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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用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用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设计、施工、质量控制与检验评定。 

本文件适用于公路工程中旅游公路主线、服务区广场及停车区、收费站车道、隧道出入口、弯道、

长下坡路段、非机动车道、加减速车道等位置；市政工程中的公交专用道、自行车道、人行道、园林道

路、停车场等位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608  中国颜色体系 

GB/T 18922  建筑颜色的表示方法 

CJJ/T 218  城市道路彩色沥青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JT/T 712  路面防滑涂料 

JT/T 280  路面标线涂料 

JTG E20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E4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5142  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 

JTG 5210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DB 51/T2427  公路彩色防滑路面设置规范 

T/CECS G：D54-03  彩色路面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色彩 color 

颜色视知觉显现的量化特征，色彩有三属性：色调（色相）、明度、彩度（纯度）。 

 

色调 hue 

色彩的相貌特征，如红、黄、绿、蓝、紫等。 

 

明度 lightness 

色彩所显示的明暗、深浅程度的视知觉特性值，以绝对白色和绝对黑色为基准给予分度。 

 

彩度 chroma 

用距离等明度无彩色点的视知觉特性来表示物体表面颜色的浓淡，并给予分度。 

 

色卡标样 standard sample of color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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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颜色体系标准值制作的色彩标准样片。 

 

高分子聚合物胶结料 polymer cementing material 

以高分子化合物为主体的一类胶黏材料，也称高分子黏合剂或高分子黏结剂，具有黏结骨料的功能。 

 

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 colored polymer overlay 

采用彩色高分子聚合物胶结料和耐磨骨料、其他助剂等材料经喷涂、滚涂、刮涂等方式加铺在既有

道路，固化后形成的彩色表层。 

 

涂装防滑型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 colored polymer resin based overlay with coated 

surface 

通过将彩色高分子聚合物胶结料、防滑骨料和其他辅助材料，以喷涂、刮涂或滚涂方式直接加铺在

既有道路表面的彩色表层,以下简称“涂装防滑型”。 

 

颗粒防滑型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 colored polymer resin based overlay with aggregate 

broadcasted surface 

将撒布的彩色防滑骨料通过预先刮涂的高分子聚合物胶结料黏结固化在既有道路表面形成的具有

防滑功能的彩色表层，以下简称“颗粒防滑型”。 

4 材料 

一般规定 

4.1.1 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按施工工艺可分为涂装防滑型和颗粒防滑型。 

4.1.2 原材料质量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要求，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4.1.3 原材料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包装和存储，防止材料被污染,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涂装防滑型材料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 

涂装防滑型常用结构应由底涂层、中涂层、面涂层组成，结构如图1所示。涂装防滑型材料技术指

标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1的规定。 

 

图1 涂装防滑型常用路面结构 

表1 涂装防滑型材料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 

项目 面层 技术要求 检测频度 试验方法 

涂膜外观 

底、中、面涂

层 

干燥成型后，颜色、骨料颗粒分布应均匀，无裂

纹等现象 

每批料一次 

JT/T 712 
耐水性 在水中浸24h应无异常现象 每批料一次 

耐碱性 在氢氧化钙饱和溶液中浸24h无异常现象 每批料一次 

加铺层低温抗裂性 
-10℃保持4h，室温放置4h为一个循环，连续做三

个循环后应无裂纹 

每批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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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面层 技术要求 检测频度 试验方法 

