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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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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交通工程管理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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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固化土路基施工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路工程固化土路基施工的基本规定、施工准备、施工、质量检测和验收、数字化管

理和环境保护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工程固化土路基的施工、质量检测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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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45 土的工程分类标准

CJ/T 486 土壤固化外加剂

JC/T 479 建筑生石灰

JC/T 481 建筑消石灰

CJJ/T 286 土壤固化剂应用技术标准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TG E50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试验规程

JTG E51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

JTG 3430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T 3610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JTG D30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T F20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固化土原土 solidified soil

符合固化土混合料加工条件，未经加工的各类工程废弃土，包括工程开挖弃土、废弃泥浆和钻渣等。

固化土混合料 solidified soil mi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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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土原土与固化剂按设计比例均匀拌和而成的混合料。

固化土路基 Solidified soil subgrade

固化土混合料经摊铺、碾压成型的路基。

路基填料固化剂 soil stabilizer

适用于公路工程路基填料固化的各类土壤固化外加剂，包括石灰、水泥、粉煤灰等无机胶凝材料。

4 基本规定

路基施工前应详细调查项目沿线区域固化土原土的种类及分布情况，并进行取样检测、验证。

路基填料固化剂类型应根据公路等级、原土类型和路基填筑部位等因素综合选用，并进行路基填

料试验，做到因地制宜、经济合理。

拌和场应根据场地、规模、运输条件和工期要求以及容许延迟时间等技术要求，确定规模和功能

区域布置。

固化土路基用于地下常水位以下或临河塘路段时，应对其适用性进行评价。

固化土路基应保证足够强度、整体稳定性和抗形变能力。

固化土路基施工完成后，应按设计要求验收后进入下一道工序。

5 施工准备

一般规定

5.1.1 施工前应结合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固化土路基专项施工方案。

5.1.2 施工前应对技术人员、质检人员和现场作业人员等进行岗位培训和技术、质量、安全和环保交

底。

5.1.3 固化土拌和场建设、施工设备配备等应满足固化土路基施工要求。

5.1.4 固化土路基应进行试验路段施工，根据试验路段确定的技术参数指导施工。

材料

5.2.1 固化土原土

5.2.1.1 固化土原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不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的危险废物;

b) 进场固化土原土应相对稳定；

c) 进场固化土原土含水率超过 40%时，应先进行预降水处理；

d) 有机质含量不宜大于 10%，不得含有草皮、生活垃圾、树根、腐殖土等松软杂质；

e) 建筑垃圾废弃料、电厂高温处理后残留废渣等经无害化处理后，满足技术要求的，可作为固

化土补充土源。

5.2.1.2 固化土原土试验土样应具有代表性，并应符合 JTG 3430的规定。

5.2.1.3 土样的土工试验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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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测定土样天然含水率；

b) 颗粒分析；

c) 测定液限、塑限和塑性指数；

d) 测定土中有机质含量。

5.2.2 路基填料固化剂

5.2.2.1 石灰、水泥、粉煤灰等无机给合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石灰

1) 石灰宜采用 II级及以上石灰，其指术指标及质量应符合 JC/T 479、JC/T 481和 CJ/T 486

的规定；

注：试验方法按照JTG E51 执行。

2) 磨细生石灰可不经消解直接使用，对储存较久或经过雨期的消解石灰应先经过试验，有

效钙加氧化镁含量不应低于 50%。

3) 焖灰降水宜采用生石灰块灰。

b) 水泥

1) 水泥应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其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75的规定。不应使用

