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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印发的《关于开展2017年第一批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

准（CECS G）制修订项目编制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规程编制组对相关技术进行广泛调研，认真总结工

程实践经验，并参考国内外现行标准，制定本规程。

规程由4章组成，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病害处治设计、病害处治施工。

本规程主编单位：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无损检测加固技术有限公司、同济大学、河南省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许昌金欧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交科公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交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宁夏

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道路养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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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深层病害非开挖加固处治技术规程

1 总则

1.1 为规范公路深层病害非开挖处治技术的应用，统一技术要求，保证深层病害非开挖

处治施工质量，制定本规程。

1.2 本规程适用于公路工程的反射裂缝、唧浆、脱空、沉陷、路基强度不足等深层病害

的非开挖处治，其他工程深层病害处治参照使用。

1.3 公路深层病害非开挖加固处治技术要求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下列术语和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2.1

公路深层病害

发生在公路面层以下的裂缝、松散、唧浆、脱空、沉陷、路基不均匀沉降、翻浆、滑移

等病害。

2.2

干拌水泥碎石桩技术

以水泥为主要固化剂与一定级配的碎石等按比例均匀混合后，通过钻孔、回填、夯实等

工艺形成桩体，实现对路基置换挤密、降低含水率的一种路基深层病害处治方式。

2.3

石灰砂桩技术

以生石灰为主要固化剂与砂等掺合料，按比例均匀混合后，通过钻孔、回填、夯实等工

艺形成桩体，实现对路基置换挤密、降低含水率的一种路基深层病害处治方式。

2.4

高强聚合物注浆技术

在一定压力下，将含有多种矿物质改性组分的高分子聚合物材料注入公路病害位置，材

料发生轻微膨胀快速凝固，终凝强度高于20 MPa的一种深层病害处治方式。

2.5

路面裂缝焊接技术

在一定压力下，将双组分改性环氧聚合物材料自下而上对路面内部裂缝进行填充修复的

一种路面深层病害处治方式。

3 病害处治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设计宜遵循“少开挖、降低干扰、节能环保”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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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病害处治设计前，应收集公路设计、施工、交竣工、养护历史、历年检测、交通量、

交通组成、地下管网及管线分布状况等基础资料。

3.1.3 试验检测原始数据应真实可靠、记录完整清晰。

3.1.4 公路深层病害检测报告应包括:检测项目、检测方法、采用的仪器和设备、工作参数、

测点（线）布置、检测数量、检测结果、原始数据、检测结论等。

3.2 深层病害状况检测

3.2.1 公路深层病害检测宜使用落锤式弯沉仪、探地雷达、地震仪、超声仪等无损检测设

备。

3.2.2 裂缝、松散、脱空等公路病害深度≤5 m 时宜使用探地雷达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

