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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路作为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养护管理日益受到重视。本文

围绕公路养护中的常见病害及其防治措施进行研究,提高公路养护的效率和质量,确保交通安全与畅通。

本文分析了公路病害的类型及其成因,包括结构性病害、表面性病害以及环境因素引起的病害,并探讨了

这些病害对公路使用性能的影响。介绍了当前公路养护的基本原则、技术方法以及常用的材料与设备。

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病害提出了具体的预防与治理措施,并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这些措施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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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highway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are increasingly valued for their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mmon disease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in highway maintenance, aiming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highway maintenance, and ensure traffic safety and smoothnes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ypes and 

causes of highway diseases, including structural diseases, surface diseases, and disease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se diseas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highway use. Introduced the basic 

principles, technical methods, and commonly used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for current highway maintenance. 

On this basis, spec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were propose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iseas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measures was verified through 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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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路是国家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之一,其状况直接影响到

交通运输的安全和效率。随着公路路网的不断完善和车流量的

增长,公路日常养护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公路病害的发生不

仅会降低道路的使用性能,还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给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深入研究公路日常养护中常见病害及防

治措施,对于保障公路畅通、延长公路使用寿命、减少维修成本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1 公路日常养护的概述 

公路养护是指为确保公路长期稳定地发挥其设计功能,对

公路进行的日常维护、修复、改善和升级等一系列活动。其主

要目的在于保持公路的良好运行状态,延长公路的使用寿命,提

高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以及降低运营成本。公路养护不仅包括

对路面、桥梁、涵洞、隧道等结构物的维护,还涉及到排水系统、

交通标志、绿化带等附属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公路作为国民经

济的重要动脉,其养护工作对于保障交通安全、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公路养护

能够有效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适时开展

养护工程还能避免大规模的修复工程,从而节省大量的人力物

力资源。公路养护工程根据其对象和目的可以分为预防性养护、

修复性养护和专项养护和应急养护四大类。预防性养护主要指

公路整体性能良好但有轻微病害,为延缓性能过快衰减、延长使

用寿命而预先采取的主动防护工程。修复性养护是指公路出现

明显病害或部分丧失服务功能,为恢复技术状况而进行的功能

性、结构性修复或定期更换,包括大修、中修、小修。专项养护

是指为恢复、保持或提升公路服务功能而集中实施的完善增设、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报 
第 2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丨刊号（ISSN）：2972-4716(P) / 2972-4724(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 