快硬水泥和早强水泥；

2) 水泥强度等级宜为 42.5级，水泥初凝时间不应小于 45 min，终凝时间应满足固化土运输、

摊铺作业时间要求；

3) 水泥应有出厂检验报告，且报告内容应齐全。出厂超过三个月的水泥，必须重新检验合

格后方能使用。

c) 粉煤灰

粉煤灰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596的有关规定。

5.2.2.2 无机结合料外的其他土壤固化剂应符合 CJ/T 486和 CJJ/T 286的规定。

5.2.2.3 路基填料固化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各类路基填料固化剂应经检测合格后进场：

b) 粘性土宜选用石灰为主的固化剂；

c) 砂性土宜选用水泥为主的固化剂；

d) 水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固化土路基宜选用水泥为主的固化剂。

5.2.3 水

固化土用水应符合JTJ 63的规定，宜采用饮用水及不含油类等杂质的清洁中性水，pH值宜6≤pH ≤8。

5.2.4 材料储存

5.2.4.1 固化土原土储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进场固化土原土应进行含水率测定；

b) 不同类型固化土原土应分开堆放，不得混堆。

5.2.4.2 石灰、水泥、粉煤灰等无机结合料验收合格后应入库（仓）保存，储存过程中应做好防潮、

防扬尘等措施。

5.2.4.3 不同路基填料固化剂应分别堆放，不得混堆。

5.2.4.4 固化土原土和固化剂备料应充足。

拌和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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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固化土拌和场建设宜与永久工程相结合，节约用地，其设置应符合国家有关环保、安全和消防

等规定。

5.3.2 固化土混合料应在拌和场集中拌和，拌和场面积应与设计产能相匹配。占地面积宜按附录 A的

要求计算确定。

5.3.3 拌和场应独立设置，宜采用封闭式管理，生产区域应配置除尘降尘设施。

5.3.4 拌和场生产设备应配备输料、给料、自动称重、多级破碎筛分、拌和等装置。

5.3.5 拌和场宜根据生产工艺和产能要求设计功能分区，包括固化土原土分类堆放区、预脱水区、备

料区、破碎筛分区、给料区、拌和区、成品堆放区和停车区、生活区等配套区：

a) 固化土原土分类堆放区：用于不同类型进场固化土原土的分隔堆放；

b) 预脱水区：用于高含水率固化土原土的自然凉晒风干、生石灰块灰焖灰降水等；

c) 备料区：用于固化土原土的备料，宜与拌和产能相匹配；

d) 破碎筛分区：用于固化土原土的分级破碎和筛分；

e) 给料区：用于输送固化土原土、路基填料固化剂的区域；

f) 拌和区：用于固化土原土、路基填料固化剂按设计比例均匀拌和的区域；

g) 成品堆放区：用于固化土混合料堆放的区域；

h) 停车区、生活区等配套区：用于保障拌和场正常运转所配置的区域。

设备

5.4.1 拌和场宜配备破碎、筛分、自动称量、拌和、除尘等设备及配件，开工前做好保养、试机工作。

5.4.2 破碎设备宜采用刀片撞击切削式、锤式破碎机、铣削式等碎土机，破碎机刀头应定期更换。

5.4.3 拌和设备宜采用稳定土拌和设备，产能应不小于 500 t/ h，并应具备连续生产能力。

5.4.4 固化土混合料的摊铺碾压设备宜参照表 3配置。

表 1 摊铺碾压设备配备参考表

设备名称
工程规模

备注
双向四车道 双向六车道

推土机 ≥3 ≥4

平地机 ≥1 ≥2

摊铺机 ≥2 ≥3 用于上路床摊铺

压路机 ≥4 ≥5

5.4.5 施工前应对机械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维修、调试。

路堤基底处理

5.5.1 施工前基底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普通路基应符合 JTG/T 3610的规定；

b) 软土地基、浸水路基、滨海地基和吹填土地基等特殊地基，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处理。

5.5.2 基底顶面应设不少于 2%～4%的排水横坡。

配合比设计

5.6.1 固化土混合料应选用符合要求的固化土原土和路基填料固化剂进行配合比设计。

5.6.2 固化土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应包括下列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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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固化土原土类别、填筑结构部位，结合工程要求及施工条件，确定路基填料固化剂的类

型及掺量；

b) 根据固化土原土进场含水率和主要成份，确定路基填料固化剂的掺配和拌和方案；

c) 确定混合料的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

5.6.3 固化土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时，应测定固化土原土的含水率、液限、塑限、有机质含量等，当有

