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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规范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在道路基层中的应用，保证工程质量；同时提升生产与施工企业技术能

力，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满足日益提高的公路需求，制订本规程。 

本标准由        负责归口管理，由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函告本标准日常管理组，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

电子邮箱： ），或   （地址：        ；邮编：       ；传真：       ；电子邮箱：           ），

以便修订时研用。 

本规范的主要编写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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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在道路基层中的应用的术语和定义，原材料与组分，基层材料组

成设计，现场施工工艺与质量控制，现场检测与评定标准等方面。 

本规程适用于使用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的道路路面基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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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规程。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JT/T 994-2015 公路工程 路面基层稳定用水泥 

GB/T 23456 磷石膏 

GB/T 8074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 

GB/ T 1345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法 

GB/T 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 

GB/ 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T 2847 用于水泥中的火山灰质混合材料 

GB/ T 5483 天然石膏 

GB/ T 12573 水泥取样方法 

GB/ T 1804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 T 2049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 

GB/ T 21371 用于水泥中的工业副产石膏 

GB/ T 2675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电炉磷渣粉 

JC/ T 313 膨胀水泥膨胀率试验方法 

GB/T 50082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C/T 2391-2017 制品用过硫磷石膏矿渣水泥混凝土 

JTG E51-2009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 

JTG/T F20-2015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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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4685-2011 建设用碎石、卵石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地下水质量标准  

NYT 1978-2010 肥料 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GB 6763-86 建筑材料用工业废渣放射性物质限制标准 

HJ 557-2010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HJ 593－2010 水质 单质磷的测定 磷钼蓝分光光度法 

HJ 488－2009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487－2009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茜素磺酸锆目视比色法  

HJ 669－2013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GB 11896-89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 

    以磷石膏和矿渣为主要原料，钢渣或者硅酸盐水泥熟料为碱性激发剂，制备出的一种新型水硬性胶

凝材料。 

3.2 过硫磷石膏集料  

以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为主要原料，通过造粒工艺并经过相关养护工艺形成的人造集料。 

3.3 过硫磷石膏稳定材料 

以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土、外加剂与水按照一定比例搅拌均匀，养生到一定龄期得到的道路基层

材料。 

3.4 过硫磷石膏稳定集料 

以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过硫磷石膏集料、石屑、外加剂与水按照一定比例搅拌均匀，养生到一定

龄期得到的道路基层材料。 

3.5 水泥稳定过硫磷石膏集料 

以水泥、过硫磷石膏集料、外加剂与水按照一定比例搅拌均匀，养生到一定龄期得到的道路基层材

料。 

征
求
意
见
稿



 

 4 

4  原材料性能 

4.1 一般规定 

4.1.1 在原材料性能试验检测时，应随机选取具有足够数量的样本进行材料试验。 

4.2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 

4.2.1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中磷石膏掺加量按质量百分比计宜在 50%左右，水泥掺量应控制在 4%左

右；添加剂掺加量按质量百分比计应小于 1%。 

4.2.2细度：80µm 方孔筛筛余不大于 10.0%。 

4.2.3 凝结时间：初凝时间应大于 3h；终凝时间宜大于 6h，且应小于 10h。 

4.2.4强度等级与指标见表 4.2.4.1。 

表 4.2.4.1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强度等级与指标 

强度等级 
抗压强度（MPa） 抗折强度（MPa） 

7d 28d 7d 28d 

27.5 ≥13.0 ≥27.5 ≥2.5 ≥5.0 

32.5 ≥15.0 ≥32.5 ≥3.0 ≥5.5 

4.2.5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净浆试件水中养护时各龄期线膨胀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1）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净浆试件 7d线膨胀率应不小于 0.1%； 

（2）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净浆试件 28d线膨胀率应不大于 0.5%。 

4.2.6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安定性按照 GB/T 1346安定性测试方法（标准法）以及浸水法检测应同时合

格。 

4.3 过硫磷石膏集料 

4.3.1 过硫磷石膏集料应满足表 4.3.1.1才可使用。 

表 4.3.1.1 过硫磷石膏集料的基本要求 

序号 项目 指标 

1 筒压强度 ≥7.0MPa 

2 1h 吸水率 ≤5% 

3 压碎值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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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化系数 ≥0.8 

5 磨耗值 ≤35% 

6 煮沸质量损失 ≤5% 

7 烧失量 ≤3% 

8 含泥量 ≤1% 

9 放射性 合格 

10 0.075mm 以下粉尘含量 ≤2% 

4.3.2 不同粒型的过硫磷石膏集料的粒型系数应符合表 4.3.2.1 的相关要求。 

表 4.3.2.1 过硫磷石膏集料的粒型系数 

磷石膏人造集料类型 平均粒型系数 

圆球型 ≤1.2 

碎石型 ≤1.6 

4.3.3 过硫磷石膏集料的有害物质含量应满足表 4.3.3.1 的相关要求。 

表 4.3.3.1 过硫磷石膏集料的有害物质含量要求 

项目名称 质量指标 要求 

氯化物含量（以氯离子含量计）（%） ≤0.02 - 

有机物含量 不深于标准色 
如深于标准色，按 GB/T 

17431.2010 规定执行 
注：GB/T 17431.2-2010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 2 部分：轻集料试验方法 

4.4 过硫磷石膏稳定材料 

4.4.1 以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在最佳含水量下稳定土或碎石作路面基层材料，以外掺法计，过硫磷石膏

胶凝材料占混合料的比例在 5%~15%。 

4.4.2土或碎石等被稳定材料颗粒级配应符合 JTG/T F20-2015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的要求。 

4.4.3 最佳含水量等试验方法根据 JTG E51-2009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确定。 

