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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我国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的需要，提升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品

质及施工技术水平，在总结彩色铺装技术研究成果和实体工程应用经验的基础上，

编制本规程。 

编制组在总结国内外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技术及施工经验的基础上，

围绕我国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开展了试验研究与工程

实践，并充分吸收相关科研成果，然后制定本规程。规程对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

色铺装设计、材料、施工、验收标准以及养护等进行了规定。 

本规程实施过程中，请将发现的问题和对规程的意见建议反馈至重庆市智翔铺

道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33 号 17 幢（办公大楼）20、

21 楼，联系方式：023-62455666，电子邮箱：xujianhui@cmhk.com），供修订时参

考。 

本规程由重庆市智翔铺道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提出，受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公路分会委托，由重庆市智翔铺道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主编单位：重庆市智翔铺道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北交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知行良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辉柏赫颜料（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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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提升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工程质量及服务品质，规范慢行道

路彩色铺装设计、材料、施工、验收标准及养护，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工程，其它慢行道路彩色铺

装工程可参照执行。 

1.0.3 应积极稳妥地采用经试验和实践证明有效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 

1.0.4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应符合国家环境和生态保护的有关规定。 

1.0.5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和行业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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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慢行道路  slow road 

慢行道路是指供步行或者自行车出行的一种道面形式，具有通勤、休闲、体

验、娱乐、康健为一体的复合型功能。 

2.1.2 彩色超表处  colorful super surfacing 

采用专用设备将由反应型水性聚合物乳液、固化剂、色浆、耐磨填料等组成

的混合物喷涂在慢行道路上，形成具有色彩丰富、图案复杂的彩色涂层。 

2.1.3 彩色精细封层  colorful fine seal 

  采用专用设备或人工将由水性聚合物乳液、色浆、耐磨填料等组成的混合物

喷涂或刮涂在慢行道路上，形成具有一定厚度的彩色封层。 

2.1.4 水性彩色抗滑磨耗层  waterborne color anti-skid wear layer  

将水性环氧树脂、固化剂等常温混合后喷涂或刮涂在慢行道路上，同时撒布

彩色集料，经碾压后形成具有抗滑性的彩色薄层。 

2.1.5 彩色微表处  colorful micro-surfacing 

  将聚合物改性乳液或彩色乳化沥青、级配骨料、颜料及添加剂拌和成混合料，

并采用专用设备摊铺于慢行道路上，形成具有一定承载能力的彩色薄层。 

2.1.6 彩色砂基透水铺装  colorful sand-based permeable pavement 

  将水性反应型粘结剂、砂、颜料及填料等充分拌和，经摊铺、碾压、养护后

形成具有透水功能的彩色铺装形式。 

2.2 符号 

L——明度（Lightness）； 

C——彩度（Ch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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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色调（Hue）； 

∆E*ab——色差值； 

ΔL*——明度差； 

    ∆𝐶𝑎𝑏
∗ ——彩度差； 

    ∆𝐻𝑎𝑏
∗ ——色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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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应以增强慢行道路景观性、功能性，改善

原路面状况为设计原则。 

3.1.2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应作为表面功能层，下层路面结构应由沥

青或水泥混凝土面层、基层和垫层组成。 

3.1.3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方案应根据功能性需求、通行类别、原路

面状况等因素综合选择。 

3.2 色彩设计 

3.2.1 路面的色彩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路面的色彩应突出使用功能，宜与周边建筑、

环境、绿化与景观的色彩相协调。 

2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的颜色应根据铺装方案、气候条件、使用场

合等综合选择。 

3 除特定区域或图案外，慢行道路宜选择低明度色彩。 

4 慢行道路宜选用耐候等级高、抗污能力强的色彩，宜为红、绿、蓝等深色

系。 

3.2.2 色彩设计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确定设计色彩 

选择合适的色调（H）、明度（L）、彩度（C），确定设计色彩标号：HL/C。

色彩标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国颜色体系》（GB/T 15608）的有关规定。 

2 确定最大彩度设计色彩和最小彩度设计色彩 

应在合适的彩度范围内，选择大于C的最大设计彩度（Cmax）和小于C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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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彩度（Cmin），确定最大彩度设计色彩标号HL/Cmax和最小彩度设计色彩标号

HL/Cmin。 

3 选择色卡标样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颜色的表示方法》（GB/T 18922）的规定，选择与