特殊要求时，增加固化土原土其他指标的检测。

5.6.4 路基填料固化剂掺量应采用干土质量比，固化土混合料各组份材料用量应按式 1、式 2 计算：

𝑚𝑑 = 𝑚𝑜

1+𝑤𝑜
(1)

𝑎1….𝑛 = 𝑚𝑐1…𝑐𝑛

𝑚𝑑
× 100% (2)

式中：𝑚𝑑--为固化土原土的干土质量(kg)；
𝑚𝑜--为固化土原土的质量(kg)；

𝑤𝑜--为固化土原土的含水率(%)；

𝑎1….𝑛--为路基填料固化剂各组份掺量百分比(%)；

𝑚𝑐1…𝑐𝑛--为路基填料固化剂各组份质量(kg)。

5.6.5 固化土混合料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的试验方法应按照 JTG E 51进行。

5.6.6 施工过程中，材料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

5.6.7 石灰固化土混合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根据固化土原土和路基设计 CBR值进行室内掺量试配，石灰设计掺量可参考附录 B；

b) 不同固化土原土应按设计掺量进行试验。无设计要求时,按不少于 3种石灰掺量进行试配，进

行标准击实、CBR值试验、EDTA灰剂量标准曲线试验。试配石灰掺量可按表 2选取。

表 2 掺灰量标准

结构部位 固化剂掺量(%)

路床 — 5 6 7 8 9

路堤 4 5 6 7 8 —

c) 根据固化土最佳含水率、最大干密度和承载比 CBR等室内试验成果，确定最佳掺量比。不满

足要求时，应重新试配。

5.6.8 塑性指数小于 8的砂性土或粉性土，不宜采用石灰处治；塑性指数 8~12、液限小于 50%、有机

质含量不大于 10%粉质砂土，可采用石灰、水泥双掺，水泥掺量宜为掺量 1~2%。

5.6.9 水网地带等软弱路基底层填筑时宜采用水泥固化或石灰、水泥双掺固化。

5.6.10 采用其他路基填料固化剂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 CJ/T 486或 CJJ/T 286的有关规定。

试验路段

5.7.1 试验路段的选择应符合 JTG/T 3610的规定。

5.7.2 试验路段铺筑分试拌及试铺两个阶段，应包括下列试验内容：

a) 检验各种施工机械的类型、数量及组合方式是否匹配；

b) 通过试拌确认拌和机的拌和效果，考察各种材料计量装置的可信度；

c) 通过试铺确定运输车数量、摊铺、压实工艺，确定松铺系数；

d) 验证固化土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提出生产用的标准配合比和最佳含水率；

e) 确定最佳机械配置及施工组织。

5.7.3 试验路段铺筑结束后，施工单位应就各项试验内容提出完整的试验路段施工、检测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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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路段总结报告》，明确试验结论。《试验路段总结报告》应包括本标准 5.7.2中的内容。《试验

