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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及意义

沥青路面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是采用双层就地热再生设备对沥

青路面上面层和中面层同时进行加热、翻松，经热态拌和、摊铺、碾

压等工序，一次性实现双层路面再生的技术。国内外现有沥青路面就

地热再生技术，主要针对表层 3~4cm进行加热、翻松及现场再生，

仅能解决浅层功能性病害，而结构性病害及深层病害往往无法彻底处

治，因此导致就地热再生工艺的应用范围受到较大限制。

双层就地热再生技术，可实现对原路面上、下面层的同步再生，

或表面层再生，其上加铺罩面的组合方案。采用这种工艺可以打破现

有就地热再生仅能够对表层进行处治的局限，使其能够应用于结构修

复性养护，拓展了就地热在生的适范围，中（下）面层的病害也得到

了有效处治，处治深度可达到 10cm。同时，相比铣刨重铺工艺，如

考虑黏层洒布等时间，采用双层就地热再生可节约 2/3以上的养护作

业时间，大大减少施工造成的交通封闭，降低道路施工对交通的影响，

是一种高效、节能、绿色的养护工艺。

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是我国原创的一种新型就热再生工艺，目前

国内外均缺少相应的规范指导施工，交通运输行业现行标准《公路沥

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JTG/T 5521）未并涉及此类再生技术。

通过本标准编制项目，补充双层就地热再生标准的空白，有效指

导、控制和规范双层就地热再生设计、装备、施工、试验检测、质量

验收等技术要求技术流程和要求，确保工程质量和耐久性，促进双层

就地热再生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高沥青路面养护质量，延长路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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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寿命，提升养护效率，促进沥青路面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技术的规

范化、标准化及科学化，因此本标准的编制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二、工作简况

任务来源：2021年 6 月，经江苏奥新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江苏

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根据申请材料，于 2021年 11月 15日对《沥青

路面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技术规范》进行了编制大纲评审，同意开展

编写工作。

主编单位：江苏奥新科技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扬州大学、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苏交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泰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江苏奥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编制组及其成员情况：吴哲、皮阳军、张垚、徐剑、李明亮、何

淼、袁勇、蒋小旦、李双姐、张俊龙、顾靖、陈军、张来源。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作的工作：

1. 吴哲：主编，编写工作的总负责，组织细则的编写及验收。

负责编写第 1章、第 2章。

2．皮阳军：参编，参加有关调研、验证工作，负责编写第 3章、

第 5章。

3．张垚：参编，参加有关调研、验证工作，负责编写第 4章。

4．徐剑：参编，项目技术负责人，负责编写第 5章、第 6章。

5．李明亮：参编，参加有关调研、验证工作，负责编写第 7章。

6. 何淼：参编，参加有关调研、验证工作，负责编写第 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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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袁勇：参编，参加有关调研、验证工作，负责编写第 8章。

8．蒋小旦：参编，负责编写第 9章。

9．李双姐：参编，负责编写第 9章。

10．张俊龙：参编，负责编写第 8章。

11．顾靖：参编，负责编写第 10章。

12．陈军：参编，负责编写第 10章。

13．张来源：参编，负责编写标准附录。

完成时间：本团体标准于 2021年 6月立项，计划于 2023年 6月

完成。

三、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为保证本标准制定的科学性、有效性、实用性，标准课题组广泛

收集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相关论文与研究报告、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等，同时开展了调研访谈。通过资料与调研分析，编写

组在沥青路面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技术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的基

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设计与施工方面的技术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过程简述如下：

（1）标准立项及编制组成立

2021年 6 月标准立项，成立标准编制组。由江苏奥新科技有限

公司、扬州大学、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泰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江苏奥

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人员组成标准起草小组，负责标准的调研、

起草、编制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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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纲编制阶段

2021 年 6 月至 2021年 11月，为标准大纲编制阶段。相关人员

接到通知后，落实人员的职责和工作量，确定编写组成员和分工，完

成大纲编制。2021年 9月 22日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公路标准分

会组织对《沥青路面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技术规范》进行了编制大纲

评审，同意开展编写工作。

（3）调研与验证阶段

2021 年 12月至 2022 年 5月，为标准调研与验证阶段。项目组

对国内外就地热再生技术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考察。对 G233扬州宝应

段、泰州 G345高港段、广东汕头城区中山东路金环路至泰山路段等

典型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工程项目进行调研，总结双层同步就地热再

生典型结构、再生装备、工程工艺、关键材料等进行了充分的总结。

开展并完成了双层就地热再生结构优化、再生混合料关键技术指标、

再生混合料性能提升等相关验证及论证工作。分析了技术优势和经济

环境效益。

（4）征求意见稿编制阶段

2021年 5月至 2022年 5月，为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阶段。编写

组成员通过对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整理与分析，在调研论证的基础

上，以大纲编写为骨架，结合调研情况和研究成果，提出标准框架体

系，包括既有路面调查与处治方案、结构设计、材料、配合比设计、

施工、质量控制与检查、交工检查与验收等主要内容。编制形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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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编制原则与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工作组严格遵循以下标准化法律、法规、规