色彩标号HL/C、HL/Cmax、和HL/Cmin对应的色卡标样，分别记为色彩色卡标样（K）、

最大彩度设计色彩色卡标样（Kmax）和最小彩度设计色彩色卡标样（Kmin）。 

3.3 铺装功能设计及方案决策 

3.3.1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应具有良好的平整度、耐候性以及耐久性。 

3.3.2 应确定慢行道路的使用目的、通勤量、基面条件等，并进行分类（如自

行车道、步行道），选择适宜的铺装类型，铺装方案决策见表3.3.2。 

表 3.3.2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方案决策 

铺装类型 基面情况 适用范围 色彩选择范围 
使用年限 

（年） 

彩色超表处 沥青混凝土 
公共设施路面工

程非机动车道 
任意颜色 3~5 

彩色精细封层 
水泥混凝土 

沥青混凝土 

公共设施路面工

程人行道 
任意颜色 2~4 

水性彩色抗滑

磨耗层 
沥青混凝土 

公共设施路面工

程非机动车道及

人行道 

红黄蓝绿等 5~8 

彩色微表处 
水泥混凝土 

沥青混凝土 

公共设施路面工

程非机动车道 
红黄蓝等 3~5 

彩色砂基透水

混合料 

水泥混凝土 

沥青混凝土 

公共设施路面工

程等人行道 
红黄蓝等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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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一般规定 

4.1.1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施工使用的原材料应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4.1.2 不同品种和规格的原材料应分类存放。 

4.2 颜料 

4.2.1 路面采用的颜料宜优先选用无机颜料，如因色彩需求使用有机颜料，则

需结合年限选用优良耐晒耐候型的高性能有机颜料，颜料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4.2.1的规定。 

表 4.2.1 颜料技术要求 

检测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外观 - 粉末状、均匀无结块 目测 

水溶物含量 % ≤1.0 GB/T 5211.1-2003 

含水率 % ≤1.0 GB/T 5211.3-2020 

质量着色力 - 95~105 GB/T 5211.19-1988 

筛余物（0.075mm筛孔） % ≤0.1 GB/T 5211.18-2015 

耐光性 级 ≥7 GB/T 1710-2008 

耐候性 级 ≥4 GB/T 250-2008 

4.2.2 色浆技术指标应符合表4.2.2的规定。 

表 4.2.2 色浆技术要求 

检测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容器中外观 / 无硬块、搅拌后呈均匀状态 HG/T 3951-2007 

耐光性 
ST1/25 

/ ≥7 GB/T 1710-2008 
TT 

耐候性 
ST1/25 

/ ≥4 GB/T 250-2008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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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色力 / 97~103 HG/T 3951-2007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g/L ≤400 GB30981-2020 

4.3 彩色超表处 

4.3.1彩色超表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4.3.1的规定。 

表 4.3.1 彩色超表处技术要求 

检测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凝胶时间 min ≥10 

JT/T 712-2008 集料附着性（划圈法） 级 ≤4 

不粘轮干燥时间 min ≤300 

耐水性能 / 
在水中浸 24h 应无异

常现象 
JT/T 712-2008 

耐碱性 / 
在氢氧化钙饱和溶液

中浸 24h 无异常现象 

耐磨性（750g/500 转） mg ≤60 GB/T 22374-2018 

黏结强度 MPa ≥2.0 或基面破坏 
JTG/T 3364-02-

2019 

色差值，∆E*
ab / ≤6 GB/T 1766-2008 

4.4 彩色精细封层 

4.4.1彩色精细封层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4.1的规定。 

表 4.4.1 彩色精细封层技术要求 

检测指标 单位 要  求 试验方法 

实干时间 min ≥10 GB/T 16777-2008 

黏结强度 MPa ≥0.8 或基面破坏 
JTG F80/1-2017

（附录 N） 

不粘胎时间干燥时间 min ≤120 JT/T712-2008 

耐化学性能 - 不溶解于化学药品 GB/T 9274-1988 

耐碱性（饱和 

Ca(OH)2,48h） 
- 

表观完整，不起泡，不剥

落，允许轻微变色 
GB/T 22374-2018 

耐磨性(750g/500 转) mg ≤400 

色差值，∆E*
ab / ≤6 GB/T 176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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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水性彩色抗滑磨耗层 