4.5 过硫磷石膏稳定集料 

4.5.1 以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为结合料，稳定过硫磷石膏集料和石屑作路面基层材料，过硫磷石膏集料

的粒径在 4.75mm-19mm之间。 

征
求
意
见
稿



 

 6 

4.5.2 石屑颗粒级配应符合 JTG/T F20-2015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的要求。 

4.6 水泥稳定过硫磷石膏集料 

4.6.1 以水泥稳定过硫磷石膏集料和石屑作路面基层材料。 

4.6.2采用水泥稳定时，应控制水泥掺量在 6%左右。 

5  混合料组成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按照土中单个颗粒的粒径大小和组成，将土分为细粒土、中粒土和粗粒土三种。过硫磷石膏胶凝

材料剂量以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质量占全部粗细土颗粒（即土、碎石、细集料和过硫磷石膏集料）干质

量的百分率表示，即：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剂量=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质量/干土质量。 

5.1.2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组成设计应包括原材料检验、混合料的目标配合比设计、混合

料的生产配合比设计和施工参数确定四部分。 

条文说明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组成设计流程见图 5.1.2。 

 

 

 

 

 

 

 

 

 

 

 

 

 

 

 

 

 

 

 

 

 

材料特点 技术要求 

确定稳定材料
 

生产配合比设计 目标配合比设计 施工参数确定 原材料检验 

级配优化 

结合料检验 

被稳定材料检验 

其他材料检验 

确定结合料剂量 

确定合理含水率 

确定最大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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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过硫磷石膏基道路基层材料组成设计流程 

5.1.3 确定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最大干密度指标时应采用《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

试验规程》(JTG E51)中规定的重型击实方法，也可采用振压实方法。 

5.1.4 用于基层的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强度满足要求时尚宜检验其水稳性能、抗冲刷性能、

膨胀性能、干缩与温缩性能以及抗裂性能。 

条文说明 

在强度满足要求的同时，其水稳性能、抗冲刷性能、膨胀性能、干缩与温缩性能以及抗裂性能等也

满足要求方可用于基层。 

5.2 结合料的计算与比例 

5.2.1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中的无机结合料各组分剂量应以各组分质量占全部干燥被稳定

材料质量的百分率表示。 

5.2.2 过硫磷石膏稳定集料中的无机结合料各组分剂量应以各组分质量占全部干燥被稳定材料质量的百

分率表示。 

5.2.3 水泥稳定过硫磷石膏集料中的无机结合料剂量应以水泥质量占全部干燥被稳定材料质量的百分率

表示。 

5.2.4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中，磷石膏含量应在 50%以上，与其他掺和料结合并根据技术要求按不同剂

量分组试验： 

底基层：一般按 5%、7%、9%三种比例进行试验； 

下基层：一般按 7%、9%、11%三种比例进行试验； 

上基层：一般按 11%、13%、15%三种比例进行试验。 

5.2.5根据上述比例，以被稳定材料的优化级配为基础，根据 JTG E51-2009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

材料试验规程》开展击实实验，以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掺量 5~15%为掺配比例区间，确定不同配合比

情况下基层材料的最佳含水量和最大干密度。 

5.3 混合料推荐级配及技术要求 

5.3.1 混合料的强度要求以及强度试验和计算参照 JTG/T F20-2015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规定。 

5.3.2 当采用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碎石、砾石等材料时，被稳定材料的要求和级配参照 JTG/T 

F20-2015 执行。 

5.3.3 当采用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或水泥稳定过硫磷石膏集料时，过硫磷石膏集料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1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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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过硫磷石膏集料不宜作为 0~4.75 公称粒径的细集料使用。 

5.3.5 过硫磷石膏集料级配宜符合表 5.3.5 规定。 

表 5.3.5 过硫磷石膏集料推荐级配范围(%) 

公称粒径

(mm) 

通过下列筛孔(mm)的质量百分比(%) 

31.5 26.5 19.0 13.2 9.5 4.75 2.36 

19~26.5 100 90~100 0~10 0~5 — — — 

9.5~19 — 100 90~100 — 0~10 0~5 — 

4.75~9.5 — — — 100 90~100 0~10 0~5 

 

5.3.6 过硫磷石膏集料应以磷石膏为主要原材料加工而成，不应含有黏土块等其它杂质。 

5.3.7 过硫磷石膏集料单独使用或与天然集料配合使用时，其集料级配必须满足表 5.3.5 的相关要求。 

5.3.8 当过硫磷石膏集料的吸水率大于 2%时，在使用前应先浸水 1h，但过硫磷石膏集料的总吸水量不

能超过基层混合料的最佳含水量。 

条文说明 

过硫磷石膏集料的密度与集配碎石或砾石相差较大，在进行配合比设计时可采用体积置换法进行配

合比设计。 

 

5.4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目标配合比设计 

5.4.1 应根据当地材料特点，交通量等级，选择合适的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强度。 

5.4.2 选定目标级配曲线后，应对各档材料进行多次筛分，确定其平均筛分曲线及相应的变异系数，并

按 2倍标准差计算出各档材料筛分级配的波动范围。 

5.4.3 确定各种混合料的最佳含水量和最大干（压实）密度，至少应做三个不同结合料剂量混合料的击

实试验，即最小剂量、中间剂量和最大剂量。其他两个剂量混合料的最佳含水量和最大干密度用内插法

确定。 

5.4.4 应根据试验确定的最佳含水率、最大干密度及压实度要求成型标准试件，验证不同结合料剂量条

件下混合料的技术性能，确定满足设计要求的最佳结合料剂量。 

5.4.5 应按下列步骤合成目标级配曲线并进行性能验证： 

（1）根据各档材料的平均筛分曲线进行目标级配的合成，确定其使用比例，得到混合料的合成级

配； 

（2）根据合成级配进行混合料重型击实试验和 7d无侧限抗压强度，验证混合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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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应根据己确定的各档材料使用比例和各档材料级配的波动范围，计算实际生产中混合料的级配波

