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地方标准

《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应用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标准起草组

2020年 9月



目 录

一、任务来源................................................................................................................................................. - 1 -

二、目的和意义............................................................................................................................................. - 1 -

三、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 2 -

四、标准的编制过程..................................................................................................................................... - 3 -

五、标准制定依据....................................................................................................................................... - 11 -

六、标准主要条款内容说明....................................................................................................................... - 11 -

七、关于标准中标题、术语和定义的汉译英说明.................................................................................. - 15 -



- 1 -

编 制 说 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下达 2020年地方标

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和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申报 2020年度交通行业标准化项

目的通知》（湘交函[2019]345号），由湖南省公路学会、中路交建（北京）工程材料

技术有限公司、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

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南交通国际经济

工程合作有限公司、湖南云中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湖南省交通运输地方标准

《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应用技术规范》（立项编号 B202009）的制定工作。

二、目的和意义

改革开放 40年来，湖南全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路网结构更趋优化。湖南正

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化交通网络和运输体系，极力实现能够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多

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出行需要。绿色交通呈现出了新气象，大力推行资源再生循环

利用，强化节能减排，全力打造绿色公路典型示范工程。

路表径流或积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行车过程中的水雾等也降低了道路的服务品

质。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由于其多孔隙的特征，可以很好的解决路表径流或积水问题，有

效改善行车条件，减少交通事故发生，提升道路服务品质，相比传统路面可以减少雨天

交通事故率 30%以上，降低交通噪音 3~8分贝，做到雨天行车“无水雾”，步行“不湿鞋”，

具有很好的雨天行车安全性、舒适性，同时也可节省建筑材料。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

家已广泛使用。湖南是我国降雨量较多的省份之一，大部分地区年均降雨量超过

1300mm，局部地区超过 2000mm，且降雨天数多，路表径流或积水“时间长”。因此，湖

南是极其适用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应用的地区，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技术应用也将提升我

省道路安全功能和服务品质。

目前湖南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指导该种路面设计、施工和养护，参建单位无法进行

标准化的管理和应用。为科学指导该种路面的设计、施工和养护，保证路面良好的使用

性能，提升道路的服务能力和品质，打造绿色、安全公路典型示范工程，有必要依据我

省公路建设和管理的特征、地域材料的差异性等因素进行该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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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3.1国外相关标准情况

美国大规模使用的排水沥青路面为开级配抗滑磨耗层（OGFC）。根据调查， OGFC

使用寿命达 8年以上占 74％，10年以上占 43％，总体认为 OGFC的耐久性还是较好的，

认为好的设计和施工是 OGFC成败的关键。

在日本，由于高温等气候条件较欧洲不利，研发了具有针对性的高粘度改性沥青。

1996年日本道路公团做出所有的高速公路必须采用排水性路面铺装的决定。

荷兰是世界上排水沥青路面技术最成熟的国家之一。排水路面在 90%以上的高速公

路上采用。根据经验，荷兰一般在排水路面使用的五年左右进行预防性养护或评定。

排水沥青路面的养护技术目前只有荷兰、日本、美国等少数国家正在开展相关研究，

或具有相对完备的技术。

基于国内外关于排水沥青路面的研究及实践工程，形成了多部相关规范，国外有日

本《排水性铺装技术指南》、《透水路面指南》，荷兰最新的排水沥青路面相关技术规

范，欧洲标准 EN13108-7排水沥青混合料试验规范、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等使用开级配沥

青磨耗层（OGFC）较多的几个州的相关技术规范。相关规范均对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

原材料、级配范围、施工工艺等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3.2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国内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 190-2012）、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大孔隙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工法》、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所主编行业标准《排水沥青路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JTG/T 3350-03-2020）、

上海市《排水性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程》（DG/TJ 08-2057-2015）《道路排水沥青路面

技术规程》（DG/TJ 08-2074-2016）、香港《低噪音路面指南》，江苏《江苏省排水沥

青路面设计施工指导意见》，云南省《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应用技术指南》（DB53/T

756-2016），重庆市《排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DBJ50/T-241-2016），四川省《公路

排水沥青路面设计与施工技术指南》（DB51/T 2601-2019）等多部规范标准。

在现行《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2017）及《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JTG F40-2004）中以 OGFC名称和大空隙排水性路面给予了设计推荐及施工技术

要求。由于我国 OGFC及排水面层尚处在研究开发阶段，规范中仅初步提出了开级配沥

青混合料的结合料、级配、混合料的技术要求，供设计参考。随着排水性路面在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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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围越来越大，地方标准结合地方特点规定了适用于当地的排水性沥青路面的设

计、材料与验收各环节的技术指标要求。本规范将根据上述文件和相关标准的部分内容

作为编制依据和参考。

四、标准的编制过程

（一）申请立项

近些年来，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在我国和我省得到了较大面积的推广应用，而没有相

关的技术规范指导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标准化实施。由湖南省公路学会牵头，组织了中

路交建（北京）工程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路桥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湖南交通国际经济工程合作有限公司、湖南云中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家涉及

科学研究、建设管理、勘察设计、施工、检测、养护等单位进行联合编制。其中：

湖南省公路学会成立于 1979年 11月，业务主管单位为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登记

