实度和沥青的厚度也一定

要保证在比较高的标准范围之内。

3 公路工程路基路面常见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3.1对裂缝的防治措施

首先，明确实际施工条件。不管对哪种病害进行防治，相

关工作人员需要选择在合适的时段展开防治措施。通常选在比

较温暖的气候进行施工，从春末到初秋这一时间段进行施工，

然而相对来说，还是夏季施工做好，特别在极寒区域，夏季施

工比较好。相关施工人员在进行施工之前，需要调查路面的实

际情况，明确地掌握路面路基损坏的程度以及类型等，根据当

地具体情况，充分地结合费用以及时间来选择良好的防治措

施。

对灌封材料的选择。灌缝材料需要运用到灌缝沥青的方

法，或者运用到裂缝修补剂进行实现。裂缝修补剂主要用在公

路路面修补裂缝，进一步提升其表面的质量。两种材料所运用

到的原理大体一致，只是按照价格以及路面等不同，从而有所

区别。通过把填充的材料融入公路工程路面存在的缝隙中，并

且使其所使使用的材料以及裂缝能够紧密结合，进一步达到减

少水分渗透的目地，避免公路工程路面进一步损坏。

对不同类型裂缝的防治。首先需要明确公路工程裂缝种

类，然后按照裂缝的特点，从而运用到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

见表 1所示。

表 1 不同类型裂缝的防治措施

裂缝类型 防治措施

反射性裂缝

主要由基层开裂所影响的，需要清理干净裂缝

区域的杂物再运用热拌沥青的形式对缝隙进行

填塞并且捣实最后运用烙铁进行封口。

由地基沉降等因素，进一

步引发横向裂缝的病害，

并且公路路面的裂缝较

大。

首先应该沿着路面横缝的两侧，50厘米位置开

槽，首先需要清理公路路面上面层的相关杂物，

再根据上述方法，填实裂缝，再根据此项技术，

重新摊铺面层。

沥青路面荷载型、稳缩型

裂缝
运用橡胶沥青薄层罩面技术

还没有稳定的纵向裂缝
采取加固防治措施，也能够运用排水、等防治

措施，把路面的裂纹稳定。

3.2对车辙的防治措施

汽车在路面上行驶留下的车辙在防治过程中，相关工作人

员需要把握时机，及时修补，从而达到防止车辙出现积水，同

时避免所引起的病害不断扩大。在防治过程中运用到科学的措

施，根据车辙破坏面积的深度以及大小等相关方面进行确定，

由于深度以及大小都略有不同，处理方法也不同，但是在防治

过程中所运用到的材料应该和原路面的材料保持相同。

第一，在车辙长度＜30米，深度＜10mm基础上，在车辆

行驶过程中，如果感受到小幅度摆动的感觉，那么需要在车辙

的部位洒水使该部位保持湿润，再利用加热板这一工具烘烤车

辙部位的公路路基路面，然后运用形同的热材料，对该部位进

行填充并且压实。

第二，在车辙长度＞30米，深度在 10mm-30mm内，在车

辆行驶过程中，如果感受到非常明显颠簸以及跳动，应该展开

铣刨处理的工作，按照严重的程度，需要先对公路路面的上面

层进行清除，再利用和原公路路面一样的新材料，重新地摊铺

公路路基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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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对坑槽的防治措施

3.3.1冷补法防治

对坑槽的深度进行测定，确定一个修补范围，尽量做到槽

口边缘与路面标线垂直或平行，不要出现不规则几何形状。第

二，确定槽口后开始进行切槽，通常采用的是液压风镐，切槽

时要注意槽壁不能倾斜，尽可能的垂直，深度到达基层稳定部

分即可，然后将废料及粉尘等杂物彻底清理。第三，清理完毕

之后要对槽底、槽壁等处进行烘干处理，用烘灯即可，然后用

粘层油均匀喷洒，注意不要太厚。第四，根据横深，选择用综

合修补车保温槽中的热料填补，如果槽深较浅，直接填补即可，

如果槽深较深，超过 6cm，最好采用双层填补的方式以保证修

补效果，填补部分应该控制虚铺的厚度，铺好之后利用振动压

路机这一设备进行压实，运用先压四边之后慢慢朝向中间碾压

形式，以此尽量做到路面平整。

3.3.2热补法的防治

与冷补法相比较，热补法存在的时间比较晚。因为此种方

法防治效果比较好，热补法正慢慢地替代冷补法，从而变成一

种局部防治的重要方法。在加热过程中应该时刻地注意控制湿

度，避免存在沥青烤焦以及氧化等情况。热补法施工的工艺如

下：

第一，对坑槽的大小范围进行准确测量，确定其修补面积，

对该面积内的区域进行加热，多采用热辐射加热板。

第二，加热时首先把加热板的距离调整到位，使路面软化

即可，一般加热时间为 3min～5min，距离如果过远，加热时

间过后起不到软化的效果，距离过近，会出现融化甚至露烟，

一般距离为距离沥青表面 15cm～20cm左右。

第三，待修补范围内的路面软化之后，用热铁耙将公路工

程的路面耙松，耙松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根据从四周朝

向中间的方向展开，边缘尽量做成和公路路面的标线保持平行

或者垂直的直线，避免不规则几何图形的出现。

相关工作人员在开展坑槽防治工作中，有三方面需要注

意：第一，在防治过程中，运用到的混合料应该尽可能选择和

原来公路路基路面的相容性良好。第二，修补材料也应该和坑

槽沿壁紧密相连。第三，在防治完后，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仔细

地检查防治之后坑槽以及路面能否平整。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我国公路工程路基路面的施工过程中，因为

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通病，这些通病对于我国公路

工程的应用性能具有很大影响，这就需要相关施工人员通过检

测技术进行处理，以此对我国公路的安全性进行提升。并且在

公路工程路面施工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重视早期病害，

及早处理，制定出合理科学的防治措施，防止出现一些细小通

病产生延伸，使公路工程的使用寿命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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