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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DT1600型摊铺机大宽度大厚度施工水稳层， 能够很好地解决混合料的离析问题， 非常适合大宽度施工。 基层大厚度一次施

工， 可以保证碾压密实， 且基层整体性好， 可提高其承载能力， 同时可达到缩短工期， 节约成本的目的。
［关键词］ 摊铺机； 大宽度； 大厚度； 施工工艺

多功能摊铺机大厚度大宽度水稳层施工工艺
胡俊 伟 李 先 锋

（河南宏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郑州 450052）

1 施工准备

1.1 底基层验收

底基层养生期满并经监理工程师签认验收后， 开始进行基层的施

工。 底基层的纵断高程、 厚度、 宽度、 横坡度、 平整度、 压实度和抗压

强度等均应符合规范及图纸设计要求。
1.2 稳定土

混合料配合比试验 （略）
1.3 使用的机械设备及拌和站调试

1） 机械设备； 2） 拌和站调试 （略）
1.4 测量工作

测量工作十分关键， 在施工前两天测量人员至少要恢复中线。
找平采用 “基准钢丝法”， 根据六武高速公路、 昆石高速公路水稳

层摊铺的经验， 采用一台摊铺机整幅全厚度摊铺， 即一次摊铺厚度

34CM （压实厚度）， 宽度 12.5m。 在摊铺施工中， 采用左右两侧挂线施

工放样。 试验段虚铺系数预定为： 1.20， 在测量控制过程中钢线标高＝
底基层顶面实测标高＋ （基层表面设计标高－底基层表面实测标高） ×
1.20 （预定的松铺系数） ＋挂线高度距虚铺面高度 （预定高度）。 根据水

稳层设计标高及底基层实测标高确定钢丝线标高。
2 施工工艺

2.1 摊铺及整形

摊铺机采用陕西中大机械集团生产的 DT1600 型多功能摊铺机，
摊铺时虚铺系数先定为 1.20,则摊铺厚度为 34X1.2=40.8cm （取 41cm）。
摊铺方法根据六武高速的摊铺施工经验， 采用单机整幅全厚度摊铺， 摊

铺开始前， 调整熨平板下面的垫木， 使高度达到松铺层表面标高。 松铺

层表面标高 =钢丝线标高。
垫木厚度调整准确后， 将熨平板落在垫木上， 再复测熨平板后沿标

高是否达到松铺层表面标高， 即是否与钢丝线标高一致， 如果不一致，
再调整垫木。 调整熨平板仰角， 使之达到预设值 1度。

调整 DT1600 型多功能摊铺机上的自动调平控制器， 使之达到正

常摊铺状态。 开始输料， 使物料输送到熨平板全宽度上， 而且料位高度

均匀一致。 然后开始浮动摊铺。 摊铺 1 米左右时， 如果自动调平仪显示

在调厚状态， 说明铺厚了， 而且越铺越厚； 如果显示在调薄状态， 说明

铺薄了， 而且越铺越薄。 此时调整自动调平仪， 使摊铺厚度减薄或增

厚， 这种调节应微量微调。 当自动调平仪显示在非控制状态， 测量此时

的松铺层表面标高， 如果铺厚了或铺薄了， 就向减薄或增厚调整。 当自

动调平仪显示在非控制状态， 测量此时的松铺层表面达到标高时， 即厚

度调节基本结束， 以后摊铺不出意外， 就不需再调整自动调平仪。 摊铺

机前进过程中， 始终保持直线， 并使左右测平传感器的自然垂落在钢丝

绳， 以保证准确的摊铺宽度和厚度。
为保证摊铺的连续性， 摊铺过程中须有 2～3 车料的储备。 卸料车

辆在摊铺机前方 20～30CM处停车， 由摊铺机迎上去推动卸料车， 一边

前进一边卸料， 卸料速度应与摊铺速度相协调。 卸料时由专人指挥卸

料。
摊铺过程中应每 10 米左右采用 “挂线法” 检查一次摊铺的混合料

的标高。 如超过误差范围则应缓慢调动传感器， 使其在允许的误差范围

内,在摊铺过程中派专人跟随摊铺机每摊铺 5米就分左中右检测其松铺厚

度并详细记录。
摊铺后碾压前应测定铺筑层的标高， 其位置与测定路基顶面标高

相一致。 其标高记为 H2， 单位为米 。 在摊铺现场有施工人员随时处理

料的局部不平整 （增、 减、 补料）， 同时， 随时检查和处理离析现象，
并随时与拌和站和试验室联系。

2.2 碾压

碾压采用静压、 预压、 强压和补压顺序碾压方式。 碾压作业满幅进

行， 做到均匀不漏压， 除了路幅两边应适当增加碾压遍数外， 做到各部

位碾压遍数相同， 当压路机无法碾压的局部地方， 采用打夯机打夯密

实。 压实遵循先轻后重、 先慢后快、 先静后振、 由边向中、 由低到高的

原则， 以达到平整、 密实的结果。
1） 静压： 静压采用 VZ18J压路机进行碾压， 静压 1～2遍。
2） 预压： 预压采用 VZ18J压路机进行振压， 振碾压 1～2遍。
3） 强压： 强压采用 YZ32 吨液压传动超重吨位超大激振力压路机