注册为湖南省民政厅。学会是由全省公路交通及相关科学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单位自愿

组成，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全省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公

路交通及相关领域科技工作者的桥梁与纽带；是我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会具有独立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湖南省咨询甲级资质、2014年被国家科技部作为科技成

果评价试点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同年 2015年被列为“湖南省有序承接政府转移

职能工作的试点单位”，被湖南省民政厅评估为 5A级的社会组织。多年来，在积极开展

学术交流、科普教育、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承接政府委托、科技咨询与服务等方面取

得了一些成绩，并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肯定，连续多年获中国科协“全国 20强省级学会

之星”、中国公路学会“先进集体”，2019年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民政厅

授予的“全省先进社会组织”嘉荣，连续多年被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绩效考核评定为优秀

等次学会。

中路交建（北京）工程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是在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支持下，

以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一系列先进科技成果为主体投资而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交通基础设施新材料技术研发、应用及成果转化，是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公司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硕士以上学历人数占公司总人数的 60%以上，主要由道

路工程、材料科学和化学工程等学科专业人员组成，研究人员学科交叉，专业特长相互

补充，密切合作。公司在排水沥青路面方面可提供重载、高温、耐久等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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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果支撑国内 80%以上的排水沥青路面工程修筑，可为客户提供设计、施工、检测

及养护等成套服务；国内外首创干法环氧沥青混凝土制备技术，成功应用于钢桥面铺装；

研究开发了适用我国不同使用条件下具备色彩稳定持久、无毒环保、快速开放交通等功

能的彩色路面成套技术体系。对特种铺面工程中所需的关键性核心材料及先进技术持续

进行优化升级、不断完善体系，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力作我国道路新材料与特种铺装技

术的引领者。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1993年 04月 09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从事高速公

路的投融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

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建设、收费、养护和经营开发以及沿线资源开发（包括高速

公路沿线土地及相关产业、服务区（含加油站）经营管理、信息技术及服务、通信管道

租赁、建设养护工程施工及技术服务、广告资源的开发与经营、金融服务、物流业）；

公路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分项）专业

承包；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专业承包；公路工程检测、监理、设计、咨

询；桥梁加固维修；项目代建代管；高速公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

ETC发行服务及应用；充电桩等新基建的建设和管养；车辆救援服务；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生产及销售;机械设备、通信器材的销售；广播、新媒体的开发与经营；设备租赁；

其他经批准的业务。湖南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是省委、省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国

企改革的决策部署，将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整体改制更名为湖南省高速公路

集团有限公司，为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功能类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 300亿元。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湖南路桥）始建于 1954年，是以公路、桥

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业务、在市场充分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省属国有

重要骨干企业，先后隶属于湖南省交通厅、湖南省国资委管理，现为湖南省交通水利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企业。湖南路桥现有员工 4000余人，注册资本 30亿元，总资产

170亿元，年施工能力 300亿元以上，业务涵盖高速公路、市政、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市场覆盖全球 20多个国家和国内 20多个省级行政区域，是一家集“投资、

建设、运营”为一体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服务商。湖南路桥作为全国首批“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拥有公路行业设计甲级、隧道一级、市政一级等建设资质

50余项，累计架设大中型桥梁 1000余座，建成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 4000余公里，贯

通隧道 170余公里，承建的国家重点工程南京长江三桥、湘西矮寨特大悬索桥分别荣获

全球道路、桥梁最高奖——古斯塔夫斯•林德恩斯奖、国际道路成就奖，创立了“路桥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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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品牌。湖南路桥“走出去”的足迹可以上溯到上世纪 70年代。近年来，公司积极践行

“一带一路”倡议，以“六个优先”战略推动海外业务走深走实，实现了由分包商向总承包

商转型。公司成功入选商务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100强企业”、湖南“海外

发展十强企业”，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入围 ENR“全球最大 250家国际承包商”。湖

南路桥始终坚持以科学管理和科技进步作为发展源动力。立足高精尖特新工程开展“产

学研”攻关，自主创新技术达 200余项，“轨索滑移法”等 63项成套关键技术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国家优质工程奖、鲁班奖、詹天佑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300余项，拥有

国家级和省部级工法、国家专利 200余项。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60年，是具有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

格的国家甲级综合大型勘察设计企业，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现隶属于湖南省交通水利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具备规划、勘察设计、工程咨询、投融资、工程管理等全过程综合

服务能力；业务涵盖交通与城乡规划、公路、市政、水运、建筑、轨道交通、水利、环

保等八大板块；业绩遍及全国各省区和 16个国家，位列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百强和

中国建设系统综合实力企业百强。所设计的京珠国道主干线湖南段、湖南常德至张家界

高速公路、湘西矮寨大桥、杭瑞洞庭大桥、四川雅西高速双螺旋隧道和长沙综合枢纽、

长沙霞凝港等经典作品多被公认为行业技术标杆，享誉业界。获国家、部省级科技进步、

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奖近 500项，其中国家级奖项 50余项，包括 1项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6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7项国家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6项中国土木

工程詹天佑大奖，1项国家环境保护百佳工程奖，2项国家环境友好工程奖、4项建国六

十周年公路交通勘察设计经典工程奖和 3项建国七十周年公路交通勘察设计经典工程

奖。获评“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先进企业”、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等。