4.5.1水性彩色抗滑磨耗层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4.5.1-1的规定，集料的技术指标

应符合表4.5.1-2的规定。 

表 4.5.1 水性彩色抗滑磨耗层的技术指标 

检测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凝胶时间 min ≥10 
JT/T 712-2008 

集料附着性（划圈法） 级 ≤4 

抗滑性（BPN） / ≥45 JT/T712-2008 

不粘轮干燥时间 min ≤300 

JT/T 712-2008 
耐水性能 / 

在水中浸 24h 应无异

常现象 

耐碱性 / 
在氢氧化钙保护溶液

中浸 24h 无异常现象 

耐磨性(750g/500 转) mg ≤100 GB/T 22374-2018 

粘结强度 MPa ≥1.5 或基面破坏 
JTG/T 3364-02-

2019 

表 4.5.2 集料技术要求 

检测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表观密度 g/cm3 ≥2.30 JTG E42 T 0328 

含水率 % ≤1.0 JTG E42 T 0332 

粒径 mm 2~3 JTG E42 T 0327 

含泥量 % ≤0.5 JTG E42 T 0333 

4.6 彩色微表处 

4.6.1 彩色微表处用改性乳化沥青应符合表4.6.1的规定。 

表 4.6.1 彩色微表处改性乳化沥青技术要求 

检测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电荷 / 阳离子正电（+） JTG E20 T 0653 

筛上剩余量（1.18mm 筛） % ≤0.1 JTG E20 T 0652 

沥青标准粘度 C25,3 s 12~60 JTG E20 T 0621 

恩格拉粘度 E25 / 3~30 JTG E20 T 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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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残留物含量 % ≥60 JTG E20 T 0651 

蒸发残留物

性质 

针入度（25℃） 0.1mm 40~100 JTG E20 T 0604 

软化点 ℃ ≥50 JTG E20 T 0606 

延度（5℃） cm ≥20 JTG E20 T 0605 

溶解度（三氯乙烯） % ≥97.5 JTG E20 T 0607 

贮存稳定性 
1d % ≤1 

JTG E20 T 0655 
5d % ≤5 

4.6.2 彩色微表处用集料应符合表4.6.2的要求。 

表 4.6.2 彩色微表处集料技术要求 

材料名称 检测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粗集料 

石料压碎值 % ≤26 JTG E42 T 0316 

洛杉矶磨耗损失 % ≤28 JTG E42 T 0317 

石料磨光值 / ≥42 JTG E42 T 0321 

坚固性 % ≤12 JTG E42 T 0314 

针片状含量 % ≤15 JTG E42 T 0312 

细集料 坚固性 % ≤12 JTG E42 T 0340 

矿料 砂当量 % ≥65 JTG E42 T 0334 

4.6.3 彩色微表处矿料中可掺加矿粉、水泥、消石灰等填料。填料应干燥、疏

松、无结团，并应符合现行《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中的相

关要求。 

4.6.4 彩色微表处混合料技术指标应符合表4.6.4的要求。 

表 4.6.4 彩色微表处混合料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25℃可拌和时间 s ≥120 JTG E20 T 0757 

粘聚力试验 N·m 

30min 初凝时间：≥1.2 

JTG E20 T 0754 

60min 开放交通时间：≥2.0 

负荷车轮粘附砂量 g/㎡ ≤450 JTG E20 T 0755 

湿轮磨耗损失 g/㎡ 浸水 1h：≤540 JTG E20 T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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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水 6d：≤800 

轮辙变形试验的宽度

变化率 
% ≤5 JTG E20 T 0756 

配伍性等级值 / ≥11 JTG E20 T 0758 

4.7 彩色砂基透水铺装 

4.7.1彩色砂基透水铺装用胶结料技术指标应符合表4.7.1-1的规定；集料技术指

标应符合表4.7.1-2的规定；混合料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7.1-3的规定。 

表 4.7.1-1 胶结料技术要求 

检测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固化时间 min ≤420 

JT/T 712-2008 
耐水性能 / 

在水中浸 24h 应无异

常现象 

耐碱性 / 
在氢氧化钙保护溶液

中浸 24h 无异常现象 

粘结强度 MPa ≥2 或基面破坏 
JTG/T 3364-02-

2019 

表 4.7.1-2 集料技术要求 

检测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粒径 mm 0.18~0.25 JTG E42 T 0327 

