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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交通量快速

增长，公路改扩建工程应运而生。然而，改扩建过程中

新旧路基结合部的处理一直是工程中的难点问题。由于

新旧路基在材料特性、施工工艺以及沉降规律等方面存

在差异，导致结合部可能出现不均匀沉降、裂缝等问题，

进而影响公路的使用性能和行车安全。因此，深入研究

新旧路基结合部的处治技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旧路基结合部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一）地基条件差异

新旧路基的地基条件往往不同，这种差异是影响结

合部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之一。旧路基经过长期的使用和

自然固结，其地基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沉降趋

于稳定。然而，新路基的地基多处于未充分固结状态，

尤其是在软土地基或新填方路段，其固结时间长，沉降

速率较快。在施工和运营过程中，新旧路基由于地基条

件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沉降规律。新路基的较大沉降

可能导致与旧路基之间出现不均匀沉降，进而引发裂缝、

错台等问题，严重影响结合部的稳定性。因此，如何协

调新旧路基的地基沉降差异，是公路改扩建工程中需要

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材料特性差异

新旧路基所使用的填料材料可能不同，这种材料特

性差异对结合部的稳定性有着显著影响。旧路基的填料

经过长期的压实和自然固结，其密实度和强度相对较高，

能够承受较大的荷载。而新路基的填料可能因施工工艺

和材料来源的不同，其性能与旧路基存在明显差异。例

如，新路基可能采用不同的土源或添加了改良材料，其

强度、压缩性等指标与旧路基不一致。这种差异会导致

结合部出现应力集中现象，尤其是在车辆荷载作用下，

应力集中区域更容易出现变形和破坏，从而降低整体稳

定性。因此，在选择新路基填料时，需要充分考虑与旧

路基的匹配性，以减少材料特性差异对结合部稳定性的

影响。

（三）施工工艺差异

旧路基的施工工艺和施工时间与新路基不同，这种

差异也会对结合部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旧路基在施工过

程中可能经过多次压实和养护，压实效果较好，能够保

证较高的密实度和稳定性。而新路基的施工可能受到工

期和施工条件的限制，压实质量难以保证。例如，在施

工过程中可能因天气、设备等因素导致压实度不足，影

响新路基的整体性能。此外，新旧路基结合部的施工工

艺不合理也会导致结合部出现薄弱环节。例如，台阶开

挖深度和宽度设计不当、新旧路基衔接处的压实工艺不

合理等，都可能导致结合部的密实度不足，进而影响其

稳定性。因此，在施工过程中，需要优化施工工艺，确

保新旧路基结合部的施工质量，以提高整体稳定性。

二、新旧路基结合部处治技术的现状

（一）传统处治方法的局限性

传统的处治方法主要包括清表处理、台阶开挖、加

强压实等。这些方法在公路改扩建工程中被广泛应用，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新旧路基结合部的稳定性。然而，

这些方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新旧路基之间的差异问题，

因此其效果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台阶开挖法虽然

通过增加新旧路基的接触面积来提高结合部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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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对旧路基造成扰动，反而可能导致

旧路基的压实度下降，影响其整体稳定性。此外，加强

压实虽然能够提高新路基的密实度，但难以完全消除新

旧路基之间的沉降差异，尤其是在地质条件复杂的路段，

传统方法的效果更加有限。

（二）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一些新技术逐渐应

用于新旧路基结合部的处治中，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例如，土工合成材料的应用能够有效