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是全国历史悠久、有较大规模和实力的

综合型交通科研机构，2000年 7月总体转制成为高科技企业。院下属道路、桥梁、水运、

交通工程、公路仪器、机械、汽车应用、试验检测等 9个研究室；有湖南省交通建设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湖南省交通勘察设计所、湖南天弘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交

通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等四个实业公司和湖南省交通建设工程重点实验室、湖南省交通建

设质量监督试验检测中心、信息研究室、湖南省天罡司法鉴定中心等实体。具有交通部

和建设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建设部公路设计甲级资质、交通部工程检测甲级资质、交

通部交通工程施工综合资质。院近年在承担交通建设工程的规划、勘察、设计和咨询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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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先后完成了一、二级公路项目 100余项，测设里程达 2060多公里；完成省内高

速公路路面深化设计 714余公里，其设计的 30多种高速公路上跨天桥以其独特新颖的

设计、大胆巧妙的构思在省内外高速公路上遍地开花。作为中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副理

事长单位，院监理业务遍及湖南、湖北、山东、河南、广东、广西、四川、福建、重庆、

上海等省、市、自治区，监理公路工程里程达 700余公里，特大型、大型桥梁 30余座，

监理工程项目总投资 140多亿元。先后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评为先进监理单位，被交通部

评为全国先进监理单位。院还承担了公路桥梁施工监测及动、静载试验，公路与桥梁的

交工验收和阶段性验收，交通建设工程质量事故鉴定及建筑材料物理力学性能试验等;

完成项目 40余项，其中高速公路 850余公里，一级公路 400余公里，独立特大型和大

型桥梁 50余座。

湖南交通国际经济工程合作有限公司是隶属于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

国有独资企业，成立于 1994年，原为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下属正处级二级单位，2016年

整体划转至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 8月与原湖南路桥十分公司联合

重组。现注册资金 5亿元，资产总额 13.22亿元，拥有 3家全资子公司、1家控股子公

司、2家参股子公司、1家国内施工分公司、1家海外分公司及 3家驻海外机构。现有职

工 510人，其中教授级高工和高级职称 62人，中级职称 121人。公司具有公路工程施

工总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多项资质，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荣获过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公路施

工企业“AA”级信用评价等级，通过 ISO 2000质量安全环保认证和交通运输行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一级达标认证，拥有有效专利 22项。公司是湖南省第一批具有对外工程承

包资格的施工单位，是湖南省外经协会副会长单位和湖南公路学会副理事长单位，两次

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外经工作先进单位”，荣获 2019年度娄底市“脱贫攻坚”优

秀施工单位。公司正大力推动转型升级，优化业务结构，强化市场经营力度。根据集团

“归类整合，归核整合”统一安排，对应集团“路桥建设”等核心板块及“装配物流”

等主业相关业务板块，在国内，公司已形成了工程施工、道路养护、沥青贸易、伸缩缝

加工、钢结构制造、砂石产业开发、尾矿综合利用等业务板块；在国外，公司业务范围

涵盖公路、桥梁、市政道路、农田整治、房屋建筑等，业务遍及马达加斯加、科特迪瓦、

马里、加蓬等国家。公司秉承“修行天下，善物交建”的使命、“合作共赢、管理创新、

精简高效、效益优先”的发展理念和“科学管理，优质发展，开拓创新，效益优先”的

管理方针，实现创新发展超越共赢，不断增强企业核心优势，肩负起基础设施行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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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时代重任，在国内外工贸材结合的多个领域开拓创新，立足国内外工程建设，做强

工程施工承包、道路养护施工，做大装配物流、环保建材等工程材料生产与贸易。

湖南云中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城市建筑垃圾资

源化处置、再生装备、外掺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及道路大中修等业务，是全国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领域的龙头企业。建有全国目前唯一的省级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科研双

中心”——“湖南省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

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现拥有 33项国家专利，承担了 52项湖南省及长沙市重大科研

项目，主编了 14项湖南省及长沙市行业标准。公司的再生沥青混合料、再生水稳混合

料和再生填料三项产品自 2013年起连续多年被列入湖南省和长沙市两型产品与政府采

购目录。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湖南省“两型”示范企业、湖南省资源综合利用认

定企业，现拥有总资产 4亿多元，员工 500余人，其中研究生 50余人，专业技术工程

师 100多人。目前在长沙市及周边建有 5个建筑垃圾再生基地，每年可为长沙市处理 600

万吨拆除垃圾、装修垃圾、道路垃圾、工程垃圾等各类建筑垃圾。自 2008年以来，公

司已经累计资源化利用了 1000多万吨拆除建筑垃圾和道路垃圾，将建筑垃圾再生技术

和再生产品应用到了长沙市及湖南省 200多条高标准道路上。作为国内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行业的领军者，云中科技以四个特色领先于行业：实现了建筑垃圾的 100%回收再