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加固改造、拆除重建、灾后恢复等工程。应急养护是指在突发

情况下造成公路损毁、中断、产生重大安全隐患等,为较快恢复

公路安全通行能力而实施的应急性抢通、保通、抢修。每种类

型的养护都有其特定的技术和方法,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

适的养护策略。 

2 公路常见病害类型及成因 

2.1结构性病害 

结构性病害是指影响公路主体结构稳定性和承载能力的病

害,这类病害往往会导致公路功能的严重下降甚至完全丧失。 

2.1.1裂缝 

裂缝是最常见的结构性病害之一,它们可能是由于设计不

当、材料老化、温度变化或重载车辆的反复作用引起的。裂缝

的存在会导致水分渗透,加速结构的进一步损坏,并可能引发其

他类型的病害。 

2.1.2沉降 

沉降通常是由于地基不稳定或施工质量问题造成的。当地

基土质不均匀或受到地下水位变化的影响时,公路表面会出现

不均匀沉降,形成坑洼或凹陷,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2.1.3塌陷 

塌陷是一种极端的结构性病害,通常发生在地下管道破裂

或地质滑坡等情况下。一旦发生塌陷,会对公路造成巨大的破坏,

修复成本高昂且周期长。 

2.2表面性病害 

表面性病害主要影响公路的表面层,虽然不会立即危及结

构安全,但会降低行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2.2.1车辙 

车辙是由于重型车辆在同一轮迹上反复行驶造成的路面压

痕。车辙不仅影响美观,还会积水,增加滑移风险。 

2.2.2波浪与推移 

波浪和推移是由于路面材料在车辆荷载作用下失去稳定性

而形成的。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沥青路面上,导致路面不平整,

影响行车安全。 

2.2.3松散与剥落 

松散是指路面表层材料的颗粒脱落,常见于沥青路面。剥落

则是指路面表层材料与下层分离。这些问题通常是由于材料老

化、水损害或施工不当造成的。 

2.3环境因素引起的病害 

环境因素对公路的损害不容忽视,它们可以单独作用或与

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病害的发生。 

2.3.1水损害 

水损害是指由于降水、融雪或地下水上升等原因,水分侵入

路基或路面结构内部,引起材料软化、流失或冻融破坏。 

2.3.2温度影响 

温度变化会导致路面材料的膨胀或收缩,特别是在极端气

候条件下,这种变化会更加剧烈,可能导致裂缝的形成或现有裂

缝的扩大。 

2.3.3盐蚀作用 

在冬季除冰过程中使用的盐分,会与路面材料发生化学反

应,导致材料腐蚀和结构弱化,尤其在沿海地区或使用大量融雪

剂的地区更为常见。 

3 公路日常养护的技术方法 

3.1养护原则与标准 

公路日常养护的原则应遵循“预防为主,定期检测,科学决

策”的基本方针。养护工作应根据公路的使用状况、交通流量、

环境条件和经济效益等因素综合考虑。养护标准则需符合国家

和行业的相关规定,确保公路的安全性、功能性和经济性。同时,

养护工作应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3.2养护技术方法 

公路日常养护的技术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裂缝修补、坑槽填

补、表面处理、结构加固和材料更新等。这些技术方法的选择

和应用需要基于详细的路况调查和病害诊断结果,以确保养护

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3合理运用养护材料与设备 

常用的养护材料包括沥青、水泥混凝土、聚合物改性材料、

纤维增强材料等。这些材料具有良好的粘结性、耐久性和适应

性,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病害的修复需求。养护设备则包括裂缝灌

注机、铣刨机、摊铺机、压实机等,这些设备的高效运作能够保

证养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3.4加强新技术在公路养护中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在公路养护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例如,采用无人机进行路况巡查,可以快速准确地识别病害；利

用物联网技术监测公路的实时状态,实现智能化管理；应用自愈

合材料和高性能混凝土等新型材料,提高公路的耐久性和抗病

害能力。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公路养护的科技含量和

工作效率,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4 公路日常养护中的常见病害防治措施 

4.1结构性病害的防治 

结构性病害的防治是公路日常养护中的重点,它直接关系

到公路的安全和使用寿命。 

4.1.1裂缝的修补技术 

裂缝修补技术包括裂缝灌缝、裂缝封缝和全深度修补等方

法。灌缝是通过注入修补材料来填充裂缝,防止水分渗透和病害

扩展。封缝则是在裂缝表面覆盖一层防水膜,以隔绝外部环境的

影响。全深度修补是对裂缝及其周边区域进行彻底挖除并重新

铺设新材料的处理方法。 

4.1.2沉降与塌陷的处理方案 

沉降和塌陷的处理通常需要采用地基加固或重建的方法。

地基加固可以通过注浆、夯实或使用土工合成材料来实现。在

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部分或全部重建,以确保公路的稳

定性和安全性。 

4.1.3结构补强与加固措施 

结构补强与加固措施包括使用钢筋、预应力技术、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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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或其他复合材料来增强结构承载力。这些措施可以提高结构