碾压。 分二步碾压： 大振幅低频强压 （作用深度大， 压实底层）： 发动

机转速 1800r/min， 振压 1～2遍。 小振幅高频振压 1～2遍。
4） 收光： 采用 18~20吨振动压路机或双钢轮压路机收光。
碾压路线： 碾压时， 应重叠二分之一轮宽， 后轮必须超过两段的接

缝处， 后轮压完路面全宽时， 即为一遍。 碾压速度： 静压时 1.5~2km/h，
振压时 2~2.5km/h， 终压 2~3km/h， 拖碾强压速度为装载机最低档速

度。 严禁压路机在已完成的或正在碾压的路段上随意调头或急停车， 以

保证底基层表面不受破坏， 碾压过程中， 混合料表面应始终保持湿润，
如水分蒸发过快， 应及时补洒少量水， 但严禁洒水量过大。 拖碾强压

时， 起振前， 装载机应先启动； 停振后， 装载机再停机。 以防止起振不

过振， 停振不拥包。 碾压时应严密组织， 从加水拌和到碾压终了的延迟

时间不应超过 3.5小时。
2.3 接头的处理

施工结束前摊铺机在接近端部前约 1m 处将熨平板稍稍抬起， 用人

工将端部混合料铲齐后再予碾压， 然后用 3m 直尺检查端部平整度， 趁

尚未初凝时垂直刨除端部层厚不足部分或平整度达不到要求的部分， 保

证下次施工时成垂直联结。
2.4 养生 （略）
2.5 松铺系数一般 1.25～1.3之间

3 质量保证措施

3.1 试验室建设

路面工程的试验检测工作十分关键， 试验检测工作是工程质量控制

的重要手段， 也是科学文明施工的具体表现。
试验室建设分三个内容， 即： 工地试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建立、 试验

室硬件建设及人员的合理配备与素质教育。
1） 试验室质量体系： 包括实施质量管理的组织机构、 职责、 程序、

过程和资源。 试验室工作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工程质量的好坏， 包括

各种控制管理制度。 2） 试验室硬件建设： 包括试验仪器配备精良程度、
设备仪器的数量。 公路路面专业仪器的自检自核工作十分重要， 我们将

严格把好路面仪器的质量关。 3） 试验室技术人员的配备， 以确保基层

施工及现场检测工作的基本需要。
3.2 材料质量

材料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路面的质量， 故首先严把原材料质量

关。 对进场的集料、 水泥及时检测各项指标， 每进一批检测一次， 不符

合要求的坚决清退出场。
3.3 拌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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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红壤丘陵区典型流域—湘江流域为研究区域， 利用 1995、 2000 年 2 个时段的土地利用图， 在 RS 和 GIS 的支持下， 分析了土

地利用的变化， 并结合相同时段湘江流域的水质数据， 探讨了流域内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状况。 研究结果表明， 从 1995 至 2000 年期间，
湘江流域的耕地减少 0.37%， 林地、 草地、 水域、 城乡居民点和工矿用地分别增加 0.10%、 0.06%、 0.18%、 0.03%。
［关键词］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 水环境； 湘江流域

湘江流域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研究
雷海 平

（湖南万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 410011）

土地利用指人类为获取所需的产品或服务而进行的土地资源利用

活动， 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并影响地球系统的主要途径之一。 土

地利用 / 覆被变化是地球表层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是全球变化研究

的前沿和热点。 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通过改变流域下垫面性质， 对水循

环和水量平衡产生极大影响， 从而产生一系列水资源、 水灾害和生态环

境问题。 因此， 开展典型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本研究以湖南省的母亲河 - 湘江作为研究区域， 利用 1995、 2000

年 2个时段的土地利用图， 在 RS 和 GIS 技术的支持下， 分析了土地利

用 /覆被的变化。 本文旨在通过对土地利用变化方向的分析探讨， 以期

能为相关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定合理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从而利于

整个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湘江是长江七大支流之一， 源于广西临桂县海洋坪的龙门界， 从

湖南永州市东安县的瀑埠头向北流入湖南省境内， 永州境内先后纳入紫

水、 石期河、 潇水、 应水、 白水等支流， 在衡阳汇蒸水和耒水， 衡山纳

洣水， 渌口汇入渌水， 湘潭汇入涟水， 长沙市区汇入浏阳河和捞刀河，
于望城的新康纳沩水， 至湘阴的濠河口分左右两支汇入洞庭湖。 湖南省

境内全长 856km， 流域面积 85383km， 占湖南全省总面积的 40％。 永

州以上为上游， 永州到衡阳为中游， 衡阳以下进入下游， 乔口以下称尾

闾。 流域属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具有温和湿润、 光热充足、 四

季分明的气候特征。 年均气温1615℃～1713℃， 年降水量1195～1492
mm， 年蒸发量 1162～1502mm， 年日照时数 1625～1796h， 全年无霜

