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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公　 　 告
２０２５ 年第 １１ 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发布 《民用机场

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的公告

现发布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２０２５）， 自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 原 《民用机场水泥混

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２０１０） 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 由中国

民航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前　 言

为适应民用机场建设发展的需要， 提高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的设计水平和

使用品质， 民航局决定对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

２０１０） 进行修订。 修订工作由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单位承担。

本规范是对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２０１０） 的全

面修订。 修订过程中， 编写组对我国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

研， 开展了理论研究和面层水泥混凝土材料性能的试验研究， 总结了我国民用机场

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 施工和维护的经验， 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机场道面、 公路路

面的相关标准规范及研究成果， 并且广泛征求了相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 修订的主

要内容有：

———修改了水泥混凝土道面与道床的定义；

———修改完善了道面结构组合设计的相关要求， 增加了道面设计的环境类别和

面层水泥混凝土的耐久性要求， 补充、 完善了道面结构层的材料要求；

———修改了飞机荷载应力计算的模型与参数、 各机型主起落架荷载累计作用次

数的计算方法和面层厚度计算的疲劳方程， 编制了面层厚度计算程序；

———修改完善了接缝设计的相关要求；

———修改了加铺层设计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规范第 １ 章由姜昌山编写， 第 ２ 章由凌建明、 纪更占编写， 第 ３ 章由袁捷、

马鲁宽、 肖飞鹏编写， 第 ４ 章由史超、 姜昌山、 韩进宝、 杨漾、 唐龙、 田波、 李飞

龙编写， 第 ５ 章由袁捷、 马鲁宽、 姜昌山、 杜浩编写， 第 ６ 章由包侃、 潘旭编写，

第 ７ 章由韩喆泰、 张玲玲编写， 第 ８ 章由罗勇、 赵策、 张儒雅编写， 附录 Ａ 和附录

Ｂ 由纪更占、 吴杰编写。

本规范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 请函告民航

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科技质量部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１１１

号； 电子邮箱： ｚｙｋｊｚｌｂ＠ ｃａｃｃ ｃｏｍ ｃｎ）， 以及民航工程建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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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机场司建设处 （网址： ｗｗｗ ｃａｅｃｓ ｏｒｇ ｃｎ； 电子邮箱： ｍｈｇｃｊｓｂｗｈ＠ １６３ ｃｏｍ）， 以

便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同济大学

上海民航新时代机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　 　 编： 姜昌山　 凌建明

参编人员： 袁　 捷　 史　 超　 马鲁宽　 包　 侃　 罗　 勇　 韩进宝　 肖飞鹏

杨　 漾　 韩喆泰　 赵　 策　 张玲玲　 潘　 旭　 纪更占　 唐　 龙

张儒雅　 田　 波　 杜　 浩　 吴　 杰　 李飞龙

主　 　 审： 刘伯莹　 蔡良才

参审人员： 谈至明　 翁兴中　 冯德成　 付　 智　 张立安　 韩黎明　 王　 强

章亚军　 范莉莉　 苏尔好　 秦　 宏　 薛小刚　 申爱琴　 高志斌

杨学良　 刘冠国　 韩景峰　 马志刚　 周　 鑫　 吕　 青　 张　 皓

本规范于 １９９５ 年首次发布，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修订， ２０２５ 年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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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适应机场建设发展的需要， 规范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 保证道面设施安全、

耐久、 经济， 制定本规范。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 新建和改扩建水泥混凝土道面、 道

肩的设计。

【条文说明】 飞行区内服务车道、 消防车道、 巡场路等水泥混凝土路面可参照公路水泥混凝土路

面设计规范进行设计。

１ ０ ３　 水泥混凝土道面应根据机场道面的使用要求， 结合当地气候、 水文、 地质、 材料、 建设

和维护条件、 工程实践经验以及环境保护要求等进行设计。

１ ０ ４　 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可采用经过专项研究和论证的、 技术可靠的新材料和新结构。