动范围;并应针对这个波动范围的上、下限验证性能。 

5.5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生产配合比设计 

5.5.1根据目标配合比确定的各档材料比例，应对拌合设备进行调试和标定，确定合理的生产参数。 

5.5.2 拌合设备的调试和标定除包括料斗称量精度、结合料计量和拌合设备加水量等法定计量标定外，

还应进行转速流量曲线的标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绘制各集料仓转速流量曲线，不少于三个流量参数； 

（2）按各档材料的比例关系，设定相应的称量装置，调整拌合设备各个料仓的进料速度； 

（3）按设定好的施工参数进行试生产，调试生产级配，不满足要求时，应进一步调整施工参数。 

5.5.3 应在生产级配调试的基础上进行试验段的铺筑对生产级配进行验证，并取样、试验。试验应符合

下列规定： 

（1）通过混合料中实际含水率的测定，确定施工过程中水流量计的设定范围； 

（2）通过混合料中实际结合料剂量的测定，确定施工过程中结合料掺加的相关技术参数； 

（3）通过击实试验，确定结合料剂量变化、含水率变化对混合料最大干密度的影响； 

（4）通过抗压强度试验，确定材料的实际强度水平和拌合工艺的变异水平。 

5.5.4 混合料生产参数的确定应包括结合料剂量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等指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实际生产采用的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剂量宜比室内试

验确定的剂量增加 0.2%~0.5%； 

（2）结合施工过程的运距及气候条件，对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含水率进行合理调整； 

（3）最大干密度应以最终合成级配击实试验结果为标准。 

6  现场施工工艺与质量控制 

6.1 一般规定 

6.1.1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可以在中心站用厂拌设备进行集中拌和，对于高速公路和一级

公路，应采用专用稳定土集中厂拌机械拌制混合料。 

6.1.2 混合料的拌合能力与混合料摊铺应相匹配。 

6.1.3 拌和厂应安置在地势相对较高的位置，且场地应平整并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同时做好场站内的

防、排水。场地应采用混凝土硬化，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C15，厚度应不小于 200mm。 

6.1.4 稳定材料层宽 11~12m 时，每一流水作业段长度以 300m 为宜；稳定材料层宽大于 12m 时，作业

段宜相应缩短。宜综合考虑下列因素，合理确定每日施工作业段长度： 

（1）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生产效率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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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人员数量及操作熟练程度； 

（3）施工季节和气候条件； 

（4）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的初凝时间和终凝时间； 

（5）减少施工接缝的数量。 

6.1.5 对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宜在 2h之内完成碾压成型，应取混合料的初凝时间与容许

延迟时间较短的时间作为施工控制时间。 

6.1.6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在过分潮湿路段上施工时应采取措施，降低潮湿程度、消除积

水。 

条文说明 

过分潮湿路段指路段湿度水平超过所用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所适应的湿度水平的上限。 

6.1.7 结构层施工应选择适宜的气候环境，针对当地气候变化制订相应的处置预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在气温较高的季节组织施工。施工期的日最低气温应在 5℃以上，在有冰冻的地区，应在第

一次重冰冻到来的 15~30d之前完成施工。 

（2）宜避免在雨季施工，且不应在雨天施工。 

条文说明 

重冰冻的标准一般指气温达到-3 ~-5℃。 

6.1.8 应将室内重型击实试验法确定的干密度作为压实度评价的标准密度。 

6.2 混合料集中厂拌与运输 

6.2.1 工程所需磷石膏等原材料与各档石料严禁混杂，应分档隔仓堆放，并有明显的标志。 

6.2.2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根据要求可以干磨和湿磨，采用干磨时磷石膏可采取和各材料一样的堆仓堆

放方法，生产搅拌时按比例下料。 

6.2.3 采用湿磨时将磷石膏与各材料按比例关系混合，供水一起拌合均匀至浆体状，将制得的浆体放入

料浆池，料浆池需进行水分防挥发处理，且需安装搅拌装置以防其凝结，其他各材料堆放在料仓，基层

稳定料生产拌合时按材料各比例关系进行供给搅拌，浆体可采用泵送至搅拌混合系统。 

6.2.4 对于施工地较偏远的公路应使用干磨法，不宜使用湿磨法；对于城镇道路按施工技术要求使用。 

6.2.5 集中拌和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土块应粉碎； 

（2）配料应准确，拌和应均匀； 

（3）含水量宜略大于最佳值，使混合料运到现场摊铺后碾压时的含水量不小于最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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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粒级的碎石或砾石以及细集料（如石屑和砂）应隔离，分别堆放。 

6.2.6 在正式拌制混合料之前，必须先调试所用的设备，使混合料的颗粒组成和含水量都达到规定的要

求。 

6.2.7 在潮湿多雨地区或其他地区的雨季施工时，应采取措施，保护集料，特别是细集料（如石屑和砂

等）应有覆盖，防止雨淋。 

6.2.8 对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上述材料严禁露天堆放，应放置于专门搭建的防雨棚内或库房内。 

6.2.9 对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应采用专用稳定材料拌和设备拌制混合料。稳定细粒材料集中拌和时，

土块应粉碎，最大尺寸应不大于 15mm。 

6.2.10 稳定中、粗粒材料的拌和生产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1）对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混合料拌和设备的产量宜大于 500t/h。 