人工加速耐候性 经1200h人工加速老化试验后，试板加铺层不产生

龟裂、剥落；允许轻微粉化和变色 

每批料一次 

基料在容器中状态 应无结块、结皮现象，易于搅拌 每批料一次 

基料附着性（画圈法）

（级） 

≤4 每批料一次 

凝胶时间（min） 底、面涂层 ≥240 每批料一次 

不粘胎干燥时间（min） 
底、面涂层 ≤60 每批料一次 

中涂层 ≤30 每批料一次 

抗滑性（BPN） 中涂层 >55 每批料一次 

柔韧性（mm） 底、中、面涂

层 

≤3 每批料一次 

JT/T 280 
早期耐水性（h） 中涂层 ≤2（在温度为23℃±2℃，湿度为90%±3%的条件

下） 

每批料一次 

耐磨性（mg） 
底、中涂层 ≤50（500转/750g后减重,CS-17轮） 每批料一次 

GB/T 22374 
面涂层 ≤35（500转/750g后减重,CS-17轮） 每批料一次 

粘结拉伸强度（MPa） 
底、面涂层 ≥2.5 每批料一次 

中涂层 ≥1.5 每批料一次 

VOC含量（g/L） 底、中、面涂

层 

≤150 每批料一次 GB/T 38597 

重金属含量

（mg/Kg） 

砷（As） 

底、中、面涂

层 

≤100 每批料一次 
JT/T 1326 

锑（Sb） ≤100 每批料一次 

可溶性铅 ≤90 每批料一次 

HJ 2537 

可溶性镉 ≤75 每批料一次 

可溶性铬 ≤60 每批料一次 

可溶性汞 ≤60 每批料一次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的总量（mg/Kg） 

底、中、面涂

层 

≤100 每批料一次 

颗粒防滑型材料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 

4.3.1 颗粒防滑型用于沥青路面时，常用结构应由胶结料和骨料组成；用于水泥混凝路面上时需增加

底涂层。可根据需求增加面涂层提高加铺层的明度、抗老化等性能，结构如图 2所示。颗粒防滑型胶结

料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2的规定。底涂层及面涂层材料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按照 4.2执行。 

 

图2 颗粒防滑型常用路面结构 

表2 原材料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 

原材料 检测项目 质量要求 检测频度 试验方法 

高分子聚合物胶结

料 

基料在容器中的状态 搅拌后应无结块、

结皮现象，易于搅

匀 

每批料一次 

JT/T 712 

总挥发性有机物（g/kg） ≤80 每批料一次 

GB 36246 
苯（g/kg） ≤0.05 每批料一次 

甲苯和二甲苯总和（g/kg） ≤0.05 每批料一次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g/kg） ≤0.2 每批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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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 检测项目 质量要求 检测频度 试验方法 

可溶性重金属

（g/kg） 

铅 ≤90 每批料一次 

镉 ≤10 

铬 ≤10 

汞 ≤2 

4.3.2 骨料包括石英砂、彩色机制砂、烧结的釉面彩砂、烧结陶瓷颗粒等，应与高分子聚合物胶结料

颜色相一致，骨料的物理性能应满足表 3的要求。 

表3 骨料物理性能要求 

原材料 检测项目 质量要求 检测频度 试验方法 

骨料 

粒径（mm） 1-5 每批料一次 JT/T 712 

莫氏硬度 ≥6 每批料一次 JT/T 712 

坚固性（＞0.3mm部

分） 

非机动车道 / 每批料一次 
JTG E42 T0340 

机动车道 ≤40 每批料一次 

4.3.3 颗粒防滑型固化后材料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应满足表 4的要求。 

表4 固化后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材料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 

 检测项目 质量要求 检测频度 试验方法 

固化后的高分子聚

合物加铺层要求 

外观 干燥成型后，颜色应均匀、无裂纹等

现象。 

每批料一次 目测 

耐水性 在水中浸24h应无异常现象 每批料一次 JT/T 712 

耐低温性能 ﹣10℃保持4h、25℃放置4h为一个循

环，连续三个循环后无裂纹、无脱落 

每批料一次 JT/T 712 

人工加速耐候性 经人工加速老化1200h无开裂、剥落和

粉化，颜色不变或轻微变化 

每批料一次 JT/T 712 

耐热性 80℃下5h，无流淌、鼓泡、滑动 每批料一次 GB/T 16777 

抗滑值

（BPN） 

用于非机动

车道 
45-70 每批料一次 

JT/T 712 
用于机动车

道 

≥55 每批料一次 

耐腐蚀

性 

耐油性 93号溶剂汽油浸泡24h不起泡、不剥

落，允许轻微变色 

每批料一次 

GB/T 9274.5 

耐碱性 20%NaOH浸泡48h不起泡、不剥落，允

许轻微变色 

每批料一次 

耐酸性 5%H2SO4浸泡48h不起泡、不剥落，允许

轻微变色 

每批料一次 

耐盐性 饱和NaCl溶液浸泡7d不起泡、不剥

落，允许轻微变色 

每批料一次 

粘结强

度

（MPa） 

水泥混凝土 ≥2.5或混凝土基层破坏 每批料一次 

JG/T 24 沥青混凝土 沥青基层破坏 每批料一次 

断裂延伸率（%） 
5℃≥15 

23℃≥45 

每批料一次 GB/T 1040 

抗拉强度（MPa） ≥6 每批料一次 GB/T 1040 

冻融循环 
-20℃保持4h、40℃保持4h为1个循

环，连续4-5个循环无裂纹、无脱落 

每批料一次 
JT/T 712 

骨料剥落率（%） ≤5 每批料一次 JTG 5142 

浸水1h湿轮磨耗试验

（g/m
2
） 

≤540 每批料一次 T0752 

车辙变形试验的宽度

变化率（%） 

≤5 每批料一次 T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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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 

