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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路基路面工程的设计要点研究

●张　浩

　　

[摘要]道路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安全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

济发展息息相关.路基与路面工程的质量是确保道路安全的根本,因而必须确保其质量.路基是道路施工

最基本的部分,而道路施工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施工企业对道路路基路面工程进行合理设计比较

重要.本文对道路路基路面施工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以期进一步提高道路施

工的质量,从而保障人们的出行安全.

[关键词]城市道路;路基路面;工程设计要点

当
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不

断提高，城市建设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我国在道

路建设方面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 完善路基设计，并对其

施工技术进行严格的控制，有助于延长道路使用年限，减少

后期维修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因此，在进行

道路路基的设计时，施工企业必须考虑到沿线的地质地貌、

工程造价、施工工艺及工期，采取适当的施工措施，以保证

道路的安全与畅通。

城市道路路基工程概述

(一)城市道路路基路面的定义和特点

所谓“道路路基路面”，即利用各类相关建筑材料进行

道路路基铺设，可以直接承受车辆荷载的层状结构。 高等

级道路路面应满足平整、密实、防滑性等方面的要求。 路

基是指在地质、水文、气候等有利的情况下，由土石混合而

成的线形建筑物，它是铁路、道路的基础。 根据路基的材

质，可以将其划分为土路基、石路基和土石路基三种类型。

城市道路是我国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确定了地

基与铺装后，规划师与设计者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对城

市道路建设中的路基进行设计研究，是为了使城市道路的整

体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企业在进行城市道路的设计与

研究时，必须从车辆、管网、人行道、绿化等几个方面加以

考虑，才能做好城市道路的路基与路面施工。

在城市道路建设中，因其特殊的地形特点，影响工程建

设的因素较多。 在我国，由于地下管线的分布比较复杂，

对道路的设计与施工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另外，由于道路

施工一般是机械操作，而手工操作是辅助的，因此在施工过

程中一般都是采取分段平行和流水施工方式。

城市道路路面设计内容

(一)道路路面的类型

目前，路面主要分为柔性路面、刚性路面和半刚性路

面。 (１)柔性路面：是一种很小的路面，它可以在汽车的载

荷下产生较大的弯曲变形。 这样的路面具有不同的结构，

其将荷载传递给路面，使路面受到很大的压力。 (２)刚性路

面：是一种具有很高的抗弯、抗拉性能的铺装形式，它是一

种典型的刚性铺装形式。 (３)半刚性路面：指在沥青混合料

中含有一定厚度的沥青混合料路面。 这种路面有一层厚度

超过１５cm的半刚性基层，并能表现出半刚性基层的性能。

(二)道路路面设计的要求

１．具备足够的刚度与强度

车辆行驶时，车辆受到的纵向作用力和横向作用力分别

为两个方向。 汽车撞击、振动等对路面也有一定的影响。

刚性和强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力学问题。 为

保证路面结构的安全，路面必须满足相关强度指标。 另

外，路面还需要有足够的刚性，以保证车辆在行驶时不会发

生过分变形，而且不会引起波浪、车辙、沉降等现象。

２．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沥青路面裸露在外，除了受到车辆行驶荷载的作用外，

还会受到大气温度、湿度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从而对路面的

刚度和强度造成一定的影响。 相关人员要在进行区域温湿

状态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具有良好稳定性的路面结

构，从而形成符合当地气候和环境的稳定路面。

３．具有较强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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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辆的反复荷载下，沥青混凝土路面的使用性能将持

续退化，其刚度和强度也将随之降低。 同时，沥青路面在

长期受空气温湿度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下，会因材料的老化而

导致路面结构的损伤。 要想使路面全年的服务质量得到有

效的保障，就必须选用抗变形、耐老化、耐疲劳的施工材

料，并对路面进行细致的设计和施工。

道路路基路面排水设计

(一)排水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要想做好道路路基路面的排水设计，就必须遵守如下几