含水率 % ＜1 JTG E42 T 0332 

含泥量 % ≤0.5 JTG E42 T 0333 

表观密度 % ≤0.5 JTG E42 T 0328 

表 4.7.1-3  彩色砂基透水混合料技术要求 

检测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透水速率 ml/(min·cm2) ≥1.5 JG/T 376-2012 

透水时效 次 ≥10 JG/T 376-2012 

滤水率 % ≥90 JG/T 376-2012 

抗

冻

融

性 

25 次冻融循环后

质量损失率 
% ≤20 JG/T 376-2012 

25 次冻融循环后

抗压强度损失率 
% ≤20 JG/T 376-2012 

摩擦系数摆值 — ≥45 JG/T 376-2012 

保水率 g/cm3 ≥0.06 JG/T 376-2012 

耐磨性 mm 磨坑长度≤35 GB/T 1298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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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候性 
外观 无破坏 

JG/T 376-2012 
色差 ≥3 级 

强度等级 — Cc10 Cc20 Cc30 JG/T 376-2012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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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前应进行现场调查与路况核对，根据铺装方案及现场情况等编制施

工组织设计文件，并进行施工技术交底。 

5.1.2 施工应在基面连续干燥48h后实施，严禁在雨天或路面潮湿情况下施工。 

5.1.3 原材料应检验合格，并提供报验资料，方可进场。 

5.1.4 施工环境温度不应低于10℃，施工时的铺装表面温度不应超过65℃，环

境风速不宜大于10m/s。 

5.1.5 养护期内，应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冲刷，养护区域内不得堆放重物，严禁

车辆与行人进入。 

5.1.6 施工单位应按要求对施工质量进行自检，如实记录施工数据，并按要求

整理归档。 

5.2 施工准备 

5.2.1 施工前应彻底清除原铺装上的松散石料、水、泥垢、灰尘以及残留物等。 

5.2.2 施工前可采用薄膜覆盖或其他材料对交通附属设施、路缘石及相邻路面

等进行保护，使其不受污染，待施工完毕后及时清除。 

5.2.3 施工前应对生产设备及检测设备进行计量标定，对洒布设备应采用试洒

方式进行标定。 

5.2.4 现场施工宜采用具有作业宽度、洒布量及温度可控的专用设备，小规模

或局部施工可采用小型手动喷洒设备。 

5.2.5 原材料应在封闭、干燥、通风的仓库储存，储存期不宜超过6个月，且最

高储存温度不宜超过35℃。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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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试验段施工 

5.3.1 正式施工前应铺筑试验段，试验段面积应不小于100m2，宜选择工程所在

地实施。 

5.3.2 试验段铺筑应包含以下工作： 

1 确定施工设备的工艺参数且处于正常状态。 

2 确定喷涂量或洒布量及碎石撒布量等参数。 

    3 验证施工设备的工作效率及匹配性。 

4 确定工作面的适宜作业长度。 

5.3.3 试验段施工应由有关各方共同参加，及时确定有关事项，明确试验段结

论。 

5.3.4 施工单位应进行试验段总结，并取得批复后方可正式施工。 

5.3.5 试验段检测频率宜不低于正常检测频率的两倍。 

5.4 彩色超表处施工 

5.4.1 彩色超表处施工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5.4.2 涂布多种（两色及以上颜色）彩色超表处时，施工前应确定涂装顺序。 

5.4.3 涂料拌和应充分，确保涂层完全干燥后，才能进行下一层喷涂。 

5.4.4 彩色涂层宜采用机械喷涂施工，配合人工毛刷刷涂，防止漏底、积料。 

5.4.5 养护期间应做好成品保护，养护时间不宜低于8h。 

5.4.6 彩色超表处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应符合表5.4.6的规定。 

表 5.4.6 彩色超表处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标准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测方法 

外观 全线连续 
平整均匀、无起泡、不开

裂、无漏涂 
目测 

黏结强度 3 点/200m2 ≥2MPa 或基面破坏 JTG F80/1-2017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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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N） 