１ ０ ５　 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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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 １　 术语

２ １ １　 水泥混凝土道面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置于道基上， 由水泥混凝土面层、 隔离层 （如设置） 和基层组成， 供飞机起降、 滑行和停

放的铺装结构。

２ １ ２　 普通水泥混凝土道面 ｐｌａｉ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除接缝区和局部范围外， 面层不配置钢筋的水泥混凝土道面， 也称为素混凝土道面。

２ １ ３　 钢筋混凝土道面 ｊｏｉｎｔｅ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在水泥混凝土面层内配置纵、 横向钢筋并设置接缝的水泥混凝土道面。

２ １ ４　 道面结构设计年限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ｉｆｅ ｏｆ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在正常的设计、 施工、 使用和维护条件下， 水泥混凝土道面能够保持足够结构承载能力的

预定年限， 简称设计年限。

２ １ ５　 基层 ｂａｓｅ ｃｏｕｒｓｅ

承受由面层传递下来的荷载作用， 并将其向下传递的道面结构层。

２ １ ６　 隔离层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在水泥混凝土面层与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层、 水泥混凝土类基层或旧水泥混凝土面层之间

设置的， 具有隔离或应力缓冲等作用的功能层。

２ １ ７　 道基 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基层以下受飞机荷载作用影响的天然、 人工填筑或改良的土 （岩） 体。

２ １ ８　 垫层 ｃｕｓｈｉｏｎ

位于道基顶部并用于改善基层和道基工作状态的填筑层或改良土层。

２ １ ９　 道床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ｄ

道基上部受飞机荷载作用显著影响的部分， 分为上道床和下道床， 其厚度与航空交通等级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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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１０　 关键条带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ｉｐ

飞机滑行或滑跑中心线两侧人为划分的若干横向条带中， 疲劳累计损伤最大值所在的条带。

２ １ １１　 临界荷位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飞机荷载作用下， 面层水泥混凝土板底产生最大荷载应力的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位置。

２ １ １２　 纵向接缝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与水泥混凝土面层摊铺施工方向一致的接缝， 简称纵缝。

２ １ １３　 横向接缝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ｊｏｉｎｔ

与水泥混凝土面层摊铺施工方向垂直的接缝， 简称横缝。

２ １ １４　 水泥混凝土加铺层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ｏｖｅｒｌａｙ

为提高旧水泥混凝土道面的承载力或改善其表面功能而加铺的水泥混凝土面层。

２ ２　 符　 号

Ｑｃ———飞机单个主起落架荷载 （ｋＮ）；

Ｑａ———飞机重量 （ｋＮ）， 起飞时取最大起飞重量， 着陆时取最大着陆重量；

ｐ ———飞机主起落架荷载分配系数；

ｎｃ ———飞机主起落架个数；

Ｌ———飞机主起落架单轮的轮印长度 （ｍ）；

Ｗ ———飞机主起落架单轮的轮印宽度 （ｍ）；

ｑ ———飞机主起落架的轮胎压力 （ＭＰａ）；

ｎｗ ———飞机单个主起落架的机轮个数；

Ｎｓｉ———设计年限内机型 ｉ 的累计通行次数；

ｋ０———垫层 （如有） 以下的道基顶面反应模量 （ＭＮ ／ ｍ３）；

ｋｄ———道床顶面反应模量 （ＭＮ ／ ｍ３）；

ｈｕ———垫层厚度 （ｍ）；

Ｈ———道床厚度 （ｍ）；

Ｂｍ———土的平均稠度；

ωＬ ———土的液限含水量 （% ）；

ωｍ ———道床范围内土的平均含水量 （% ）；

ωｐ ———土的塑限含水量 （% ）；

ＣＤＦ ———面层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ＣＤＦｍａｘ ———设计年限内， 各机型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面层最大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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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Ｆ ｊ ———设计年限内， 各机型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面层条带 ｊ （ ｊ ＝ １， ２， …， ４０） 处的疲