本规范附录 A；大于 5 m 时宜使用地震仪检测。

3.2.3 弯沉检测时，宜在公路深层病害位置前后 100 m 的范围内布置测点，测点间距宜为

20 m,病害区可适当加密。

3.2.4 对于路基深层病害，应进行路基钻探、标准贯入试验等现场勘察，检测路基土或地

基土的类别、密实度、含水率、承载力等物理和工程性质。

3.2.5 对于非路基问题引起的路面病害，应进行路面钻芯取样，进行基层无侧限抗压强度、

面层抗压强度和劈裂强度等室内试验。

3.2.6 公路深层病害状况应进行平面分布检测和竖向分布检测，注明病害平面位置、单处

病害面积、病害总面积、病害层位、竖向坐标等。

3.2.7 检测报告应统计分析每处深层病害的程度、范围，判断病害成因。

3.3 方案设计

3.3.1 方案选择

3.3.1.1 由路基压实度低、含水率高等原因引起的路面沉陷、路基翻浆、桥头跳车、路基滑

移等病害处治，宜采用干拌水泥碎石桩、石灰砂桩。

3.3.1.2 路面唧浆、松散、脱空及路基不均匀沉降、翻浆等病害处治，宜采用高强聚合物注

浆。

3.3.1.3 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反射裂缝处治，宜采用裂缝焊接。

3.3.2 干拌水泥碎石桩、石灰砂桩

3.3.2.1 桩孔宜按梅花形布置，桩间距应考虑路基深层病害专项检测数据，按 JGJ 79计算

确定，一般可采用 0.8 m～1.0 m。

3.3.2.2 处理范围纵向宜向两侧延伸 5 m～10 m，横向应视病害情况综合确定。

3.3.2.3 桩孔直径宜为150 mm，桩长按JGJ 79计算确定。

3.3.2.4 综合考虑根据路基含水量、土质等因素，确定干拌水泥碎石混合料中的水泥用量和

石灰砂桩的灰砂比。一般情况下，水泥用量宜为5%~10%，石灰：砂=1:1。

3.3.3 高强聚合物注浆

3.3.3.1 注浆后路面验收弯沉值应根据公路等级、交通现状以及原设计要求等因素综合确

定。

3.3.3.2 裂缝类病害，注浆孔宜距离裂缝0.25 m，沿裂缝两侧交叉布置，间距宜为0.5 m～

1.0 m；其它类病害，注浆孔宜按梅花型布置，间距宜为0.5 m～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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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注浆孔直径宜为20 mm，深度应达到病害位置底部，处治范围宜向病害周边延伸0.5

m～1.0 m。

3.3.4 路面裂缝焊接

输送孔应沿反射裂缝平均分布，孔径宜为20 mm，间距为0.5 m～1.0 m，裂缝较窄部位

可适当加密，深度应达到裂缝底部。

4 病害处治施工

4.1 一般规定

4.1.1 根据设计和现场实际情况合理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4.1.2 施工时间应避开雨、雪、大风天气。

4.1.3 水泥、石灰等材料储存应有防水、防雨、防风、防火、防潮措施。

4.1.4 施工时应清扫路面，清除裂缝中的杂物，并保持作业面洁净。

4.1.5 正式施工前应铺筑试验段

4.2 干拌水泥碎石桩技术

4.2.1 材料

4.2.1.1 水泥

4.2.1.1.1 宜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为 42.5。

4.2.1.1.2 水泥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水泥技术要求

项 目 单 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氧化镁 % ≤5

GB/T 176三氧化硫 % ≤3.5

烧失量 % ≤5

续上表

项 目 单 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安定性(沸煮法) — 合格 JTG E30 T 0505

细度（比表面积） m
2
/kg ≥300 JTG E30 T 0504

凝结时间
初凝 min ≥45

JTG E30 T 0505
终凝 min ≤180

抗压强度
3 d MPa ≥17

GB/T 17671
28 d MPa ≥42.5

4.2.1.2 石料

4.2.1.2.1 材料宜选用级配碎石，由粗集料和细集料混合而成。

4.2.1.2.2 粗集料表面清洁、干燥、无风化、质地坚硬，技术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粒径

规格符合表3的规定。

表 2 粗集料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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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压碎值 % ≤30 JTG E42 T 0316

针片状颗粒含量（混合料） % ≤20 JTG E42 T 0312

水洗法小于 0.075 mm 颗粒含量 % ≤2.0 JTG E42 T 0310

软石含量 % ≤5 JTG E42 T 0320

坚固性 % ≤12 JTG E42 T 0314

表 3 粗集料规格

规格

名称

公称粒径

（mm）

通过下列筛孔（mm）的质量百分率（%）

31.5 26.5 19.0 16 13.2 9.5 4.75 2.36

S8 10～25 100 90～100 50～65 30～45 15～30 0～10 - -

S9 10～20 - 100 90～100 55～70 25～40 0～15 - -

S10 10～15 - - - 100 90～100 0～15 - -

S12 5～10 - - - - 100 90～100 0～15 -

S14 3～5 - - - - - 100 90～100 0～15

4.2.1.2.3 细集料应洁净、干燥、无风化、无杂质，有适当的颗粒级配，其技术要求符合

表4的规定，粒径规格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4 细集料技术要求

指 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表观相对密度 — ≥2.45 JTG E42 T 0328

坚固性（>0.3 mm部分） % ≤12 JTG E42 T 0340

含泥量 % ≤5 JTG E42 T 0333

砂当量 % ≥50 JTG E42 T 0334

注：细集料的洁净程度，天然砂以含泥量表示，石屑和机制砂以砂当量表示。

表 5 细集料规格

规格名称
公称粒径

（mm）

通过下列筛孔（mm）的质量百分率（%）

9.5 4.75 2.36 0.6 0.075

S16 0～3 100 80～100 0～5 0～5

S15 0～5 100 80～90 55～65 0～5 0～5

4.2.1.2.4 级配碎石的级配范围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级配碎石的级配范围