摩擦系数摆值 3 点/200m2 ≥45 JTG 3450 T 0964 

耐水性 3 点/200m2 在水中浸 24h 应无异常现象 JTT 712-2008 

5.5 彩色精细封层施工 

5.5.1 施工层数为一层时，宜采用人工刮涂方式进行施工，刮涂量应符合设计

要求；施工层数为两层时，宜采用人工刮涂方式进行底层施工，采用设备喷涂方

式进行面层施工。 

5.5.2 施工机械化喷涂设备工作宽度应不小于3.5m，工作效率宜不低于 

800m2/h，施工过程中应保持匀速喷涂作业。 

5.5.3 手持式喷枪喷涂时喷嘴距地面的距离宜控制在 45~60cm，喷嘴应垂直地

面以往复均匀移动。喷涂不均匀的区域，可采用人工刮涂方式进行处治。 

5.5.4 施工完毕，应根据环境温度完成养护后方可开放交通，养护时间应符合

表5.5.4的规定。 

表 5.5.4 养护时间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环境最低温度 ℃ 10 15 20 25 30 35 

最短养护时间 h 18 12 9 7 5 3 

5.5.5 彩色精细封层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应符合表5.5.5的规定。 

表 5.5.5 彩色精细封层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标准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测方法 

基面状态 全线连续 表面平整、干燥、无杂物 目测 

外观 全线连续 无凝胶、结块，呈均匀状态 目测 

环境温度 5 次/d ≥10℃ 温度计 

涂布量 1 次/2000m2 设计值±0.2 JTG 3450 T 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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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水性彩色抗滑磨耗层施工 

5.6.1 采用塑料胶带或pvc管保护道路标志标线，防止施工时被污染，待施工完

毕，路面完全干燥后可移除。 

5.6.2 搅拌均匀的各组分材料宜采用机械化喷涂或手持式喷枪喷涂，涂布量应

符合设计要求。 

5.6.3 应在喷涂完毕2min内完成集料撒布，集料撒布量应符合设计要求，以全

面覆盖胶结料为准。 

5.6.4 宜优先采用小型压路机进行碾压，压路机械组合、碾压遍数应由试验段

确定。 

5.6.5 待胶结料表干后，再次喷涂胶结料，涂布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5.6.6 施工完毕后，应根据环境温度完成养护后方可开放交通，养护时间应符

合表5.6.6的规定。 

表 5.6.6 养护时间 

环境温度/℃ 10 15 20 25 30 35 

最低养护时间/h 17 13 11 9 7 5 

5.6.7 水性彩色抗滑磨耗层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应符合表5.6.7的规定。 

表 5.6.7 水性彩色抗滑磨耗层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标准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测方法 

基面状态   全线连续 表面平整、干燥、无杂物 目测 

环境温度（℃） 5 次/d 不低于 10℃ 温度计 

表干时间 全线连续 不高于 24h 
GB/T 16777-

2008 

外观 全线连续 
无凝胶、结块，呈均匀状

态 
JC/T 975-2005 

胶结料涂布量

（kg/m2） 
  1 次/2000 m2  设计值±0.2 JTG 3450 T 0982 

集料撒布量（kg/m2）   1 次/1000 m2  设计值±0.5 JTG 3450 T 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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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彩色微表处施工 

5.7.1 施工环境温度不得低于10℃，当环境温度高于30℃时，应采用在水中添

加乳化剂等缓凝措施。 

5.7.2 宜采用阳离子或阴离子聚合物改性乳化沥青，改性剂用量不宜低于3%。 

5.7.3 不得在雨天进行施工。施工中遇雨或者施工后混合料尚未成型就遇雨时，

应在遇雨后将无法正常成型的材料铲除。 

5.7.4 对基面结构强度不足的应首先进行补强；对于原基面的病害处理应符合

设计要求。 

5.7.5 根据施工配合比和现场集料含水率对混合料进行拌和，匀速进行摊铺。 

5.7.6 混合料摊铺后，应立即修补摊铺起终点、纵横向接缝、摊铺厚度不均和

纵向刮痕等部位的施工缺陷。 

5.7.7 彩色微表处摊铺后一般不需要碾压，对于硬路肩、停车场等处，可在微

表处混合料破乳后、开放交通前，采用胶轮压路机进行碾压。 

5.7.8 彩色微表处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应符合表5.7.8的规定。 

表 5.7.8 彩色微表处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标准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测方法 