劳累计损伤因子；

ＣＤＦ ｉｊ ———设计年限内， 机型 ｉ （ ｉ＝ １， ２， …，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面层条带 ｊ 处的疲劳

累计损伤因子；

Ｉ———设计年限内在道面上运行的机型数；

Ｎｉｊ ———设计年限内，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面层条带 ｊ 处的累计作用次数；

Ｎｅｉ ———设计年限内，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道面的容许作用次数；

Ｐ ｉｊ ———设计年限内，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在条带 ｊ 处的横向作用分布概率；

ＳＤ ———飞机主起落架轮迹横向偏移分布标准差 （ｍ）；

Ｄ ｊ ———条带 ｊ 的中心线距飞机滑行或滑跑中心线的距离 （ｍ）；

ｄｆ
ｉ ———机型 ｉ 主起落架的机轮 ｆ （ ｆ＝ １， ２， …， Ｆ） 中心线距飞机滑行或滑跑中心线的距离

（ｍ）；

Ｗｉ———机型 ｉ 主起落架单轮的轮印宽度 （ｍ）；

σｐｉ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临界荷位的荷载应力 （ＭＰａ）；

σｅｉ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临界荷位处按模型计算的荷载应力 （ＭＰａ）；

β ———应力折减系数；

ｈ０ ———面层计算厚度 （ｍｍ）；

Ａｔ ———每块板纵缝处拉杆钢筋面积 （ｍｍ２）；

ｂ ———拉杆纵缝到邻近纵缝或自由边的距离 （ｍ）；

ｌｃ ———水泥混凝土板长度 （ｍ）；

ｈ———面层厚度 （ｍｍ）；

σａ ———钢筋的容许应力 （ＭＰａ）；

ｌｔ ———拉杆长度 （ｍｍ）；

ｄｔ ———拉杆钢筋直径 （ｍｍ）；

τ ———拉杆钢筋与水泥混凝土的容许粘结应力 （ＭＰａ）；

Ａｓ———每延米板所需的钢筋面积 （ｍｍ２）；

Ｄｃ———计算纵向钢筋时， 为板长； 计算横向钢筋时， 为板宽 （ｍ）；

γ ———旧道面面层厚度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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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设计参数

３ ０ １　 航空交通等级可根据拟运行机型及设计年限内年平均运行架次， 按表 ３ ０ １ 确定。

表 ３ ０ １　 航空交通等级划分标准

航空交通等级 运行机型 设计年限内年平均运行架次

特轻 运行 Ａ 类机型 —

轻 运行 Ｂ 类及以下机型 —

中 主要运行 Ｃ 类及以下机型 单条跑道 Ｃ 类机型的年平均运行架次不大于 ２０ ０００ 架次

重 主要运行 Ｃ 类及以上机型
单条跑道 Ｃ 类及以上机型的年平均运行架次为 ２０ ０００ 至 １００ ０００
架次

特重
主要运行 Ｃ 类及以上机

型， 并运行有 Ｅ 类机型
单条跑道 Ｃ 类及以上机型的年平均运行架次超过 １００ ０００ 架次

　 　 注： １ 跑道运行架次包括起飞架次和着陆架次。

２ 在一组近距平行跑道中， 单条跑道的航空交通等级按照该组近距平行跑道的总运行架次划分。

３ 滑行道按照相关跑道运行架次划分。

４ 机位滑行通道及相关机坪可按照所在部位的运行架次划分。

【条文说明】 考虑飞机荷载类型及运行架次对道面的影响， 对航空交通等级的划分标准进行了

规定。

３ ０ ２　 新建水泥混凝土道面及旧水泥混凝土道面上水泥混凝土加铺层的设计年限宜为 ３０ 年。 航

空交通等级为特重的水泥混凝土道面， 经专项研究论证后可采用 ４０ 年或以上的设计年限。

【条文说明】 目前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的技术水平可以基本保证道面的结构性能和功能性能在 ３０