生利用、实现了高速公路大修全结构运用再生技术、可独立消化一个省会城市全部建筑

垃圾、不依靠政府补贴。云中科技于 2015年完成股改；2017年，公司完成了第一轮 PE

融资，引进资金 7000万元；2020年，公司正在进行第二轮 PE 融资工作。公司是湖南

省第一批科创板重点培育企业和长沙市拟上市企业，正筹划于 2021年在科创板上市。

2019年 7月 30日，落实主编单位人员的职责和工作量，建立主编单位内部专家审

查制度。落实参编单位，组建编制组并召开第一次组内编制工作会议，确定编写组成员

和分工。2019年 8月，完成交通运输厅立项。2019年 9月，落实了依托工程、完成标

准项目的查新。2019年 12月，完成项目市场管理局立项。

（二）总体的设计与安排

2019年 12月~2020年 3月，起草工作大纲、编制大纲，制定了工作原则明确了服

务对象。本规范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规则》、GB/T 1.2-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

定方法》为指导，同时适度考虑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的区别。编写组将本着以下原则，

进行本规范的编制：（1）协调性原则：注重标准规范间协调和统一，处理好本规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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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规范的关系和界面，同时明确本标准的适用范围；（2）适用性原则：充分吸收国

内外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最新科研成果、工程成熟技术和实际经验，结合排水降噪沥青路

面结构特点和功能特征，针对湖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交通条件、地材特征等开展专项调

研和验证，阐明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设计、施工、质量管理等，确保实现良好的设计和

施工质量，保证路面的工程耐久性。使本规范适应本省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实际应用。

（3）工程化原则：充分考虑规范的使用对象，相关条款的编写尽量做到条理清晰、内

容明确、易于理解和操作，便于在实际的路面设计和路面施工中使用。（4）严谨性原

则：本规范的编写须保证技术内容的定性、定量应准确、有据，技术指标的规定明确、

具体。技术内容表达的用词、用语严谨，条款之间不得相互抵触，不产生歧义。本标准

的主要使用者包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其他参加排水降噪沥青

路面建设的单位。

根据已有工程资料及研究成果，开始了规范的初稿编写，确定了主要标准的结构组

成。本规范规定了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结构设计、排水系统及附属设施设计、材料及配

合比设计、施工、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日常养护。阐明排水沥青路面结构及结构

层功能；提出了旧路改造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结构设计要求、易积水路段排水降噪沥青路

面结构设计要求、服务区广场铺装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结构设计要求。阐述了排水系统的

设计结构；提出了旧路改造、积水路段、桥面排水、服务区广场铺装排水系统设计要求；

提出了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标线设计要求。提出了原材料的技术要求；阐述了排水沥青路

面配合比设计方法；提出了路用性能验证指标。介绍了排水路面施工的一般规定，详细

介绍了排水沥青路面的施工工艺。介绍了排水路面施工验收的一般规定，详细介绍了排

水沥青路面施工质量检查项目和频率，提出了施工质量验收标准。介绍了排水路面日常

养护的一般规定，提出了排水沥青路面常见病害的修补要求。介绍了高黏度改性沥青室

内制样方法。

（三）相关研究成果收集与总结

排水性沥青混合料起源于欧洲。1960年德国首次建设此种材料的路面，称为 Porous

Asphalt，即大孔隙或排水型沥青路面，根据其功能特点也可称排水降噪沥青路面。从

70年代末以来，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在西欧、美国高速公路、街道地区道路上得到了较多

应用，荷兰在 90%以上的高速公路上采用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美国在乔治亚州、亚利桑

那州等地区洲际公路上有了大量的应用。欧洲国家早期应用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目的主

要是降低噪音、防止飞溅以及提高路面的安全性，使用的粘结材料有 SBS/SBR或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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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沥青以及树脂类材料，部分添加一定量的纤维和消石灰抗剥落剂，铺筑的路面空隙

率 15%~28%之间，施工性与普通路面没有大的差异性。德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等

国家均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设计、施工、检测和养护的技术成果和标准。日本从 1980年

前后组团赴德国考察后，开始研究引进欧洲的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技术。但由于气候、交

通荷载等条件与欧洲存在差异，日本针对本国的高温等更为恶劣的条件，对用于排水降

噪沥青路面的沥青材料要求具有弹性、抗水损坏、耐久性佳及抗车辙变形好的特性，为

提高和改善与水接触作用的高抗剥离性以及骨料与骨料间的高粘结性，研发了高粘度改

性沥青，其在 60℃时沥青的绝对粘度要求大于 20000Pa.s。1996年日本道路公团做出所

有的高速公路必须采用排水降噪沥青路面铺装的决定，日本公路 80%以上的铺面为排水

降噪沥青路面，工程实践中结合料基本使用高粘度改性沥青。

我国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海、河北、黑龙江、广东等地修筑了一些小规模的试

验路，也引进了 OGFC等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技术标准，但由于当时对我国重载交通的发

展和严重程度考虑不足、缺少性能优良的改性沥青等问题，基本未取得成功应用。以西

安机场高速及盐通高速为代表的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工程便开始借鉴和引用日本排水降

噪沥青路面修筑技术，开始应用高粘度改性沥青，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由此可见，

高粘度改性沥青的使用是我国进行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成功修筑的关键技术之一。

2001~2019年间，我国科研院所及高校等单位系统研究了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材料性能