稠度 1 次/100m 适中 经验法 

外观 全线连续 
表面平整、均匀、无离析、

无划痕 
目测 

油石比 1 次/日 施工配合比的油石比±0.2% 三控检验法 

矿料级配 1 次/日 
满足施工配合比的矿料级配

要求 

摊铺过程中从矿料输

送带末端接出集料进

行筛分 

摊铺厚度 5 个断面/km -10% 

钢尺测量或其他有效

手段，每幅中间及两侧

各 1 点，取平均值作为

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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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彩色砂基透水混合料施工 

5.8.1 模板 

1 宜采用钢模板，模板应顺直、平整，每 1m 设置 1 处支撑装置。 

2 模板应安装稳固、平整、无扭曲，相邻模板应紧密平顺，不得错位。 

5.8.2 拌和 

1 透水砂基混合料搅拌应为厂拌或集中拌和。 

2 搅拌时间宜控制在 5min 内。 

3 透水砂基混合料拌和均匀后应立即出料，利用推车、料斗等工具运送至摊

铺工作面。 

5.8.3 摊铺 

1 铺筑作业时卸料应均匀，拌和、布料应与摊铺速度相适应。 

2 将透水砂基混合料按单位面积材料用量均匀分布在立模施工区域，宜按试

验段确定的松铺系数进行摊铺。 

3 采用人工进行初步刮平或抹平处理。 

5.8.4 压实 

1 透水砂基混合料宜采用小型压路机进行碾压，碾压至无明显轮迹带为止。

局部不平整区域应由人工找平。  

2 为防止透水砂基混合料粘轮，应对压路机钢轮涂刷隔离剂，严禁涂刷柴油。 

5.8.5 养护 

1 自然养护 24h（若温度低于 25℃，宜延长至 72h）。 

2 养护期内，应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冲刷、杂质掉落，严禁车辆与行人进入养

护区域，不得堆放物体。  

3 完成养护后，面层强度达到设计要求，拆除立模；设计未规定时，强度应

达到设计标准的 80%以上后拆模。若局部损坏，应立即用新料修补，并重新养护。 

5.8.6 切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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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层为水泥透水混凝土时，采用切缝机进行切缝，宽度宜为 4-6m，切缝厚

度不应小于设计厚度的 1/4。 

2 基层为透水沥青混凝土，可不设置切缝。 

3 若存在接缝，宜控制在切缝处设置接缝。 

5.8.7 面涂层喷涂 

1 施工前应清除面层杂质，保持面层干燥清洁。 

2 面涂层应均匀喷涂，喷涂量应以设计为准，宜在 30min 内喷涂完毕。 

3 完成喷涂后需对涂层进行养护，养护期间应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冲刷、杂质

掉落，严禁车辆、行人进入养护区域，不得堆放物体，养护时间宜不低于 24h。 

5.8.8 彩色透水砂基透水混合料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应符合表5.8.8的规定。 

表 5.8.8 彩色砂基透水混合料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标准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测方法 

基面状态 全线 表面平整、无杂物、无积水 目测 

环境温度（℃） 5 次/d ≥5℃ 温度计 

混合料用量

（kg/m2） 
1 次/500m2 设计值±0.5 总量反算法 

外观 全线 状态均匀 JC/T 975-2005 

 

5.9 彩色铺装交工控制标准 

5.9.1 彩色超表处验收标准应符合表5.9.1的规定。 

表 5.9.1 彩色超表处验收标准 

检测项目 
检测频

率 
质量要求 检测方法 

主

涂

层 

耐水性能 

3 点

/200m2 

在水中浸 24h 应无异常现象 JT/T 712-2008 

黏结强度 2.0MPa 或基面破坏 
JTG F80/1-2017

（附录 N） 

涂布量 设计值±0.2 JTG E60 T 0982 

摩擦系数 
3 点

/200m2 
≥45 JTG 3450 T 0964 

面 耐水性能 3 点 在水中浸 24h 应无异常现象 JT/T 71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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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涂布量 /200m2 设计值±0.2 JTG E60 T 0982 

不沾胎时间

干燥时间，

min 

≤300 JT/T 280-2004 

 