年内满足适航要求。 全寿命周期费用分析表明， 道面使用寿命越长， 道面建设与运维的综合费

用越低， 对机场运行的影响越小。 采用 ４０ 年或以上的设计年限， 需要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提升

道面的结构耐久性和功能耐久性。

３ ０ ３　 道面结构设计荷载应采用所在部位拟运行飞机的主起落架荷载， 并按式 （３ ０ ３） 计算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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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ｃ ＝
Ｑａｐ
ｎｃ

（３ ０ ３）

式中： Ｑｃ ———飞机单个主起落架荷载 （ｋＮ）；

Ｑａ ———飞机重量 （ｋＮ）， 起飞时取最大起飞重量， 着陆时取最大着陆重量；

ｐ ———飞机主起落架荷载分配系数；

ｎｃ ———飞机主起落架个数。

常用的飞机荷载参数见附录 Ａ。

３ ０ ４　 计算荷载应力时， 飞机轮印可简化为矩形， 飞机主起落架单轮的轮印尺寸可按式

（３ ０ ４－１） 和式 （３ ０ ４－２） 计算确定。

Ｌ ＝ ０ ０３８１
　 Ｑｃ

ｑｎｗ
（３ ０ ４ － １）

Ｗ ＝ ０ ６８９Ｌ （３ ０ ４ － ２）

式中： Ｌ———飞机主起落架单轮的轮印长度 （ｍ）；

Ｗ———飞机主起落架单轮的轮印宽度 （ｍ）；

ｑ ———飞机主起落架的轮胎压力 （ＭＰａ）；

ｎｗ ———飞机单个主起落架的机轮个数。

３ ０ ５　 设计年限内机型 ｉ 的累计通行次数 Ｎｓｉ应按照航空交通量预测数据确定。 配备完整平行滑

行道的跑道， 累计通行次数 Ｎｓｉ与预测的跑道运行次数相同； 未配备平行滑行道的跑道， 累计通

行次数 Ｎｓｉ应按预测的跑道运行次数的 ２ 倍取值。

【条文说明】 在计算跑道、 滑行道及机坪混凝土面层厚度时， 需要根据道面所在部位和机场运行

方案合理分配各机型 （含重量） 累计通行次数。

３ ０ ６　 垫层 （如有） 以下的道基顶面反应模量 ｋ０宜通过现场承载板试验确定， 测试方法可参照

《民用机场道面现场测试规程》 （ＭＨ ／ Ｔ ５１１０）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目前水泥混凝土道面荷载应力的计算采用弹性地基上的薄板理论， 地基模型包括

Ｗｉｎｋｌｅｒ 地基和弹性半空间地基两种理论模型， 其中 Ｗｉｎｋｌｅｒ 地基参数为地基反应模量， 弹性半

空间地基参数为回弹模量和泊松比。 两种地基模型与地基的实际工作状态均有差异， 两种地基

模型参数的现场测试条件与理论模型中两种地基的实际工况也不相同。 同时， 两种地基模型的

参数不存在 “普遍适用” 的转换关系。 在弹性地基上的薄板理论中， Ｗｉｎｋｌｅｒ 地基模型的应力计

算值与道面混凝土板实际工作状态较为接近。

３ ０ ７　 道床顶面反应模量 ｋｄ可根据式 （３ ０ ７） 进行计算， 当计算确定的 ｋｄ大于 １００ ＭＮ ／ ｍ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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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按 １００ ＭＮ ／ ｍ３取值。

ｋｄ ＝ ｂ１ ＋ ｂ２ｋ０
２ ＋ ｂ３ｈｕ

２ ＋ ｂ４ｈｕｋ０ ＋ ｂ５ｋ０ ＋ ｂ６ｈｕ （３ ０ ７）

式中： ｋｄ———道床顶面反应模量 （ＭＮ ／ ｍ３）；

ｋ０———垫层 （如有） 以下的道基顶面反应模量 （ＭＮ ／ ｍ３）；

ｈｕ———垫层厚度 （ｍ）；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６———回归系数， 可按表 ３ ０ ７ 取值。