提高结合部的抗剪强度和整体稳定性。土工格栅通过其

高强度和良好的抗拉性能，可以分散应力，减少应力集

中现象，从而增强新旧路基之间的连接强度。注浆加固

技术则通过向地基中注入浆液，填充土体孔隙，增强地

基的承载能力，减少不均匀沉降。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不

仅提高了处治效果，还降低了施工成本和施工周期，为

公路改扩建工程提供了更高效、更经济的解决方案。

（三）综合处治技术的探索

为了克服单一处治方法的不足，工程实践中逐渐

探索综合处治技术。综合处治技术结合了多种方法的优

点，通过合理设计和施工工艺的优化，能够有效解决新

旧路基结合部的稳定性问题。例如，采用土工格栅与注

浆加固相结合的方法，既提高了结合部的抗剪强度，又

改善了地基的承载能力。这种综合处治方案可以根据

具体的工程条件和地质情况灵活调整，充分发挥各方法

的优势，弥补单一方法的不足。通过综合处治技术的应

用，可以显著提高新旧路基结合部的稳定性，减少施工

过程中的风险，为公路改扩建工程提供更加科学、可靠

的技术保障。

三、新旧路基结合部处治技术的分类与应用

（一）地基加固技术

地基加固技术是解决新旧路基结合部稳定性问题的

重要手段之一。在公路改扩建工程中，新旧路基结合部

的稳定性受地基条件差异的显著影响。常见的地基加固

方法包括深层搅拌法、强夯法和注浆加固法。深层搅拌

法通过将水泥与土体充分搅拌，形成具有较高强度的加

固土体，有效提高地基承载能力，尤其适用于软土地基

的加固。强夯法利用重锤的冲击能量，使土体密实，增

强地基的抗压性能，减少沉降，适用于大面积软土地基

处理。注浆加固法则通过向土体孔隙中注入浆液，填充

孔隙并胶结土颗粒，增强土体的整体性和稳定性，适用

于局部软弱地基的加固。这三种方法各有优势，可根据

具体工程条件选择合适的加固技术，以确保新旧路基结

合部的稳定性。

（二）路基填料优化技术

路基填料的优化是提高新旧路基结合部稳定性的关

键。在公路改扩建工程中，新旧路基的材料特性差异是

导致结合部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选择合适的填

料材料，如高强土工格栅、轻质填料等，可以有效改善

这种差异，从而提高结合部的稳定性。高强土工格栅是

一种常用的优化材料，它具有高强度和良好的抗拉性能，

能够有效分散应力，减少应力集中现象，增强新旧路基

之间的整体性。轻质填料则通过降低路基自重，减少地

基沉降，从而降低新旧路基之间的沉降差。此外，新型

填料材料的不断涌现，也为路基填料优化提供了更多选

择。合理选择和应用这些材料，能够显著改善新旧路基

结合部的力学性能，提高其稳定性。

（三）施工工艺优化技术

施工工艺的优化对新旧路基结合部的稳定性至关重

要。合理的施工工艺能够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扰动，提高

结合部的压实质量，从而增强整体稳定性。在公路改扩

建工程中，新旧路基结合部的施工工艺需要特别注意，

以避免对旧路基造成不必要的扰动。例如，采用分层填

筑、分层压实的施工工艺，能够确保新路基的压实效果

达到设计要求，减少因压实不足导致的沉降问题。同时，

结合部的台阶开挖应合理设计，避免对旧路基造成过大

扰动。台阶开挖的宽度、高度和坡度都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优化，以确保新旧路基之间的良好衔接。此外，

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也是施工工艺优化的重要环节，

严格的施工管理和质量检测能够有效保障施工效果，为

新旧路基结合部的稳定性提供有力保障。

四、新旧路基结合部处治技术的优缺点分析

（一）地基加固技术的优缺点

地基加固技术在新旧路基结合部处治中具有显著优

势，能够有效提升地基承载能力并减少不均匀沉降，深

层搅拌法和注浆加固法通过改善土体的力学性能，为路

基稳定性提供有力保障。然而，这些技术也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例如，施工成本较高，尤其是注浆加固法，需

要大量的材料和设备投入；施工周期较长，深层搅拌法

需要等待水泥土体充分固化后才能进行后续施工；此外，

这些技术对施工工艺要求极高，任何操作不当都可能导

致加固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综合考

虑成本、工期和施工质量控制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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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基填料优化技术的优缺点

