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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绍兴近年道路整治和“桥头跳”整治基本情况

（一）设施基本情况
   截止2023年5月中旬，绍兴市6个区、县（市）共有既有城市

桥梁1251座（特大桥10座、大桥163座），城市道路1203条共
1370余公里。

 市区快速路主线已开通约62公里，估计到今年7月份将开通主
线约74公里，12月底将开通86公里，2024年底开通93公里，2025
年底开通106公里。

（二）病害治理情况
 1、城市道路脱空检测及整治。2022全年及2023年上半年全市

根据2021年道路塌陷隐患评估，共计划检测道路1074.2公里,截止
2023年4月底，各区县均已完成检测工作，全市完成检测1790.97
公里，总体完成率166.73%；全市共发现空洞及脱空病害348处，
均已整治完成。

    



（二）病害治理情况

  2、路桥过渡段沉陷问题治理。2020年5月我市启动第一轮
城市桥梁“桥头跳车”病害摸排及治理行动，共摸排出64座存
在较为严重“桥头跳车”病害的桥梁，并制定分两阶段治理的
方案：2020年底前全市完成不低于32座桥梁的治理，各区县治
理率不低于50%、2021年6月底前完成剩余桥梁的治理工作。
2021年4月我市启动第二轮城市桥梁“桥头跳车”病害摸排及治
理行动，共摸排并集中治理一批中等程度“桥头跳车”病害的
桥梁21座，2021年10月底前全部治理完成。2022年省建设厅启
动民生实事工程，“桥头跳车”整治为其中之一，我市顺势启
动第三轮“桥头跳车”病害摸排及治理行动，分为两批次摸排，
共单独治理轻中程度“桥头跳车”病害的桥梁78座（不包括道
路整体大修75公里同时整治部分）。2020至2022年我市累计单
独治理路桥过渡段沉陷病害桥梁共163座。



二  城市道路常见病害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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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绍兴城市道路整治常用方法

    1.面层铣刨法
       对路面出现各种裂缝、拥包、车辙、沉陷、坑槽、横坡不适、平整度
差等病害，但弯沉检测承载能力尚可的道路采用对道路面层一层或二层进
行铣刨，重新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加铺的方法。常用在基层未破坏的道路
维修。

       2.基层更换法
       对道路基层整体性较差，承载能力下降导致路面出现各种病害，采用
对道路基层进行挖除重新摊铺半刚性或刚性基层加固的方法。常用在基层
已多处破坏，弯沉检测显示承载能力明显下降的道路维修。

       3.路基加固法
       对道路路基承载能力不足引起各种路面病害，采用不同方法提高路基
基承载能力的加固方法。常见的有换填土层法、排水固结法、机械碾压法、
重锤夯实法、桩基加固法、深层搅拌法、注入浆液法。



 地聚合物加固机理

4.道路浅层注浆工艺（地聚合物注浆）



技术优势

道路养护微创技术——输液式加固高效养护道路



竞争优势——综合效益





注浆材料

Ø 常规注浆材料：纯水泥浆、水泥粘土浆、有机浆材（如环氧树脂类、

聚氨酯类等）、活性粉煤灰浆，水玻璃浆材等

Ø 水泥类浆材缺点：析水性大、稳定性差、体积收缩大、粘结强度低、

注入能力有限（由于水泥颗粒较粗，一般只能灌到岩土的大孔隙和

裂隙）

Ø 地聚合物是目前世界上一种新型的材料概念，它的主要特点是“绿

色耐久”，抗压强度高、粘结强度高、可注性好、环保。



 一、项目概况
      群贤路镜湖段西起大越路，东至中兴大道，于 2006 年 4 月新建建
成通车；2014 年进行10 月完成改扩建工程；全长约 6.9 公里，建有桥
梁 14 座（南侧道路数据）。
       2006 年 4 月新建时设计标准为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 40Km/h，路
幅宽度为 42 米。2014 年 10 月完成的群贤路改扩建工程按城市主干路，
设计速度主车道 60km/h，辅 道部分 40km/h。已建桥梁采用原城-B 标
准，拓宽部分采用公路Ⅱ级标准。
      群贤路镜湖新区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缺陷有全线路段沉 降、破损较
为严重，部分桥梁伸缩缝损坏，部分桥梁栏杆无防护功能损坏，存在较
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5.案例（绍兴群贤路道路整治）