范的规定，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协调一致。一项法规

及制度作为本标准起草的重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

施条例》、《江苏省标准监督管理办法》、《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规程》

等法律、法规及制度；

（2）《GB/T 1. 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标准文本的结构、格式主要依据本标准）。

2019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

确提出了“加强老旧设施更新利用，推广施工材料、废旧材料再生和

综合利用”的任务。我国交通运输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养护设计

规范》（JTG5421-2018）、《绿色公路建设技术指南》均把沥青路面再

生作为绿色养护和公路建设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本标准良好地适应

了国家发展战略和上位标准的落地需求。

2019年 8月 21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

范》（JTG/T 5521-2019），作为公路工程行业推荐性标准。标准较为

系统地规定了我国公路沥青路面养护主要的再生技术。其内容不仅有

热再生还有冷再生，由于是适用于全国的行业规范、且包括的再生形

式较多，因此相关规定主要为原则性的，大量的技术细节没有进行规

定，一定程度上缺少对江苏省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的针对性。

2016年 9月，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江苏省地方标准《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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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施工技术规范》（DB32/T 3134-2016），该规范主要

是对上面层就地热再生技术进行的相关规定，没有涉及上面层及中面

层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的相关内容。

本标准完全符合国家及行业部门的相关法律及规范，并对现行规

范在江苏省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必要的补充，有助于江苏省沥青路面再

生技术的全面发展。

五、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 10章和 1个附录。

章节内容主要包括 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

既有路面调查与处治方案、5.结构设计、6.材料、7.配合比设计、8.

施工、9.质量控制与检查、10.交工检查与验收、附录。

本标准第 4~10章规定了沥青路面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的核心技

术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4. 既有路面调查与处治方案。规定了针对旧路面技术状况和路

用性能的现场调研方法和技术要求，旧路面原材料性能的检测检验方

法和技术要求，旧路面沥青混合料性能的检测和评价方法。

5. 结构设计。规定了沥青路面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的典型应用

结构组合、结构验算方法和关键设计参数取值方法。

6. 材料。规定了沥青路面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应用的关键原材

料和混合料技术要求。原材料包括：沥青、矿料、再生剂和添加剂。

7. 配合比设计。规定了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上、下层位混合料

的目标、生产配合比设计方法和生产配合比验证流程。重点规范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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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用量、新-旧料合成级配设计、双层就地热再生混合料性能指标等

内容。

8. 施工。规定了原路面破损类病害的处治要求，用于双层同步

就地热再生的新拌混合料生产、双层就地再生现场加热、翻松、提升、

复拌、双层同步摊铺、碾压等关键技术流程和要求。

9. 质量控制与检查。规定了施工前的材料与设备检查和施工过

程中的质量管理与检查要求。重点规定了新沥青混合料、双层同步就

地热再生混合料和路面施工过程中的技术标准。

10. 交工检查与验收。规定了沥青路面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交工

验收检查项目和技术要求。

六、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果

6.1 前期工作基础与成果

本技术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等支持下，突破了高效热渗透、烟气回收再

利用、双层一体化修复、老化材料高性能复原等关键技术难题，实现

了沥青路面高性能、低能耗、大厚度就地再生利用。主要体现在：

（1）发明了多级间接式低温红外柔性辐射加热技术，路面有效

加热深度增加 67%，热能利用效率提高 52%，物料受热均匀性提高

35%，避免了加热过程的沥青老化和烧焦现象。

（2）发明了并应用了智能化双层一体摊铺技术。针对就地热再

生物料搅拌不均匀、再生深度浅的难题，开发了二次补温层间高强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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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技术，发明了“上面层+中面层”的双层再生摊铺一体机，首创了