与设计、结构设计、施工技术等成套技术，并已开发出达到了同类产品的国际先进水平

的专用高粘度添加剂（HVA），为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在我国的成功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目前全国已修建排水降噪沥青路面 400万平米以上，主要使用在高速公路工程中，

在城市主干道、园区道路、服务区广场等也有铺筑，湖南地区在龙永高速、岳望高速、

潭邵高速以及芙蓉镇服务区等工程也进行了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从目

前的应用效果来看，其路面使用性能经受住了考验，其中，盐通高速达到了通车 13年

路面使用状况依旧良好的效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国应用排水降噪

沥青路面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路面径流或积水问题，减少水溅，提升道路的服务品质，同

时也可以降低交通噪声，节省建筑材料；使用的粘结材料基本为高粘度改性沥青，分为

成品高粘改性沥青拌合和高粘添加剂直投拌合工艺；铺筑的路面空隙率大都介于

17%~25%之间，施工性与普通路面没有大的差异性。

（四）相关问题验证

为了顺利完成本规范的编制，客观全面地了解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设计和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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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我国已有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使用性能水平，跟踪近期开展的排水降噪沥青路面

设计和施工研究成果，本项目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问题的调研。主要的问题及拟解决方案：

（1）湖南省气候条件、地质地貌等与排水降噪沥青路面适用性问题

拟通过湖南省的地质地貌、气候环境、道路设计及交通状况调研的方式解决，包括

湖南省不同区域地质地貌条件、降雨情况、气温、路面结构类型、组合方式、附属排水

设施类型及典型道路的交通情况展开调研。

通过对湖南省上述问题进行了调研（调研报告见附件 1）得到：湖南省大部分市县

夏季最热温度可以达到 40摄氏度，道路路面温度受气温影响，最高可达到 60摄氏度以

上，路面对抗车辙要求较高，必须要求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具体较高的高温性能。湖南省

年平均降雨量在 1500ml左右，少部分地区（怀化西半部的麻阳、新晃、芷江、会同一

线），年均雨量不足 1300毫米，但均大于 1000ml，对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排水能力，

抗水损坏能力均要求较高。湖南省总体上呈西高东低的形势，在长沙、益阳、岳阳一带

地势相对平坦，在衡阳、邵阳一带地势属于丘陵地带，湘西湘南属于山区。湘西在冬季

有凝冻现象。湖南省高速公路沥青路面上面层所采用的级配类型主要为 AC和 SMA，

中面层基本采用的 AC级配类型。路面宽度达到为 2个车道，少量 3车道路面。

（2）湖南省所用地材与排水降噪沥青路面适用性问题

拟通过湖南省地材情况调研，包括湖南省矿料（强度、关键指标、储量、破碎方式

等）、沥青材料（来源、类型等）、添加剂等进行调研；道路建设施工设备和工艺的调

研，包括室内试验方法和设备、拌和、运输、摊铺、碾压及检测设备等。

本项目结合龙永高速、岳望高速、衡桂高速、潭邵高速、长益扩容高速、芙蓉镇服

务区、瓷城北服务区等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工程项目，主要调查的材料包括古丈、吉首两

个辉绿岩料场、新化、衡阳天一、南京茅迪、湖北蕲春玄武岩料场。通过相关实验验证

各料场材料物理力学指标可以满足本规范提出的技术指标。各料场的加工特性不一，规

格及材料洁净程度差异较大。通过配合比设计，混合料的各项性能也能够满足本规范提

出的技术指标。结合实体工程的施工设备、施工管理、检测结果等，提出适用于湖南本

地的排水路面设计与施工技术。目前湖南省内沥青混合料的施工设备也均能够满足排水

降噪沥青路面的施工。

（五）形成征求意见稿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标准起草组在 2020年 7月形成了标准草稿，并根据形成的

起草组内部专家互审制度，经过修改讨论，形成了《标准》讨论稿。此后，起草小组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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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了包括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中南大学、岳望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等专家，于

2020 年 8月 21日在长沙召开了标准内审会议，根据内审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形成

了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制定依据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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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G D50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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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0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T/T 860.2 沥青混合料改性添加剂 第 2部分：高黏度添加剂

JTG 5142 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

JTG/T 3350-03 排水沥青路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CJJ/T 190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GB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六、标准主要条款内容说明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结构设计、排水系统及附属设施设计、材料及配

合比设计、施工、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日常养护。

本规范适用于各等级公路、城镇道路、地面停车场及广场铺装等排水降噪沥青路面

的设计、施工、质量检查验收及养护。

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由于其特殊的功能性，其可以应用于高速公路及其他等级公路；

同时，城镇道路、停车场、服务区及其他区域的铺装也在大量的应用，因此本规范也可

指导上述区域的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应用。

3、4 术语和定义、符号及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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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规范中所用的部分术语、符号代号进行的定义。

5 结构设计

5.1 一般规定

规定了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结构组合设计应按现行沥青路面设计规范进行设计，并

结合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使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将其分成了单层、双层和多层结构。

5.2 典型结构组合

分别对单层、双层和多层排水沥青路面结构进行了示意。并结合目前我省道路常用

的路面结构，推荐了公称最大粒径及厚度的范围。

5.3 防水黏结层

防水黏结层在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结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排水降噪