原因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及分析，沥青路面的破坏主要是由于群贤路是绍兴
市东西向的主要交通要道，交通非常繁忙，车辆通行较为密集，且近
期绍兴各条主干道路高架桥梁的施工建设，增加了群贤路的交通压力，
两侧地块的开发，也使得各类工程车通行非常频繁，导致路面大范 围
网裂、沉陷、坑洞等病害的发展逐步加剧。





二、设计概况
       本次设计针对群贤路道路病害发展情况，选取群贤路-汤公路至中兴大
道段作为试验路段（该路段病害较全路段最为严重，且交通非常繁忙，道
路病害呈发展趋势），试验段全长约 355m，设计中采 用地聚合物注浆工
艺对路基进行注浆加固。2021 年 7 月 7 日对现状群贤路进行弯沉检测，弯
沉检测按每车道间隔 20 米检测 1 点。涉及试验段弯沉检测共 72 点（具体
数据见附 3），试验段南半幅沥青顶面代表弯沉值为 57.55(0.01mm)，平
均弯沉值为 39.0(0.01mm)，标准差 17.5（0.01mm）；试验段北半幅沥青
顶面代表弯沉值为 58.30(0.01mm)，平均弯沉值为 38.9(0.01mm)，标准差 
11.8（0.01mm），根据弯沉数据分布情况，离散性较大。（详见附2） 设
计中，地聚合物注浆液按地聚合物：水=1：0.36 进行拌合，注浆质量以注
浆量为主、压力为辅进行双控，注浆量按 80cm 辐射直径计，孔隙率按 5%
计（暂定，实际以施工现状注浆量为准），折合0.0301m³/孔，压力控制在 
1.5MPa。注浆完成后以道路弯沉检测值作为验收标准。 为体现注浆效果，
南北半幅采用不同的注浆间距以作区别，其 中南半幅注浆间距按 1.5m 布
置，北半幅按 1.7m 进行布置。注浆深 度均为 1.2m。







三、施工概况
       群贤路（汤公路至中兴大道）试验段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进场施工，
2021 年 10 月 20 日开始进行南半幅路基注浆，至 25 日完成路基注浆；
2021 年 11 月 01 日开始进行北半幅路基注浆，至 04 日完成路基注浆，南
半幅注浆孔按 1.5m 间距布置，北半幅注浆孔按1.7m 间距布置，南北半幅
注浆孔深 1.2m，均按梅花型布置。 施工过程中采用先钻孔，后注浆的形式，
其中地聚合物比例按地聚合物：水=1：0.36 进行拌合，以注浆量为主、压
力为辅进行双 控，注浆量 80kg（拌合物）/孔，折合 0.0421m³/孔计，为避
免压力过大导致路面拱起，注浆压力采用脉冲形式，控制在 2.0MPa。南半
幅注浆采取“先铣刨，后打孔，再注浆”的注浆形式，为能较为直 观的对
道路集中病害处进行加固处理，北半幅在原来基础上，进行 了注浆工艺的
优化，采取“先打孔，后注浆，再铣刨”的注浆形 式，更加具有针对性。



四、试验成果
       通过注浆群贤路（试验段）结构强度能够有效改善，能够达到规 范及设计要
求。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路面弯沉数据有效改善，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结构强度得到加强。
通过对注浆前后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注浆后弯沉数值明显偏减小 （详见附 1），其
中南半幅注浆前路面弯沉代表值为 57.55（0.01mm），平均弯沉值为 
39.0(0.01mm)，北半幅注浆前路面代表弯沉值为58.30(0.01mm)，平均弯沉值为 
38.9(0.01mm)，注浆前路面结构强度处于不足状态；注浆完成后，南半幅路面弯
沉代表值为 29.0（0.01mm）， 平均弯沉值为 22(0.01mm)，北半幅路面代表弯
沉值为 30.37(0.01mm)， 平均弯沉值为 29.57(0.01mm)，满足道路交通荷载要
求。
       （二）弯沉数据离散性减小，道路强度均匀性得到改善，道路不均匀沉降现
象得到改善。通过对注浆前后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注浆后弯沉数据离散性极大减小
（详见附 2），注浆前路面弯沉标准差 17.5（0.01mm）（南半幅）， 及 11.8
（0.01mm）（北半幅）；注浆完成后，路面弯沉值标准差为70.01mm）（南半
幅）及 2.85（0.01mm）（北半幅）。 

