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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的特征及成因 引起高速公路半刚性基层沥青混凝土路面

的早期破坏有多种原因，表现为多种形式。 1.1 变形类 填土

路堤上的路面竣工后以及开放交通后，路基会产生不均匀沉

降，导致其上路面顶面产生波浪式的不平整。在未填筑路堤

之前，地基处于平衡状态。填筑路堤后，地基受到动静荷载

的共同作用产生固结形变，直到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为止。地

基产生固结形变的大小，既与填土高度有关，又与地基内部

各层土的压缩系数有关。填土路堤地基存在横向承载能力显

著不均匀的特性，两侧地基的承载力小，中部承载力大，路

堤产生不均匀沉降，路堤两侧边部产生外倾式沉降，将路面

和路基掰开，在路面上产生宽度较大的纵向裂缝，其特点是

上宽下窄。 软土基层沉降是由于软土地基引起路面产生很大

的不均匀沉降，使路面纵断面产生大的变形。主要原因是施

工期太短，在软基还没有固结沉降达到基稳定时就铺设沥青

路面.另一重要原因是复合地基处理深度和置换率小。 1.2 松

散类 由路面结构性破坏产生的网裂。所谓路面结构性破坏，

是指路面结构的承载能力不能抵抗现有行车荷载的反复作用

，而产生的路面结构性整体破坏。其外观特征为轮迹带上产

生裂缝，进一步发展成纵向网裂形变带。 由水破坏产生松散

变形类病害尤其广泛，主要表现为几种不同情况：第一种是

由于雨水较快的透入空隙率较大的沥青混凝土表面层后，由

于其下层比较密实，在进入表面层的水还未来得及往下层渗



透前，表面层就开始产生水破坏。表现为沥青路面的表面层

产生圆形坑洞。第二种情况是由于透入表面层的水较快渗入

中面层，滞留在中面层的水因难于或来不及透过中面层进入

底面层之前，中面层沥青混凝土强度变弱，沥青剥落，甚至

松散，导致表面层首先在行车道底轮迹带上产生网裂形变，

有的甚至产生明显辙槽。第三种是由于透入表面层的水透过

中面层进入底面层，如果在底面层表面有粘结防水层，或有

质量好的下封层，同时进入的水量不大，则滞留在底面层的

水会使底面层沥青混凝土强度减弱，进而沥青剥落，甚至沥

青混凝土松散，导致沥青混凝土路面表面产生网裂形变。在

基层顶面没有粘结防水层，或虽做了下封层但质量不好的情

况下，进入底面层的水将直接滞留在基层顶面。行车荷载生

的水压力，使滞留水首先冲刷基层表面的水泥细料或二灰细

料，接着向下冲刷并形成白浆，在行车荷载的泵吸作用下，

白浆被唧到面层表面层，浆被唧出的过程中，沿途的沥青混

凝土碎石上的沥青剥落，轻者表面产生网裂变形，重者很快

产生坑洞，碎石被甩出洞外，洞中积水。沥青混凝土面层的

表面层、中面层和底面层都不能让水侵入和滞留，只要水能

侵入任一层并滞留在该层就会产生水破坏。 水破坏的重要内

因是所用沥青混凝土的空隙率较大。所用沥青混凝土，特别

是表面层沥青混凝土的实际空隙率较大，雨水较易进入表面

层，并导致水破坏。水破坏的另一重要内因是片面强调平整

度，忽视了压实度。水破坏的第三个重要内因是沥青混凝土

的不均匀性大。由于矿料质量、施工技术要求和工程管理等

多方面原因，我国高速公路面层所用沥青混凝土的离析现象

和不均匀性较大，在面层表面随机分布这数量不一的薄弱点



位。在降雨过程中，雨水在一些薄弱点位被快速行驶车辆轮

胎下产生的较大动水压力压入表面层。水破坏的第四个内因

是沥青混凝土面层的裂缝。由于沥青混凝土是一种热胀冷缩

的材料，它的温缩系数是半刚性基层材料的4倍左右。新沥青

混凝土面层刚产生的裂缝，往往仅深入表面层的上部。过一

个冬季或一定时间后，裂缝又会深入到下层底部，甚至引发

基层在相同的位置开裂。造成基层上部冲刷甚至松散的原因

，是表面水的反复进入和冲刷的结果，不是基层本身“衰老

”的结果。 1.3 车辙 车辙、拥包等流动变形损坏当高速公路

车辆渠道化以后，车辙问题逐渐成为主要病害。由于我国普

遍采用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的结构，基层本身的变形不是主

要的，多数都是沥青混和料产生的流动性车辙。其主要成因

是路面在高温情况下劲度模量大幅度降低，抗剪切变形能力

不足以抵抗超载和重载车作用下的剪应力，尤其是在长大纵

坡上坡路段，由于重载车车况差、爬坡车速降低，更为严重

。严重车辙的内因是由于沥青混凝土的矿料级配不合适。我

国已通车的多数高速公路都使用规范中的连续式密集配。沥

青混凝土的高温抗形变能力较差，不能承受重载交通的反复

作用，容易产生严重辙槽。有的为避免产生水破坏，有意在

沥青混凝土中多用细集料和沥青。未经认真试验研究，就大

量使用美国的SUP。自由水进入并长期滞留在中面层内，使

中面层沥青混凝土强度显著减弱、沥青剥落直到松散，表面

开始产生较严重辙槽、辙槽两侧鼓起。 1.4 裂缝类 沥青路面

开裂是国际上最普遍的损坏现象之一，只不过是裂缝发生的

早晚、多少及裂缝的类型有所不同。我国沥青路面的裂缝有

横向裂缝、纵向裂缝、网裂、沉降裂缝等。 横向裂缝是由于



在寒冷季节气温骤降和反复的温度变化后，因疲劳而产生的

温缩裂缝.半刚性基层的干缩和冷缩开裂造成的沥青路面的反

射性裂缝.或者两者综合作用产生的裂缝。温缩裂缝至今国际

上并没有有效的根治措施，不属于早期破坏。 第二种是自上

而下的表面裂缝。近年来国际上对沥青路面自上而下的表面

裂缝研究甚多，发现当沥青层较厚时，由于路表面沥青容易

老化，沥青混和料的自愈能力逐渐丧失，极限拉伸应变不断

减小，在车载荷载直接作用下，在轮迹部位产生大的拉应力

或剪应力，导致路面产生开裂。但我国沥青路面的表面裂缝

有相当部分与由于沥青层的层间污染没有很好粘结成为整体

，首先使表面层或上、中层压碎有关。 第三种是自下而上的

疲劳裂缝。由于我国路面的沥青层较薄，高速公路沥青路面

的纵向裂缝和网裂比较普遍，其原因是路面承载能力不足，

导致路面的结构性损坏。基层结构松散，尤其在有雨水的不

利季节，承载能力不足于承受超载车和繁重交通的作用，造

成路面大面积损坏。基层松散的原因少数是施工时没有成型

，大部分是由于半刚性基层在施工过程中水泥剂量过高，强

度过高，收缩严重开裂，使整层的半刚性基层分裂为大块，

在使用过程中又逐渐破碎为小块，最后成为碎块。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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