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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铣刨重铺修复的沥青路面病害处治研究 

赵虎刚  刘继东  孟定宇  旃  鹏 

（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云南昆明  650200） 

摘  要：随着我国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公路养护规模也在逐年扩大，沥青路面作为我国公路最主要路面

结构，铣刨重铺功能性修复类养护应用广泛。通过对沥青路面养护研究现状分析，按照沥青路面病害发生的具

体结构位置，把病害按路基路面结构分为表面层病害、中面层病害、下面层病害、基层病害、路基病害 5 种类

别。基于铣刨重铺功能性修复类养护，原路面存在的轻度裂缝、坑槽、松散等表面层病害铣刨后已经基本消除，

可以采用“统一铣刨原表面层+局部处治深层病害+重铺表面层”的处治思路，分别针对各类路面病害提出对应

处治措施，为沥青路面设计和施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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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2021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

展统计公报》，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 528.07

万公里，其中公路养护里程 525.16 万公里，占公路总

里程 99.4%。沥青路面作为我国公路最主要路面结构，

铣刨重铺功能性修复类养护应用广泛，基于铣刨重铺

修复方法研究沥青路面病害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意

义。 

1.养护研究现状 

沥青路面养护设计按照养护目的和养护对象分为

预防养护及修复养护[2]，其中修复养护又分为功能性修

复养护和结构性修复养护，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沥青路面养护设计分类 

（1）预防养护研究。预防养护是针对性能良好的

轻微病害路面，为延长使用寿命而预先采取的主动防

护 [1]。我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引进预防养护概念，

近年来已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但是预养护

技术在各省地应用发展程度不一，总体还是主观经验

起着主导作用[2]。 

（2）修复养护研究。修复养护分为功能性修复和

结构性修复。常用的功能性修复又可分为局部修复类、

加铺罩面类、铣刨重铺类 3 类[3]。局部修复类主要针对

各种裂缝类病害，加铺罩面类修复施工技术简便，但

对原路面全局改善效果较差，行车舒适性较低。铣刨

重铺类修复一般用于大面积路面连续修复，施工技术

成熟，养护效果较好，应用十分广泛。结构性修复主

要包括基层补强、路面结构重建、路基重建等类别。

因结构性修复多为局部，且病害原因多样，目前针对

结构性修复的研究较少。 

（3）其他路面先进技术。目前图像、雷达、光纤、

声学振动等各种路面检测手段已得到广泛应用[4,5]。基

于我国大规模的道路监测和养护数据，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的智能养护的研究也在逐渐深入。另外，超薄磨

耗层技术对于轻度裂缝、轻度车辙、松散等病害修复

较快，同时相对于传统罩面可节约造价。 

2.病害分析及分类 

按照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我国将沥青路面损

坏分为 21 种类型。根据目前我国常用的半刚性基层路

面结构：细粒式改性沥青砼表面层+中粒式沥青砼中

面层+粗粒式沥青砼下面层+水泥稳定碎石基层+级配

碎石底基层。按照沥青路面病害发生的具体结构位置，

可以把沥青路面病害分为表面层病害、中面层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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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层病害、基层病害、路基病害 5 种类别。 