        综上所述，通过注浆能够有效提高道路结
构强度，同时也能改善道路结构均匀性，避免
道路不均匀沉降。





四  绍兴“桥头跳”整治常用方法
    1.绍兴“桥头跳”原因分析：

        1）场地狭窄，大型压路机械操作不方便，造成碾压死角；

        2）人工辅助夯实操作不认真；

        3）填料不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4）软土地基，工后沉降导致。

   2.按浙江省《城镇道路路桥过渡段工程技术导则（试行）》：
    5.3 既有道路整治提升设计

5.3.1 对“桥头跳车”病害等级为 B 类的路桥过渡段应采取路面处治措施；
病害等级为 C 类、D 类的路桥过渡段应进行路基、路面综合处治。
5.3.2 病害等级为 B 类的路桥过渡段处治措施如下：
    1 沥青路面宜采用铣刨罩面处治，处治长度不宜小于25m，且应满足相邻
纵坡差不低于A类的要求。
    2 水泥路面可采用特种砂浆处治，处治长度不小于一个板块长度。
5.3.3 病害等级为 C、D 类的沥青路面路桥过渡段处治措施如下：
    1 病害等级为C类的路桥过渡段宜对路面结构翻挖重建，视情况对路基采
取加固措施。



     2 病害等级为D类的路桥过渡段应对路面结构翻挖重建，根据路基病害成
因及对周围建（构）筑物的影响程度，对路基采取以下处治措施：
        1） 既有路基软土处治宜采用土工泡沫塑料（EPS块）、气泡混合轻质
土等轻质填料换填，沉降较大时可结合水泥搅拌桩复合地基进行处治。
        2） 不宜采用有挤土效应的预制桩、高压旋喷桩。条件受限确需采用时，
应采取消减孔隙水压力和挤土效应的措施，并应控制沉桩速率，减小挤土效
应。
       3） 搭板脱空处、路基脱空处及路基密实度不符合要求时可采用注浆处
理。
       4） 条件受限不适于翻挖重建时可采用注浆处理。
    3 处治长度可按降低一级设计速度的最小坡长控制，纵坡变化处应设置竖
曲线。

5.4 桥头搭板处治设计
5.4.1 搭板脱空、断裂或枕梁下沉等引起“桥头跳车”时，应根据损坏程度修
复或更换搭板。
5.4.2 因水土流失导致搭板脱空，应采取措施切断水土流失通道，再注浆加固
地基。
5.4.3 位于软土地基上且病害等级为 C、D 类的既有桥梁，未设搭板时应增设
搭板。



5.2“桥头跳车”病害等级分类





3.“桥头跳车”整治常规方法案例



思路：宕渣路基基本稳定后通过减轻路基自身重量和控制路基受力整
体性，解决运营道路软土路基桥头跳车问题

4.软土路基桥头跳车置换预制结构处治方法



   提出：利用一种预制轻质块体（比重
25~30kg/m3  、强度0.5~0.6Mpa）上铺25cm预制混
凝土面板置换相应厚度桥坡填筑物，承担路面动
静荷载；预制混凝土面板湿接头用超高强度粘结
材料固结（强度：≥120Mpa，非冬季时间：120 
分钟内快速固结，可以达到 60Mpa，），预制轻
质块体用普通粘结材料粘结。



 5.案例（绍兴新迎驾桥“桥头跳”整治）

       新迎驾桥桥头跳车整改项目工程位于迎驾桥路（迎驾桥路与湖东路交叉口
东侧）上，交通区位十分重要，并承担着道路周边小区、商铺、企业等各种车
辆及过境车辆 的通行。由于桥头路基沉降及超重车的超负荷运行，使部分路段
沥青路面存在破损现象，沥青路面出现：坑槽、车辙、沉陷、表面破损等现象，
该桥梁因东侧桥坡下陷，导致桥梁主车道及人行道上出现桥头跳车现象。已影
响到道路的正常使用功能，对周边企业和居民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严重
影响了柯桥区的整体形象。
      本次桥坡维修工程老路面结构为沥青路面，人行道为青石板铺装，侧平石
材质为青石板。经过前期调查，确定整治范围为东侧桥坡20米，整治内容包括
车行道结构重做面积约320平方米，人行道维修 160.0 平方米，破损侧平石更
换约 30.0 米。设计整治工艺采用新工艺，工程于9月17日开工，9月25日完工，
合同造价约人民币105.6万元。