期234～268d。 研究湘江流域的土地利用 / 覆被的变化， 对于了解该区

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数据和方法

2.1 土地利用类型划分

本文根据不同利用类型土地的生态效应的差异， 对湘江流域 1995
年、 2000 年土地利用数据的土地分类体系进行调整， 将全部土地划分

为 5 个类型： 1） 耕地， 包括灌溉水田、 旱地； 2） 林地， 包括有林地、
灌木林地、 疏林地和其它林地； 3） 草地， 包括高覆盖度草地、 中覆盖

度草地和低覆盖度草地； 4） 水域， 包括河渠、 湖泊、 水库、 坑塘和滩

地； 5） 城乡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包括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点和工交建

设用地。 研究中所用的数据包括 1995、 2000年湘江流域的土地利用图，
主要来源于对两个时段遥感影像的解译。

2.2 分析方法

本文湘江流域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分析包括整个流域段的分析和分

河段流域 （上游、 中游、 下游） 的分析。 在 ArcGIS9.2 环境中， 分别计

算出总流域及分河段流域的各时段的各土地利用 / 覆被类型的面积， 在

此基础上计算总流域及分河段流域各时段的各土地利用 / 覆被类型所占

比例， 从而分析 1995-2000年整个流域及分河段流域的土地利用 / 覆被

类型的变化状况。
3 结果与分析

3.1 1995~2000年整体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1995~2000 年是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 城镇化速度较快。
耕地和林地是湘江流域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在这个时期内， 湘江流

域耕地在逐步减少， 而城乡居民点和工矿用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在 逐 步 地 增 加 。 1995~2000 年 间 ， 湘 江 流 域 的 耕 地 减 少 311.35
km2， 所占 比例 下降 0.37%； 林 地增 加 86.42 km2， 所 占 比 例 上 升

0.10%； 草 地 增 加 55.17 km2， 所 占 比 例 上 升 0.06% ； 水 域增加

152.37km2， 所占比例上升 0.18%； 城乡居民点和工矿用地增加 17.39
km2， 所占比例上升 0.03%。

3.2 1995~2000年不同河段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1995~2000 年， 湘江流域上游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为： 耕地、 城乡

和工矿用地面积分别减少 115.99 km2、 5.66 km2， 所占比例分别下降

0.45%、 0.02%； 林地、 草地和水域分别增加 40.85km2、 28.32km2、 52.48
km2， 所占比例分别上升 0.16%、 0.11%、 0.20%。 流域中游土地利用的变

化为： 林地面积减少 105.14km2， 所占比例下降 0.30%； 耕地、 草地、
水域、 城乡居民点和工矿用地增加 8.33km2、 21.99km2、 52.67km2、 22.15
km2， 所占比例分别上升 0.02%、 0.06%、 0.15%、 0.06%。 湘江下游耕地

减少 205.08km2， 所占比例下降 0.86%； 林地、 草地、 水域城乡居民点

和工矿用地分别增加 152.06km2、 5.11km2、 47.18km2、 0.72km2， 所占比

例分别上升 0.64%、 0.02%、 0.20%、 0。
在 1995年， 各游段耕地比例下游 >整体 >上游 >中游； 林地比例

中游 > 上游 > 整体 > 下游； 草地比例上游 > 整体 > 中游 > 下游； 水域

比例下游 > 中游 > 整体 > 上游； 城乡和工矿比例下游 > 整体 > 中游 >
上游。 在 2000 年， 各游段耕地比例下游 >整体 > 上游 > 中游； 林地比

例中游 > 上游 > 整体 > 下游； 草地比例上游 > 整体 > 中游 > 下游； 水

域比例下游 >中游 >整体 >上游； 城乡和工矿比例下游 >整体 >中游 >
上游。 由此可见， 不管是在 1995或 2000年， 湘江下游的耕地比例、 城

乡比例都为最大， 这意味这湘江下游的工业化、 城市化、 农业发展在湘

江流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3 结论

1） 湘江流域 1995~2000年期间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较为明显， 主

要表现为耕地在日益减少， 减少程度为 0.37%， 林地、 草地、 水域、 城

乡居民点和工矿用地分别增加 0.10%、 0.06%、 0.18%、 0.03%。
2） 土地利用变化存在非常显著的空间差异性， 主要集中在下游地

区经济比较发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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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和站的计量十分关键， 为了保证计量准确性， 注意以下几点： 1）
加强集料级配检查并及时调整施工配合比； 2） 加强水泥剂量检查， 开

拌后要做到检测水泥剂量及含水量， 并及时通知调整； 3） 加强混合料

三均匀检查 （含水量、 水泥剂量、 颗粒级配）； 4） 为防止运输、 摊铺、
碾压过程中水分散失， 拌和应适当提高 1～3%含水量， 必要时对运输车

加以覆盖； 5） 拌和机加 d=40mm筛， 以筛除超尺寸颗粒； 6） 试验段至

少成型一组 13个无侧限抗压强度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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