（2）拌和设备的料仓数目应与规定的备料档数相匹配，宜较规定的备料档数增加 1个。 

（3）各个料仓之间的挡板高度应不小于 1m。 

（4）高速公路的基层施工时，每个料斗与料仓下面应安装称量精度达到±0. 5%的电子秤。 

条文说明 

（1）保证混合料施工现场摊铺施工的连续。 

（2）避免料仓在加料时各档料的掺混。 

6.2.11气温高于 30℃时，水泥进入拌缸温度宜不高于 50℃；高于 50℃时应采取降温措施。气温低于 15℃

时，水泥进入拌缸温度应不低于 10℃。 

6.2.12 高速公路基层的混合料拌和时，宜采用两次拌和的生产工艺，也可采用间歇式拌和生产工艺，拌

和时间应不少于 15s。 

6.2.13 在拌和过程中，应实时监测各个料仓的生产计量，对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应每 10min打印各档

料仓的使用量。某档材料的实际掺加量与设计要求值相差超过 10%时，应立即停机检查原因，正常后

方可继续生产。 

6.2.14 对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应从拌和厂取料，每隔 2h 测定一次含水率，每隔 4h 测定一次结合料的

剂量，并做好记录。 

6.2.15 应尽快将拌成的混合料运送到铺筑现场。车上的混合料应覆盖，减少水分损失。 

6.2.16 应根据工程量的大小和运距的长短，配备足够数量的混合料运输车。 

6.2.17 混合料运输车装料前应清理干净车厢，不得存有杂物。 

6.2.18 混合料运输车装好料后，应用篷布将厢体覆盖严密，直到摊铺机前准备卸料时方可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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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9 运输拌和物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接料前，搅拌运输车应排净积水； 

（2）在运输途中及等候卸料时，应保持搅拌运输车罐体正常转速，不得停转； 

（3）卸料前，搅拌运输车罐体宜快速旋转搅拌 20s 以上后再卸料。 

6.2.20 在装料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减小混合料的离析。材料装车时，应控制每车料的质量基本相等。 

6.3 混合料摊铺与碾压 

6.3.1底基层、基层分层施工时，应采用两层连续摊铺、分层碾压一次成型工艺。  

6.3.2 在摊铺前根据试验得出的松铺系数，并计算摊铺时的厚度，摊铺时比设计高程高 5cm～10cm，有

利于施工中对摊铺厚度的控制。 

6.3.3 摊铺前将下承层适当洒水湿润。 

6.3.4 人工摊铺的土层整平后，应采用两轮压路机碾压 1 ~2遍,使其表面平整，并有一定的压实度。 

6.3.5 摊铺后的混合料必须在 2小时内碾压完毕，采用 18吨振动压路机压实。 

6.3.6 混合料的碾压时间应掌握在接近最佳含水量时进行。 

6.3.7 碾压过程中，压路机严禁随意停放，应停放在已碾压完成的路段。 

6.3.8 碾压过程中，道路基层材料的表面应始终保持湿润，水分蒸发过快时，宜及时补洒少量的水，严

禁大量洒水。 

6.3.9 在碾压结束前，应用平地机终平一次，纵坡、路拱和超高应符合设计要求。终平时应将局部高出

部分刮除并扫出路外；对局部低洼之处，不再找补。 

6.3.10 洒水闷料 

（1）如已整平的土（含粉碎的老路面）含水量过小，应在土层上洒水闷料。洒水应均匀， 防 

止出现局部水分过多的现象。 

（2）严禁洒水车在洒水段内停留和调头。细粒土应经一夜闷料；中粒土和粗粒土，视其中细土 

含量的多少，可缩短闷料时间。 

（3）如为综合稳定土，应先将石灰和土拌和后一起进行闷料。 

6.3.11整平和轻压： 

对人工摊铺的土层整平后，用 6~8t两轮压路机碾压 1~2遍，使其表面平整，并有一定的压实度。 

6.3.12反复整形，直至满足技术要求，每次整形都应达到规定的坡度和路拱。 

6.3.13 人工整形时，应用锹和耙先将混合料摊平，用路拱板整形。用拖拉机初压 1~2 遍后,应根据实测

松铺系数，确定纵横断面高程，并设置标记和挂线。 

6.3.14 在整形过程中，严禁任何车辆通行，并应保持无明显的粗细集料离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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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5整形后，混合料的含水率满足要求时，应立即对结构层进行全宽碾压。在直线段和不设超高的平

曲线段，宜从两侧路肩向路中心碾压，且轮迹应重叠 1/2轮宽，后轮应超过两段的接缝处。碾压次数宜

为 6~8遍。 

6.3.16釆用人工摊铺和整形的稳定材料层，宜先用拖拉机或 6 ~8t两轮压路机或轮胎压路机碾压 1 ~2遍，

再用重型压路机碾压。 

6.3.12新完成的底基层或路基，应按相关标准的规定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铺筑上层稳定材料层。 

