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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1 标准编制背景、目的及必要性 

1.1 标准编制背景 

磨耗层作为直接与轮胎接触的结构层位，容易受到气候、时间、荷载等因素的影

响而导致使用性能的下降，传统 4~5cm 磨耗层技术如 AC 类、SMA 类、GAC 类等通

常在 5-10 年左右需定期进行保养或更换，耐久性一般，且其寿命终期磨损通常仅在

2~3mm，远远小于磨耗层本身厚度，造成优质磨耗层石料与沥青胶结料资源的浪费。

另外，由于铺设厚度较大，其在恒载受限的桥梁、净空受限的隧道、附属设施标高固

定等工况下存在明显的应用局限性。 

相比常规厚度的磨耗层结构，较薄的磨耗层结构则具有更好的适用性、经济性和

环保效益。在此背景下，NovaChip、微表处、薄层 SMA 和 UTAC 等较薄的磨耗层技

术在路面养护过程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路面的使用状况，延

缓了路面大中修的期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然而，传统薄层技术在材料与

结构性能方面存在局限性，导致抗裂性能和粘结性能较差，易出现脱皮和推移等早期

病害，使得薄层结构在力学性能和使用耐久性方面与常规 4cm 厚度的磨耗层存在差

距，其推广和应用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随着材料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各类高性能薄层技术得以研发与应用，在路用性能

和耐久性等方面与常规厚度磨耗层的差距逐步缩小，甚至实现了超越。因此，高性能

薄层罩面技术的应用范围得以逐渐扩大，从早期主要应用于沥青路面的预防性养护工

程，到逐渐在水泥混凝土路（桥）面“白改黑”、隧道道面提升改造等工程中同样得

到了规模化应用；再加上高性能薄层技术具备施工速度快、施工周期短、社会影响小

等优势，在交通流量密集的过江通道、枢纽互通、高快速道路的改造提升工程中往往

成为首选的技术方案之一。 

然而，当前行业中尚缺乏完善的高性能薄层技术标准体系，各类薄层罩面的设计

与应用主要还是以《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公路沥青路面

养护技术规范》（ JTG 5142-2019）、公路沥青路面预防养护技术规范（ JTG/T 

5142-01-2021）等作为参考依据，未有明确区分高性能薄层技术在不同工况（沥青路

/桥面、水泥路/桥面、隧道路面等）条件下的适用条件和材料技术要求，也未对不同

工况下的原路面处治和薄层施工工艺提出针对性意见，导致各类薄层技术在质量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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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上存在差异，部分技术的应用效果不尽如人意，出现了脱皮、松散和反射裂缝等早

期病害。因此，迫切需要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来指导高性能薄层技术的设计、施工和

质量验收等工作。 

1.2 标准编制的目的 

本规范将基于不同的应用工况（沥青、水泥、隧道、桥面等）对加铺薄层罩面的

技术需求，从高韧超薄沥青磨耗层的适用性、材料选择与管理、混合料组成设计、混

合料施工控制和质量验收等方面出发，建立一套系统的、全面的技术标准，为新型薄

层尤其是高性能薄层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性和方向性的指导建议。 

1.3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与本技术规范相关的规范包括有《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2017）、《公

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G 

5142-2019）、公路沥青路面预防养护技术规范（JTG/T 5142-01-2021）、《公路路面同

步薄层罩面技术规程》（T/CECS G：M53-01-2019）、《公路沥青路面超薄磨耗层施工

技术规范》（DB33/T 2113-2018）、《沥青路面超薄磨耗层施工技术规范》（DB61/T 

1285-2019）、NovaChip System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Guide 等。本规范与上述规范

（标准）的关系分析如下：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2017）、《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中仅针对传统沥青混合料的设计和施工等作出规定，缺乏针对性的薄层罩

