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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交通需求的不断增长，公路改扩建工程日益频繁。然而，传统的建设方式往往伴随着大量
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这一背景下，旧路资源的再利用逐渐成为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旧路材料的回收、加工和再
利用，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还可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环境的污染。因此，探讨旧路资源在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的
再利用实践与挑战，对于推动公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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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路资源的定义与分类
在公路建设与养护的广阔领域中，旧路资源作为一类重

要的可再生资源，正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与重视。旧路资源，
顾名思义，是指在公路改造、扩建或养护过程中，被替换或
废弃的路面材料、路基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设施和材料。这些
资源不仅蕴含着巨大的再利用潜力，而且对于推动公路建设
的可持续发展、降低建设成本、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
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路面材料的角度来看，旧路资源主要包括沥青、
水泥等路面铺设材料。沥青作为一种常见的路面材料，具有
良好的柔韧性、抗水性和耐久性，广泛应用于各类公路的铺
设中。然而，随着公路使用年限的增长，沥青路面会出现老
化、开裂、磨损等问题，需要进行维修或更换。在此过程中，
大量的废旧沥青材料被产生，这些材料如果能够得到合理的
回收与再利用，不仅可以减少对新沥青资源的依赖，还可以
降低废弃物的处理成本，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水泥作为另一种重要的路面材料，同样在公路建设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水泥混凝土路面具有强度高、稳定性
好、耐久性强等优点，适用于重载交通和恶劣气候条件。然
而，水泥混凝土路面的维修和更换同样会产生大量的废旧材
料。这些废旧水泥材料可以通过破碎、筛分等工艺处理，再
与新的水泥、骨料等混合使用，形成再生水泥混凝土，用于
公路的维修和扩建工程。

除了路面材料外，旧路资源还包括路基材料，如土壤、
碎石等。路基是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支撑着路面，承受
着车辆荷载和自然力的作用。在公路改造和扩建过程中，原
有的路基材料往往需要被替换或加固。这些被替换下来的路
基材料，如果经过适当的处理，同样可以作为再生资源加以
利用。

2旧路资源再利用技术与方法
2.1 路面再生技术
2.1.1 热再生技术

图 1 就地热再生施工工艺流程图

（1）就地热再生：采用专用的就地热再生设备，对旧路
面进行加热、铣刨，掺入一定数量的新沥青、新沥青混合料、
再生剂等，经热态拌和、摊铺、碾压等工序，一次性对表面
一定深度范围内的旧沥青混凝土路面进行再生。这种方法适
用于仅存在浅层轻微病害的高速公路及一、二级公路沥青路
面表面层的就地再生利用，比如路面松散、泛油、磨光等非
结构性损坏。再生层可用作上面层或中面层，处理路面厚度
一般在 2cm-5cm 之间。

（2）厂拌热再生：将回收的沥青路面材料运至沥青拌和
厂，经破碎、筛分，以一定的比例与新集料、新沥青、再生
剂等拌制成热拌再生混合料铺筑路面。适用于各等级公路回
收沥青路面材料进行热拌再生利用，再生的沥青混合料可用
于各等级公路的沥青面层及柔性基层。厂拌热再生技术利用
旧沥青回收料一般不超过 50%，通常用 10%-30%，新集料和新
沥青掺入量较大。

图 2 沥青热再生成品料加工流程图
2.1.2 冷再生技术
（1）就地冷再生：采用专用的就地冷再生设备，对旧路

面进行现场冷铣刨，经破碎、筛分，以一定的比例与新集料、
再生结合料、活性填料（水泥、石灰等）、水进行常温拌和、
摊铺、碾压等工序，一次性实现旧沥青路面的再生。回收及
处理后的再生沥青混合料，可用于一、二级公路沥青路面的
下面层及基层，对三级公路可用于面层、基层。冷再生处理
面层厚度 7.5cm-10cm，再生深度可达到路面结构产生破坏的
地方。冷再生的沥青混凝土路面不能直接承受车辆荷载，用
于上面层时应采用稀浆封层或微表处做磨耗层，避免水分蒸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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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厂拌冷再生：将回收的沥青路面材料运至沥青拌和
厂，经破碎、筛分，以一定的比例与新集料、沥青类再生结
合料、水泥、石灰、水进行常温拌和，常温铺筑成路面结构
层的沥青路面再生技术。回收及处理后的再生沥青混合料，
可用于高速公路和一、二级公路沥青路面的下面层及基层、
底基层，当用于三、四级公路的上面层时，应采用稀浆封层
或微表处。再生混合料的压实厚度不大于 16cm，不小于 6cm。

2.2 路基材料再利用
2.2.1 路基加固与改良技术
在旧路改扩建工程中，路基的加固与改良是确保新路面

稳定性和使用寿命的重要措施。根据路基材料的实际情况，
可采用不同的加固与改良技术，如化学注浆、土壤固化、土
工合成材料加固等。通过加固与改良，可以提高路基的承载
能力，减少沉降，延长路面使用寿命。