5.9.2 彩色精细封层材料验收标准应符合表5.9.2的规定。 

表 5.9.2 彩色精细封层验收标准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质量要求 检测方法 

外观质量 全线连续 均匀一致 目测 

渗水系数 1 点/200m 不渗水 JTG 3450 T 0971 

摩擦系数 1 点/200m ≥45 JTG 3450 T 0964 

黏结强度 3 点/200m2 ≥0.8 MPa 或基面

破坏 

JTG F80/1-2017（附录 N） 

5.9.3 水性彩色抗滑磨耗层验收标准应符合表5.9.3的规定。 

表 5.9.3 水性彩色抗滑磨耗层材料验收标准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测方法 

外观 全线连续 无凝胶、结块，呈均匀状态 JC/T 975-2005 

渗水系数 1 点/200m 不渗水 JTG 3450 T 0971 

摩擦系数 1 点/200m ≥55 JTG 3450 T 0964 

黏结强度 3 点/200m2 ≥1.5 MPa 或基面破坏 JTG F80/1-2017（附录 N） 

5.9.4 彩色微表处验收标准应符合表5.9.4的规定。 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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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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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4 彩色微表处验收标准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质量要求 检测方法 

表观

质量 

外观 全线连接 
表面平整、密实、均匀，无松

散、无花白料、无轮迹、划痕 
目测 

横向接缝 每条 对接、平顺 目测 

纵向接缝 全线连接 
宽度＜80mm 

不平整＜6mm 

目测或尺量 

3m 直尺 

边线 全线连接 
任一 30m 长度范围的水平波动不

得超过±50mm 
目测或尺量 

抗滑

性能 

摩擦系数 5 点/km ≥45 JTG 3450 T 0964 

横向力系

数 
全线连接 ≥54 

JTG 3450 T  

0965 

构造深度

（mm） 
5 点/km ≥0.6 JTG 3450 T 0961 

渗水系数 3 点/km ≤10ml/min JTG 3450 T 0971 

厚度 5 点/km -10% JTG 3450 T 0913 

5.9.5 彩色砂基透水铺装验收标准应符合表5.9.5的规定。 

表 5.9.5 彩色砂基透水铺装验收标准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质量要求 检测方法 

外观质量 全线 均匀一致 JC/T 975-2005 

色差（级） 3 点/500m2 ≥3 GB/T 12988-2009 

透水速率 ml/(min.cm2) 3 点/500m2 ≥1.5 JG/T 376-2012 

厚度（mm） 3 点/500m2 设计值±2 JTG 3450 T0912 

摩擦系数 5 点/200m2 ≥45 JTG 3450 T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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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养护 

6.1 一般规定 

6.1.1 应对符合条件的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实施一定里程或比例的预

防养护，保持或提升彩色路面良好的运营品质。 

6.1.2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应及时处理破损，保持铺装层技术状况良

好，提高整体服务水平。 

6.1.3 养护维修作业应以快速、绿色、美观、经济为原则，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实施。 

6.2 预防养护 

6.2.1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的预防养护工作应包括路面清洗和路面颜

色恢复。 

6.2.2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清洗应分为日常清洗和定期清洗。日常清

洗应在路面污染后及时进行；定期清洗应根据季节、交通状况、浮尘等灵活确定，

每月不少于一次，宜采用专用的清洗设备。 

6.2.3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宜采用彩色超表处进行路面颜色恢复。彩

色超表处的养护频率应根据路面颜色的褪色程度确定。 

6.3 病害修复养护 

6.3.1 修复养护工程应根据设计对原铺装层局部病害进行预处理，宜优先选择

机械化设备施工。局部病害预处理应作为病害修复养护工程的组成部分。 

6.3.2 对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的裂缝、坑槽、抗滑性能不足等主要病

害，应进行病害修复养护。选择病害修复养护方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面病害宜采用原铺装材料进行修复。 

2 抗滑性能不足病害宜采用增加彩色抗滑磨耗层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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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于病害严重且面积较大的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宜采用彩色微

表处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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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材料的耐候性及色彩评定方法 

A.1 目的与适用范围 

A.1.1 本方法适用于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工程。 

A.1.2 本方法用于评定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材料的耐候性及色彩评定方法。 

A.2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材料的耐候性评定方法 

  A.2.1 使用包含有荧光紫外灯、凝露或喷水的装置，对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材料