的抗弯、抗剪和抗震性能,延长公路的使用寿命。 

4.2表面性病害的预防与治理 

表面性病害的预防与治理对于保持公路表面的平整度和防

滑性至关重要。 

4.2.1车辙的修复方法 

车辙的修复通常采用铣刨和重新摊铺的方法。首先将车辙

部位的旧材料移除,然后重新铺设新的沥青混合料,并进行压实,

以恢复路面的平整度。 

4.2.2波浪与推移的整治技术 

波浪与推移的整治可以通过重新铺设表面层或添加稳定剂

来提高路面材料的抗变形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需要对基

层进行处理,以增强整体稳定性。 

4.2.3松散与剥落的控制手段 

松散与剥落的控制可以通过表面处理技术来实现,如喷洒

乳化沥青或使用封层剂。这些措施可以增强表面层的粘结力,

减少颗粒的脱落和剥落现象。 

4.3环境因素引起病害的防治对策 

环境因素引起的病害防治需要考虑多种外部条件,采取综

合性措施。 

4.3.1水损害的防治策略 

水损害的防治策略包括改善排水系统、使用防水层和选择

适当的路面结构。确保排水畅通可以减少水分对路面的侵蚀,

而防水层则可以阻止水分渗透到路面结构内部。 

4.3.2温度影响的应对措施 

温度影响的应对措施涉及使用温度稳定性好的材料、设置

伸缩缝和采取保温措施。这些方法可以减少温度变化对路面的

影响,防止裂缝的产生和扩大。 

4.3.3盐蚀作用的防护方法 

盐蚀作用的防护方法主要是使用耐腐蚀材料和涂层,以及

定期清洗路面以去除盐分残留。这些措施可以减缓盐分对路面

材料的腐蚀作用,延长路面的使用寿命。 

5 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 

5.1典型案例介绍 

为了深入理解公路常见病害及其防治措施的实际效果,将

介绍几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关于G351线猴子桥至望水垭

段公路出现的大面积车辙问题,该问题通过采用高温稳定性沥

青混合料进行修复,并配合压实工艺优化,成功恢复了路面的平

整度和使用性能。第二个案例涉及G319线中和至彭家垭口段公

路因连续降雨导致的边坡冲刷和路基沉降问题,通过采用生态

护坡和重力式挡墙相结合的措施,有效控制了病害发展。第三个

案例是G246线金马儿至蒋家冠段公路因盐蚀作用导致的桥面损

坏问题,通过应用新型防腐材料和定期清洗维护,显著提高了桥

梁的耐久性。 

5.2案例分析与效果评估 

在G351线猴子桥至望水垭段公路的案例中,经过修复后的

路面车辙明显减少,行车安全性和舒适度得到改善。后续跟踪观

测显示,修复区域的路面性能稳定,未出现新的车辙形成。G319

线中和至彭家垭口段公路的案例中,生态护坡有效地减少了雨

水对路基的冲刷,挡墙的设置增强了路基的稳定性,边坡和路基

沉降得到有效控制。G246线金马儿至蒋家冠段公路的案例中,

新型防腐材料的应用延长了桥梁的使用寿命,定期清洗维护降

低了盐蚀作用的影响。 

5.3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与结果讨论 

实证研究采用了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相结合的方法。通过

对修复前后的路面状况进行定期检测和评估,收集了大量数据

支持修复效果的评价。研究发现,合理的病害诊断和科学的养护

决策对于提高修复效果至关重要。此外,技术创新和材料科学的

进步为公路养护提供了更多高效、经济的解决方案。讨论部分

指出,尽管现有技术和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

需不断探索更适应未来公路发展的养护技术和管理策略。 

6 结语 

本文系统地探讨了公路常见病害的类型、成因及其防治措

施,涵盖了结构性病害、表面性病害以及由环境因素引起的病害

等多个方面。通过对病害机理的深入分析和防治技术的详细阐

述,为公路养护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方法论和实践指导。案例分析

和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提出措施的有效性,为公路养护工程

的优化提供了有力证据。结果表明综合运用现代检测技术、先

进材料和创新工艺能显著提高公路养护的质量和效率。未来可

以进一步提升公路养护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为社会经济的健

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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