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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路建设是一项关系到人民出行安全的大型基础设

施工程，为了确保公路工程质量，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规

范和指标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需采用适当的检测

技术对路基压实度、路面平整度、混凝土质量和强度等

进行检测，以此为依据进行施工工作。这样可以最大限

度地提高公路工程的质量，保障车辆安全行驶，确保公

路交通的畅通无阻。

一、公路路基路面试验检测的重要性

公路路基和路面的试验检测是公路工程建设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建设的相关

标准和规范，更是为了确保道路的安全可靠，提高公路的

使用寿命和舒适性。具体来说，公路路基的试验检测可以

帮助施工人员了解土壤的力学物性特征，如密实度、压缩

性和筑前强度等等，从而为保证路基的稳定性提供必要的

依据。同时，对于公路路面的试验检测，可以评估道路对

车辆行驶的影响程度，如摩擦阻力、纵向平整度和横向平

稳度等特征，保证路面的耐久性、安全性和舒适性，从而

保障车辆行驶的正常运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此

外，试验检测还可以帮助监测公路道路的使用寿命和运营

成本，优化道路维护和修复计划，提高公路建设的可持续

性。因此，公路路基路面试验检测对于确保公路建设质

量、保障道路安全、提高道路使用寿命、降低运营成本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公路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公路路基路面常用试验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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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建设的相