一、项目概况



二、改造工艺介绍

新工艺采取对车行道结构改造主要为挖除原有道路结构层不小于1.8米左右，
采用二层各63cm 预制轻质块体+25cm预制 C30钢筋砼面板置换相应厚度原道路
水泥稳定碎石+塘渣层结构后，再上铺沥青面层。其中采用的预制轻质块体，其比
重在25~30kg/m3之间，强度在0.5~0.6Mpa之间，产品质量较轻且又具有一定强
度，属于公司专利产品。该工艺能大大减少道路结构层本身重量，同时又有一定
强度有利于抵消路面动静荷载，安装方便，便于安全快速施工。其上安装C30预
制混凝土面板有利于均衡路面动静荷载，防止预制轻质块体受力变形，面板间湿
接头采用超高强度粘结材料固结，固结速度快，节省了原有结构层养护时间。项
目施工顺利，从完工后这段时间观察达到预期效果。

三、新工艺试点评价

该工艺较以往传统工艺相比，实际施工工期为8天，工期较短，对交通影响有
限。目前，新迎驾桥桥头跳车整治新工艺试点已经结束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
期，情况较好。















新迎驾桥施工前后对比



6、桥头跳车整治工艺对比

  目前，针对桥头跳车整治主要有三个工艺，分别为传统常规沥青罩面处治工艺、传统
常规泡沫混凝土换填处治施工工艺、新工艺置换预制结构处治工艺。三大工艺存在以下几个
特点：

 （一）传统常规沥青罩面处治工艺。该工艺施工价格一般在200元/平方米左右，工期一
般3天左右，施工工期较短，且施工过程中能确保交通不断流，对交通影响较小。但该工艺
只能暂时缓解桥头跳车现象，未进行开挖换填，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桥头跳问题的解决，其
有效年限较短，一般在2到3年内又会反复出现桥头跳车现象。

 （二）传统常规泡沫混凝土换填处治施工工艺。该工艺施工价格一般在2100元/平方米
左右，由于该工艺需要进行开挖换填且混凝土需要保养时间施工工期较长，一般需要50天左
右，通常都需要封道施工，对交通影响较大。由于对病害基础进行了一定的治理，故该工艺
能延长桥头跳现象出现时间，一般能保证5年左右。

 （三）新工艺置换预制结构处治工艺。该工艺实际是传统常规泡沫混凝土换填处治施工
工艺升级版。即将传统常规泡沫混凝土更换成新工艺泡沫材料+混凝土预制板块。相较于传
统常规泡沫混凝土，新工艺轻质块体存在比重更小、质量更轻的优点。采用该工艺价格一般
在2700元/平方米左右，为三种工艺中价格最高的一种，采用该工艺工期可缩短至5天以内，
但需要全路幅大开挖，对交通影响较大。较传统常规泡沫混凝土换填和传统常规沥青罩面工
艺而言，新工艺对工程前期准备和施工组织工作要求较高，人员需要专业培训并进行施工工

序演练。采用该新工艺置换预制结构处治，据介绍正常情况下使用年限可达8年以上。
 



 7、相关建议

      通过对此次试点工作的总结，对目前桥头跳整治提出如下建议：
    （一）对于处理桥头基层破损严重，且车流量小，对交通影响不大的公路或
市政桥梁，建议采用传统常规泡沫混凝土换填方案。

    （二）对于桥头基层破损严重，且车流量大，对交通影响较大的公路或市政
桥梁，建议采用新工艺桥头跳车置换预制结构处治技术方案或地聚物注浆方案。

    （三）对于桥头跳车基层破损较小，桥头跳车现象不严重的，建议可采用传
统常规沥青罩面处治工艺处治。



1.出台绍兴《提升全市城市道
路建设品质的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

五  绍兴城市道路品质提升及精细化管理探索







2.以绍兴市人民政府名义出台
《绍兴市打造 最清洁城市“410 
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的通知



