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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公路系统正在迅速地发展和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为骨干的四通八达、方便快捷的公路网络。
包括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在内的高等级公路承担了我国大量的机动车交通，是我国运输系
统的主要载体，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与此同时，早期修建的公路也相继进入养护期，其检测、养护工作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事实上，许多高等级公路建成后，由于交通量增长迅速、车辆大型化、超载严重、交通渠道化等原因
，使路面、桥梁、路基、沿线设施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需要及时对这些设施的使用性能进行检
测并采取相应的养护处理措施。
在繁重的车辆荷载的作用下，我国高等级公路养护系统正面临着日益艰巨的养护任务，迫切需要建立
一个符合我国高等级公路养护要求的科学、合理的公路养护质量评价和预测技术体系，以指导高等级
公路养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高等级公路系统是一个由路面、桥梁、路基、沿线设施、绿化、涵洞和隧道等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这些部分相互关联共同决定了公路系统的质量。
因此，高等级公路的养护评价与预测技术也应该分别针对这些子系统的养护质量进行分析、评价和预
测，并在此基础上予以综合，形成高等级公路养护质量的综合评价和预测体系。
鉴于隧道构造物的特殊性（多见于山区公路），本书忽略了对隧道养护质量的评价与预测。
　　当前，我国在公路养护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和标准，对于改善公路养护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不过，现有的公路养护规范和标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
现有的规范和标准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公路，很少考虑高等级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养护需求的特点，所
制定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不宜对高等级公路的养护质量开展评价。
另外，当前的规范和标准主要是针对路面和桥梁的养护状况制定了详细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于
路基、沿线设施、绿化和涵洞等设施的评价过于简单，不能准确地评价这些设施的养护状况。
与普通公路相比，高等级公路在强调路面和桥梁养护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公路养护工作的系统性，注
重公路各子系统的平衡与协调。
在高等级公路的养护工作中，除了路面和桥梁之外，路基、沿线设施、绿化和涵洞的重要性进一步突
出，需要针对这些设施的特点制定更加具体、详细的评价标准，建立客观、准确、简单、实用的评价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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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级公路综合养护评价与预测技术》系统论述了高等级公路的路面、桥梁、路基、沿线设施
、绿化、涵洞等养护对象的养护评价与预测技术及高等级公路综合养护评价与预测技术（高等级公路
养护质量评价与预测综合模型）。
《高等级公路综合养护评价与预测技术》翔实地介绍了公路养护评价与预测技术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经验，具有系统性强、内容丰富和易于理解的特点。
《高等级公路综合养护评价与预测技术》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
工程应用价值，对于改善和提高我国高等级公路的养护工作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主要内容包括：高等级公路路面养护评价与预测、高等级公路桥梁养护评价与预测、高等级公路路基
养护评价与预测、高等级公路沿线设施养护评价与预测、高等级公路绿化养护评价与预测、高等级公
路涵洞养护评价与预测、高等级公路养护质量评价与预测综合模型。
　　《高等级公路综合养护评价与预测技术》可作为交通运输领域特别是公路交通运输领域广大科
研_丁作者、管理人员和工程应用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亦可作为高等院校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桥
梁工程和交通运输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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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路系统是一个由路面、桥隧构造物（桥梁、涵洞和隧道）、路基、沿线设施和绿化所构成的有
机整体，这几个部分相互关联共同决定了公路系统的技术状况。
对于公路养护的评价与预测应该是对这几部分的综合评价和预测。
当前由于学科和专业的局限，国内外虽然有文献涉及路面、桥梁、路基等基础设施的单独评价，但缺
乏对公路系统养护质量的综合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公路养护质量的综合评价与预测技术体系。
此外，对于沿线设施、涵洞和绿化养护质量的研究比较匮乏，难以在实践上科学地指导这些设施的养
护工作。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路数据检测技术及综合评价技术发展较慢，目前大多停留在人工检测和
评价的阶段，尤其缺乏高自动化、信息化的快速检测技术，落后的检测技术及养护评价体系将影响公
路信息化工程建设的发展。
也正是由于检测技术和评价技术的落后，限制了我国公路综合养护评价及预测模型的建立，使得当前
的公路养护质量预测模型缺乏大量精确的数据支持，模型的预测精度不高，可行性差，尤其是无法为
公路信息系统提供客观的数据库基础。
　　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公路系统正在迅速地发展和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为骨干的四通八达、方便快捷的公路网络。
包括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的高等级公路承担了我国大量的机动车交通，是我国运输系统的
主要载体，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在繁重的车辆荷载作用下，我国高等级公路养护系统正面临着日益艰巨的养护任务，迫切需要建立一
个符合我国高等级公路养护要求的科学、合理的公路养护质量评价和预测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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