面材料功能（抗裂、抗滑、降噪）设计方法和施工指导意见等。因为磨耗层厚度减薄

后，其受力状况与传统厚度的沥青混凝土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为层底拉应力

和层间剪应力的大幅提高，若直接采用传统沥青混合料的设计方法和施工工艺，由于

存在胶结料体系指标不明确、级配设计方法不合理、施工工艺不匹配等问题，所形成

的薄层罩面结构将存在抗裂性能差、抗飞散剥落能力弱、层间粘结不可靠等问题，导

致出现早期脱皮、推移、开裂和松散病害的风险将大大提升。 

《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G 5142-2019）和《公路沥青路面预防养护技

术规范》（JTG/T 5142-01-2021）均提出了超薄罩面和薄层罩面的概念，并提出了不同

类型罩面技术的适用工况、材料要求、混合料技术要求和生产控制要求、施工要求以

及工程验收标准。但规范中主要还是针对现有 SMA、AC、CPA、空隙型等常规（超

薄）薄层技术提出相应要求，对于目前行业内出现的如 1.5cm 以下的极薄罩面以及“白

改黑”类罩面未形成完善的指导性意见，也尚未针对性提出薄层罩面技术在施工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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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环节的注意事项，细节条文亟待补充。 

在 NovaChip System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Guide 中，明确提出了关于 NovaChip

技术的材料选择和性能检验、配合比设计、施工质量控制以及工程验收等方面的具体

要求。然而，从 1988 年 NovaChip 技术在法国开始使用至今已有 30 年，NovaChip 

System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Guide 的相关标准体系，尤其是在沥青材料和混合料技

术要求上并未有更新和升级。且 NovaChip 技术对于裂缝较严重的沥青路面或水泥路

面并不适用，对应用工况的要求较高。该项技术指南同样无法为实施厚度更薄、使用

性能更好、应用工况更广的高性能薄层技术提供指导性意见。 

而随着国内薄层罩面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形成了如《公路路面同步薄层罩面技术

规程》（T/CECS G：M53-01-2019）、《公路沥青路面超薄磨耗层施工技术规范》（DB33/T 

2113-2018）、《沥青路面超薄磨耗层施工技术规范》（DB61/T 1285-2019）等地方标准

和团体标准。此类标准主要针对特定类型的薄层罩面技术进行编制，其提出的材料、

混合料、施工质量控制等方面的要求在广度和深度上未能形成普适于大多数薄层罩面

技术的技术条文；另外，此类标准的主要适用工况仍然局限于沥青路面养护范畴，其

对水泥混凝土路面“白改黑”工况条文说明甚少，落后于现有技术的适用工况，未能

形成指导性意见。 

本规范将针对沥青路/桥面、水泥路/桥面、隧道道面、二次罩面等不同工况加铺

薄层罩面的技术需求，结合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的研究成果和工程应用经验，提出一

整套涵盖下承层技术要求、材料技术指标、混合料设计与路用要求、施工注意事项、

质量验收标准等方面的技术条文，除深化完善现有标准对于沥青路面加铺薄层罩面的

技术要求和施工工艺外，将明确提出采用薄层罩面进行“白改黑”或二次罩面时对应

的下承层界面处治要求和工艺、针对性的材料和混合料设计方法和技术要求、区别于

“黑加黑”罩面的施工工艺处理细节等条文。本规范的编制，是对上述规范和标准不

完善之处的有益补充，可为各类型高性能罩面技术在不同工况条件下的应用提供指导

性意见。 

2 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确定依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规范编写规则的依据是 GB/T 1.1-2020。 

2.2 标准主要内容确定依据 

本主编单位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自 2010 年起与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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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有限公司、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展关于各类道路预防性养护、新型路

面结构与材料、功能型沥青路面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先后完成《高等级公

路沥青路面薄层罩面预防性养护效果研究》、《高韧超薄沥青磨耗层技术体系研发与应

用》等课题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先后应用于广澳高速广珠北段、广珠东线、广珠西线、