（一）总体目标。按照建设高水平网络大城市要求，建立 全覆盖、

全过程、全时段的城市精细管理体系，推动城市管理 从粗放向精细、从传
统向科技、从平面向立体转变。实施打造 最清洁城市“410 行动”，努力
实现“五大目标”：
 1．环境卫生“席地而坐”：路面（街面）保洁见本色，环卫设施见本貌，
绿化树木见景致，环卫行业见形象。
 2．道路通行“杯水不溢”：城市道路平整舒适、设施完好， 无坑洞、无
沉降、无裂缝、无积水；城市桥梁技术状况正常、 无桥头跳车。
 3．市容市貌“井然有序”：无占道经营、无流动摊贩、无 马路市场、无
噪音扰民、无乱搭乱建；店面招牌和户外广告设 置规范合理、商家齐门经
营、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停放有序。
 4．园林绿化“五彩斑斓”：通过建设城市公园、口袋公园 和道路绿化提
档升级等方式，多层次展现城市园林风貌，让市 民感受到四季变化的色彩
之美。
 5．城市夜景“如梦如幻”：将城市中山、湖、河等自然景 观作为城市夜
景本底，构建“古城夜色、水城夜感、新城夜貌” 梦幻般的城市景观亮化
体系。



（二）分步目标。根据城市精细管理分类工作要求，将全 
市建成区城市管理区域分为示范区、高标区、标准区和一般区， 
实行挂图作战，分级分类分步实施： 
       2023 年底前，示范区不少于城市建成区的 5%，高标区不少 
于 15%，标准区不少于 30%，其余为一般区，城市精细管理成 效
初显，在全省有较大影响力，市民满意度达到 90%。
       2024 年底前，示范区不少于城市建成区的 7.5%，高标区不 
少于 22.5%，标准区不少于 45%，其余为一般区，在全省有显著
影响力，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市民满意度达到 95%。
      2025 年底前，示范区不少于城市建成区的 10%，高标区不 少
于 30%，其余为标准区，将绍兴打造成为国内普遍公认的最 清洁
城市，市民满意度达到 98%。



3.以绍兴市人民政府名义出台
《绍兴市城市精细 管理区域
划分及养护经费标准》的通知





越城区2023年 柯桥区2023年



上虞区2023年

新昌县2023年



诸暨市2023年 嵊州市2023年



4.拟出台《绍兴市市政道路分级养护工作标准》（征求稿）







▲总则主要强调了出台导则目的、适用范围、引导“四新技术”应用、加强人员
培训等

▲基本要求主要强调了通病防治组织实施单位及建设工程各方主体、图审机构、
监督机构职责，并对通病防治费用落实和工期提出要求

▲路基质量通病防治主要提出了路基不均匀沉降防治的技术措施。强调了对高水
位、高填方、软弱地基处理措施的提出和控制，路基材料和施工质量的控制。

▲路面质量通病防治主要提出了道路交叉口及公交站台处路面车辙、拥包防治的
技术措施，从设计、材料、施工强调了控制要点；道路平整度差、行车舒适度不
足防治的技术措施，从施工方面强调了控制要点；路面积水、排水不畅防治的技
术措施，从施工方面强调了控制要点，同时对道路交叉口强调了专项排水设计；
上设高架的地面道路产生“波浪路”防治的技术措施，从设计、施工强调了控制
要点，同时对隐蔽部位质量追溯提出了要求；

5.拟出台《绍兴市市政道路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导则》（征求稿）

       导则共分 7 章：总则、基本要求、路基、路面、人行道、检查井及管道、路
桥过渡段质量通病防治



▲人行道质量通病防治主要提出了常见病害防治的技术措施，从施
工方面强调了施工工艺及材料控制、养护控制等要点；侧平石线形
不顺、路口圆弧侧石不圆顺防治的技术措施，从施工工艺、材料控
制等作了强调；无障碍设施设置不规范防治的技术措施，主要从设
计和施工方面进行了强调。

▲检查井及管道质量通病防治主要提出了井框与路面高差超标、井
边破损沉降防治的技术措施，主要从检查井设置位置、结构、周边
处理、回填材料、井盖选材、安装质量控制等方面作了要求；沟槽
处沉降不均匀防治的技术措施，主要从施工质量、回填材料、施工
工艺等方面作了要求。

▲路桥过渡段质量通病防治主要提出了路桥过渡段“跳车”防治的
技术措施，从设计角度提出了台后处理的方法和施工控制的要点，
并强调了工期的控制和沉降速率的要求。



  完毕，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