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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沥青混凝土路面主要病害 

及应对措施的分析 

吕 剑 

(石家庄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 河北石家庄 050081) 

摘 要：沥青路面是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常用的路面类型，它具有抗滑持久、坚实平整等优点，能够为车辆行 

驶提供安全、舒适的条件。但是，由于环境、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常会出现局部沉降、车辙、泛油、裂缝 

等病害。本文简要论述了沥青混凝土路面的主要病害的成因，并针对病害提出了应对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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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通建设事业发展迅 

速，沥青混凝土路面以其耐用、坚实的优点被广 

泛应用到各个等级的公路建设中。目前，我国有 

90％的公路都采用了沥青混凝土的路面结构。在 

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车 

辙 、裂缝 、泛油等病害 ，影响了道路的行驶功 

能。由于沥青混凝土路面的病害无法彻底根除， 

我们就只能通过优化设计、提高施工质量等措施 

进行防治，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 

1路面波浪 

1．1原因 

路面波浪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施工过程中铺路 

机的问题造成的，沥青混合材料的设计不合理， 

混合材料的温度不合规范，也是导致混合材料出 

现劲度不均衡的原因。 

1．2应对措施 

要消除路面波浪现象 ，。首先，便是调试好 

铺路机的性能 ；其次，保证沥青混合材料能够 

保持稳定的级配和温度；最后，操作人员在施 

工过程 中要随时进行检查，一旦发现问题 ，及 

时予以锯决。 

2局部沉降 

2．1原因 

局部沉降大都出现在路基的交界处和桥涵 

处，其产生的原因是，施工过程中，进行台背回 

填或者是路基交接处碾压时，没有将二者完全碾 

压成一个整体，从而降低了路面的质量。 

2．2应对措施 

局面沉降这种病害的应对措施应按照其程度 

大小的不同进行处理。纵向在l0米内沉降幅度不 

超过3cm的沉降属于病害初级阶段，这一阶段， 

路面跳车不明显，无积水现象，且路面的横向变 

形也不明显，这时，只需要对路面进行养护，清 

理排水系统，防止形成给水即可。纵向在10米内 

沉降幅度超过3cm的病害，便会出现明显的跳车 

现象，路面有积水存在且局部会出现龟裂现象。 

这时，要先铣刨沉降路段两端各10米，然后摊铺 

上沥青混凝土。纵向在10米内沉降幅度超过5era 

的，便会出现行车颠簸 ，路面给水、网裂等现 

象。这时，要先将病害路段全部铣刨到无病害 

层，然后用沥青混凝土分层摊铺好并调平。 

3泛油 

3．1原因 

沥青路面出现泛油现象主要是由于混合材料 

中沥青的用量过多、稠度低等原因引起的。低温 

季节进行施工，表面嵌缝料使用过多，待气温回 

升后，在车辆的作用下，致使矿料下挤，沥青上 

泛 ，也会形成沥青路面表面泛油的情况。 

3．2应对措施 

沥青路面泛油应根据泛油的程度，利用铺撒 

较粗粒径的矿粉改善泛泔晴况。次高级的路面产 

生严重的泛澍睛况，就需要及时铺撒石料，并根 

据泛油的程度选择石料的规格。严重的泛油情 

况，一般选用粒径0．5era一1．5era的石料，轻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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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油使用粒径0．5cm的石料。 