6.3.13 应检验松铺土层的厚度，其厚度应满足预定的要求。 

6.4 养生施工工艺 

6.4.1每一段碾压完成并经压实度检查合格后，应立即开始养生。 

6.4.2拟采用覆盖麻袋湿冶养护方式，每天至少洒水 2次，不得使改性过硫磷石膏基道路基层表面发白，

脱落。 

6.4.3 用洒水车洒水养生时，洒水车的喷头采用喷雾式，不得用高压式喷管，以免破坏基层结构，每天

洒水次数应视气候而定，以免破坏已碾压好的改性过硫磷石膏基道路基层。整个养生期间应始终保持稳

定土层表面潮湿，应注意表层情况，必要时，用两轮压路机压实。 

6.4.4 对于基层，可采用沥青乳液进行养生。 

6.4.5沥青乳液的用量按 0.8~1.0kg/m2（指沥青用量）选用，宜分两次喷洒。第一次喷洒沥青含量约 35%

的慢裂沥青乳液，使其能稍透入基层表层。第二次喷洒浓度较大的沥青乳液。 

6.4.6 如不能避免施工车辆在养生层上通行，应在乳液分裂后撒布 3~8mm 的小碎（砾）石，做成下封层。 

6.4.7整个养生期间应始终保持稳定土层表面潮湿，应注意表层情况，必要时，用两轮压路机压实。 

6.4.8 对于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基层的养生期不宜少于规定龄期。 

6.4.9 对于二级和二级以下的公路，如养生期少 7d即铺筑沥青面层，则应限制重型车辆通行。 

6.4.10 对于二级和二级以下公路，如基层上为水泥混凝土面板，且面板是用小型机械施工的，则基层完

成后可较早铺筑混凝土面层。 

6.4.11 在养生期间未采用覆盖措施的过硫磷石膏基稳定土层上，除洒水车外，应封闭交通。 

6.4.12 在采用覆盖措施的过硫磷石膏基稳定土层上，不能封闭交通时，应限制重车通行，其他车辆的车

速不应超过 30km/h。 

6.4.13 养生期结束后，如其上为沥青面层，应先清扫基层，并立即喷洒透层或粘层沥青。在喷洒透层或

粘层沥青后，宜在上均匀撒布 5~10mm 的小碎（砾）石，用量约为全铺一层用量的 60%~70%。 

6.4.14 在清扫干净的基层上，也可先做下封层，以防止基层干缩开裂，同时保护基层免遭施工车辆破坏，

宜在铺设下封层后的 10~30d 内开始铺筑沥青面层的底面层。如为水泥混凝土面层，也不宜让基层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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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晒，以免开裂。 

6.4.15薄膜覆盖养生应符合下列规定： 

（1）混合料摊铺碾压成型后，可覆盖薄膜，薄膜厚度宜不小于 lmm。 

（2）薄膜之间应搭接完整，避免漏缝，薄膜覆盖后应用砂土等材料呈网格状堆填，局部薄膜破损

时，应及时更换。 

（3）养生至上层结构层施工前 1 ~2d，方可将薄膜掀开。 

（4）对蒸发量较大的地区或养生时间大于 15d 的工程，在养生过程中应适当补水。 

6.4.16土工布养生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采用透水式土工布全断面覆盖，也可铺设防水土工布。 

（2）铺设过程中应注意缝之间的搭接，不应留有间隙。 

（3）铺设土工布后，应注意洒水，每天洒水次数应视气候而定。高温期施工，上、下午 宜各洒水

一次。 

（4）养生至上层结构层施工前 1 ~2d，方可将土工布掀开。 

（5）在养生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土工布破损。 

6.4.17 铺设湿砂养生应符合下列规定： 

（1）砂层厚宜为 70 ~ 100mm。 

（2）砂铺匀后，宜立即洒水，并在整个养生期间保持砂的潮湿状态，不得用湿黏性土覆盖。 

（3）养生结束后，应将覆盖物清除干净。 

6.4.18交通管制： 

（1）养生期间严禁一切车辆通行。 

（2）正式施工前宜建好施工便道。对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无施工便道，不应施工。 

（3）过硫磷石膏道路基层材料养生期间，小型车辆和洒水车的行驶速度应小于 40km/h。 

条文说明 

行驶速度过快，容易造成养生路段覆盖材料的损坏。 

（4）养生 7d后，施工需要通行重型货车时，应有专人指挥，按规定的车道行驶，且车速应不大于

30km/h。 

（5）级配碎石、级配砾石基层未做透层沥青或铺设封层前，严禁开放交通。 

6.5 雨季施工质量保证措施 

6.5.1 雨季气温高，为减少日照对各构件变形的影响，各部位和各构件的施工测量和施工放样，宜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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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10 时至翌晨 7 时间进行。放样和测量应选择相同的温度条件下进行。 

6.5.2 雨天和大风天气禁止高空作业。做好雨季施工组织计划，制定雨季施工的高空作业等安全措施。 

6.5.3 与当地气象部门经常保持联系，随时获得气象资料，掌握年、月、日的降雨趋势，合理安排施工，

尽量避免恶劣天气时施工。 

6.5.4 对主要材料、机具要充分估计在雨季施工期间的储备量，并增设必要的防雨、防洪措施。 

6.5.5 雨天在没有任何遮盖设施的情况下，不能进行钢材的焊接施工，同时还应按照招标文件及相应规

范的要求。 

6.5.6 雨天施工时，必须进行搭棚遮盖，避免雨水进入拌和料中，影响混合料实际加水量，降低质量。 

6.5.7 雨天在浇筑中及浇筑后，对砂石材料和混合料必须有防雨措施以保护混合料不受雨水的不利影响。 

6.6 铺筑试验段 

6.6.1 基层和底基层正式施工前，均应铺筑试验段。 

6.6.2 试验段应设置在生产路段上，长度宜为 200 ~300m。 

6.6.3 试验段开工前，应符合下列规定： 

（1）提交完整的目标配合比报告和生产配合比报告。 

（2）正常施工时所配备的施工机械完全进场，且调试完毕。 

（3）全部施工人员到位。 

6.6.4 在试验段施工期间，应及时检测下列技术项目： 

（1）施工所用原材料的全部技术指标。 

（2）混合料拌和时的结合料剂量，应不少于 4个样本。 

（3）混合料拌和时的含水率，应不少于 4个样本。 

（4）混合料拌和时的级配，应不少于 4个样本。 

（5）不同松铺系数条件下的实际压实厚度，宜设定 2~3个松铺系数。 

（6）不同碾压工艺下的混合料压实度，宜设定 2~3种压实工艺，每种压实工艺的压实度检测样本

应不少于 4个。 

（7）混合料压实后的含水率，应不少于 6个样本。 

（8）混合料击实试验，测定干密度和含水率，应不少于 3个样本。 

（9）7d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试件成型，样本量应符合要求。 

6.6.5 养生 7d后，磷石膏稳定类路面基层材料的试验段应及时检测下列技术项目： 

（1）标准养生试件的 7d无侧限抗压强度。 

（2）磷石膏稳定类路面基层材料钻芯取样。评价芯样外观,取芯样本量应不少于 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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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完整芯样切割成标准试件，测定强度。 