沥青路面设计时就应该将防水黏结层进行设计。根据目前的工程实际，规范推荐了改性

沥青防水黏结层和改性乳化沥青防水黏结层，并推荐了洒布量的范围。

5.4 旧路改造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结构设计

本节主要要求对旧路面进行处理后再进行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设计。

5.5 易积水路段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结构设计

通过调查，易积水路段主要处于缓和曲线段且其纵坡较小的路段及凹曲线底部位

置，路面的积水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因此，本规范将此类段落作为一个重点段落进行设

计，通过采用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大空隙结构，减少路面的积水。根据车道数量（路幅

宽度），推荐了单层和双层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结构设计。

5.6 服务区广场铺装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结构设计

近年来，由于海绵城市概念的提出，在服务区内、公园、广场等区域均实施了海绵

城市的建设，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做一种多空路面结构，可以解决雨水的“渗”的功能，提

供更好的路面体验。本节将目前我省的使用的典型的路面结构进行了推荐。

6 排水系统及附属设施设计

6.1 一般规定

规定了排水系统的组成，以及排水设施的形式。

6.2/6.3/6.4/6.5/6.6排水系统的典型结构设计

本节结合现有实体工程应用，结合路面典型结构推荐了道路路肩、超高段及桥面的

排水系统。

6.7 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标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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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水降噪沥青路面使用过程中，热熔标线的使用会使得路面在标线附近形成一道

阻水带，降低路面的排水效率。本节增加了透水标线的设计，以达到提高路面排水能力

的目的。

7 材料及配合比设计

本章主要对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原材料及混合料技术指标进行规定，在现有规范的基

础上，提出适用于湖南省的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材料要求。

7.1 一般规定

本节规定了选定原材料要充分考察。

7.2 沥青

本节规定了高黏度改性沥青及添加剂的技术要求。根据交通等级的不同，将高黏

度改性沥青的要求分成了不同的等级，以达到保证路面使用性能的同时，可以有针对性

的选择沥青材料，使得技术经济性更加合理。

7.3 粗集料

本节规定了粗集料的技术要求。由于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是一种大空隙的路面形式，

其结构主要依靠骨料之间的嵌挤作用提供强度，抵抗车辆作用力。因此对于骨料的要求

比普通路面更加严格，主要对路面的压碎值、针片状含量、软石含量等力学指标进行了

控制，目前通过对湖南省内材料的测试，玄武岩、辉绿岩基本可以满足本规范的要求；

对于除高速一级公路外的其他等级公路或其他层次所用材料，项目组也对部分石灰岩进

行的试验，石灰岩强度差异较大，部分材料可以达到本规范的要求。除此之外，有研究

表明，玄武岩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变质而影响骨料与沥青之间的粘结，因此本规范也规

定了在选材过程中，要对原材是否受热容易变质进行相关实验评判。

7.4 细集料

本节规定了细集料的技术要求。主要对细集料的洁净程度进行了控制。

7.5 填料

本节规定了填料的技术要求。提出了粘附性的改善措施。

7.6 纤维添加剂

本节规定了纤维添加剂的技术要求。结合现有的路面使用的木质素纤维、聚酯纤

维、玄武岩纤维。推荐了聚酯纤维和玄武岩纤维，木质素纤维的加入会影响混合料的空

隙和排水能力，因此本规范不推荐木质素纤维。

7.7 防水粘结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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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规定了防水粘结层的技术要求。对橡胶沥青的技术指标进行了要求。

7.8 配合比设计

本节规定了排水降噪沥青混合料的级配范围，根据不同的交通等级提出了不同的

混合料性能要求以及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方法。

8 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施工

本章主要对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施工进行了规定。

8.1 一般规定

本节规定了对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施工条件进行了规定。

8.2 防水黏结层施工

本节规定了防水粘结层的施工要求。防水粘结层在排水降噪沥青路面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通过利用现有的施工设备和工艺保证路面的粘层的施工质量。

8.3 混合料的拌和

本节规定了混合料的拌和的施工要求。结合在湖南省的施工经验，对混合料的拌和

温度进行了要求。分别要求了“干法”施工和“湿法”施工的拌和要求。

8.4 混合料的运输

本节规定了混合料的运输要求。结合在湖南省的施工经验，对混合料的运输温度、

及运输车辆进行了要求。

8.5 混合料的摊铺

本节规定了混合料的摊铺要求。结合在湖南省的施工经验，对混合料的摊铺温度、

摊铺速度进行了要求。

8.6 混合料的压实及成型

本节规定了混合料的碾压要求。结合在湖南省的施工经验，对混合料的碾压温度、

碾压速度及碾压设备等进行了要求。

8.7 双层及多层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施工

本节规定了双层及多层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施工基本与单层施工一致，增加了层间

的粘层施工要求。

8.8 接缝

本节结合在湖南省的施工经验，考虑到了不连续施工的情况下接缝设置，通过实际

工程实践，在段落不连续的情况下可以不设置横向冷接缝，直接连续摊铺。

8.9 交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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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结合在湖南省的施工经验，因为交叉施工对路面有污染和损坏，将交通控制进

行要求。

9 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

本章结合现有《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对排水降噪沥青路面施工质量检查进

行了规定，并结合现有《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提出了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验收