广州市南二环高速等多个管辖路段的沥青路面养护罩面和“白改黑”工程中，取得了

良好的应用效果。 

基于此，本主编单位联合来自建设、科研、设计、施工等各方单位，针对目前行

业内各类薄层罩面技术质量参差不齐、技术标准规范未臻完善等问题，开展广泛调研，

总结国内各类薄层技术的应用经验，并结合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的具体研究成果和实

际施工实践经验，编制形成《道路工程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规范》标准文本。 

3 标准编制单位工作基础 

本规范的编制工作由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冠

粤路桥有限公司、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综合交通与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运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参与，实现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科研机构和材料研发企业之间的优

势互补，协同合作。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深圳市特区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将基于本技术规范的编制需求，结合其单位的

自身建设发展规划和项目布局，开展项目研究经费配套和组织标准化试点建设等工作；

另外，相关单位在以往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承担省级以上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工作经验，

可为本次技术规范的研制工作提供较好的主导和引领作用，确保标准编制工作保质保

量按期完成。 

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科学研究和材料研发方面的重要

参与单位，可为本次规范编制的开展提供完善的科研设施和场地配套（如华南理工大

学亚热带建筑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亚热带道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同时投入

足够的科研和技术人员以满足本技术规范编制过程中的试验测试、数据采集和研究分

析等工作。此外，相关单位以往参与的相关科研和工程项目的研究工作，也为本技术

规范的制定积累了大量的工程应用和实践基础。 

深圳市综合交通与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是广东省内具有市政行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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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行业的工程设计双甲级资质的大型道路设计企业，在公路交通和市政工程的薄层

罩面设计应用上具有丰富经验，可为本技术规范中关于不同工况下高韧超薄磨耗层的

适用条件、下承层处置原则、验收标准等方面的编制提供重要的参考建议；同时可以

根据单位的实际设计需求，为本技术规范的实际应用和效果验证找寻合适的标准化试

点，推进规范的宣贯工作。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有限公司、广州公路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作为广东省内路桥施工领域的龙头企业，近年来参与了众多类型的薄层罩面项

目的实施，可为本技术标准的编制提供重要的施工经验支撑，同时可为相关标准化试

点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施工设备和专业队伍的配套，一方面通过工程实施验证本技术规

范的拟制定的条文说明和技术要求与实际工程的相符性，另一方面，在本技术规范完

成后，可作为先锋企业率先实施标准，树立贯标“样板”工程，深化推进本技术规范

的宣贯工作。 

4 需要调研的主要内容、范围、工作方法 

目前，编制组已结合标准初稿审查会的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并形成了《道

路工程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规范》(定向征求意见稿)。在征求标准修改意见期间，本

阶段仍需开展调研的工作包括如下部分： 

4.1 调研的主要内容（拟编标准需要调研的问题以及具体调研的内容） 

1、广泛收集国内外关于薄层罩面施工工艺、质量检测、检验标准、规范，重点

对这些标准、规范在下承层技术要求、工程施工质量控制标准、工程质量验收等规定

进行调研。 

2、持续调研搜集不同类型薄层罩面在国内应用情况及服役期存在问题，归纳整

理不同薄层罩面技术对于原路面病害处治方式、界面处治工艺类型、材料技术要求控

制、施工过程中作业细节把控等方面的技术要求，为本规范相关条文的完善积累技术

性资料。 

3、持续开展高韧超薄磨耗层实体路段的后评估工作，长期跟踪包括广珠西线高

速、广珠东高速、广珠北高速等不同工况（分别对应二次罩面、白改黑、黑改黑等不

同工况）的路段的实际应用效果，验证本规范在材料技术要求、下承层技术要求、施

工控制要求和质量验收要求等条文的可靠性。 

4.2 调研范围 
1、调研的国外内关于薄层罩面的技术标准包括有：《公路养护技术标准》（J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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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2023）、《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G 5142-2019）、《公路沥青路面预防养

护技术规范》（JTG/T 5142-01-2021）、《公路路面同步薄层罩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T/CECS G-M53-01-2019）、《道路超薄罩面施工技术规范》（DB11-T 1590-2018）、《超

薄磨耗层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DB21/T 1995-2020）等. 