进行人工老化，使涂饰表面曝露于某一辐射曝露能或曝露时限，或使涂饰表面的某一项或几

项性能达到某一变化程度。 

A.2.2 宜采用目视比按 GB/T 9761 的规定将老化后的样板与未进行老化的样板（标准板）

进行比色，参照 GB/T 250-2008 的规定用灰色样卡按表 A.2.2 进行评级。 

                          表 A.2.2 变色程度和变色等级 

等 级 灰卡等级 变色程度 

0 5 级至 4 级 无变色 

1 劣于 4 级至 3 级 很轻微变色 

2 劣于 3 级至 2 级 轻微变色 

3 劣于 2 级至 1~2 级 明显变色 

4 劣于 1~2 级至 1 级 较大变色 

5 劣于 1 级 严重变色 

A.3 慢行道路水性聚合物彩色铺装材料的色彩评定方法 

A.3.1 色彩评定宜采用目视比较法，目视比色法按《GB/T 9761-2008》（色漆和清漆 色漆

的目视比色） 进行。 

A.3.2 对两块试板的比色或试板与参照标准板的比色可以在自然日光下或在比色箱中的

人造光源下进行。将试板并排放置，边与边相互接触，眼睛到试板的距离为 500mm 将被测

试材料的漆膜与参照标准板或标准色漆的漆膜进行比色。为了提高比色的准确性，比色时试

板位置要时时交换。 

A.3.3 在比色箱中观察，使光线与试板成 0°角入射，人眼以 45°角观察试板，观察总色

差。 

A.3.4 如果标准板和试板含有不同的颜料组成，它们在某一标准光源下可能是等色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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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种光源下可能不等色，这种现象称为条件配色。无论是相同颜料还是不同颜料引起的

较小程度的条件配色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条件配色的重要性与色漆的用途有关。在不同光源

下，可接受的条件配色应由有关双方商定。除了在人造的平均昼光光源（D65）下评定匹配

性外，还要在白炽光源（A）下进行比较，评定匹配是否一致。 

A.3.5 采用 CIELAB 色差公式计算总色差，两颜色间的总色差∆𝐸𝑎𝑏
∗ 是它们在 CIE1976 

(𝐿∗𝑎∗𝑏∗)色空间(见 GB11186.1)中两位置的几何距离，并按以下公式计算： 

∆𝐸𝑎𝑏
∗ = ((∆𝐿∗)2 + (∆𝑎∗)2 + (∆𝑏∗)2)

1
2 

式中， ∆𝐿∗ = 𝐿𝑇
∗ − 𝐿𝑅

∗ ，∆𝑎∗ = 𝑎𝑇
∗ − 𝑎𝑅

∗，∆𝑏∗ = 𝑏𝑇
∗ − 𝑏𝑅

∗  

A.3.6 明度差 

CIE1976 心理测验明度差定义了试样与参考样之间的明度差△ 𝐿∗，∆𝐿∗ = 𝐿𝑇
∗ − 𝐿𝑅

∗ 。 

A.3.7 彩度差 

CIE 1976𝑎𝑏彩度差定义了试样与参考样之间的彩度差∆𝐶𝑎𝑏
∗ ，∆𝐶𝑎𝑏

∗ = 𝐶𝑎𝑏,𝑇
∗ − 𝐶𝑎𝑏,𝑅

∗  

式中 𝐶𝑎𝑏,𝑇
∗ —试样的 CIE 1976𝑎𝑏 彩度，定义为𝐶𝑎𝑏,𝑇

∗ = (𝑎𝑇
∗2 + 𝑏𝑇

∗2)
1

2 

𝐶𝑎𝑏,𝑅
∗ —参照样的 CIE 1976𝑎𝑏 彩度，定义为𝐶𝑎𝑏,𝑅

∗ = (𝑎𝑅
∗2 + 𝑏𝑅

∗2)
1

2 

A.3.8 色调差 

CIE 1976𝑎𝑏彩度差定义了试样与参考样之间的色调差∆𝐻𝑎𝑏
∗ ，∆𝐻𝑎𝑏

∗ = 𝐾𝐻((∆𝐸𝑎𝑏
∗ )2 −

(∆𝐿∗)2 + (∆𝐶𝑎𝑏
∗ )2)

1

2 

式中，当(𝑎𝑅
∗ 𝑏𝑇

∗ − 𝑎𝑇
∗ 𝑏𝑅

∗ ) ≥ 0时，𝐾𝐻 = +1；当(𝑎𝑅
∗ 𝑏𝑇

∗ − 𝑎𝑇
∗ 𝑏𝑅

∗ ) < 0时，𝐾𝐻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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