关标准和规范，更是为了确保道路的安全可靠，提高公

路的使用寿命和舒适性。在公路路基和路面的试验检测

中，主要的检测技术包括路基路面灌砂法、路基路面地

基系数检测法、路基路面探地雷达检测法、红外摄像仪

检测法等技术。

1. 路基路面灌砂法

路基路面灌砂法是公路路基、路面夯实度试验的一

种常用方法。通过将石子倒入漏斗，通过暴雨的形式模

拟汽车行驶，从而模拟实车环境下路面的承载能力。路

基路面灌砂法通常分为三种：全面灌砂法、分面灌砂法

和点灌砂法。在全面灌砂法中，整个试验场地都需要进

行灌砂；在分面灌砂法中，试验场地被划分成多个区域

进行灌砂；在点灌砂法中，只对局部路段进行灌砂。路

基路面灌砂法试验可以快速获得路基、路面的夯实度指

标，具有操作简便，试验时间短、成本低等优点。

2. 路基路面地基系数检测法

路基路面地基系数检测法是通过在路基或路面上敲

击盘形试验仪器，利用声波传递来判断地基的质素和路

基的承载能力。其主要依据是根据盘形试验仪器在路面

和地基上的反弹值，推算出地基系数，从而判断路基的

状态。这种检测方法准确率较高，可以及时发现路基中

的支撑结构情况和保证路基的稳定性。

3. 路基路面探地雷达检测法

路基路面探地雷达检测法是利用地质雷达技术对公

路路面进行检测的方法。探地雷达主要通过射频波进行

探测，其能够进行非侵入性探测，能够检测出路面、路

基、下地面的结构和物理性质参数，如密度、含水率等，

从而能够识别出路面质量的不均匀性或者不良结构情况，

达到修建公路长寿命、高质量的目的。此方法具有操作、

探测速度快、探测精度高等优点。

4. 红外摄像仪检测法

红外摄像仪检测法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检测方法。主

要通过摄像仪对路面表面反射的红外辐射进行分析来评

估路面的性能，并通过特殊的计算机算法处理摄像图像，

进行识别缺陷的位置、形状、深度和大小等特征，从而

确定路面的问题和定位补修区域，实现对路面维修的精

准化管理和维修质量的提升。该方法具有不影响路面通

行功能，对现场交通其他影响小、工艺简单等优点。

在公路路基和路面的试验检测中，这些技术除了能

够提供对路基、路面结构和材料性质等方面的检测，还

能够为公路规划设计、施工及后续维护管理等提供重要

的技术支撑和参考。这些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改进，将进

一步完善公路路基路面的试验检测方法，确保公路建设

质量，提高公路运营水平。

三、公路路基路面的试验检测技术的应用

1. 压实度检测

路面的密实度是公路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

此，在公路建设过程中进行压实度检测非常重要。现在，

人们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压实度检测仪器来检测路

面的密实度，其中振动滚轮压编器是最常用的。这种设

备可以在一定速度下通过路面来测试密实度。另一种常

用的检测技术是动态响应测试，它可以确定路面结构的

刚度和波动性特性，从而评估路面的质量。此外，使用

气孔率检测设备可以测量路面中的空隙率，帮助确定路

面的透水性和密实度。磨损测试能够检测路面材料的磨

损特性和耐久性，为道路维护和材料选择提供重要参考。

最后，拉伸测试可以检测路面材料的强度和变形特性，

从而评估其质量和适用性。综上所述，压实度检测技术

是公路路基路面试验检测技术中的一种重要技术之一，

可以为公路建设和维护提供宝贵的信息和参考。

2. 动态响应测试

动态响应测试可以通过振动信号来评估路面结构的

刚度和波动性特性，并通过这些信息来确定最佳维护策

略和材料选型。研究表明，路面的响应频率和振幅与路

面结构、材料性能和压实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正因为

如此，动态响应测试可以快速、准确地反映路面的密实

度和结构特征，从而评估路面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通过

动态响应测试，可以确定路面的刚度和波动性，从而帮

助确定最佳的维护策略和材料选择。例如，如果路面的

刚度降低或者波动性加强，那么可能需要进行增加厚度

的维护措施或者更新路面材料。同时，通过动态响应测

试还可以评估路面材料的耐久性和抗疲劳性能，帮助确

定材料的使用寿命和维护需求。总之，动态响应测试是

公路路面质量检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为公路建设

和维护提供宝贵的参考信息。

3. 气孔率检测

气孔率检测是一种用于路面质量检测的技术，它可

以检测路面中的空隙率，从而确定路面的密实度和透水

性。通过使用粒径分布仪或其他气孔率检测设备，可以

精确地测量路面的孔隙大小和数量，从而得到路面的气

孔率。路面的气孔率是评估路面密实度和透水性的重要

依据，因为路面的孔隙大小和数量对水分渗透和排水能

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路面的气孔率过高，则路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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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渗水和污染，而且容易产生裂缝和沉降。因此，气孔

率检测可以帮助评估路面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并指导维

护和修复工作。例如，在进行冷再生工艺时，通过检测

气孔率，可以确定所添加的再生料的最佳用量，以确保

路面的密实度和性能不受影响。此外，气孔率检测还可

以用于评估不同路面结构和材料的透水性和排水能力，

为公路建设提供指导。总之，气孔率检测是公路路面质

量检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可以评估路面的质量和可

持续性，为维护和修复提供宝贵的参考信息。

四、提升公路路基路面试验检测技术的措施

1. 引进先进的设备

公路路基路面试验检测技术是公路建设和维护的重

要环节，为确保公路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耐久性，提升

公路路基路面试验检测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的

措施是引进先进的设备。高精度激光测距仪可以精度高

达 0.5 毫米，能够显著提升测试的准确性和效率。无损检

测设备也是一种重要的技术引进，采用无损检测技术可

以减少对路面损伤和影响，同时也可以提高测试的灵敏

度。引进这些先进的设备不仅可以提高测试的质量和准

确性，还可以明显提升测试的效率，缩短测试的周期。

然而，与新技术和设备的引进相对应的是，对相关人员

的培训和技能提升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综合提升才能

够更好地应用和发挥新技术和设备的优势，进一步提升

公路路基路面试验检测技术水平。

2. 制定规范标准

对于公路建设和维护而言，制定明确的规范标准和

技术要求可以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为

公路的设计、施工、维修和监管提供依据。制定规范标

准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如不同公路类型、不同地理环

境、不同使用情况等，而针对这些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和

制定相应标准才能够确保测试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此外，制定规范标准也要考虑对公路建设和维护所需的

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投入，特别是针对一些技术含

量高的测试，需要投入高端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才能够

确保测试结果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在制定规范标准的同

时，也需要考虑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技术要求和标准，

以适应科技进步和公路建设的需求。只有制定合理、科

学、严格的规范标准和技术要求，才能够更好地提升公

路路基路面试验检测技术水平，并为公路建设和监管提

供可靠的技术保障。

3. 增加人员技能

针对公路路基路面试验检测的相关人员，通过培训

和进修等方式，可以提升他们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从而

适应新技术的使用和维护。技术不断更新换代，只有持

续学习和掌握新技术，才能够具备面对新技术挑战的能

力。针对技术要求更高的测试，还可以针对相关人员进

行定向培训，提高他们在测试操作和数据分析方面的技

能水平。同时，针对专业性更强的测试场合，引入专业

技术人员，对相关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和知识传授，增强

整体技术水平。此外，加强人员交流和学习，可以促进

经验共享和技术交流，更好地推动技术发展。通过不断

加强人员技能培训和学习，可以提高公路路基路面试验

检测技术水平，为公路行业的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

基础。

五、结束语

总体而言，公路路基路面试验检测技术的研究与应

用，对于提高公路建设的质量、降低维护成本以及保障

交通运输的安全和顺畅，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们

应当加强研究与推广，为公路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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