标准。为体现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降噪特征，在检查验收阶段提出了等效声级的检测。

10 排水降噪沥青路面的日常养护

本章参照JTG 5142相关养护规定，并针对排水降噪沥青路面在日常运营使用过程中

的常见病害问题，提出了日常的维护要求。

七、关于标准中标题、术语和定义的汉译英说明

无。

二〇二〇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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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气候条件、地质地貌调查

长沙年平均气温：17.5℃ ； 年平均最高气温：21℃ ；年平均最低气温：14℃，

长沙市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 湘江下游和长浏盆地西缘。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其

特征是：气候温和，降水充沛，雨热同期，四季分明。春温变化大，夏初雨水多，伏秋

高温久，冬季严寒少。 3月下旬至 5月中旬，冷暖空气常在江南地区交汇，从而形成连

绵阴雨低温寡照的天气。常年从 5月下旬起，气温显著提高，降雨明显增多，长沙进入

多雨的季节。盛夏 8月雨季结束后，这里往往酷热少雨，伏旱开始，极端最高温度可达

39-40℃。9月下旬以后，白天虽仍较热，但入夜转凉，降水不多。从 11月下旬至第二

年 3月中旬，节届冬令，但长沙候平均气温低于 0℃的严寒期很短暂，全年以 1月最冷，

平均温度在 5℃左右。

株洲市境位于罗霄山脉西麓，南岭山脉至江汉平原的倾斜地段上，市域总体地势东

南高、西北低。北中部地形岭谷相间，盆地呈带状展布；东南部均为山地，山峦迭障，

地势雄伟。山地主要集中于市域东南部，岗地以市域中北部居多，平原沿湘江两岸分布。

株洲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热充足，风向冬季多西北风，

夏季多正南风，无霜期在 286天以上，年平均气温 16°C至 18°C。

湘潭市域内为典型的低山－丘陵地貌，属伪山、衡山、涓水盆地相间的盆岭山系，

地貌轮廓是北、西、南地势较高，有韶峰、褒忠山、昌山、晓霞山四山为主体的中低山

环绕；中、东部地势低平，有湘江和涟、涓两水为主体的水系分布，全市以“四山一江

两水”为骨架组成了向东北开口的山丘盆地地势。市区座落于盆地开口处湘江下游的河

谷平原上。湘潭市为典型的亚热带温湿气候区，具有明显的季节气候特征：四季分明，

降水充沛，盛夏高温，冬季寒冷。年均降水量 1425毫米，4~7月降水较集中，期间多有

洪水发生，日最大降水量 143.6毫米（1998年 5月 22日），年最大降水量 1923.3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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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年最小降水量 1046.2毫米（2002年）。

衡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偏暖，而春季气温也一再偏高。上半年冬暖且春温高，

入春后降水较集中。下半年夏秋季节雨水充沛，比较凉爽，雨季结束不明显。衡阳处于

中南地区凹形面轴带部分，周围环绕着古老宕层形成的断续环带的岭脊山地，内镶大面

积白垩系和下第三系红层的红色丘陵台地，构成典型的盆地形势。2016年，衡阳全年平

均气温 18.2℃（衡东、西渡、祁东）—18.6℃（市区），较历年偏高 0.3（衡东、西渡、

祁东、常宁）～0.7℃（衡山）。全市年极端最低气温-2.9℃，出现在西渡、衡东（12月

26日），当日全市都出现低于 0.0℃的极端最低气温，其中市区极端最低气温-1.3℃。

全市极端最高气温 38.7℃，出现在衡东（7 月 3 日），市区极端最高气温为 37.7℃（7

月 3日）。全年极端最高气温≥35℃的高温日 23（祁东） ～32（衡山）天，北部多于

南部。衡阳 2016年全年平均年降水量 1510.80毫米，增长 14.1%，但本年度降雨时空分

布极为不均，是三要素（气温、降水、日照）中距平变化最为显著的一个。1、3、5、9

月各区域降水距平变幅不大，大部分在 50%以内。全年异常偏少、显著偏少、异常偏多

和显著偏多月份各占 9.2%、24.2%、6.7%和 18.3%。10月份降水异常偏少，较历年偏少

达 79.3%，衡阳市区当月降水 4.7毫米，是近 50年来第三低值。12月份降水异常偏多，

全市平均为 165.8毫米，较历年偏多 304.0%，与上年度同期比较，偏多 244.2%。

邵阳市属江南丘陵大地形区。地形地势的基本特点是：地形类型多样，山地、丘陵、

岗地、平地、平原各类地貌兼有，以丘陵、山地为主，山地和丘陵约占全市面积的三分

之二，邵阳市地处亚热带，属典型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热充足，雨水

充沛，雨热同季，全市年平均气温 16.1-17.1℃，市境内全年日照时数为 1350-1670小时。

岳阳境内地势东高西低，呈阶梯状向洞庭湖盆地倾斜。湖区气候均一，山地气候悬

殊。年平均降水量为 1289.8～1556.2毫米，呈春夏多、秋冬少，东部多、西部少的格局，

春夏雨量占全年的 70%～73%，降雨年际分布不均，最多达 2336.5毫米，降雨少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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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750.9毫米。年平均气温在 16.5～17.2℃之间，极端最高气温为 39.3～40.8℃，极端