路基填料优化技术通过选择高性能材料，如高强土

工格栅和轻质填料，能够有效改善新旧路基之间的力学

性能差异，从而提高结合部的稳定性。高强土工格栅可

以分散应力，减少应力集中现象；轻质填料则能降低路

基自重，减少沉降。这些材料的应用为新旧路基结合部

处治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这些优化材料的成本较高，

增加了工程造价。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材料的铺设和

压实质量需要严格控制，否则可能影响其性能发挥。因

此，路基填料优化技术在应用时需要权衡成本与效益，

确保材料性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施工工艺优化技术的优缺点

施工工艺优化技术通过改进施工方法，如分层填筑、

分层压实和台阶开挖等，能够有效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扰

动，提高新旧路基结合部的压实质量，从而增强其稳定

性。合理的施工工艺可以避免对旧路基的过度扰动，确

保新路基的压实效果达到设计要求。然而，施工工艺的

优化需要严格的施工管理和质量控制，否则难以达到预

期效果。例如，分层压实过程中若压实度不足，可能导

致路基强度不足；台阶开挖设计不合理，可能对旧路基

造成破坏。因此，施工工艺优化技术的成功应用依赖于

高素质的施工队伍和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五、新旧路基结合部处治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一）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材料和新工艺不断涌现，

为新旧路基结合部的处治提供了更高效、更经济的解决

方案。例如，智能压实技术通过传感器和自动化控制系

统，能够实时监测压实效果，确保新路基的压实质量达

到最优水平。新型土工合成材料如高强度土工格栅和多

功能土工布，不仅具有良好的抗拉强度和抗剪性能，还

能有效分散应力，减少新旧路基之间的差异沉降。这些

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显著提高结合部的稳定性，还能

有效缩短施工周期、降低施工成本，为公路改扩建工程

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综合处治技术的深化

综合处治技术是未来新旧路基结合部处治的重要发

展方向。通过合理组合多种处治方法，充分发挥各方法

的优点，能够有效解决新旧路基结合部的稳定性问题。

例如，结合地基加固技术，如深层搅拌法和注浆加固法，

可以显著提高地基承载能力，减少不均匀沉降；同时，

优化路基填料，选择高强度、轻质化的填料材料，能够

进一步改善新旧路基的力学性能差异。此外，施工工艺

的优化，如分层填筑、分层压实以及台阶开挖的合理设

计，能够确保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减少对旧路基的

扰动。这种综合处治方案将各技术的优势有机结合，具

有更好的应用前景，能够为公路改扩建工程提供更加科

学、可靠的解决方案。

（三）绿色环保理念的融入

在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绿色环保理念的融入将成为

未来的重要趋势。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

提高，工程中对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新旧路基结合部的处治中，采用可再生材料和环保型

施工工艺将逐渐成为主流。例如，利用废旧轮胎橡胶颗

粒、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等作为路基填料，不仅能够减少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还能有效处理废弃物，实现资源的

循环利用。同时，在施工过程中，通过优化施工方案，

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也能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这种绿色环保的处治技术不仅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还能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带来长远的效益，为公路建

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结语

新旧路基结合部的处治是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的关键

环节。本文系统综述了影响结合部稳定性的因素、处治

技术的现状与分类、优缺点分析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通

过深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虽然目前已有多种处

治技术可供选择，但每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

来，随着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综合处治技术的深化以及绿

色环保理念的融入，新旧路基结合部的处治技术将更加完

善，为公路改扩建工程提供更加科学、高效的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1]张建明.改扩建公路新旧路基路面结合处施工技

术[J].科学技术创新，2024，（10）：150-153.

[2]徐鹏.公路改扩建工程新旧路基拼接衔接施工[J].

低碳世界，2024，14（09）：163-165.

[3]付胜利.高等级公路改扩建新旧路基路面结合部

处治技术研究[J].砖瓦，2021，（11）：154-155+157.

[4]张琴，张庭.公路改扩建中新旧路基搭接中土工格

栅的应用[J].交通科技与管理，2024，5（08）：122-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