路段总结报告》经批准后作为后续施工现场控制的依据。

6 施工

一般规定

6.1.1 路基填料固化剂应采用自动计量装置进行掺量控制。采用石灰、水泥、粉煤灰等固化剂时,施工

掺量宜比设计掺量增加 0.5%～1.0%。

6.1.2 固化土混合料运输车辆应满足固化土路基摊铺、碾压等配套设备连续作业的要求。

6.1.3 固化土混合料应在最佳含水率附近时进行碾压,出厂含水率应考虑运输环节对含水率的影响作

适当调整（宜大于最佳含水率 1%～2%）。

6.1.4 固化土路基两侧应设置临时排水沟，必要时设置集水井等排水措施。

6.1.5 固化土路基施工应做好防雨措施, 雨雪天严禁施工。

6.1.6 水泥或石灰、水泥双掺固化土路基施工应在固化土混合料终凝时间内完成碾压作业。

焖灰翻拌

6.2.1 固化土原土进场含水率在 30%≤ 𝑤𝑜≤40%时，宜采用二次掺灰工艺。第一次掺加生石灰块灰翻焖

降水，第二次掺磨细石灰粉，通过拌和设备配置的自动计量装置添加并拌和均匀。

6.2.2 焖灰用量及焖料时间应根据固化土原土含水率、拌和场规模、拌和能力和工期选定。一般路基

二次掺灰焖料工艺可参照表 3进行，具体掺灰方式应结合现场试验段数据得出：

表 3 二次掺灰焖料工艺参考表

干化土含水率（%） 第一次掺石灰块含量（%） 焖料时间（d） 第二次掺石灰粉含量（%）

35~40
4~6 2~4

补足设计掺灰量
3~4 5~7

30~35
3~5 2~4

2~3 5~7

6.2.3 焖灰应分层焖翻，分层厚度应控制在 1 m内,焖灰总高度宜控制在 3 m以内。

破碎过筛

6.3.1 掺灰焖料降水后的固化土原土含水率较高时应选择刀片式破碎机，低含水率时应选择锤式破碎

机。

6.3.2 破碎后的固化土原土应进行筛分（最大粒径控制在 25 mm以内），合格物料进入拌和机，筛余

返回上道工序重新破碎。

称重拌和

6.4.1 过筛后的固化土原土应通过自动称重设备称重计量后进入拌和机。

6.4.2 固化土原土应根据试验路段确定的掺量和拌和工艺参数拌和均匀。

存放

固化土混合料应集中堆放。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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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固化土混合料出场运输应采用全覆盖绿色环保运输车，数量应满足生产要求。

6.6.2 固化土混合料运输过程中，应合理规划运输线路，控制运输时间。装车前，应先清理车厢，不

应存有杂物。

摊铺

6.7.1 摊铺前应对路基下承层进行测量放样,确定每层摊铺宽度与厚度。

6.7.2 路基上路床宜采用摊铺机摊铺,其工艺应符合 JTG/T F20的要求。

6.7.3 路基下路床及以下填筑可采用挖掘机结合推土机、平地机进行摊铺，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固化土混合料卸料应采用网格法；

b) 固化土混合料摊铺初平后，宜采用平地机进行整形。

6.7.4 路基上路床固化土填筑宜采用摊铺机摊铺，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采用水稳或沥青摊铺机时,应根据试验路段的相关参数进行摊铺机改造优化;

b) 测量放样时，应在路基两侧边线定出引导摊铺机行走的标高基准控制线，基准线标高=下承层

标高+摊铺厚度×松铺系数+悬空高度;

c) 摊铺机摊铺的行走速度宜控制在 2 m/ min～3 m/ min，并应与拌和产能相匹配；

d) 摊铺机摊铺时应进行梯队排列，两台摊铺机的前后间距不宜大于 10 m，且两个施工段面纵向

应有 30 cm～40 cm 的重叠。

6.7.5 分层摊铺路基顶面宜设置不小于 2%的横坡，每层摊铺单侧超宽宜按 50 cm控制。

6.7.6 相邻路段交接处不在同一时间摊铺时，先铺路段按 1：1坡度分层留设台阶。相邻路段同时填筑

时，分层相互交叠衔接搭接长度不小于 2 m。

6.7.7 不同掺量固化土混合料填料，应水平分层、纵向分段填筑。同一结构层同一路幅路基的全宽应

采用同种固化土混合料填筑厚度应不少于 50 cm，不应混合填筑。

6.7.8 普通路段填层压实厚度不宜大于 25 cm；台背、涵洞和通道两侧与顶部、锥坡等处路基填土均

应分层压实，压实厚度宜为 15 cm。

碾压

6.8.1 固化土混合料应在或略大于最佳含水率的状态下碾压成型。

6.8.2 摊铺、碾压成型作业应连续进行。

6.8.3 固化土混合料碾压工艺宜参照 JTG/T F20的规定及试验段批准工艺具体要求执行，并符合以下

要求：

a) 碾压前应对填层的松铺厚度、平整度和含水率进行检查，符合规范要求后进行碾压;