不同材料、不同层位的同步就地热再生，再生深度由传统 40mm增加

到 100mm。

（3）发明了烟气催化燃烧及中和式多重过滤技术，进一步提高

了热能利用效率，施工过程烟气排放减少 95%以上。

（4）针对就地热再生工程问题多的难题，创建就地热再生养护

决策方法，提出高性能热再生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方法，形成了基于就

地热再生的新型路面养护结构组合，实现了就地热再生技术对 AC、

SMA等不同路面类型的全覆盖。

6.2 试验论证总结

在调研、测试验证、论证等工作内容基础上，重点解决以下重点、

难点问题：

（1）双层就地热再生路面结构优化

由于沥青路面类型及组合形式较多，在标准编制中，针对不同结

构层次及原路面材料类型，进一步了开展就地热再生结构组合适用性

验证，找出就地热再生沥青路面结构易损坏的关键因素，确定再生沥

青路面结构的设计指标，提出适用于双层就地热再生的沥青路面结

构，实现双层就地热再生路面结构与材料设计的统一。

（2）再生沥青混合料关键设计指标

针对再生剂的选择和用量，基本都围绕沥青指标的针入度、软化

点等基本指标，其与沥青混合料路用性能对应关系不明。对于再生混

合料，当前规范也没有针对性地提出就地热再生技术评价标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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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能的原路面（如高温稳定性差，水稳定性差，裂缝密集等不同

病害的路面）。本标准针对不同旧路混合料特性，提出相应再生混合

料重点技术指标及要求，从而全面满足不同类型、损坏程度的旧路再

生的技术需求。

（3）再生沥青混合料性能提升

现在就地热再生技术，主要以恢复路面表面功能为主，由于旧路

沥青老化等原因，再生混合料的性能一般难以超越新拌沥青混合料，

因此也导致再生沥青路面寿命较短。因此，本标准基于合理有效的级

配设计、外掺材料的选择和优化、现场质量控制等手段，全面提升就

地热再生路面的质量和耐久性，就地热再生混合料长期耐久性不低于

新拌沥青混合料，这也是标准编制过程汇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6.3 技术经济评价

（1）技术评价

本技术针对国内外就地热再生普遍存在的再生层次浅、耐久性差

等问题，通过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将传统的 40mm就地热再生扩大

至 100mm，实现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养护，减少了沥青烟气排放 95%

以上，解决复杂路面病害问题，实现路面长寿命再生养护，可替代原

路面大中修养护通过项目实施，引领道路养护发展新理论、新技术和

新工艺。经权威机构评价，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施工工艺等技术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对装备产业化应用和路面养护技术的进步起到显著的

推动作用。

（2）经济与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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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铣刨摊铺面层 40mm技术，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技术的节

能减排比例为 42%；原铣刨摊铺 100mm 传统工艺耗能费用 571725

元/公里，双层就地热再生节约能耗 240124.5元/公里，按公路养护里

程 475万公里计算，采用双层就地热再生工艺，耗能费用可节约 11405

亿元，减少碳排放 20685万吨；采用双层就地热再生工艺，通过双层

对旧料 100%循环利用，避免对土地的占用和对土壤、水源的污染；

采用废热循环再利用装置，通过烟气催化燃烧废热循环利用及中和式

热雾化多重过滤技术，减少沥青烟气排放 95%以上，符合国家环境保

护“预防为主、治理为辅”的原则。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沥青路面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技术为国内外首创，国际上尚缺少

相关技术标准，因此未采用国际标准。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沥青路面双层同步就地热再生技术规范》在起草过程中暂未出

现重大分歧。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1）加强标准在公路养护工程的应用，推进标准实施

建议各级主管部门、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及从事公路养护相关业务

的企业，在进行沥青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时，积极采用本标准进行施工。

（2）做好信息反馈和适用性评价，提高标准实施效果

标准宣贯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将标准的宣贯工作落实到实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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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标准宣贯后，要时刻跟踪本标准在实际工程中的使用情况，评价

应用效果，对于实用性不强、适用性差的条款要及时反馈到相关行业

管理部门，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3）加大标准宣贯力度，扩大宣贯范围

在本团体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贯培训班，对相关各方单位的

人员进行本团体标准的宣贯培训。标准的宣贯工作不仅包括标准文本

本身，还应包括标准的编制说明，使得标准使用者不仅了解标准文本

中规定的内容，还了解本标准编制说明中对于标准制定背景、制定依

据等内容，以利于标准的贯彻执行。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经研究论证，如采用的技术或方法不与“一种就地热再生双层摊

铺一体机（ZL201520770519.8）”专利发生冲突，同时能够达到标准

要求时，可以进行使用。必要时，可通过专利授权等形式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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