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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路面工程试验检测方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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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路基路面试验检验是公路建设中重要的施工质量指标，也是施工过程管理的重要依据。作为公路施工过程中施工质

量测量的依据，结合公路施工检测技术的主要类别，研究了路基、路面、路基路面压实质量的试验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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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grade pavement test inspection is an important construction quality index in highway construction, and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nstruction process management. As the basi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the main categories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testing technology, the test and testing methods of subgrade, pavement and

subgrade pavement compaction quality are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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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公路建设发展迅速，过去狭窄难走的小路也

变的宽敞和平顺，也让人们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公路建设不

仅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加强公路建设是国家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谈

到公路建设，要切实保证其质量。只有保证生活质量，才能让

人快乐。民事公路建设登记方法作为公路建设过程中测量施工

质量的一种手段，对提高施工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有正确的记

录和数据测量，正确评价路基和路面两方面的施工质量，对实

际施工过程具有积极作用。

1 路基路面工程试验检验的重要性

路基路面施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这要视

乎道路工程的质素，以及经常影响道路工程质素的因素而定。

此类检验是提高工程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施工人员应充分认

识到检验的重要性，以便更好地实现检验要素。首先，对路基

路面进行测试和检查施工的质量直接取决于原材料匹配的合

理性。路基路面检测与原材料检测密不可分，但这一过程有利

于原材料的合理选择和管理，通过试验检测，验证路基路面材

料使用性能。有助于提高配合比的合理性，优化施工方案，节

约工程成本。此外，测试数据的可靠性。它可以帮助提高道路

建设质量和进行研究，并确定提高道路建设质量的方向。最后

通过合理的检验核实，减少施工过程中不必要的环节，第一时

间检查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确保施工时间整体到位。

2 路基路面试验检验的主要内容

2.1材料检测

路基路面材料检测是施工的物质基础。它们占了施工成本

的大部分。合理选择和使用材料，符合适当的因地制宜原则，

对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造格及合理安排施工工期，至为重

要。筑路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前，必须经过检查批准。它们进入

现场后，再次抽取样本，进行检验检测，使用符合要求的材料。

主要筑路材料有土、砂石、砾石、石灰、水泥、沥青、钢材料

等。对于土，首先确定是否满足土壤质量要求，不应采用高限

液态粘土、有机土、膨胀土、盐渍土、冻土等不合格的土，应

对该土检测含水率、密度、颗粒分析、界限含水量、最大干密

度、承载比、土的比重、回弹模量、有机质含量、易容盐含量

等；对于石料应检测级配、密度、吸水率、含泥及泥块含量、

压碎值、坚固性、软弱颗粒含量等；对于砂应检测级配、密度、

吸水率、含泥及泥块含量、压碎值、坚固性、亚甲蓝、棱角性

等。对于各种材料检测就不一一列举了，但各种材料必须检验

合格才能用于施工现场，否则应清理出场，并做好相关记录，

把好材料质量关是优质工程的第一步。

2.2标准试验

道路工程要求在工程开工及材料与配合比变更前，必须评

估道路设计所用材料的特性和基本要求。仿真结果也为施工物

质量监测提供了依据，对其进行调整尤为重要。质量标准要求

在重型击实试验中确定最大干密度和最佳含水率。该工艺适用

于路基、路面基层、底基层及水泥、石灰稳定粒料。对于水泥、

石灰稳定料应注意剂量的精确和材料比例。试验的重点是确定

标准剂量曲线、最大干密度、最佳含水率，同时混合物和室温

下的延迟时间，采用无限抗压强度对混合物进行调整，选择最

优配合比。在设计混凝土配合比例时，必须考虑水泥、细集料、

粗集料、外掺剂和水在混凝土中的相对含量。同时，根据环境

和施工要求，选择适合工程强度的混凝土标号，如耐寒、防水、

强度、加工性、含气性、保水性和耐久性，调整配合比各种材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工程技术研究 第 4 卷第 8 期 2022 年

197

料用量，选用最经济合理的配合比。沥青混合料由粗骨料和细

骨料组成，矿粉形成致密矿物混合料的骨架。工作必须在规定

的条件下进行，并用沥青粘附。沥青包裹在矿物表面，经过压

实聚合后缓慢地将矿物颗粒连接起来。沥青混合料的技术性能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混合料的组合，当混合料中形成一定比例

