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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新思路的转变,必定会带来新的成果,从而推动农村一体化的稳步发展。随着我国

新农村“四好”道路的实施,我国的农村道路也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公路是联系城乡发展的纽带,也是

人们的交通工具,是促进乡村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因此,如何对沥青路面施工工艺进行科学而高效的优

化,并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已是目前农村公路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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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idea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ill surely bring new results, so as to 

promot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tegratio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new rural "four 

good" road, our country's rural road has also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Highway is the link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eople's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is a major measure to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how to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sphalt pavement scientifically and 

efficiently, and how to strictly control it,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rural roa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rural road engineering; asphalt pavem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引言 

由于沥青路面强度高、震动小、道路平整、噪声低、抗滑

性能好、灰尘少、经济效益显著等优点,这些优势使得沥青道路

成为公路建设的首选。因此,如何把握沥青道路施工期间关键技

术的应用,并采取科学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对于保障工程建设

质量水平意义重大。 

1 沥青路面施工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通过对一些实际施工工程案例的分析,可知保障行车安全

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路面施工技术的规范性及其质量控制。沥青

路面作为公路结构中的磨耗层、承重层,其不仅需要一定的平整

度来提高行车时的舒适度,更需要具备相应的高温稳定性、抗开

裂及变形能力以保证其在运营期间的稳定性。而相应的施工质

量控制对这些路面性能有着重要影响。此外,当公路工程建设完

成后,沥青路面会遭受长期车辆荷载,雨水、冻融自然侵袭等方

面的影响,一旦其存在质量缺陷,对公路的使用寿命影响十分显

著。因此,在施工前应从细节着手,完善其中的施工技术与质量

控制工作,从而达到简化后期运营成本投入、提高公路路面质量

安全、延长公路使用寿命等目的。 

2 沥青路面施工技术和质量控制面临的问题 

2.1对原材料质量的管控不够注重 

沥青混凝土的原材料指标、规格及配合比等选择问题。例

如,在原材料的选用上,选用技术指标不合格的原材料,从而导

致混合料的质量不能满足工程需求。由于沥青混凝土的工程应

用范围很广,如果有任何一种原材料的质量有问题,将会影响沥

青路面施工质量。一些施工项目因缺少对原材料的严格管控措

施,无法确保进场原材料达到技术规范要求及沥青混合料及施

工质量。 

2.2不注重对路基施工的质量管理 

在道路路基施工时,未采用设计和施工规范规定的适用

材料,填料的最大干密度和最佳含水量等技术指标不符合要

求。压实机械设备选型及压实方案不满足施工工艺要求。未

按规范及设计要求进行分层填筑分层压实,压实度未到达设

计要求。 

2.3沥青道路施工质量检测不完善 

公路工程沥青路面施工中,施工管理要对施工质量展开全

面检测,检测主体是原材料质量以及沥青路面施工。做好路面检

测工作,整合施工路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动态化管理方式获取实

时监测施工数据,拟定施工措施对各项施工问题进行控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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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施工技术人员要结合路面施工技术规范,对摊铺与碾压施