个方面的规定：(１)在设计前，设计人员必须进行深入的调

查和研究。 (２)路基排水沟的设置和连接应尽量避免占用或

减少占用农田。 (３)在道路路基的排水设计中，应根据实际

情况和经济情况进行选择。 (４)道路排水沟的出口要尽可能

地与河流相连，这样可以减少桥梁的建设。 (５)在道路路基

与路面的排水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经济因素。

(二)道路路基排水设计要点

道路路基的排水设计分为填方段排水设计和挖方段排水

设计两个方面。

(１)填方段排水设计：在道路路堤填筑地段进行排水设

计，主要是调动排水沟。 排水系统一般采用梯形横断面，

其大小与设计流量有关。 坡面台式排水沟宜采用水泥预制

蝶型排水沟，其长度通常在５００m 以内，并能与每条排水沟

顺利连通。 排水沟的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整个排水口

的功能是否能够正常发挥。

(２)深基坑的排水处理：①基坑降水布置。 当地面出现

强降雨时，可在路基、基坑边坡上设置阻流槽。 在进行排

涝工程设计前，首先要对排涝系统做细致的调研，对排涝地

区的水文地质情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

排涝系统的位置和占地面积。 排水沟一般设置在路堤坡脚

２m处，或路垫坡顶５m处。 ②一般路堑的设计。 以往的道

路开挖一般是长方形、梯形，但从经济和安全角度考虑，窄

段路堤更经济、更经济。 ③道路施工中填方、边沟的设

置。 由于道路穿越的地势较高，天然沟系也比较稠密。 在

山区道路路基纵排水工程中，常出现在两侧开挖、中间开挖

的现象。 此时，必须在原有的地点打好地基，再把它和路

堑连在一起。 但由于路基阻拦，山坡上流入自然冲沟的水

容易在路基上出现淤积，对路基造成不利影响。

(三)道路路面排水工程类型

道路路面排水工程可分为面层排水和面层构造内排水两

种类型。

１．面层排水

对于既有道路，一般采用路边单肩横坡的方式对其一侧

进行排水。 若为横断面，则在路肩两侧各设一条对应的阻

水带，将地面水分聚集至路堤边坡所形成的浅三角水体，并

按一定间隔设置急流槽及泄水孔，使道路边坡外侧的水集中

排出。

２．面层构造内排水设计

国内现有的路面结构内部排水设计分为排水垫层、基层

和路缘排水三大类。 路面结构内部排水是指通过路面缝

隙、裂缝等缝隙进入路面结构内的水，或从路肩路堤渗透到

路面结构中，并将滞留于路面结构中的自由水排除。

案例分析

(一)工程概况

文本以某道路工程为例，该道路项目里程约３km，是一

条城市次干道，设计时速为３０km/h，路宽２４m。

(二)路基设计方案

１．一般路基设计

该工程以填方路基为主，填土高度都在１０m 以下。 按

照规范，本次设计的边坡全部为一级边坡，坡比取１∶１．５。

计划在道路旁规划商业和住宅，后期地块填平后与高程相平

衡，并在边坡防护采用喷播植草防护，以减少废料，节省

成本。

２．软土路基处理

针对软土地区存在的大范围粉质粘土具有可压缩性，导

致路基强度偏低，可有效降低路基工后沉降、超差沉降。

因此，要防止路基滑移、开裂、沉陷，减少因不均匀沉降引

起的桥头跳车等病害，保障道路的安全运行。 在软基处理

中，常用的处理方法如下。

第一，采取加固排水的方法。 在路基内设置垂直排水

体系，然后通过荷载预压或负压排出垂直排水管道，加快基

础排水的速度。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对软弱地基进行更

深层的治理，降低工程成本，但也存在建设周期过长的

问题。

第二，碎石置换方法。 碎石置换法的基本原理是将浅

层的软弱或不良土壤进行开挖，并将其进行碾压或夯实，之

后再进行高强度填料的回填。 该方法的优势在于治理较彻

底，不容易实施，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处理深度受到限制，

４m以下是较为经济、合理的方法。

第三，CFG桩是以碎石、砂、粉煤灰为原料，加入一定

数量的水泥，通过成桩机将其搅拌成C１５～C２５以上的桩，

再配合袋装砂井排水，形成复合地基，协同工作。 该方法

具有处理深度大、使用粉煤灰可降低成本的优势，但施工质

量难以控制。

第四，对钢管进行预应力处理。 预应力管桩是一种采

用预应力管对土体进行压缩的方法。 这种方法具有工期

短、加固效果好、质量易于控制、补强深度大等优点，但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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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大、技术复杂、造价昂贵。

针对传统的排水固结法存在施工工期长、施工质量难控

制、预应力管桩对周边已有建筑产生扰动等问题。 施工人

员可采用淤泥(淤泥＞３m)、水泥土(含沙＞３m)、水粘土为

填充材料，采用水泥稳定碎石桩，从而解决传统的排水固结

法存在的问题。

(三)路基排水设计

在道路施工过程中，水是造成路基破坏的主要原因之

一。 为了保证路基的干、固、稳，路基排水必须与实际施

工紧密结合。 为此，在道路建设中，施工企业应充分考虑

自然水系、农田水利灌溉及桥涵布设等要素，以保证道路的

正常排水。 在污水治理上，施工企业更要重视环保，尽量

不让污水流入鱼塘、菜地及周边村落。

路基路面设计优化措施

(一)优化路基路面排水设计

在道路路基路面工程中，路面排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

节，在进行路面排水的时候，要根据每一段的坡度来做好排

水工作。 如果路基断面是路堤，要在路肩的外面加上一条

挡水带，结合路肩铺面的方法形成前三角形水断面。 本项

目拟通过路肩布设的方式，在路堤外侧形成三角形断面，并

按一定距离在路堤外侧布置水流、排水口等，以达到对路堤

外侧进行排水的目的。 在路面的施工中，要注重室内的排

水，不留积水，在接缝处要做好相应的补水工作，以确保路

基和路肩的渗漏。 为确保道路的正常使用，需要在路面上

设置排水基层和排水板，才能确保道路的使用年限。

(二)路基路面碾压质量控制

在汽车荷载作用下，路基极易发生沉陷。 因此，必须

对路基的质量及碾压质量进行合理的控制，才能确保其服役

质量，确保行车安全。 在路基与地下构筑物交接部位的过

渡部分对路面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在保证压实度的前提

下，应进行合理的罩面设计。 路基填筑时，地基土应达到

一定的压实强度，并在需要时进行分层压实。

(三)路基压实

城市道路路基在保证压实度的同时，要注重夯实地基，

保证施工质量，保证行车安全。 压实度是道路路基稳定、

耐久性的重要保障。 为了确保路基的稳定，必须对压实度

进行检验。 针对不同填料，采用适当的压实方式、适当的

压实次数，可确保路基的总体质量。 不合理的压实设计，

将会导致路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损伤。 当路面荷载增大

时，这些路面就会发生断裂，造成整个破坏范围的扩大。

(四)加强对路边辅助设施进行管理

辅助设施是道路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只有加强

对辅助设施的管理，道路安全才会有所提高。 辅助设施有

基础管线布置、电力通信布置、路灯布置等。 施工企业要

在确保地基稳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施工企业在开展道路工程施工时，一定要掌

握好相应的设计规范，掌握其设计要点。 本文提出了一种

基于道路、地基条件下的道路路基设计方法，确保道路路基

路面的可利用性，为相关道路工程施工提供理论依据，从而

提升道路工程的施工质量。 在道路工程施工中，施工企业

应尽量保证工程施工质量，以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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