的粗骨料时，按粗骨料的距离加入细骨料，形成一定的密实度，

即骨架结构致密是一种理想的设计方法。沥青路面在高温下的

车辙，容易软化，强度最小。在低温下，土壤的敏感度提高，

冬季可能受到破坏。一般采用马歇尔试验法评价高温稳定性和

低温抗裂性能等主要技术指标。除可持续性外，这一过程还包

括测量沥青混合料密度和饱和度的流值、孔隙度等指标，并根

据沥青用量等五个指标的比例选择沥青的最佳空隙率，以确保

使混合料的技术性能达到设计要求。

3 路基路面工程试验检验方法

3.1路基填料与基层无机结合材料检验检测技术

路基检验主要是检验路基填料，确保其适宜性和符合道路

交通要求。可进行枕木材料的试验和检验，包括施工试验、加

利福尼亚州的单位荷载试验、重锤压缩试验和压缩强度试验。

施工试验包括材料荷载试验和机械指示器。例如，液体塑料的

湿度、密度、极限值等施工业。在本试验中，需要比较相关图

纸，以便验证与图纸一致。在加利福尼亚试验中，砾石的单位

荷载在单位压力和标准条件下渗出，记录了荷载的单位压力，

测定了路基结构的土体阻力，形成了土体填充指数。重型压实

试验是指对不含有机填料的路基填料进行重型压实试验，以确

保其在道路粉碎过程中具有最大程度的和平压实。根据定义，

抗压强度试验是对土材料进行抗压强度试验，以保证公路使用

时的行驶阻力和大型车辆的行驶阻力，从而延长公路的使用寿

命。在抗压强度试验中，抗压强度通常通过压力机、材料测试

仪等设备进行路压试验来实现。

3.2路面沥青材料试验检测技术

沥青材料试验主要包括沥青、集料、掺合料三个方面组成。

要在沥青中测试的元素包括密度与相对密度、闪点、燃点、黏

附性、储存稳定性、薄膜加热试验、动力粘度、软化点、针入

度、针入度指数、石蜡含量和延度等。粗集料材料的检测与控

制主要材料破碎检测数据、洛杉矶磨损值、磨光值、级配、坚

固性、堆积紧装及空隙率、表观密度等。以固体材料试验为主，

测定了细集料的坚固性、密度、饱和面干吸水率、砂当量和棱

角性、石粉含量等。填料合适后，为评价沥青混合料是否满足

稳定性及耐久性要求提供了重要依据。要确定沥青混合料的比

例，需要进行混合料密度、空隙率、矿料间隙率、饱和度、马

歇尔稳定度、流值、动稳定度、渗水系数、冻融劈裂试验等各

项试验验算。本试验是在高温条件下进行的。在检验稳定性、

流量值，必须将其浸入水中 48小时，以检验其稳定性。

3.3路基施工现场试验检验技术

承载板法和贝克曼梁法主要应用于路基室端部和底板的

电阻控制。应用承载板法时，用支承板对地基进行逐步卸载，

正确确定不同承载水平下的反弹成形值，计算了基础后坐力模

块。检测方法精度高，但必须定期检验。探测速度很慢。主曲

面上的反脉冲值用贝克曼梁法计算，主曲面上的反脉冲值用贝

克曼梁法计算小于 1米。压实是公路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检验标

准，也是提高公路建设服务质量的重要条件。在选择密封控制

方法时，必须正确反映密封过程中测量的干燥密度与最大干密

度的关系。我国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填砂和岩芯密度计。目前

公路施工密度控制主要采用填砂法，控制精度高，但控制过程

十分复杂。在压缩性试验中，通常选用底漆。在清理表面和保

持平衡时，将土壤放置在试验板上，在土壤上设置测量点，在

测量点抽取样品，并将一定质量的土壤样品放置在试验容器

中。由于可以得到上一次土体取样的亮度，因此可以计算出回

采时的含水量。用盒子密度仪测量密度时，可以大大缩短时间，

但精度相对较差。在这种情况下，采样方法用于确定测量点的

位置。预热后检验仪器位置，保证测量点与测量点之间的平衡。

在测量过程中记录测量数据，读取测量结果并断开设备。

3.4路面工程施工现场试验检验技术

常用的地面平整测量方法有：标尺、水准仪、隔振等。使

用尺寸工具简单，测试结果更加直观。均衡器被广泛用于确定

地球表面的平整度，但间歇测量并不能提高控制效率。均衡器

是一种有效的连续测量仪器，其标准偏差可直接反映沥青路面

的均衡器。近年来，反映道路交通舒适性的滚装方法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沥青槽的防滑性能取决于沥青槽的安全性。为了正