一般规定 

5.1.1 设计前，应根据现行 JTG 5210的有关规定，对原路面技术状况进行检测评定。 

5.1.2 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结构应由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和原路面组成。 

5.1.3 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设计包括色彩设计、典型路段设置。 

5.1.4 加铺层厚度一般通过对施工区域，用固定厚度的双面胶或纸模进行圈存，对厚度进行初步控

制，同时，进一步通过高分子聚合物胶结料与骨料等其他用料的每平米用量控制施工厚度。 

5.1.5 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不考虑对路面强度指标的贡献。 

5.1.6 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的设计年限宜不小于 3年。 

色彩设计 

5.2.1 色彩设计应包括确定设计色彩（色调 H、明度 V、彩度 C）、最大彩度设计色彩（Cmax）、最

小彩度设计色彩（Cmin），选择设计色彩色卡标样（K0）、最大彩度设计色彩色卡标样（Kmax）和最

小彩度设计色彩色卡标样（Kmin）等。 

5.2.2 色彩设计应按下列程序和要求进行： 

a) 确定设计色彩。 

选择合适的色调（H）、明度（V）、彩度（C0），确定设计色彩标号：HV/C0色彩标号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中国颜色体系》GB/T 15608的有关规定。 

b) 确定最大彩度设计色彩和最小彩度设计色彩。 

应在合适的彩度范围内，选择大于和小于C0的最大设计彩度（Cmax）和最小设计彩度（Cmin），确

定最大彩度设计色彩标号：HV/Cmax和最小彩度设计色彩标号：HV/Cmin。 

c) 选择色卡标样。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颜色的表示方法》GB/T 18922的规定，选择与色彩标号HV/C0、HV/Cmax、

和HV/Cmin对应的色卡标样，分别记为色彩色卡标样（K0）、最大彩度设计色彩色卡标样（Kmax）和最小

彩度设计色彩色卡标样（Kmin）。 

5.2.3 彩色加铺层典型色彩设计 

a) 常用彩色加铺层可选择红色、黄色、绿色、蓝色和灰色。 

b) 不同应用位置的典型色调可按表 5进行选择。 

表5 典型色调设计 

色调 适宜位置 

红色 
公路工程 旅游公路主线、服务区广场、长下坡、隧道出入口、加减速车道等 

市政工程 公交车专用道、人行道、运动场、园林道路等 

黄色 
公路工程 长下坡、隧道出入口、收费站车道等 

市政工程 人行道、园林道路等 

绿色 
公路工程 旅游公路主线、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车道、非机动车道等 

市政工程 人行道、自行车道、园林道路、广场、停车场等 

蓝色 
公路工程 服务区停车区、服务区广场、非机动车道等 

市政工程 人行道、自行车道、园林道路、广场、停车场等 

灰色 
公路工程 服务区停车区、服务区广场、非机动车道等 

市政工程 人行道、自行车道、园林道路、广场、停车场、运动场等 

 

5.2.4 不同使用功能的明度、彩度标号范围宜按表 6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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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使用功能的明度、彩度标号推荐范围 

使用功能 明度 彩度 

警示功能 5/-10/ 2-8 

特殊路段提示 5/-10/ 2-8 

诱导功能 5/-10/ 2-8 

区域划分 5/-10/ 2-8 

美化环境 1/-10/ 2-8 
缓解疲劳/景观 1/-6/ 2-8 

典型路段设置 

5.3.1 隧道入口、出口路段 

应采用颗粒防滑型，宜采用红色或黄色，同一条道路设置的色彩应一致，抗滑性能不低于75BPN，

路面厚度不低于4mm，隧道入口路段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设置形式如图3所示，隧道出口路段彩色高

分子聚合物加铺层设置形式如图4所示。 

 

图3 隧道入口路段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设置形式 

 