筛孔尺寸（mm）
通过下列方孔筛的质量百分率（%）

31.5 26.5 19 9.5 4.75 2.36 0.6 0.075

级配范围 100 66～100 54～100 54～100 28～84 20～70 8～47 0～40

4.2.2 施工工艺

4.2.2.1 施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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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取芯机、钻机、夯孔机、灌料机、搅拌机、夯实机、封口机、发电机等。配套

设备性能满足以下规定：

a）搅拌机和灌料机功率应匹配；

b）取芯机、钻机、夯孔机孔径应配套。

4.2.2.2 工艺流程

干拌水泥碎石桩技术施工流程如图 1。

图 1 干拌水泥碎石桩技术施工流程

4.2.2.3 技术要求

4.2.2.3.1 施工前，应标记施工段落和钻孔位置。

4.2.2.3.2 钻孔布孔宜由外向内进行。

4.2.2.3.3 用取芯机贯穿路面面层、基层和底基层钻取引导孔。

4.2.2.3.4 按照设计的孔径和孔深，使用钻机以试验段确定的速度干钻钻孔。

4.2.2.3.5 当被加固路基的含水量较大时，可在成孔过程中加入少量水泥。

4.2.2.3.6 使用夯孔设备将孔底夯实。

4.2.2.3.7 混合料应采用机械拌和，每盘料不少于 1 min，并在初凝前夯实。

4.2.2.3.8 每灌注 0.5 m 使用夯实机械进行夯实，夯锤重 120 kg～150 kg，落距 1 m～1.5 m，

夯实次数宜为 7～9 次，前后两次沉降差不超过 5 mm。

4.2.2.3.9 封孔宜采用热拌沥青混合料、路面冷补料等材料，孔顶宜高出路面 3 mm～5 mm。

4.2.3 质量检查与验收

4.2.3.1 按批检验原材料质量，检验项目和频率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7 原材料质量技术要求

原材料 项 目 检查频率 技术要求

水泥

凝结时间（终凝） 随时

应符合表1规定

抗压强度（3 d、28 d）

每批料 1次或更换生产厂家时氧化镁

三氧化硫

剂量 随时

石料

级配

随时

应符合表2~表6

规定

含泥量

针片状含量

压碎值

每批料 1次或更换生产厂家时含水率

坚固性

4.2.3.2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 8 施工中质量检查标准及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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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单 位 技术要求 备注

桩 距 mm ±15 过程控制

桩 长 mm 不小于设计值 过程控制

桩 径 mm 不小于设计值 过程控制

4.2.3.3 质量检验应符合表 9的规定。

表 9 干拌水泥碎石桩处治质量检验标准

项 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验频率 试验方法

外观 — 封孔均匀，无松动 全检 目测

弯沉 mm 满足设计要求 每30 m
2
一个点 JTG E60 T 0953

4.3 石灰砂桩技术

4.3.1 材料

4.3.1.1 生石灰

宜采用III级以上的钙质生石灰，粒径不大于70 mm，消石灰含量不宜超过15%，技术指

标应符合表10的规定。

表 10 生石灰技术要求

项 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有效氧化钙加氧化镁含量（%） ≥70 JTG E51 T 0813

未消化残渣含量（%） ≤17 JTG E51 T 0815

氧化镁含量（%） ≤5 JTG E51 T 0812

4.3.1.2 砂

4.3.1.2.1 含水率宜<15%，其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表 11 砂的技术要求

项 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坚固性（%） ≤10 JTG E42 T 0340

泥块含量（%） ≤1 JTG E42 T 0335

表观密度（kg/m
3
） ≥2500 JTG E42 T 0328

4.3.1.2.2 级配范围宜符合表12的规定。

表 12 砂的级配范围

公称粒径（mm）
通过下列筛孔（mm）的质量百分率（％）

9.5 4.75 2.36 0.6 0.075

0～5 100 90～100 65～95 15～30 0～10

0～3 — 100 75～100 30～60 0～15

4.3.2 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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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施工设备