最低气温为-11.4～-18.1℃。城区年平均气温偏高，为 17.0℃。年日照时数为 1590.2～

1722.3小时，呈北部比南部多、西部比东部多的格局。

常德市西北部属武陵山系，多为中低山区；中部多见红岩丘陵区；其间也出地形地

貌。常德地貌大体构成是“三分丘岗、两分半山、四分半平原和水面”。常德市年平均气

温 16.7℃，年降水量 1200-1900毫米，无霜期 272天。由于受地形影响，该地气候呈现

非地带规律。西部山区，东部比西部略低，石门东山峰农场年平均气温 9.2℃，而石门

等澧水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 16.8℃。中部丘陵区、太浮山与太阳山对峙形成向北敞开的

簸箕形盆地，致使临澧、桃源一带冬季易受冷空气袭击。

张家界市属中亚热带山原型季风湿润气候。其主要特征是：四季分明，春夏凉，秋

冬暖，平均气温 16，4一 16，8°C。无霜期历年相等为 245-268天，年终降雪日工 15天。

历年平均日照为 1449.6小时。境内群山起伏，峡谷交错，

益阳市土地总面积 12144平方公里，为湖南省总面积的 5.83%，其中山地占 39.71%，

丘陵占 10.05%，岗地占 6.7%，平原占 32.44%，水面占 11.10%。境内由南至北呈梯级倾

斜，南半部是丘陵山区，属雪峰山余脉；北半部为洞庭湖淤积平原，市境属亚热带大陆

性季风湿润气候，具有气温总体偏高、冬暖夏凉明显、降水年年偏丰、7月多雨成灾、

日照普遍偏少，春寒阴雨突出等特征。年平均气温 16.1℃—16.9℃，日照 1348小时—1772

小时，无霜期 263天—276天，降雨量 1230毫米—1700毫米。

郴州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交错、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分

流的地带。境内地貌复杂多样，其特点以山丘为主，岗平相当，水面较少。山地丘陵面

积约占总面积的近四分之三。郴州境内总的地形地貌为东南面山系重叠，群山环抱；西

部山势低矮，向北开口，中部为丘、平、岗交错。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春季降水量

是一年最多的季节，占全年降水量的 37.3%。日照时数 220—290 小时，日照时数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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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北多的分布特征。春季气候最显著的特征是开春早，气温回升快，降水丰沛，多阴雨

及冰雹大风。夏季气候炎热，易发生盛夏干旱，也易出现暴雨洪涝，郴州市的秋季主要

是以秋高气爽天气为主，日照强，降水少，晴日多，易发生秋旱，少数年份秋雨绵绵伴

有寒露风。冬季气候的特征是少严寒，雨雪少，气温比邻近市要高。一年中，最冷的月

份是 1月，平均气温为 6.5℃，最冷时段常在小寒前后和大寒前后。最热的月份是 7月，

平均气温为 27.8℃，最热时段常在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

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部三面环山、向东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的南缘。境内地貌复杂

多样，河川溪涧纵横交错，山岗盆地相间分布。永州山地面积大，永州市属中亚热带大

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一年四季比较分明。年均气温为 17.6～18.6℃，无霜期 286～311

天，日最低气温 0℃以下的天数只有 8～15天。多年平均降雪日数为 3～7天，极端最低

气温在－4.9～－8.4℃之间。日平均气温≥0℃的积温达 6450—6800℃，≥10℃的积温为

5530～5860℃。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300—1740小时，太阳总辐射量达 101.5～113千

卡∕平方厘米。多年平均降水量 1200～1900毫米，一般是山区多于平岗区，南部多于北

部。

怀化处于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之间，沅水自南向北贯穿全境。受地形影响，地域差

异和垂直差异明显，气候类型多种多样，旱涝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气温：全市年平均

气温 16.4℃，西南部山间盆地年均气温较高，北部和南部岗地段低。1月最冷，平均气

温 4.7～5.3℃，最低气温在-5℃左右；7月最热，月均气温 28.5℃，最高气温在 39℃左

右。年均无霜期为 287天。境内的平均降雨量为 1600毫米左右。东半部的溆浦、鹤城、

中方、洪江一线，年均雨量是 1600毫米，西半部的麻阳、新晃、芷江、会同一线，年

均雨量不足 1300毫米，最多年降雨量是北部沅陵和南部通道，平均年降雨量在 1400毫

米以上。

娄底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倾斜。在大地貌格局中，新化县、冷水江市、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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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市的西南部属湘西山地区，涟源市的中、东部和娄星区、双峰县属湘中丘陵区。属于

云贵高原向江浙丘陵递降的过渡带。年平均气温 16.5～17.5℃，年极端最高气温 40.1℃，

年极端最低气温－12.1℃。多年平均降水量 1300～1400毫米，一日间最大降水量 147.3

毫米，降水多集中在 4～7月。年日照时数 1410.4～1621.9小时，年日照率 34～37%。

年蒸发量 1365.6～1521.6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 78～80%，年平均风速 1.5～2.0米/秒，

多年最大风速为 20.3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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