图4 隧道出口路段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设置形式 

5.3.2 陡纵坡下坡路段 

应采用颗粒防滑型，宜采用红色或绿色，同一条道路设置的色彩应一致，抗滑性能不低于75BPN，

路面厚度不低于4mm，纵坡不小于表7规定值路段，宜在陡纵坡起点至陡纵坡下游69.5m连续设置颗粒防

滑型。陡纵坡下坡路段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设置形式如图5所示。 

表7 纵坡 

设计速度（km/h） 120 100 80 

纵坡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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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陡纵坡下坡路段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设置形式 

5.3.3 收费站车道 

应采用颗粒防滑型，宜采用红色或绿色，同一条道路设置的色彩应一致，抗滑性能不低于75BPN，

路面厚度不低于4mm，应在基本段至基本段下游10m设置颗粒防滑型，设置形式如图6所示。 

 
 

图6 收费站车道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设置形式 

5.3.4 服务区停车位 

宜应采用涂装防滑型，宜采用红色、绿色、紫色、或蓝色，抗滑性能不低于45BPN，路面厚度不低

于3mm，设置形式如图7所示。 

 

图7 服务区停车位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设置形式 

5.3.5 其他路段 

其他需要设置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的路段可参照执行。 

6 施工 

一般规定 

6.1.1 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施工前，原路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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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路面必须有足够的结构强度，结构强度不足的，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补强。 

b) 原路面 15mm 以下的车辙可直接进行施工；深度 15mm-40mm 的车辙首先进行车辙填充；深度

40mm以上的车辙，不宜采用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 

c) 原路面宽度大于 5mm的裂缝应进行灌封处理。 

d) 原路面局部破损（如坑槽、松散等）应彻底挖补。 

e) 原路面的拥抱等隆起型病害应事先进行处理。 

6.1.2 新铺沥青混凝土路面可在路面施工完成一周后施工；旧沥青路面可直接按本章相关规定施工。

新建水泥混凝土路面应在混凝土养护膜老化起皮并清除后施工。旧水泥路面宜采用机械打磨，拉毛、

粗化表面增加附着力后施工。 

6.1.3 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施工时施工环境温度低于 5℃，高于 35℃不宜施工，施工路面必须

处于干燥状态，雨、雪、沙尘暴、强风、路面湿滑状态下应禁止施工。 

6.1.4 接缝宜采用对接法处理，在作业起点前及终点位置，宜在现场铺设宽度不小于 300mm 的油毡

材料。 

6.1.5 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施工前应进行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设计。 

6.1.6 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施工应遵守现行 JTG H30等有关规定，保障施工作业安全。 

施工前准备 

6.2.1 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培训和技术交底，设备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后持证上岗。 

6.2.2 原路面应清洁干燥，不得存在松散颗粒、灰尘、沥青渣、油污或其它有害材料。 

6.2.3 施画导线，沿导线采用固定厚度的胶带等进行施工区域的封闭，严格控制施工厚度。 

6.2.4 应对交通附属设施进行保护。 

6.2.5 对施工机具进行施工前的检查，检查合格后使用。 

6.2.6 应确定试验段。 

试验段 

6.3.1 正式施工前，应进行试验段摊铺。 

6.3.2 通过试验段的铺设，检验施工工艺确定施工参数，若试验段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应完善修改

后再重铺试验段。通过试验段得出的施工工艺经监理或者建设单位认可后，作为正式施工依据，施工

过程中不允许随便更改，必须更改时，应得到监理或者建设单位认可。 

涂装防滑型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施工 

6.4.1 底涂层施工：施工前先将沿线设施及构件进行遮挡保护避免污染，用电动搅拌机将材料搅拌

均匀，采用喷涂、刷涂、滚涂等施工方式，将底涂层均匀摊铺，无漏点，根据材料要求，养护相应周

期，与路面粘结牢固，待不沾手后进行下一步工序。 

6.4.2 中涂层施工：进行中涂层施工时，用电动搅拌机将材料搅拌均匀，采用喷涂、刷涂、滚涂等施

工方式，保证中涂层材料均匀分布在作业面，分 2-3 遍施工，保证每次薄涂且均匀覆盖在施工区域。 

6.4.3 面涂层施工：在中涂层实干并养护相应时间之后，进行面涂层施工，保证罩面漆均匀分布在施

工区域。 

6.4.4 整体修整： 

a) 对线型不好的位置进行微调。 

b) 对多涂或漏涂部位进行修补和完善。 



T/CCTAS XXXX—2021 

9 

c) 将作业区域清理干净。 

6.4.5 开放交通：面涂层施工完成后，根据施工的不同材料养护相应的时间方可开放交通。 

颗粒防滑型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人工施工 

6.5.1 底涂层喷涂（水泥混凝土路面表面）：按照 6.4.1有关规定施工。 

6.5.2 高分子聚合物胶结料调制：将主剂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 3-5分钟混合均匀。 