（4）按车道，每 10m 一点测定弯沉指标，并按本规程附录 A 计算回弹弯沉值。 

（5）按车道，每 50m 一点测定承载比。 

6.6.6 对非整体性材料结构层，试验段铺筑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承载板试验，按车道，每 50m 一点。 

6.6.7 试验段铺筑阶段应对下列关键工序、工艺进行评价： 

（1）拌和设备各档材料的进料比例、速度及精度。 

（2）结合料的进料比例和精度。 

（3）含水率的控制精度。 

（4）松铺系数合理值。 

（5）拌和、运输、摊铺和碾压机械的协调和配合。 

（6）压实机械的选择和组合，压实的顺序、速度和遍数。 

（7）对人工拌和工艺，应确定合适的拌和设备、方法、深度和遍数。 

（8）对人工摊铺碾压工艺，应确定适宜的整平和整形机具和方法。 

6.6.8 试验段施工后，应及时总结，总结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试验段检测报告。 

（2）试验段总体效果评价。 

（3）施工关键参数的推荐值，包括配合比、含水率、松铺系数、碾压工艺等。 

（4）确定每一作业段的合适长度。 

6.6.9 试验段不满足技术要求时，应重新铺设试验段。试验段各项指标合格后，方可正式施工。 

 

7  现场检测与评定标准 

7.1 一般规定 

7.1.1 现场质量检测与评定应按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逐级进行。 

7.1.2 现场质量检测与评定应符合以下标准： 

（1）分项工程完成后，应根据本标准进行检验，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定。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检查

合格。 

（2）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完成后，应汇总评定所属分项工程、分部工程质量资料，检查外观质量，

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定。 

7.2 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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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分项工程应按基本要求、实测项目、外观质量和质量保证资料等检验项目分别检查。 

7.2.2 分项工程质量应在所使用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及施工控制要点等符合基本要求的规定，无外

观质量限制缺陷且质量保证资料真实齐全时，方可进行检验评定。 

7.2.3 基本要求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分项工程应对基本要求逐项检查，不符合标准时，不得进行工程质量检验评定。 

（2）分项工程所使用的原材料的品种、规格、质量及混合料配合比和半成品、成品应符合技术标

准及设计要求。 

7.2.4 检测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检测项目按规定的检查方法和频率随机抽样检查并计算合格率。 

（2）以路段长度规定的检查频率为双车道路段的最低检查频率，对多车道应按车道数与双车道之

比相应增加检查数量。 

（3）应按下式计算检查项目合格率： 

检查项目合格率（%）=合格的点（组）数/该检查项目的全部检查点（组）数×100 

7.2.5 检查项目合格情况应按下列规定评判： 

（1）关键项目的合格率不应低于 90%，否则为不合格。 

（2）一般项目的合格率不应低于 80%，否则为不合格。 

（3）有规定极值的检查项目，任一单个检查值不应突破极值，否则为不合格。 

（4）采用本标准附录 A至附录 D方法进行检测评定的项目，不满足要求时，该检测项目不合格。 

7.2.6 应对工程外观质量进行全面检查，并满足规定要求，否则为不合格。 

7.2.7 受检工程项目应有真实、准确、齐全、完整的施工记录、试验检测数据、质量检验结果等质量保

证资料。质量保证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所有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检验结果。 

（2）材料配合比、拌合加工控制检验和试验数据。 

（3）隐蔽工程施工记录。 

（4）质量控制指标的试验记录和质量检验汇总图表。 

（5）施工中遇到的非正常情况记录及其对工程质量影响分析评价资料。 

（6）施工中如发生质量事故，经处理补救后达到设计要求的认可证明文件等。 

7.2.8 检验项目评定为不合格的，应进行整治或返工处理直至合格。 

7.3 质量评定 

7.3.1 工程质量评定等级分为合格与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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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7.3.3 分项工程评定为合格的应符合下列规定： 

（1）检验记录完整。 

（2）实测项目合格。 

（3）外观质量满足要求。 

7.3.4 分部工程评定为合格的应符合下列规定： 

（1）评定资料完整。 

（2）所含分项工程及实测项目合格。 

（3）外观质量满足要求。 

7.3.5 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的应符合下列规定： 

（1）评定资料完整。 

（2）所含分部工程合格。 

（3）外观质量满足要求。 

7.3.6 评定为不合格的分项工程、分部工程，经返工、加固、补强或调测，满足要求后可再进行检验评

定。 

7.3.7所含单位工程合格，该合同段评定为合格，所含合同段合格，该项目评定为合格。 

7.4 检测项目及方法 

7.4.1相关检测项目和方法参照《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2017 执行。  

7.5 放射性物质限制标准 

7.5.1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直接埋置于土体或浸泡于水中，磷石膏中含有重金属、有机污

染物元素，须检测若干深度土体中、水中以及水稳层浸出液的污染元素含量。 

7.5.2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直接埋置于土体中，须检测水稳层周围土样的放射性影响。用