b) 压实应先轻后重、先慢后快、先两边后中间、均匀一致。应按试验段明确的压实遍数和碾压

工艺进行，分别记录平均松铺厚度层内各区所采用的压实机械速度以及碾压遍数;

c) 碾压行驶最大速度不应超过 3 km/h；碾压时直线和平曲线段由两边向中间，曲线段由内侧向

外侧，纵向进退式进行。横向接头振动压路机一般重叠 0.4 m～0.5 m，前后相邻两区段纵向

重叠 1.0 m～1.5 m，达到无漏压、无死角，确保碾压均匀。

6.8.4 初压应分段进行,宜采用双钢轮压路机（不小于 25t）静压 2 遍～3遍，碾速宜为 20 m/min～30

m/min。

6.8.5 固化土混合料初压后，采用激振力大于 35 t 的重型振动压路机、18 t～21 t三轮压路机或 25

t以上的轮胎压路机继续碾压密实，碾速宜为 30 m/min～40 m/min，碾压遍数不宜少于 6遍。

6.8.6 终压时，采用双钢轮压路机碾压 1~2遍，消除轮迹，碾速宜为 50 m/min～60 m/min。

6.8.7 碾压过程中，固化土表面应始终保持湿润，如水分蒸发过快，应及时补撒少量的水，但不应洒

大水后碾压。碾压过程中，如有“弹簧土”、松散、起皮等现象，应及时翻开重新拌和（加适量的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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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或水泥）或采用其他方法处理。

养护

6.9.1 路基分层连续施工时，下层碾压后，上层能连续施工时可不进行养生。

6.9.2 路基间隔铺筑时，每层铺筑完成后，应覆盖土工布保湿养护 5~7 d。养生期间填土路基不能过

湿，更不能忽干忽湿。

6.9.3 养护期间应进行车辆交通管制（封闭交通）。

6.9.4 施工期间如遇雨天，应在固化土路基表面铺设塑料薄膜等防水措施，同时加强场外排水和边坡

防雨水冲刷措施。

7 质量检测和验收

一般规定

7.1.1 固化土路基应结合设计标准及规范规定要求,对固化土原土、固化土混合料进行检测和外观验收。

7.1.2 固化土路基施工过程中，每一压实层均应进行压实度、灰剂量检测。路基上路床应进行弯沉检

测。

7.1.3 固化土施工质量与检查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满足 JTG/T 3610、JTG F80/1的规定。

质量检测

7.2.1 固化土原土

固化土原土检测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固化土原土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允许偏差或范围 检测频率 检验方法 检测标准、规程

含水率 / 每天使用前测2个样品 烘干法或酒精燃烧法 GB/T 50123

JTG E50

JTG/T F20

JTG E51

土体颗粒分析

d>10 mm的土颗粒质量应

小于土总重量的5%，且

最大粒径应≤20 mm

材料首次进场或发生变

化时或异常时，随时增

加试验

筛分法或密度计法

7.2.2 固化土混合料

固化土混合料的检测项目、频率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固化土混合料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允许范围 检测频率a 检验方法 检测标准、规程

含水率 最佳含水率±2% 每天使用前测2个样品 烘干法或酒精燃烧法

（GB/T 50123

JTG 3430

JTG/T F20

JTG E51

液限 ≤50% 每种土使用前测2个样品

或材料发生变化时
液塑限联合测定法

塑性指数 ≤18

最小承载比CBR值 不小于设计值
材料发生变化时或异常

时，随时增加试验
承载比（CBR）试验

无侧限抗压强度 不小于设计值 每次配合比变化时 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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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固化土混合料检测项目（续）