6.5.3 高分子聚合物胶结料刮涂：将调制好的胶结料均匀的摊铺到作业位置，使用专用刮杆刮平整，

保证底胶厚度均匀，充满整个作业面。 

6.5.4 骨料撒布：当胶结料刮涂均匀之后，紧接抛洒防滑骨料，在胶结料没有固化前均匀撒布，不可

用外力碾压抛洒后的作业面。 

6.5.5 清理浮粒：在胶结料不沾胎后，先用清扫车清理浮粒，再用座驾式打磨机对松动的、粘接不牢

固的骨料进行打磨，再用清扫车回收脱落骨料。 

6.5.6 面涂层施工：浮粒清理完之后，根据设计要求，24小时之后进行面涂层喷洒。 

6.5.7 整体修整：按照 6.4.4有关规定执行。 

6.5.8 开放交通：施工完成后，需常温养护，不得洒水，无面涂层的颗粒防滑型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

铺层，当采用 MMA类胶结料时需养护 1小时左右；采用聚氨酯类胶结料时需养护 2-4小时；采用环氧

类胶结料时需养护 7-10 小时。养护完成后撤除围护措施开放交通。设置面涂层的颗粒防滑型彩色高

分子聚合物加铺层面涂层施工完后 0.5-2小时可开放交通。 

颗粒防滑型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机械化施工 

6.6.1 设备 

a) 应配置具备洒(撒)布单组分/多组分反应型胶结料和骨料的同步封层车。 

b) 同步封层车作业时，彩色高分子聚合物胶结料喷洒量和骨料撒布量应可调节,并能保持行驶速

度和材料用量的稳定,在整个施工宽度范围内均匀布料。 

6.6.2 施工 

a) 封闭底漆喷涂（水泥混凝土路面表面）：按照 6.6.1有关规定施工。 

b) 将高分子聚合物胶结料和骨料同步铺洒(撒)到道路原路面上。作业面两侧需要安排专人进行

修整，观察已经抛洒过的作业面是否有泛胶、漏涂现象，需要及时补撒。 

c) 在胶结料完全固化后，先用清扫车清理浮粒，再用座驾式打磨机对松动的、粘接不牢固的防滑

骨料进行打磨作业，再用清扫车回收脱落骨料。 

d) 浮粒清理完之后，根据设计要求，隔天进行面涂层喷洒。 

e) 整体修整：按照 6.4.4有关规定执行。 

f) 开放交通：按照 6.5.8有关规定执行。 

施工过程中铺筑质量控制 

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施工过程中工程质量的控制要求必须满足表 8的要求。 

表8 施工过程中工程质量的控制要求 

检测项目 检查频度及单点检验评价方法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外观 随时 颜色符合本规程的规定，没有明显色差，防滑颗粒分布

均匀，路面无裂纹。表面平整，不得有裂缝等缺陷。 

目测 

颜色 随时 颜色均匀或按设计均匀褪色 目测 

色彩 每1000m
2
检查3点，单点值 ≥60分 T/CECS G：

D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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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查频度及单点检验评价方法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色差△Eab 每1000m
2
检查3点，单点值 ＜2.0 色差仪检测 

接缝 随时 紧密平整、顺直、无跳车 目测 

厚度 

路面彩

色层 

随时 设计值的﹣5% 施工时插入法

测量 

彩色层

总厚度 

每2000m
2
一点单点评价 设计值的﹣5% T 0912 

 

7 施工质量检验评定 

一般规定 

7.1.1 施工前应提供原材料检验报告。各种原材料均应在施工前进行检验，不符合本文件技术要求

的材料严禁进场。 

7.1.2 所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原始记录、试验检测及计算数据、汇总表格等资料，必须如实记录和保

存。对已经采取措施进行返工和补救的项目，可在原始记录和数据上注明，但不得销毁。 

质量检验评定 

彩色高分子聚合物加铺层铺筑完工后，质量检查的内容、频度、允许差应满足表9的要求。 

表9 交工质量检验评定要求 

项目 检查频度及单点检验评价方

法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外观 — 颜色符合本规程的规定，没有明显色差， 防滑颗粒分