主要包括取芯机、钻机、夯孔机、夯实机、封口机、发电机等。取芯机、钻机、夯孔机

孔径应配套。

4.3.2.2 工艺流程

石灰砂桩技术施工流程如图 2。

图 2 石灰砂桩技术施工流程

4.3.2.3 施工技术要求

4.3.2.3.1 施工前应标记施工段落和钻孔位置。

4.3.2.3.2 钻孔布孔宜由外向内进行。

4.3.2.3.2 用取芯机贯穿路面面层、基层和底基层钻取引导孔。

4.3.2.3.2 按照设计的孔径和孔深，使用钻机以试验段确定的速度干钻钻孔。

4.3.2.3.2 使用夯孔设备将孔底夯实。

4.3.2.3.2 每灌注 0.5 m 使用夯实机械进行夯实，夯锤重 120 kg～150 kg，落距 1 m～1.5 m，

夯实次数宜为 3～5 次，前后两次沉降差不超过 5 mm。

4.3.2.3.2 施工现场如出现地面隆起现象，应调整桩间距。

4.3.2.3.2 成桩后宜进行临时覆盖，待桩体稳定后再进行正式封孔，孔顶面宜高于路面 3

mm～5 mm。

4.3.3 质量检查与验收

4.3.3.1 施工过程中，应按批检查原材料质量，检验项目和频率应符合表 13 的规定。

表 13 原材料质量技术要求

原材料 项 目 检查频率 技术要求

石灰

有效氧化钙加氧化镁含量 随时

应符合表10的规

定

未消化残渣含量（%）
每批料 1次或更换生产厂家时

氧化镁含量（%）

剂量 随时

砂

级配
随时

应符合表11、表

12的规定

泥量含量

含水率
每批料 1次或更换生产厂家时

坚固性

4.3.3.2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应符合表14的规定。

表 14 施工中质量检查标准及允许偏差

项 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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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 距 mm ±15 过程控制

桩 长 mm 不小于设计值 过程控制

桩 径 mm 不小于设计值 过程控制

4.3.3.3 施工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表 15 的规定。

表 15 石灰砂桩处治质量检验标准

项 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外观 — 封孔均匀，无松动 全检 目测

弯沉 mm 满足设计要求 每30 m
2
一个点 JTG E60 T 0953

4.4 高强聚合物注浆技术

4.4.1 材料

高强聚合物注浆材料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6的规定。

表 16 高强聚合物材料技术要求

项 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密度 g/cm
3

≥1.2 GB/T 6750

标准稠度用水量 % 5～20

GB/T 1346
凝结

时间

初凝 min ≥30

终凝 min ≤100

流动性 m ≤30

抗折强度
2 h MPa ≥2.5

GB/T 17671
3 h MPa ≥5.0

抗压强度
2 h MPa ≥15

3 h MPa ≥20

4.4.2 施工工艺

4.4.2.1 施工设备

主要包括钻机、液压注浆泵等。

4.4.2.2 工艺流程

高强聚合物注浆技术施工流程如图 3。

图 3 高强聚合物注浆技术施工流程

4.4.2.3 施工技术要求

4.4.2.3.1 钻孔应匀速慢进，上下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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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3.2 成孔后，保持路面清洁。

4.4.2.3.3 根据钻孔深度，插入注浆管，安装注射帽，确保注射帽凹型边缘清洁。

4.4.2.3.4 注射枪与注射帽应结合紧密，注浆压力宜为 3 MPa～7 MPa；注浆饱满后，稳压 3

min～5 min。

4.4.3 质量检查与验收

施工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表17的规定。

表 17 高强聚合物注浆处治质量检验标准

项 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外观 — 表面平整、处治材料分布均匀， 全检 目测

初凝时间 分钟 ≥30 随时
GB/T 1346

终凝时间 分钟 ≤100 随时

路面弯沉 — 满足设计要求 每30 m
2
一个点 JTG E60 T 0953

4.5 路面裂缝焊接技术

4.5.1 材料

裂缝焊接料宜选用双组分改性环氧聚合物材料，A、B组分的技术要求分别符合表18、表

19的规定，A、B组分合成后形成的聚合物技术要求应符合表20的规定。

表 18 改性环氧聚合物材料 A组分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外观 — 均匀 目测