2、对国内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薄层罩面（如超粘磨耗层、易密实高弹超薄罩面、

Thus 极薄磨耗层、NovaChip 等）改造工程进行调研，调研不同交通等级、气候环境

和路面工况下的薄层罩面材料组成设计、施工工艺流程、工程质量等方面成熟可靠的

经验做法。 

3、围绕广东省内多项高韧超薄磨耗层实体工程如广珠西线高速、广珠东高速、

广珠北高速等路段，开展长期的路用性能后评估工作。 

4.3 工作方法 

1、相关工程项目调研、行业规范调研工作，主要通过技术座谈会、观摩现场试

验段、专家调查访谈、应用单位调查统计等方法开展，为本规范的编撰提供技术依据。 

2、后评估工作主要围绕路面的抗滑性能、抗渗性能、抗拉拔强度、平整度和路

面现有技术状况进行评估。 

5 需要进一步测试验证的项目 

1、不同工况下高韧超薄磨耗层罩面技术的质量耐久性的长期观测，定期进行项

目回访，验证工艺的可行性。 

2、高韧超薄磨耗层罩面技术的下承层处置要求、施工工程检测和工后质量验收

指标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可靠性，有待结合项目调研情况和后评估工作进行深入确定。 

6 标准编制工作的组织管理、主要工作步骤和进度计划 

6.1 组织管理 

本规范的编制周期限期 2 年，由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各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科研机构和材料研发企业组建形成编制组。标准编制期间，编制组将加强

内部组织协调，制定明确的编制计划，确立阶段节点目标，按时保质完成标准的编制

工作。其中，编制组将明确以下几点编制原则： 

1、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将详细明确不同阶段下不同参编单位之间的工作任

务和应达到的工作质量要求，采用相互监督、考核的方式，定期召开内部技术交流会

议，研讨标准编制工作重点及考核相关工作的完成程度，积极推进标准编制工作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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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质完成。 

2、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将在科学技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

调查、论证、验证等方式，结合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保证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适

用性、时效性，提高标准的编制质量。 

3、形成的标准内容应遵循国家基础性标准条文的规定，如标准术语、单位及其

符号、缩略语、引用文献或规范、图形符号等，做好规范引用；形成的标准应具有可

检查性和可操作性，要求文字简练，表达准确，概念清楚，严谨易懂。 

6.2 工作步骤 

《道路工程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规范》编制的工作步骤如下： 

1、 初稿阶段（已完成初稿审查） 

2023 年 7 月 18 日，广东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路工程分技术委员会（依

托单位：广东省公路学会）在广州召开了本规范的初稿审查会议。会议邀请了郑顺潮、

吴旷怀、洪显长、李海军、吴传海、胡志涛和徐科共 7 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本规范进

行初稿审查。 

专家组在听取了本编制组的汇报、审阅相关技术资料并就标准内容和编制大纲展

开质询和讨论后，原则上同意本规范通过初稿审查，认为本规范的标准大纲框架结构

合理，标准内容较为齐全，章、节设置合理，编制进度计划可行；同时为本规范的下

一步计划提出了工作建议。 

本编制组在初稿审查会后，尽快组织召开内部交流讨论会议，结合相关专家的技

术意见，逐条对本规范内容和编制大纲进行了完善、补充，经修订后形成了《道路工

程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规范》(定向征求意见稿)及编制大纲。 

   

图 1 《道路工程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规范》初稿审查会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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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初稿审查会后编制组内部交流会议现场照片 

2、征求意见阶段（正在开展） 

（1）初稿定向征求意见 

经标委会分会审核同意后，本编制组将《道路工程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规范》(定

向征求意见稿)及编制大纲发与北京建筑大学、广州大学、长沙理工大学、越秀（中

国）交通基建投资有限公司、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广东能达高等级公路维护有限

公司、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新粤(广州)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市交