检测项目 允许范围 检测频率
a

检验方法 检测标准、规程

石灰掺量 不小于设计值 每台班3-6处 EDTA 滴定法或直读式测钙仪法

颗粒分析
d>15 mm的颗粒应小于5%，

且最大粒径应≤25 mm

固化土使用前测2个样品

或材料发生变化时
筛分法

a
单项工程量未达到检测要求的数量时，单项工程检测频率不应少于2次。

7.2.3 固化土路基

7.2.3.1 固化土路基、固化土混合料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6、表 7的规定：

表 6 固化土路基最小承载比要求

应用路基部位
路面底以下深度

（m）

路基最小承载比CBR（%）
a

高速、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四级公路

填方路基

上路床 0～0.3 12 10 9

下路床
轻、中等及重交通 0.3～0.8

8 6 5
特重、极重交通 0.3~1.2

上路堤
轻、中等及重交通 0.8～1.5

5 4 4
特重、极重交通 1.2~1.9

下路堤
轻、中等及重交通 ＞1.5

4 3 3
特重、极重交通 ＞1.9

零填及挖方路基

上路床 0~0.3 12 10 9

下路床
轻、中等及重交通 0.3~0.8

8 6 5
特重、极重交通 0.3~1.2

a
表中最小承载比试样是根据路基压实标准的要求，按JTG 3430-2020试验方法规定浸水96h确定的CBR。

表 7 固化土混合料压实度要求

挖填类型 路床顶面以下深

度（m）

压实度（%）
a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四级公路

填方路基

上路床 0~0.3 ≥97 ≥96 ≥95

下路床
轻、中等及重交通 0.3~0.8 ≥97 ≥96 ≥95

特重、极重交通 0.3~1.2 ≥96 ≥95 ≥93

上路堤 轻、中等及重交通 0.8~1.5 ≥94 ≥94 ≥93

特重、极重交通 1.2~1.9 ≥94 ≥94 ---

下路堤
轻、中等及重交通 ＞1.5 ≥93 ≥92 ≥90

特重、极重交通 ＞1.9 ≥93 ≥92 ≥90

零填及挖方路基

上路床 0~0.3 ≥97 ≥96 ≥95

下路床
轻、中等及重交通 0.3~0.8

≥96 ≥95 ---
特重、极重交通 0.3~1.2

a
表列压实度以JTG 3430-2020轻型击实试验法，所得最大干密度求得压实度。

7.2.3.2 固化土路基主控项目包括压实度和弯沉值，其检查方法和频率应符合表 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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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压实度与弯沉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检测频率 检验方法 检测标准、规程

压实度（%）
不小于设计值且

满足表7

每200m每双车道1个点;每压实层抽

检不少于3点
环刀法、灌砂法或灌水法 GB/T 50123

JTG 3430

JTG/T F20

JTG E51
弯沉（0.01mm）

不小于设计值且

≤120

路床顶每一双车道40点(落锺法) 、

路床顶每一双车道80点(贝克曼梁

法)

落锺弯沉仪检测(FWD),自动弯

沉仪或贝克曼梁测量

7.2.4 外观鉴定

固化土外观鉴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路床应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浆、波浪、起皮等现象;

b) 路堤边坡应密实、稳定、平顺等。

8 数字化管理

拌和场生产宜引入数字化管理。

拌和设备宜具备拌和数据采集、上传、分析和预警功能，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拌和场、试验数据应采用物联网监控，生产数据应实时采集和上传；

b) 远程监控：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拌和配合比、产能产量等信息；

c) 现场图像：采用数字高清功能彩色摄像机，对搅拌站现场画面进行实时监控和抓拍；

d) 设备信息：可实时查询每台设备的位置、序列号、运行周期及维护记录；

e) 采集的原始数据应不可修改，可根据管理需要，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形成图形化报告；