确反映沥青铺路机的防滑特性，必须适当调整沥青的振动、横

向摩擦系数和结构深度。当检测到来自滑动的振动时，标准的

手动振捣器检验沥青表面在潮湿环境中的摩擦力。用机器采集

的摩擦系数测量横向摩擦系数，计算湿法涂层的摩擦阻力，正

确反映了沥青涂层的防滑性能。在确定结构深度的过程中，采

用土壤方法测量土壤浮雕部分的平均空间深度，评估土壤抗滑

性。为了使变形值达到质量要求，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测量沥青

路面的变形。验证过程主要采用贝克曼梁法和链式制动器试验

进行。在土壤曲率检测中，贝克曼梁法是标准方法，但其有效

性较低，一般只应用于静态曲率的确定。锤击球的弯曲原理是

通过锤击球的冲击载荷测试沥青槽的弯曲情况，并将其应用于

动态检测环境中。从技术上讲，地板弯曲量简单有效。但在应

用过程中应采用贝克曼梁法对试验结果进行标定和变换。

作为施工工程和地基，确定土壤相容性也很重要，这取决

于土壤质量和后续步骤的安全性。在沥青槽压碎的实际试验

中，主要试验方法为表面干燥、水重、芯样等。沥青样品体积

与总表面密度之比是试验的基本原理，炉料密度按沥青样品试

验原理计算。在公路建设中，必须科学控制土壤密度。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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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条件下进行密度检测时，有效压实度超过 96%。如果采用理

论最大密度进行检验，则有效压实度超过 92%。如果试验采用

场地密度，有效压实度超过 98%。对于弯沉试验，双车道应测

试 80~100个点的测试。对于多车道道路，应根据道路数量和

道路数量增加测量点。按公里数组织单点弯沉值。如果具有代

表性的弯沉值大于设计规定的弯沉值，则相应弯沉值不符合要

求。百分表的温度测量对沥青层的弯沉影响很大，需要立即修

正。测试后数据整理是工程数据存储的中心组成部分。

3.5路基路面压实程度试验检验技术

路基压实度在测试时，为了选择相对平坦的道路，必须清

理其表面，但通常痕迹低于所需的测试表面。假设保持平衡，

将板块置于探测点。另一方面，直径为 100毫米的开槽应沿基

板调节，孔深与层板厚度之间应保持平衡。作为试验孔底部的

试样，将所有土样置于固体质量试验体中，最终得到土体质量。

还要检验土壤样本的含水量，并将数据输入单元格。上砂筒安

装在底板上，将底板中间的孔、试验孔和箱底的孔对准直线，

打开灌砂筒，并将测得的砂慢慢地引入试验孔。通过观察和测

量灌砂筒中沙粒重量的变化，可以得到注入试验孔的颗粒重

量，也可以计算出试孔体积。此外，还可采用密度计方法进行

检测。首先，必须确定试验地点。这通常是随机抽样。然后打

开加热电源测试仪，检验机器性能。将起搏器稳定在试验位置，

完成准备工作后开始试验。在用分散法测量基底和污泥的密封

质量时，应在经验证的流量计位置和位置之间取得平衡。在用

直接透射法进行地面试验和涂层密封时，应将束芯插入孔中，

以保证试验的准确性和便于读出。根据具体测量方案读取测量

结果时存储测量数据，并在实验中发现后关闭设备。测定含水

量，计算该处压实度。它是筛选和存储测试数据的重要依据，

便于今后恢复道路质量，快速解决施工过程中的矛盾，有效保

证工程质量，合理安排工期。质量控制是施工过程中的关键要

素，是工程各方面质量控制的主要手段，是进一步评价工程和

质量的主要辅助依据。

4 结语

路基路面试验检验不仅是公路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

公路质量评价的重要技术手段，是公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必须充分考虑路基路面技术检测挖掘的重要作用，提高

认证水平，保证公路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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