于检测的样品须现场采样，采样时每天取样一次，样品量为 2kg，连续取样至少 3天，总量不少于 6kg,

混合均匀后取 2kg作为代表性样品。 

7.5.3取样时按土体顶端、中部和底部三处位置及四周等距离的四点，在离表面 30cm〜100cm 以上深度，

每点取样 1kg，每 200m取样不少于 3处，混合均匀后取 2kg作为代表性样品。 

7.5.4 制样时采集的样品在实验室用制样机粉磨，测定其放射性比活度和 γ照射量率。 

7.5.5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中磷石膏是作为主要原材料填充其骨架之中，若其 γ 照射量率

大于 15µR/h 时，必须进行放射性比活度分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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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镭—226、釷—232、钾—40 放射性比活度的测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物理法即 γ能谱法，要求其

放射性比活度大于 37Bq·kg-1时，总不确定度要求小于±20%；另一种是放射化学方法，要求其放射性比

活度大于 37Bq·kg-1时，总不确定度要 求小于±30%。 

7.5.7γ照射量率的测定方法采用 γ照射 量率测量仪，测量仪的下限应低于 1µR/h，

对于能量在 100〜2000keV 范围内的 γ射线，能量响应不确定度应小于±15%。用于检测的周围土样须平

整，探测器离土样表面高度 0.5m。 

7.5.8镭—226、釷—232、钾—40 放射性比活度应同时满足式 7.5.8-1 和式 7.5.8-2。 

(7.5.8-1) 

 

(7.5.8-2) 
 

式中：fs—被检验的某一种工业废渣在建筑材料中所占的重量百分比； 

      CRa、CTh、CK—分别为被检验的工业废渣中镭—226、釷—232、钾—40 的放射性比活度，Bq·kg-1； 

      n—建筑材料中除被检验的某种工业废渣以外的其他建材原料的种类数； 

      fi—第 i种建筑材料原料在建筑材料中所占的重量百分比； 

      CRai、CThi、CKi—分别为第 i种建筑材料原料中镭—226、釷—232、钾—40 的放射性比活度，Bq·kg-1。 

7.6 重金属含量测定 

7.6.1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材料重金属汞、砷、镉、铅、铬含量分别采用原子荧光光谱法、原

子荧光光谱法（仲裁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仲裁法）按下式计算： 

                                                            (8.6.1)                      

（7.6.1） 

 

式中：ω——重金属含量，以质 量分数（mg/kg）表示； 

ρ——由工作曲线查出的 试样溶液中重金属的质量浓度，单位为

微克每毫升（µg/mL）； 

ρ0——由工作曲线查出的空白溶液中重金属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µg/mL）； 

D——测定时试样溶液的稀释倍数； 

50——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m——试料的质量，单位为克（g）； 

103——将克换算成毫克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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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条文说明 

重金属汞、砷、镉、铅、铬含量测定方法原子荧光光谱法、原子荧光光谱法（仲裁法）、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仲裁法）参见《NYT 1978-2010 肥料 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7.6.2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相差应符合表 7.6.2 的要求。 

表 7.6.2 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相差允许差 

汞的质量分数，mg/kg 0.2≤w<2.5 2.5≤w≤4.0 w>4.0 

相对相差，% ≤50 ≤30 ≤10 

砷的质量分数，mg/kg 0.5≤w<5.0 5.0≤w≤8.0 w>8.0 

相对相差，% ≤50 ≤30 ≤10 

镉的质量分数，mg/kg 0.5≤w<5.0 5.0≤w≤8.0 w>8.0 

相对相差，% ≤50 ≤30 ≤10 

铬的质量分数，mg/kg 5.0≤w<10.0 10.0≤w≤40.0 w>40.0 

相对相差，% ≤50 ≤30 ≤10 

铅的质量分数，mg/kg 10.0≤w<20.0 20.0≤w≤40.0 w>40.0 

相对相差，% ≤50 ≤30 ≤10 

注：相对相差为两次测量值相差与两次测量值均值之比，下同。 

7.6.3 不同实验室测定结果的相对相差应符合表 7.6.3 的要求。 

表 7.6.3 不同实验室测定结果的相对相差允许差 

汞的质量分数，mg/kg 2.5≤w≤4.0 w>4.0 

相对相差，% ≤100 ≤50 

砷的质量分数，mg/kg 5.0≤w≤8.0 w>8.0 

相对相差，%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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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的质量分数，mg/kg 5.0≤w≤8.0 w>8.0 

相对相差，% ≤100 ≤50 

铬的质量分数，mg/kg 10.0≤w≤40.0 w>40.0 

相对相差，% ≤100 ≤50 

铅的质量分数，mg/kg 20.0≤w≤40.0 w>40.0 

相对相差，% ≤100 ≤50 

7.7 水稳层浸出液水质测定 

7.7.1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埋置于土中，可能会与地下水接触，因此还须对水质中的总磷、氟

化物、硫酸盐以及氯化物情况进行检测。 

7.7.2 采用水平振荡法对现场采集的样品制浸出液，测定总磷、氟化物、氯化物以及硫酸盐的含量，各

物质限量允许值见表 7.7.2 中Ⅰ类、Ⅱ类及Ⅳ类的规定。 

表 7.7.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mg/L) 

序号 
标准值分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项目 

1 总磷（以 P 计） ≤0.02 ≤0.1 ≤0.2 ≤0.3 ≤0.4 

2 氟化物（以 F-计） ≤1.0 ≤1.0 ≤1.0 ≤1.5 ≤1.5 

3 硫酸盐 ≤50 ≤150 ≤250 ≤350 >350 

4 氯化物 ≤50 ≤150 ≤250 ≤350 >350 

5 汞 ≤0.0001 ≤0.0001 ≤0.001 ≤0.002 >0.002 

6 砷 ≤0.001 ≤0.001 ≤0.01 ≤0.05 >0.05 

7 镉 ≤0.0001 ≤0.001 ≤0.005 ≤0.01 >0.01 

8 铬 ≤0.005 ≤0.01 ≤0.05 ≤0.10 >0.10 

9 铅 ≤0.005 ≤0.005 ≤0.01 ≤0.1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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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Ⅰ类表示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低，适用于各种用途； 