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共 10 家单位

进行定向征求意见。 

本次定向征求意见单位的范围涵盖科研院校、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设计勘察单

位，共计收到 95 条专家反馈意见。本编制组结合专家的反馈意见和高韧超薄磨耗层

技术的实际应用经验，逐条对本规范内容进行了讨论与修改，经修订后形成了《道路

工程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大纲。其中，定向征求意见阶段

共采纳专家意见 75 条，部分采纳专家意见 12 条，未采纳专家意见 8 条。 

（2）征求意见稿社会征求意见 

经标委会分会审核同意后，将《道路工程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规范》(征求意见

稿)及编制大纲向全省各地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全国范围相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以及标委会委员和社会公众等公开征求意见；编制组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后，形

成送审稿。 

3、送审稿阶段 

经标委会分会审核同意后，召开规范送审稿审查会。编制组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

善后，形成总校稿。 

4、总校阶段 

经标委会分会审核同意后，召开规范总校稿审查会。编制组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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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形成报批稿。 

5、报批阶段 

编制组提交相关的报批文件至标委会分会，并经标委会分会、指导部门或对应相

关其他指导部门及标委会秘书处等单位部门对报批文件进行审核。 

6.3 进度计划 

《道路工程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规范》制订工作计划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制修订

下达时间）开始，（下达时间 2 年后）结束，为期 2 年。具体的进度计划如表 1 所示： 

表 1  进度计划表 

序号 阶段 进度安排 月数 

1 初稿审查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08 月 10 

2 初稿定向征求意见 2023 年 09 月-2023 年 12 月 4 

3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2024 年 01 月-2024 年 02 月 2 

4 送审稿 2024 年 03 月-2024 年 04 月 2 

5 总校 2024 年 05 月 1 

6 报批 2024 年 06 月 2 

7 标准编制组人员及分工 

《道路工程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规范》编制组构成及分工如表 2 所示： 

表 2  编制组人员及分工 

主编单位：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分工 
与标准有关的生产/科研项

目情况 

1 刘慧敏 副部长/高工 
负责本规程第一至八章的编制审

核及相关调研、研究的组织工作 高等级公路沥青路面薄层

罩面预防性养护效果研究 
2 彭华荣 副主管/高工 

负责第四、七章的编写，参加规

程审核工作 

参编单位 1：华南理工大学 

3 虞将苗 副院长/教授 
负责第二、三、五章的编写，参

加规程审核工作 高韧超薄沥青磨耗层技术

体系研发与应用课题 
4 张园 教授 

负责第五、六章的编写，参加规

程审核工作 

参编单位 2：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5 郑健浩 总经理助理/ 
高工 

负责第四、八章的编写，参加规

程审核工作 高速公路沥青路面预防性

养护措施效果评估课题 
6 陈达章 总工程师 

负责第四、八章的编写，参加规

程审核工作 
 

编
 制

 说
 明



10 
 

表 2  编制组人员及分工（续表） 
参编单位 3：华运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 陈富达 
研发主管/ 
工程师 

负责第五、六章及附录的编写，

参加规程审核工作 基于薄层罩面的层间粘结

效果评价研究课题 
8 忻磊迪 部长/工程师 

负责第四、七章的编写，参加规

程审核工作 

参编单位 4：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 

9 吴仕高 养护公司副总 
负责第六、七章的编写，参加规

程审核工作 
广珠西线高速公路路面病

害维修处治工程（高韧超薄

磨耗层罩面处治） 10 李连生 教授级高工 
负责第四、六、七章的编写，参

加规程审核工作 

参编单位 5：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分工 
与标准有关的生产/科研项

目情况 

11 肖飞 总经理/高工 
负责第四、七章的的编写，参加

规程审核工作 
广珠西线高速公路路面病

害维修处治工程（高韧超薄

磨耗层罩面处治） 
12 王向上 总工程师 

负责第四、八章的编写，参加规

程审核工作 

13 谢柳清 养护部副经理 
负责第六、八章的编写，参加规

程审核工作 

参编单位 6：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有限公司 

13 苏开志 总经理/高工 
负责第二、六、七章的编写，参

加规程审核工作 广州市城市道路路面预防

性养护成套技术研究 
14 胡成生 副总经理/高工 

负责第五、七、八章的编写，参

加规程审核工作 

参编单位 7：广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5 张桓靖 高工/分公司副总 
负责第四、七章的编写，参加