黏度（25℃） Pa.s ≤0.1 GB/T 22314

含水率 % ≤1 GB/T 1034

密度（25℃） g/cm
3

1.05～1.20 GB/T 15223

表 19 改性环氧聚合物材料 B组分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外观 — 半透明 目测

黏度（25℃） Pa.s ≤0.1 GB/T 22314

含水率 % ≤0.5 GB/T 1034

密度（25℃） g/cm
3

1.10～1.20 GB/T 15223

表 20 改性环氧聚合物材料的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密度 kg/m
3

1200～1400 GB/T 1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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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间（25℃） 秒 20～30 GB/T 22314

完全固化时间（25℃） h ≤72 JT/T 280

粘接强度（25℃） MPa ≥2 JG/T 24

断裂伸长率 % ≥20 GB/T 1040

耐化学腐蚀 -- 不溶解于化学药品（酸、碱） GB/T13353

阻燃性 -- 空气中难燃 GB/T2406

4.5.2 施工工艺

4.5.2.1 施工设备

主要包括钻机、高压裂缝焊接设备、料桶、发电机、空压机、吸尘器等。

4.5.2.2 工艺流程

路面裂缝焊接技术施工工艺流程如图 4。

图 4 路面裂缝焊接技术施工流程

4.5.2.3 技术要求

4.5.2.3.1 焊接施工前，应封闭路面表面裂缝。

4.5.2.3.2 钻孔孔位应以裂缝为中心，垂直误差不大于 5 mm。

4.5.2.3.3 裂缝焊接料输送压力宜为 3 MPa ～7 MPa，输送到设定值后，停止输送，稳压 15

s。

4.5.3 质量检查与验收

施工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表21的规定。

表 21 裂缝焊接处治质量检验标准

项 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外观 — 表面平整、处治材料分布均匀 全检 目测

渗水系数 mL/min ≤10 总裂缝的 5%，每道缝三个点 JTG E60 T 0971

芯样外观 — 芯样完整、密实、无空隙 总裂缝的 1%，每道缝取一个芯 目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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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公路深层病害探地雷达无损检测方法

A.1 检测仪器及设备

A.1.1 探地雷达主机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系统增益应不低于 120 dB；

b） 信噪比应不低于 60 dB；

c） 模数转换应不低于 12 位；

d） 信号迭加次数应可选择；

e） 采样间隔宜不大于 0.5 ns；

f） 实时滤波功能可选择；

g） 应具有点测与连续测量功能；

h） 应具有手动或自动位置标记功能；

i） 应具有现场数据处理功能。

A.1.2 探地雷达天线宜采用不同频率的组合天线，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具有屏蔽功能；

b） 最大探测深度应大于 2 m；

c） 垂直分辨率应高于 2 cm。

A.1.3 探地雷达工作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工作环境温度应为-10 ℃～+40 ℃；

b） 工作环境湿度应小于 90%。

A.2 现场检测

A.2.1 检测前准备

A.2.1.1 对被检工程进行现场调查，搜集设计、施工资料，了解工作条件及环境安全状况。

A.2.1.2 调查施工过程中特殊施工段，记录结构物位置和影响检测工作障碍物和电磁干扰

源的位置。

A.2.1.3 调查已发生表层病害，并记录其位置和类型。

A.2.1.4 检测前应正确连接雷达系统，并进行试运行。

A.2.1.5 检测前应准确标记检测里程桩号及测线位置。

A.2.1.6 测量轮连续采集时应保持测量轮随检测距离运转良好，计程准确。

A.2.1.7 在不间断通行公路检测时，检测车后应跟随保通警示车辆，检测车内应有专人负

责安全。

A.2.2 测线布置

A.2.2.1 测线布置应以纵向布线为主，横向布线为辅。

A.2.2.2 每车道应布设一条纵测线。应选取有代表性病害的特征部位布设横测线，对于重点

病害异常区段宜进行加密测线，必要时应根据缺陷目标体形状布置横向测线。

A.2.2.3 测线每1 km应有一个里程标记，标记应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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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介质参数标定