（1）表面层病害：是指仅涉及表面层，通过铣刨

重铺可以处治的病害，包括轻度龟裂、轻度块状裂缝、

轻度纵横裂缝、轻度坑槽、松散、修补等类别。 

（2）中面层病害：是指仅涉及沥青中面层及上面

层，通过处治中面层并重新铺筑上面层可以处治的病

害，包括重度裂缝、轻度车辙、重度坑槽等病害，以

及部分修补后的再生病害。 

（3）下面层病害：是指涉及沥青路面面层（包含

上、中、下面层），通过处治下面层并重构面层可以处

治的病害，一般包括重度块裂、轻度沉陷、重度车辙

等病害。 

（4）基层病害：是指涉及沥青路面基层，通过处

治基层并重构面层可以处治的病害，例如由路面基层

弯拉强度不足导致的重度沉陷病害，或由路面基层开

裂反射到面层的重度裂缝等。 

（5）路基病害：是指涉及路基，需要通过处治路

基并重构路面的病害，例如由路基局部填料不合适或

局部换填处理不当导致的路面沉陷，由路基压实度不

够、承载力不足导致的重度纵缝等。 

3、病害处治措施 

根据以上沥青路面病害分析和分类，通过路面数

据调查、路面技术状况评价，确定采用铣刨重铺类养

护方法后，可以采用以下处治思路：统一铣刨原表面

层+局部处治深层病害+重铺表面层。局部处治深层病

害可按如下 5 种类别工况处治。 

（1）表面层病害处治。原路面存在的轻度龟裂、

轻度块状裂缝、轻度纵横裂缝、轻度坑槽、松散、修

补等表面层病害，通过沥青面层铣刨后已经基本消除。

因此只需要对铣刨后仍为解决的局部中面层、下面层、

基层、路基等病害加以处治，待局部病害处治完并养

护达标后，统一重铺表面层即可得到焕然一新的路面。

对于铣刨后仍存在的轻度裂缝，须沿裂缝开槽，并用

灌缝胶灌缝处治[7]，如图 2 所示。 

 
图 2 铣刨后仍存在的轻度裂缝处治图 

（2）中面层病害处治。对于重度坑槽、重度龟裂、

轻度车辙等中面层病害，需挖除中面层，形成矩形槽

并清除层底软弱结构后，重新铺筑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中面层，待最后统一重铺表面层，如图 3 所示。 

 
图 3 中面层病害处治图（以轻度车辙为例） 

（3）下面层病害处治。对于轻度沉陷、重度车辙、

重度裂缝等下面层病害，需挖除面层至基层顶面，形

成矩形槽并清除层底软弱结构后，采用粗粒式沥青混

凝土下面层+中粒式沥青混凝土中面层恢复路面，待

最后统一重铺表面层。恢复的各层路面结构应错缝搭

接，搭接长度一般为 50cm，如图 4 所示。 

 
图 4 下面层病害处治图（以重度块状裂缝为例） 

重度裂缝（主要裂缝宽度＞3mm），须沿裂缝外边

缘 10cm 开矩形槽至基层顶面，对仍存在的裂缝进行

灌缝后，跨缝铺设玻纤格栅[7]。因一般沿缝开槽宽度较

小，因此全部采用中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恢复路面，

待最后统一重铺表面层，如图 5 所示。 

 
图 5 重度裂缝处治图 

（4）基层病害处治。对于局部重度沉陷，挖除路

面至路床后，若路床已沉降稳定，满足路基填料及压

实度要求，路床回弹模量也能达到路面要求，只需要

局部恢复路面结构即可，但恢复的各层路面结构应错

缝搭接，搭接长度一般为 50cm。对于一般小面积的基

层病害，为避免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难以摊铺压实，方

便施工和缩短养护工期，一般采用高标号的水泥混凝

土代替水稳基层，如图 6 所示。若对于大面积沉陷的

基层病害，应采用水泥稳定碎石基层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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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层病害处治图 

（5）路基病害处治。重度沉陷（沉陷深度＞25mm，

行车有明显颠簸感）须沿病害外边缘 10cm 挖除路面

至路床顶，视路床现状地质情况，清除软弱结构或进

行路床换填并压实，满足路基填料及压实度要求，以

及路床回弹模量要求，后参照基层病害处治相应恢复

路面结构即可，如图 7 所示。 

 
图 7 路基病害处治图 

4、结语 

通过对沥青路面养护研究现状分析，按照沥青路

面病害发生的具体结构位置，把病害按路基路面结构

分为 5 种类别。基于铣刨重铺功能性修复类养护，分

别针对各类路面病害提出对应处治措施，为沥青路面

设计和施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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