具有自动备份和人工导出备份功能，并可按照时间或关键信息进行历史数据查询；

f) 应预留对接端口，将数据和报告提供给工程建设、监理等单位及项目监管部门；

g) 报警推送：设备运行故障或生产数据异常可以通过微信、短信、邮件等方式分级推送到管理

者手中。

管控系统的硬件、软件安装应不影响拌和设备的正常使用功能；系统安装完成后应对数据采集功

能进行校准,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运输设备宜安装定位装置，并接入信息化系统。

拌和场内外宜配置扬尘监测系统，摊铺碾压现场配置移动式扬尘监测系统。

拌和场的出入口、料仓、生产区域、试验室等重要场所应布设视频监控点位。

监控软件应具备实时视频播放、录像播放和远程遥控等监控功能。

9 环境保护

拌和场出入口应设置扬尘污染防治公示牌，内容包括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及电

话、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生产过程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减少扬尘、噪音、水源污染等。

拌和区域和料仓宜全封闭，固化土原土存放区、焖灰区等采取喷雾等降尘措施。

拌和场内生活区和生产区宜进行绿化。

拌和场出口外 50 m范围内的道路应硬化处理，未硬化的施工便道应保持表面清洁，保证车辆行驶

过程中不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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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便道与地方道路交叉口，宜设置围挡及雾化喷淋。

生产废水、生活污水不得直接排放，经沉淀池净化经检测合格并记录存档后方可排出；生产、生

活垃圾、废料应集中收集处理。

政府部门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时，应按预警级别，采取增加洒水频次，降低产量等措施以减少扬尘；

当发布重污染橙色及以上预警时，应停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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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固化土拌和场占地面积计算

A.1 拌和场占地面积应根据计划工期及产能进行规划，规划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固化土原土分类堆放区平均堆载高度不宜超过 3 m；

b) 拌和场各料仓间应设置隔墙，隔墙高度宜为 3 m。外墙外侧宜每隔 4 m~5 m设置一道支撑墩进

行加固；

c) 拌和场单条生产线的固化土原土备料区、预脱水区等面积宜按照连续生产不少于 3 d 布置。

固化土原土分类堆放区面积宜不少于 2个月(或总量 20%)存量面积布置（主要考虑弃土晾干、

翻晒等，特别是雨季）。其总容量应满足生产线及施工现场当天连续摊铺作业的需求。

A.2 拌和场占地面积计算方法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拌和场单条生产线固化土混合料拌和区面积不宜少于 4200m2（按长 35m、宽 120m布置，含通

道面积）；

b) 拌和站厂内的停车场、生活区、实验室、变压器、地磅等面积不宜少于 900 m2（按长 30m、宽

30m布置，含安全距离）；

c) 拌和场单条生产线调整和脱水区料仓（按长 80m、宽 15m布置），料仓面积 S计算见 A.2-1～

A.2-3。料仓总面积不宜少于 3 S；

𝑣 =
𝑉
𝑘𝑇 (A.2 − 1)

𝑖 =
𝑣
𝑡 （A.2 − 2）

𝑆 = 7𝑖×𝑑
ℎ𝑑−ℎ2 (𝐴.2− 3)

其中：

V—总需求量（m³）

v—月度需求量（m³）

K—路基施工有效工期系数（0.4-0.8，一般取 0.6）
I—日需求量（m³）

D—料仓设计进深（m）

T—总工期（月）

t—月度有效生产天数（d），一般取 25 天。

h—堆载高度（m）

S—料仓总面积（㎡）

d) 石灰、水泥和粉煤灰无机结合料等路基填料固化外加剂堆放区面积不宜少于 1200 m2（按长 80m、

宽 15m 布置）；

e) 拌和场单条生产线固化土混合料备料料仓面积不宜少于 3600 m2（按长 120m、宽 30m布置）；

f) 拌和场单条生产线固化土原土分类堆放区，面积不宜少于 2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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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石灰固化土设计掺量标准

B.1 石灰固化土室内石灰掺量试配的掺量标准见表 B.1：

表 B.1 石灰设计掺量标准

序号 设计CBR(%) 石灰设计掺入量(%)

1 2.0 2.0～3.0

2 3.0 3.0～4.0

3 4.0 4.0～5.0

4 5.0 5.0～6.0

5 6.0 6.0～7.0

6 8.0 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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