    Ⅱ类表示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低，适用于各种用途； 

Ⅲ类表示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中等，以 GB5749—2006 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水水

源及工农业用水； 

Ⅳ类表示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高，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质量要求以及一定水平的人体健康风险为

依据，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适当处理后可作生活饮用水； 

Ⅴ类表示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高，不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其他用水可根据使用目的选用。 

条文说明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稳定基层水稳层浸出液测定方法参见《HJ 557-2010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

方法 水平振荡法》。 

7.8 地下水质量调查与监测 

7.8.1 水稳层地下水质量应定期监测。潜水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年两次(丰水期和枯水期各 1 次),承压 

水监测频率可以根据质量变化情况确定,宜每年 1次。 

7.8.2依据地下水质量的动态变化,应定期开展区域性地下水质量调查评价。 

7.8.3 地下水质量调查与监测指标以常规指标为主,为便于水化学分析结果的审核,可适当补充其他指标;

不同地区可在常规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补充选定非常规指标进行调查与监测。 

7.8.4 地下水质量检测方法的选择参见附录 E,使用前应按照《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GB/T 

27025- 2 008》 中 5.4 的要求，进行有效确认和验证。 

7.9 地下水质量评价 

7.9.1 地下水质量评价应以地下水质检测资料为基础。  

7.9.2 地下水质量单指标评价，按指标值所在的限值范围确定地下水质量类别,指标限值相同时，从优不

从劣。  

示例：氟化物Ⅰ、Ⅱ类限值均为 1.0mg/L,若质量分析结果为 1.0mg/L 时,应定 为Ⅰ类,不定为Ⅱ类  

7.9.3 地下水质量综合评价,按单指标评价结果最差的类别确定,并指出最差类别的指标。 

示例：某地下水样氯化物含量 400mg/L,硫酸盐含量 350mg/L，这两个指标属 V 类;其余指标均低

于 V 类。则该地下水质量综合类别定为 V 类，V 类指标为氯离子和硫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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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的生产制备 

1.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干磨生产制备 

A.1.1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干磨生产制备时，生产线应至少设置三个料仓分别储存磷石膏、矿粉、水泥。 

A.1.2 生产时按磷石膏 40%~50%、矿粉 40%~50%、水泥 4%的比例控制下料速度。 

A.1.3 料仓下料后经提升机提升至搅拌仓混合均匀搅拌 5~10 分钟袋装出料。 

A.1.4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干磨生产制备流程如下： 

 

 

 

 

磷石膏 

矿  粉 

水  泥 

螺旋提升机 搅拌系统 出料仓 

征
求
意
见
稿



 

 24 

 

2.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湿磨生产制备 

A.2.1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湿磨生产制备时，生产线应至少设置三个料仓分别储存磷石膏、矿粉、水泥，

除储料仓外，还应设置水计量装置。 

A.2.2 生产时按磷石膏：矿粉：水泥=50：1：2 的比例控制下料。 

A.2.3 料仓下料后经提升机提升至研磨装置加水湿磨约 1h，水灰比在 0.43~0.5。 

A.2.4 将湿磨后的浆体储存在专用料仓中，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湿磨生产时宜及时供应，宜现磨现用，

料浆储存时间不得超过 24h。 

A.2.5 浆体运输过程中宜用类似混凝土罐车运输，并适时搅拌，使用时按计算加入矿粉、水泥至所用配

合比即可。 

A.2.6 过硫磷石膏胶凝材料湿磨生产制备流程如下： 

 

 

 

 

 

附录 B  过硫磷石膏集料的生产制备 

B.0.1 过硫磷石膏集料经造粒成球工艺生产制备，应设置两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都应设置至少三个料

仓，一条生产线生产过硫磷石膏集料，另一条生产线是对集料的二次包裹处理。 

B.0.2 料仓按磷石膏 80%~90%、矿粉 3%~6%、水泥 6%~14%的比例控制下料速度，并经传送带传送至

搅拌仓，搅拌后再经传送带传送至圆盘造粒机，圆盘造粒机上方设置水喷雾装置，造粒过程水粉比基本

在 0.18 左右，圆盘造粒机生产的集料经传送带传送至二次包裹工艺线对过硫磷石膏集料二次包裹以防

含水量过高，包裹后的集料经传送带运输至集料仓。 

B.0.3 过硫磷石膏集料生产制备流程如下： 

              

 

 

磷石膏 

矿  粉 

水  泥 

搅拌仓 圆盘造粒机 

水喷雾装置 

集料仓 

磷石膏 

磷石膏 

矿  粉 

水  泥 

螺旋提升机 湿磨系统 

水计量系统 

料浆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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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过硫磷石膏基道路基层浸出液样品检测指标推荐分析方法 

序号 检测指标 推荐分析方法 

1 总磷（以 P 计） 水质 单质磷的测定 磷钼蓝分光光度法HJ 593－2010 

2 氟化物（以 F-计）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488－2009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茜素磺酸锆目视比色法 HJ 487－

2009 

3 硫酸盐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669－2013 

4 氯化物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 GB 11896-89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汞滴定法 HJT34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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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汞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97－2011 

6 砷 
肥料 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原子荧光光谱法（仲

裁法） NYT 1978-2010  

7 镉 
肥料 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仲裁法）NYT 1978-2010  

8 铬 
肥料 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仲裁法） NYT 1978-2010  

9 铅 
肥料 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仲裁法）NYT 1978-2010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 

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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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采用“不宜”。 

（4）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标准、规范、规程或其它有关规定的，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

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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