规程审核工作 
重载交通水泥混凝土桥面

“白改黑”快速罩面施工技

术研究 16 刘瑞盛 分公司总经理 
负责第七、八章的编写，参加

规程审核工作 

参编单位 8：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7 江建 教工/总工程师 
负责第四、五、六章的编写，

参加规程审核工作 
超薄磨耗层在桥面铺装维

修养护工程中的应用关键

技术研究 
18 范璐璐 教工/研发主任 

负责第五、六章的编写，参加

规程审核工作 

参编单位 9：深圳市综合交通与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9 刘晓华 教工/总工程师 
负责第四、八章的编写，参加

规程审核工作 
城市道路路面品质化综合

技术体系研究课题 

8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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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涉及的专利情况 

无 

10 对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方案 

对标准制定过程中存在重大分歧的，编制组将会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

业协会，组织技术委员会对争议内容进行协调，形成处理意见。 

11 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标准实施的风险评估及

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1、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1）经济效益 

相对传统路面磨耗层，应用该项技术可节省 70%以上的优质石材与沥青，节约

65%左右的人工费；使用过程中无需提升路缘石、护栏等附属设施，减少工程改造费

用 20%以上；在寿命期内实现“低维护”，可减少 80%以上的后期养护作业支出。 

（2）环境效益 

该项技术的应用，充分契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发展方向，相对

传统技术，可降低碳排放 65%以上，节能减排效果显著，对于在推进国家绿色低碳交

通基础建养体系建成和加快“双碳”发展目标工作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和贡献。 

（3）社会效益 

该技术的应用，可提升路面抗滑性能 35%以上，降低行车噪音 3~7 分贝，显著

改善道路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缓解城市交通噪音污染问题；采用同步摊铺工艺，可

提高施工作业效率 250%以上，实现半小时快速开放交通，确保道路交通正常运营，

减少社会影响。 

2、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 

建议对省内公路行业从事高性能薄层罩面技术尤其是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方面

科研、设计、检测、施工工作的相关单位进行宣贯培训，规范指导高性能薄层罩面的

设计、施工和质量验收，提高从业人员的高性能薄层罩面技术的应用水平和质量管理

水平，提升我省高性能薄层罩面建设工程质量。 

3、标准实施的风险评估及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标准实施后可能存在的风险主要为标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即标准获取渠道不通

畅，导致标准用户对该项标准的使用率下降的风险；针对该风险，编制组将会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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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后大力开展标准贯标工作，积极在省内乃至国内各建设、设计、施工等各类单位

之间进行技术宣讲等工作，提高该项标准在行业内的认可度。 

标准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为： 

1、本规范的编制，是对高性能薄层技术的总结、归纳与提升，也是对现有行业

规范和标准的一项有益补充，对于完善高性能薄层技术标准体系、约束并指导市面上

薄层罩面技术的整体质量和性能提升具有重要影响。 

2、依托本规范形成的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充分契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的产业发展方向，相对传统技术，可降低碳排放 65%以上，节能减排效果显著，对于

在推进国家绿色低碳交通基础建养体系建成和加快“双碳”发展目标工作等方面发挥

关键性作用和贡献。 

3、依托本规范形成的高韧超薄磨耗层技术，可提升路面抗滑性能 35%以上，降

低行车噪音 3~7 分贝，大幅改善道路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缓解城市交通噪音污染问

题；同时实现施工效率的显著提升，确保道路交通正常运营，减少社会影响。 

12 其它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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