4车辙 

4．1原 因 

车辙是高等级公路上最主要的病害，它不但 

影响了行车通行效果 ，而且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 

隐患。车辙是在通行车辆的荷载重复作用下，路 

面产生的永久性的带状沟槽。正常情况下，车辙 

主要以下三种类型：其一，因荷载作用超过路面 

强度而产生的结榭眭车辙；其二，沥青混凝土变 

形造成的流动性车辙；其三，施工过程中沥青层 

压密问题造成的车辙。车辙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沥 

青混合材料的级配设计存在不合理的情况，矿料 

级配中细料多、矿粉掺量过大、沥青稳定性差、 

荷载作用过大、环境温度、基层和面层施工密实 

度不足等，致使路面在车轮的重复碾压下产生变 

形现象。 

4．2应对措施 

首先，改善沥青混合材料的级配。增大集料 

的粒径尺寸和碎石的含量，以此来提高沥青混合 

材料的抗变形能力。实践证明，中粗粒式的沥青 

混凝土材料产生的车辙深度要明显小于细粒式沥 

青混凝土。就级配而言，密级配的抗车辙能力明 

显高于开级配混凝土。 

其次，控制沥青混合材料中的沥青含量。混 

合材料中的沥青含量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 

进行添加，不能过量。此外，还要提高沥青的等 

级，这样才能保证沥青混合材料的高温稳定性。 

第三，尽可能加大沥青混合材料的压实度。 

压实度对沥青混合材料的抗变形能力有明显的影 

响。压实度越大，沥青混合材料的抗变形能力越 

强。所以，沥青混凝土路面在施工过程中，要尽 

量选择大吨位的压路机，保证沥青混合材料进行 

充分的碾压，达到或者超过了相关规定的压实度 

标准。 

第四，使用SMA结构来提高沥青路面的抗高 

温、抗重压能力。SMA是一种新型的断级配密实 

性热拌混合型材料，其中粗集料的含量较高，填 

料和沥青含量多，同时还含有少量的稳定改性 

剂。其中的粗集料相互嵌锁形成了高稳定性的结 

囝 

构，细集料、沥青和填料将结构框架结合在一 

起，添加的纤维可以增大混合材料中沥青的含 

量，加厚沥青膜，提高路面的耐久I生和抗压力。 

SMA混合材料与普通密级配沥青混凝土混合材料 

相比，普通的密级配沥青混凝土，细集料以下的 

部分约占总体含量的一半，这时，沥青的砂浆已 

经将粗集料撑开，粗集料实际是悬浮在沥青的砂 

浆中，彼此并没有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间还有 

相当的空隙存在，又因为交通荷载主要是由沥青 

砂浆来承受的，所以普通密级配的混凝土混合材 

料的交通荷载力较弱。而SMA沥青混合材料中， 

粗集料骨架占到了70％以上，这样混合材料集料 

之间的支撑点就比较多，细料少，玛蹄脂部分主 

要用来填充粗集料间的空隙。由于粗集料之间具 

有良好的嵌挤作用，混合材料便能产生良好的抗 

荷载变形的能力。 

5裂缝 

5．1原因 

沥青路面在建成的初期，一般都会产生各 

种各样的裂缝，而这些早期的裂缝并不会对路 

面的使用功能造成影响，但是随着路面表面水 

分的人侵 ，会降低路面结构层的承载力和强 

度 ，加速路面的破坏。裂缝是沥青路面最常见 

的病害之一 ，常见的裂缝有横向裂缝、纵向裂 

缝和换装裂缝三种。 

5．1．1横向裂缝 

可以分为荷载I生和非荷载性裂缝两种。其产 

生的原因是：其一，路面施工时，未处理好施工 

缝，导致接缝出现问题；其二，未完全按照技术 

规范进行路基分段填筑；其三，路基因压实度不 

够造成强度较低；最后，摊铺的沥青未达到规定 

的质量标准。 

5．1．2纵向裂缝 

纵向裂缝产生的原因：其一，因路基的压实 

度不均衡而导致路面产生不均匀的沉降，造成裂 

缝的出现；其二，沥青面层没有采用全路幅摊铺 

方式，造成沥青面层在分幅摊铺时，未处理好前 

后副之间的裂缝问题，致使在车辆的反复荷载作 

用下，出现纵向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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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环状裂缝 

沥青混凝土路面受温度应力、弯拉应力等 

影响，检查井周围的沥青路面更容遭到破坏， 

随着破坏时间的长短而形成深度、宽度不等的 

环状裂缝。 

5．2应对措施 

5．2．1横向裂缝 

针对横向裂缝，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 

防治：一是尽可能减少冷接缝 ，合理安排施工进 

度，保证路面摊铺工作的连续性；二是充分压实 

横向连接缝。对于两段的交界地段，应同时进行 

填筑，采用分层相互交叠的形式，搭接处的长度 

应不小于2米。如果两段的交界处，没在同一时 

间进行填筑，那么先填路段应按照l：1的坡度分 

层留台阶；三是施工中要严格检测压实度，保证 

其达到规定标准。同时，还应严格控制路基的填 

筑工艺，保证路基的强度；最后，填筑过程中， 

一 定要选择优质的填筑材料，首选石、砂类土， 

其次选择含砾、砂低液限粘土。 

5．2．2纵向裂缝 

针对纵向裂缝，主要有以下应对措施：一是 

沟槽的回填土应分层进行填筑，同时保证压实度 

符合标准；二是为了保证热接缝，应尽量采用全 

路幅一次摊铺，如果确实无法进行一次性摊铺， 

后幅要紧跟前幅，避免前摊铺混合材料完全冷却 

后才进行后半幅的摊铺工作。 

5．2．3环状裂缝 

对于较大面积的环状裂缝，我们一般采用加 

铺封层方法处治，网裂严重的路段则应该在补强 

层后再重新进行翻修。 

6翻浆 

6．1原因 

翻浆是寒冷地区发生的一种冻害现象。道路 

发生翻浆病害主要是由于气温的变化和土基水源 

的补给引起的。我国北方地区冬天气候寒冷，冬 

天气温降低，路基上部的土体温度将到零下5度 

时，土体的薄膜水和毛细水就会冻结。如果冻结 

线停留在某一深度，下层尚未冻结的薄膜水和毛 

细水就会向冻结处聚集，并产生冻结现象 ，形成 

一

个聚冰层。此时，路基土体就会发生不均匀 

的冻涨现象 ，导致路面被抬高 ，出现冻涨裂 

缝。只有等到来年气温回升，路基的冰冻层才 

开始融化。并且路基中部比两侧化冻快 ，容易 

在路面形成一个凹槽，致使路基凹槽中的大量 

水分无法排出，甚至路基演变成稀泥 ，大大降 

低了道路的承载能力。在车辆反复荷载作用 

下，路面被进一步压坏，甚至出现泥浆从路面 

裂缝中挤出的现象。 

6．2应对措施 

针对沥青公路的翻浆病害，在路基填筑施工 

时，就应该在冻层范围内，填筑沙砾等透水性佳 

的材料，保证地下水能够及时渗透到路基范围以 

外，防止因毛细水上冻而出现的翻浆现象。 

结语 

沥青混凝土路面的病害不仅影响了道路的使 

用效果 ，而且存在着一定的交通安全问题。所 

以，应引起施工单位、养护单位、科研单位等多 

方的重视。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按照 

道路沥青路面设计的相关规范和指标进行施工， 

严把质量关。养护单位要不断提高道路的养护治 

理水平，实践表明，科学有效的养护不但可以保 

证道路沥青路面的行车效果，还能有效节省养护 

资金。科研单位要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改变科 

研与建设脱节的现象，把沥青路面的建设工作同 

科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不断积累实践经验，从 

根本上减少沥青路面病害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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