2.2.2 路基材料的回收与再利用方法
旧路的路基材料，如碎石、石灰石、粘土等，可以通过

破碎、筛分等工艺进行回收，再用于新路基的建设或作为其
他建筑材料的原料。对于部分碎石、石灰石等在旧基层中的
废料，可以作为再生骨料，通过适量掺入水泥等材料，经过
混凝土生产线制成再生骨料混凝土，以此来降低建设成本和
提高路面耐用性。

2.3 其他相关资源的再利用
2.3.1 排水设施的再利用
旧路的排水设施，如排水沟、雨水井等，在改扩建工程

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再利用或改造。对于仍具有排水功能的
设施，可以进行清洗、疏通和修复，继续用于新路的排水系
统。对于需要改造的设施，可以根据新的排水要求进行重新
设计和施工，确保新路的排水顺畅。

2.3.2 防护设施的再利用
旧路的防护设施，如护坡、挡土墙等，在改扩建工程中

也可以进行再利用。对于结构完整、功能良好的防护设施，
可以进行清洗、维护和加固，继续用于新路的防护系统。对
于需要改造的防护设施，可以根据新的防护要求进行重新设
计和施工，确保新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3 姚安县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旧路资源改扩建工程中
的再利用实践

3.1 项目背景
姚安县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姚安县姚苴线县道提升

改造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位于姚安县官屯镇、弥兴镇，起点
位于官屯镇姚苴线与大河口线交叉口，沿现有姚苴线布设，
路线整体走向由北向南，止于弥兴镇大苴小苴岔路口，路线
总长 10.079652 公里，采用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20km/h，圆曲线最小半径极限值为 45 米，竖曲线最小半径凸
形极限值为 370 米，凹形极限值为 650 米，最大纵坡为 5.9%，
最小坡长 80米，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Ⅱ级，路基设计洪水
频率 1/25，涵洞及小桥设计洪水频率为 1/25，路基横断面几
何尺寸布置为：0.5m（土路肩）+2×3.25m（行车道）+0.5m
（土路肩），合同金额为 3326.237688 万元。

3.2 公路旧路资源改扩建工程中的再利用

图 3 姚苴线二期旧路面铣刨利用铺筑级配层

改建原则利用现有公路，遵照利用和改建相结合的原则，

按规定公路等级的技术指标，根据沿线地形、地质、水文等

建设条件，合理充分利用原有工程，利用原老路铣刨料，15cm

级配碎（砾）石底基层 62418.05 ㎡，约 119 万元，优化节约

成本约 60 万元。

4旧路资源再利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4.1 面临的挑战

（1）技术瓶颈方面的挑战，尽管路面再生技术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局限性。例如，热再生技术需要专

门的设备和较高的能耗，而冷再生技术则可能受到材料性能

和再生质量的限制。因此，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是提升旧路资

源再利用水平的关键。

（2）经济因素的挑战：经济因素也是制约旧路资源再利

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再利用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

资金用于设备的购置、技术的研发以及材料的回收和加工。

另一方面，传统建设方式往往更加直观和简单，成本相对较

低，因此在一些项目中，决策者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传统建

设方式。如何平衡再利用的成本和效益，成为了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

（3）政策与法规的挑战：目前，关于旧路资源再利用的

政策和法规尚不完善。缺乏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法规支持，使

得再利用工作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明确的指导和规范。这不仅

增加了再利用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也限制了再利用工作的推

广和应用。因此，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与法规，是保障旧路

资源再利用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4.2 对策与建议

（1）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为了提升旧路资源再利用的

技术水平，需要不断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一方面，应加大

对再生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技术的适用性和效率。另一方

面，应积极探索新的再利用技术和方法，如采用更加环保和

高效的再生材料、开发智能化的再生设备等。

（2）制定明确的再利用政策与法规：为了保障旧路资源

再利用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制定明确的再利用政策与法规。

一方面，应明确再利用的目标、原则和具体措施，为再利用

工作提供明确的指导和规范。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的激励

机制和约束机制，鼓励和支持旧路资源的再利用，同时对不

符合再利用要求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处罚。

（3）加强宣传教育：为了提高公众对旧路资源再利用的

认识和支持，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应通过各种

渠道和形式，向公众普及旧路资源再利用的重要性和意义，

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节约意识。另一方面，应展示再利用

工作的成果和效益，让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再利用工作的实

际效果。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公众对旧路资源再利用的认同

感和支持度。

结语
综上所述，旧路资源在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的再利用是一

项具有广阔前景和深远意义的工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仍

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完善政策支持和

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才能推动旧路资源再利用工作的广泛开展，为公路建设的可

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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