工过程进行控制。压实工序是公路沥青工程最后一个重要的施

工环节,通过碾压施工来提升压实度,对压实时温度及速度进行

控制,对施工质量产生较大影响。 

3 公路施工中沥青路面的施工技术 

3.1路面碾压技术 

在道路工程中,对沥青混凝土的碾压是其中的重点,也是整

条道路建设的最终阶段。所以,在道路建设中,要把沥青路面的

碾压技术运用到实践当中,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道路工程

中,必须采用压路机进行碾压,才能使沥青混凝土的施工质量得

以保障。在建设之前,需要根据乡村公路的实际情况(例如：路

面的宽度、纵坡等)；根据公路两侧防护状况、铺筑厚度等情况,

选用适当的压路机型号、吨位配合进行施工,实时、合理地调整

压路机的转速和转数,以保证压实度满足工程要求。例如某山区

村道公路项目,按设计规范,在原有的水泥路上再铺设4cm厚度

的GAC-13型沥青路面,该路面有5米宽,有多个弯,有高的纵坡,

一般采用2.5m/min的铺筑速率,采用双轮式压路机和轮式压路

机联合作业,并且由于铺装的车速有限,为了保证沥青路面的施

工,双钢轮式压路机的工作车速为2-4公里/h,而在碾压工艺中,

车胎压路机的实际工作车速不大于5公里/h。 

3.2路面摊铺技术 

合理的摊铺速度可以使铺装机械平稳运转,使铺装工作

得以圆满地完成,从而提高铺装的平整性。由于我国乡村道路

存在弯道多、路口多、纵坡大等问题,摊铺机的摊铺速率通常

为2.5米/分。在道路交叉部位进行摊铺时,道路两侧和交叉口

处的摊铺机械无法展开,为了确保路面的平整,必须使用小型

机具,并采取人工辅助的方法进行铺面。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改

善铺筑效果,而且对碾压施工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沥

青混凝土的施工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要强化对

路面机械操作技术的培训,正确地控制路面的铺筑速率,并按

照施工技术要求进行拌和料的摊铺,为提高工程质量打下良

好的基础。 

3.3路面裂缝控制技术 

在道路建设中,对沥青混凝土的裂缝处理应引起足够的关

注,如图一所示,沥青路面出现裂痕,如果沥青混凝土在路面上

产生大量的裂纹,不但会对道路的外观质量产生影响,而且还会

导致雨水渗透到路基的内部,对路基的结构产生一定的损害,进

而对工程的建设质量产生很大的不利作用。而在乡村道路上出

现的沥青路面裂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铺装前的路

面基层处理不善,导致了沥青铺筑后出现了反射裂纹；第二个原

因是在施工中,由于接缝的处理不到位而产生了裂纹。所以,对

于农村道路的沥青路面,如果是老式的水泥砼路面,需要对破损

严重的水泥板面进行挖除,然后再进行混凝土的补强,对于细小

的裂纹,要进行清缝,然后用热沥青填充,再用一次胶粘剂进行

密封,然后在铺装之前撒上粘层油；如果下一层是新铺设的半刚

性基层,那么在铺设之前做好透封层。在原料搭配上要做到科学

化,并保证已摊铺的沥青混凝土充分碾压,不然会造成各种不同

的裂纹。采用分层碾压方法,可显著改善沥青混合料的密实性,

从而增强其耐久性和抗开裂能力。 

 

图一路面裂缝 

目前,在沥青铺装工程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接缝法,即垂

直缝法和横切法。在铺设沥青混凝土时,要尽可能地避开纵向冷

缝处理,如果一辆摊铺机不能一次全部铺好,则可以采取两个摊

铺机同时摊铺,且严格控制两台摊铺机的距离小于10米,这样就

能有效控制纵向接缝质量,防止渗水。对于在沥青混凝土中存在

的横缝,可以采取平缝法进行横缝处理,即在横缝处用切割器纵

向下切,在清缝后沿着切口涂上一层乳化沥青再进行铺筑,从而

可以有效地保证横缝的质量,避免渗漏。 

4 沥青公路工程的施工技术和质量控制策略 

4.1严格要求原材料质量 

为确保工程质量,首先从原料的质量上进行严格的控制,以

免出现供方不按合同规定的原料或原料不符合设计规范等问题,

对其进行认真的检验。材料在运输到工地之后必须要递交质量

证书,并且由相关部门进行取样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原材料是不

允许进入工地。工地原料要按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分类堆放,

并做好防雨处理。 

4.2严格检查施工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在公路工程中,施工机械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而安全是企业

的首要任务。在进行工程建设之前,要对工程设备进行全面的检

验,以保证工程的安全、可靠,避免出现机械问题,从而降低工程

建设的效率和工期。工程完成后,应及时维修、保养工程机械。

此外,要对设备的操作者和维修工人进行定期的职业培训,使他

们更好地提高安全意识,并从根源上强化工人的素质和技术,使

项目整体工作效率得到显著的提升。 

4.3保证沥青温度及含油量达标 

在工程建设中,应先明确沥青拌和时的温度和油石比。在铺

设前,要对沥青拌和料温度进行检验,在沥青混合料运输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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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行适时的温度监控,防止由于拌和料温度问题而对铺面

质量造成不利。同时,还应严格地控制沥青混合料的沥青含量,

确保其含量处于正常的使用状态,同时尽量提高其油石比的稳

定性,防止因沥青含量不足而导致路面老化,从而降低其使用性

能和安全性。 

4.4做好前期地质调查工作 

如果道路建设的早期勘察是不正确的,则会造成道路和

道路的结构不够科学,极有可能酿成“死亡公路”。在沥青铺

装工程的初期,应加强地质调查,特别是地质情况较弱的地段,

从区域地质、水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并进行风险评价。加

强对生态系统的监测,做好生态系统的环境危害评估。由于全

国幅员辽阔,情况各异,因此在修建道路时,应着重注意路面

的耐久性和安全性。另外,对于部分降水严重的区域,要对历

年降水进行全面的调研,搜集历史数据,寻找其规律,并做好

防渗防水工作。 

4.5加强施工过程的监督和控制 

在公路建设中,如何提高工程建设的质量和经济效益,是建

设单位必须重视的问题。在目前的沥青路面建设中,由于缺少对

路面的实时监控与管理,在没有任何可监控的条件下,施工工人

根据自己的工作习惯和工作经验来操作,而要实现高质量的公

路建设,必须有合理的施工作业分配以及有效的施工计划和施

工目标。为此,相关部门和建设部门要高度关注,对沥青铺装的

监管与管理,既要对施工企业的资质进行要求,又要对施工能力

进行评估。 

4.6加强施工人员培训与管理 

因此,对沥青混凝土的施工质量进行严格的管理,必须由有

关专业工程技术人才来实施,目前国内一些工程技术工人缺乏

系统、完善的教育和培训,致使工程质量的一些环节出现了纰

漏。所以,必须加强对一线工程技术工人的培训和管理。 

4.7加强养护与开放交通管理 

当道路铺筑完毕并检验通过后,进行正常养护,当道路气温

低于50摄氏度时,即可对外开放交通。在需要提前开放交通的情

况下,可以采取喷洒水的方式来进行降温。但要小心喷洒的数量

不宜太大,以免对拌和的强度产生不利的作用。 

5 结语 

随着国家的发展,农村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加快。要想提高农

村道路的使用年限,首先要保证沥青的铺设技术和施工的质量。

在施工过程中,不仅要对原材料进行严格的管理,同时也要对铺

面作业和压实作业进行严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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