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CHTS 10004-2018 公路高模量沥青路面施工技术指南等 4 项标准 

提名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 公示内容 

一、项目名称 

T/CHTS 10004-2018 公路高模量沥青路面施工技术指南等 4 项标准 

二、提名意见 

本单位认真审查了申报书及附件，确认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填写符合申报要求，主要完

成人和完成单位经公示无异议。 

近年来，随着公路建养对环境保护力度逐渐加大，筑路材料供应日益紧张，供需矛盾逐

年凸显。新形势下，公路沥青材料循环再利用及高模量路面延寿技术成为行业研究热点。项

目组围绕公路沥青路面回收面层材料、水稳基层材料，以提高沥青材料循环利用率、延长沥

青路面使用寿命为目标，历经 14 年的深入研究，提出编制了公路高模量和水稳基层抗裂设

计施工技术体系、基于热拌再生和乳化沥青冷再生工艺的废旧材料循环再利用标准体系。 

项目制定的相关核心标准，依托完成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专项、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计

划 10 项，发表行业核心论文 40 余篇，授权国家专利 16 项，高新技术产品 3 项，研制开发

关键设备 2 台，入选交通部科技成果推广目录 2 项，技术宣讲培训 20 多次，显著推动了公

路路面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经第三方组织评价，项目相关成果具有创新性，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制定的相关

技术标准填补了行业内技术领域缺失，具有较大的推广价值。 

提名该项目申报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一等奖。 

 



三、项目简介 

项目属交通运输公路工程领域。 

公路建设需要消耗大量的筑路原材料，随着公路建养对环境保护力度逐渐加大，筑路材

料供应日益紧张，供需矛盾逐年凸显。如何提高公路沥青材料循环再利用率，延长沥青路面

使用寿命、减少设计寿命内维修养护次数？成为行业亟待突破的难点和研究热点。项目组围

绕公路沥青路面回收面层材料、水稳基层材料，以提高沥青材料循环利用率、延长沥青路面

使用寿命为总体目标，历经 14 年的深入研究，在面层和基层结构设计方法理论上，提出编

制了公路高模量和水稳基层抗裂设计施工技术体系，针对公路废旧材料，分别基于热拌再生

和乳化沥青冷再生工艺的废旧材料循环再利用标准体系。主要创新点如下。 

1. 构建了高模量半刚性基层长寿命沥青路面设计方法，制定了耐久性高模量混合料设

计指标体系和施工工艺，引领了高模量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完善了我国沥青混合料

设计方法和评价体系，弥补了现行行业规范缺失，有效提高了沥青路面抗车辙性能

和抗疲劳性能，延长了路面使用寿命；实现了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带动

了机械装备、新材料等技术产业化。 

2. 创建了完善的旧料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体系，提出了完整的沥青路面厂拌热再

生质量评价体系，建立了系列养护再生材料的专用生产线，改进和完善了热再生的

施工工艺和设备，建立了多个再生技术应用基地，减少新矿料用量 20%、节约生产

能耗 15%、有效降低生产排放 20%以上，提高沥青路面再生使用质量，保护了不

可再生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 

3. 形成了基于常温施工乳化沥青平台的冷再生施工技术体系，制定了乳化沥青厂拌冷

再生、乳化沥青就地冷再生原材料评价、级配选择、混合料设计标准，提出了乳化

沥青冷再生混合料早期强度评价指标和低温抗裂性指标，为乳化沥青冷再生技术在



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应用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 

4. 创新提出了抗裂嵌挤型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混合料级配设计方法，制定了施工技术规

范，有效改善了水稳结构路用性能，减少了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反射裂缝，显著节

约了水泥剂量消耗和路面养护费用。 

项目成果带动了再生剂、硬质沥青等新材料的应用，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2.6971 亿元。

在江苏、贵州、广西、新疆等十余省份实体工程中超过 1000 公里，为提升沥青路面建养质

量、改善沥青路面使用性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客观评价 

项目提出的相关技术标准，分别通过了中国公路学会、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等单位组织的

成果评价（见相关鉴定证明），认为该项目成果具有较大的创新性，有效提高了沥青路面材

料循环再利用率，延长了沥青路面使用寿命，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五、推广应用情况 

项目成果历时超过 14 年研究，在全国十余省份进行了大量应用。建立了多个再生技术

应用基地，提出的相关再生技术在数百公里沥青路面的改造养护工程中得到应用与实践，实

体工程应用表明，项目研究成果的应用直接经济效益达到 1.4971 亿元；可减少新矿料用量

20%~60%，节约生产能耗 20~30%，有效降低生产排放 20%以上，不仅有助于提高沥青路

面使用质量，同时能够有效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经济社会效益显著。高模量

长寿命路面技术在江苏、贵州、广西、新疆等省份应用超过 500 公里，带动了硬质沥青新材

料和装备产业的发展，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1.2 亿元。项目成果为提升沥青路面建养质量、改



善沥青路面使用性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抗裂嵌挤型水泥稳定碎石路面基层施工技术，通过改

变水泥稳定碎石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方法，使路面半刚性基层建设中的水泥用量减少为

0.3%~0.5%，从而减少反射裂缝，降低造价且降低自然资源消耗，尤其是后期养护费用大

幅度降低，提高路面使用性能和使用寿命，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六、主要完成单位 

排名 完成单位名称 主要贡献 

1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牵头及标准主编单位，负责相关标准大

纲制定，主持标准框架及编制起草、统稿、

修改，组织专家评审等。 

2 
常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原江苏省

常州市公路管理处） 

分项标准主要参编单位，参与厂拌热再生技

术标准研究、主要章节编写，内部审核等 

3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原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

分项标准主要参编单位，参与抗裂水稳标准

部分章节制定，校审等。 

 

七、主要完成人 

排名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主要贡献 

1 韦武举 
副主任（主持工

作）/高工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总体框架制定、编写组

织，内部审定 

2 蒋小旦 副主任/高工 
常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原江苏省常州市公路管
标准编写策划实施，内部审核



理处） 

3 吴春颖 所长/研高工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项标准编写组织实施，分项审

核 

4 郑炳锋 副主任工/高工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项标准编写组织实施，分项审

核 

5 韩超 副主任工/高工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项标准编写组织实施，分项审

核 

6 叶勤 主任工/研高工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项标准编写组织实施，分项审

核 

7 李锋 工程师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冷再生规范技术梳理，主要

章节起草编写 

8 陈科 
副主任科员/工

程师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原江苏省交

通运输厅公路局） 

负责抗裂水稳规范相关章节审

定 

9 徐金玉 工程师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高模量技术指南主要章节

起草编写 

10 胡洋 工程师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厂拌热再生规范部分章节

编写 

11 曹荣吉 
首席工程师/研

高工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厂拌热再生规范技术梳理，

主要章节起草编写 

12 王振 
副主任科员/高

工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原江苏省交

负责抗裂水稳规范相关章节起

草编制 



通运输厅公路局） 

13 安丰伟 工程师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耐久性高模量团标部分章

节编写，数据分析 

14 徐卿 处长/高工 

常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原江苏省常州市公路管

理处） 

负责热再生相关规范条文规范

章节编写 

15 刘伟 主任工/高工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冷再生相关规范主题框架

起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