布均匀，路面无裂纹。表面平整，不得有明显掉粒、裂

缝等缺陷 

目测 

色彩 每2000m
2
检查3点 平均值 ≥90分（机动车道） 

≥80分（非机动车道） T/CECS G：D54-03 

单点值 ≥60分 

色差△Eab 每2000m
2
检查3点，取平均值 ＜1.5（机动车道） 

＜1.8（非机动车道） 

色差仪检测 

抗滑 每2000m
2
检查3点，单点值 ≥55BPN值（机动车道） 

45-70BPN值（非机动车道） 

摆值 

接缝 — 紧密平整、顺直、无跳车 目测 

厚度 每2000m
2
一点单点评价 设计值的－5% JTG E30 T0912 

拉拔强度 每1km不少于3点 ≥0.5或内聚破坏 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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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原路面技术要求 

A.1 一般规定 

原路面技术状况评价应在原路面无结构性病害或经过处理后路面结构强度指数满足表A.1的要求下

进行。 

A.2 原路面技术状况要求 

A.2.1 原路面技术状况评价指标要求见表A.1。 

表A.1 路面技术状况评价指标要求 

道路等级 
评价指标 

PCI RQI RDI SRI PSSI 

高速公路、一级公

路及城市主干路、

快速路 
≥85 ≥85 ≥80 实测 ≥80 

其他等级公路及城

市道路 
≥80 ≥80 ≥80 — ≥80 

A.2.2 原路面裂缝、松散等病害达到轻度以上时应按JTG 5142的规定处治合格后，再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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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加铺层附着力检测方法（拉拔试验） 

B.1 器具与材料 

B.1.1 拉拔仪主机:室内外能按照规定拉伸速度拉伸试件，拉伸时无明显振动和偏心的拉拔仪均可使

用。拉伸速率为(25±15)kPa/s。 

B.1.2 拉头:用于粘结在测试路面或试件的表面，便于施加拉力;采用不锈钢或黄铜制作，直径一般为

100mm＋0.lmm,也可根据测试要求选择相应尺寸的拉头。 

B.1.3 其他仪器和材料： 

温度计:分辨力0.1℃、量尺:钢尺，游标卡尺等、粘结剂:将拉头等粘结在测试路面或试件表面，如

快凝性环氧树脂等、钻芯机:直径为100mm或200mm等。 

B.2 试验方法 

B.2.1 准备工作 

a) 试验前，施工的材料应充分的养生。根据现场情况，随机选择测试点，并在现场标注。测试、

记录测点表面温度。 

b) 当进行结构层-粘结层层间粘结强度试验时，安装拉头、切割环槽如图 B.1所示。先用游标卡

尺测试拉头直径，准确至 0.1mm。清理试验点表面，将拉头底部涂布一层粘结剂，并快速粘附

在需测试点表面。待粘结剂涂布后应养生、完全固化后，用刀具沿拉头边缘小心切割一个环槽，

深度至下卧层项面。 

 

图B.1 结构层-粘结层层间粘结试验时拉头粘结示意图 

B.2.2 试验步骤 

a) 安装好拉拔仪，开动并进行拉拔测试。拉伸速率为（25±15）kPa/s。当选择其他拉拔速度，

则在报告中注明。 

b) 试验拉断时，读取最大拉力 F 作为试验结果。 

c) 试验拉断后注意观察断裂面情况，应在报告中详细注明。 

d) 每个位置需要测试 3个点，每个测点间距不小于 500mm，总间距控制在 2m内。 

B.3 数据处理 

B.3.1 每个位置的3个测试值应不超过其平均值的20%，否则该位置的测试结果应舍弃。 

B.3.2 采用实测的最大拉力和实测拉头直径（或环槽内径），按下式（B.1）计算拉拔强度： 

  𝜏𝑇𝐴𝑇 =
4𝐹

3.14𝐷
2  ·································································· (B.1) 

式中：τTAT——拉拔强度，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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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最大拉力，N； 

D——实测拉头直径（或环槽内径），mm。 

本方法应报告以下技术内容： 

（1）测试位置信息（工程名称、现场桩号、材料和结构的情况等）。 

（2）拉拔强度。 

（3）破坏断面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