A.2.3.1 检测前应对公路结构层的介电常数或电磁波速做现场标定，每同类公路结构层宜不

少于 3处，取平均值为该类公路结构层的介电常数或电磁波速。当检测长度大于 10 km 时应

适当增加标定点数 A.2.3.2 标定宜采用钻孔实测方法，标定记录中的界面反射信号应清晰、

准确；

A.2.3.3 标定结果应按公式（A.1）、公式（A.2）计算：

= ···························································(A.1)

V = *10
9···························································(A.2)

式中：

ε---相对介电常数；

t---双程旅行时间，ns；

d---标定目标体厚度或距离，m；

v---电磁波速，m/s。

A.2.4 现场参数设定

检测参数应包括中心频率、时窗、采样率、测点点距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a）天线中心频率应按公式（A.3）选择:

f = ····························································(A.3)

式中：

f---天线中心频率，MHz；

X---要求的空间分辨率；

ε---相对介电常数。

b）时窗应按公式（A.4）确定:

T =1.3* ···················································（A.4）

式中：

T---时窗长度，ns；

d---目标体厚度或距离，m；

v---电磁波速，m/s。

c） 采样率应满足 Nyquist 采样定律，采样率宜不小于天线中心频率的 6 倍；

d） 测量点距应保证每个目标体有不少于 5条以上的扫描道通过；

e） 距离记录方式宜采用测量轮连续测量采集方式，特殊情况可采用点测方式；

f） 当使用分离式天线时，天线间距应按公式（A.5）计算:

s = ························································(A.5)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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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天线间距，MHz；

d---目标体厚度或距离，m；

ε---相对介电常数。

A.2.5 现场检测

A.2.5.1 检测时应保证检测天线平稳匀速直线行进，减少天线晃动，避免不必要的绕行。

A.2.5.2 检测时移动速度应控制在以不丢失采集数据为准，不宜太快。

A.2.5.3 应密切注意雷达图像的变化，对图像异常段做好记录，必要时进行复检或加密检测。

A.2.5.4 应随时记录可能对测量产生电磁影响的物体形态及其位置。

A.2.5.5 检测记录应包括测线位置、编号、天线移动方向、标记间隔、天线类型以及异常描

述等。

A.3 数据处理与分析

A.3.1 原始数据处理前应检查原始数据是否完整，信号是否清晰，里程记录是否正确。不合

格的原始数据不得进行处理与解释。

A.3.2 外业原始记录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资料应作废重新采集：

a） 测点、测线、里程桩号混淆不清；

b） 干扰背景强烈，妨碍有效波的识别；

c） 不能可靠采集有效波。

A.3.3 数据处理与解释软件应使用正式认证或经鉴定合格的软件。

A.3.4 应正确选择处理参数，处理参数应能有效压制干扰信号、提高信噪比、真实反映地下

介质的情况、获取清晰的处理剖面。

A.3.5 处理后的资料应确保里程桩号和位置标记准确、无误。

A.4 资料解释

A.4.1 资料解释应在掌握测区内物性参数和公路结构层的基础上，按由已知到未知和定性指

导定量的原则进行。

A.4.2 根据现场记录，分析可能存在的干扰体位置与雷达记录中异常的关系，准确区分有效

异常与干扰异常。

A.4.3 准确读取双程旅行时的数据。

A.4.4 公路结构层界面应根据反射信号的强弱、频率变化及延伸情况确定。

A.4.5 雷达数据解释完后，必须现场打孔验证。

A.4.6 解释结果和成果应符合公路质量检测要求。

A.5 评价报告

A.5.1 检测工作完成后，应编制探地雷达检测报告。报告应由说明书、图件和附件组成。

A.5.2 检测报告准确、完整，数据应真实、齐全。内容应包括：检测项目、检测方法、采用

的仪器和设备、工作布置、工作量、检测数量、抽验路段、检测结果、资料处理和解释、检

测结果验证分析、结论等。

A.5.3 报告主要图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测线布置图，含测线的位置、方向和里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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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探地雷达时间剖面图像；

c） 探地雷达深度剖面图像；

d） 综合解释断面图；

e） 病害检测结果及评价表；

f） 病害分布统计表和分布图。

A.5.4 报告附件应包括如下内容：

a） 原始记录；

b） 原始数据（仪器原始数据应转换为标准物探格式）；

c） 检测影像资料及电子文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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