表 ３ ０ ７　 回归系数

垫层材料类型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６

级配碎石或砾石 －２０ ５８ －３ ００×１０－３ －１２ ８０ ０ ９２ １ ３１ ８４ ５４

山皮石或土石混合填料 －１８ ７８ －３ ００×１０－３ －１３ ２７ ０ ０７ １ ３８ ７１ １９

水泥或石灰处治土 －２１ ２０ －４ ００×１０－３ －１０ ６１ １ ４３ １ ２９ ９１ ２４

【条文说明】 水泥处治土和粗粒土作为垫层具有一定的板体效应， 采用现场承载板测试的道床顶

面反应模量作为道面结构计算参数时取值偏高， 因此本规范要求现场实测垫层以下的道基顶面

反应模量 ｋ０， 并据此推算道床顶面反应模量 ｋｄ。 式 （３ ０ ７） 是基于 Ｗｉｎｋｌｅｒ 地基上单层弹性体

的理论解， 以竖向位移作为等效指标， 计算得到的 ｋｄ与 ｋ０之间的换算式。 计算采用的虚拟承载

板半径取值为 ０ ５７ ｍ， 垫层厚度取值范围为 ０ ２ ｍ～ ０ ８ ｍ， 级配碎石或砾石、 山皮石或土石混

合填料、 水泥或石灰处治土回弹模量取值分别为 ５００ ＭＰａ、 ２００ ＭＰａ、 ８００ ＭＰａ。 当不设置垫层

时， 实测的道基顶面反应模量 ｋ０即为道床顶面反应模量 ｋｄ。

３ ０ ８　 道床顶面反应模量 ｋｄ应符合表 ３ ０ ８ 的规定。

表 ３ ０ ８　 道床顶面反应模量要求

航空交通等级 道床顶面反应模量 ｋｄ （ＭＮ ／ ｍ３）

特重 ≥６０

重 ≥５０

中 ≥４０

轻、 特轻 ≥３０

３ ０ ９　 基层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可参照表 ３ ０ ９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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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０ ９　 基层结构设计参数

材料类型 弹性模量 （ＭＰａ） 泊松比

水泥稳定类 ２ ０００～３ ５００ ０ ２０

贫混凝土 １５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 ０ ２０

碾压混凝土 ２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 ０ １５

石灰粉煤灰稳定类 ２ ０００～２ ５００ ０ ２０

沥青混凝土 １ ２００～２ ４００ ０ ２５

密级配沥青碎石 １ ０００～１ ６００ ０ ３０

开级配沥青稳定碎石 ６００～８００ ０ ３５

级配碎石 ３００～５００ ０ ３５

未筛分碎石 １８０～２２０ ０ ３５

　 　 注： 新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时基层弹性模量宜取高值， 旧混凝土道面上的加铺层设计时基层弹性模量宜取低值。

３ ０ １０　 面层水泥混凝土设计强度宜采用 ２８ ｄ 龄期的弯拉强度， 并应符合表 ３ ０ １０－１ 的规定。

面层水泥混凝土弯拉弹性模量可按表 ３ ０ １０－２ 取值， 泊松比可采用 ０ １５。

表 ３ ０ １０－１　 水泥混凝土设计弯拉强度要求

航空交通等级 水泥混凝土弯拉强度 （ＭＰａ）

特重、 重、 中 ≥５ ０

轻、 特轻 ≥４ ５

表 ３ ０ １０－２　 水泥混凝土弯拉弹性模量

弯拉强度 （ＭＰａ） ４ ５ ５ ０ ５ ５

弯拉弹性模量 （ＧＰａ） ２９ ３１ ３３

【条文说明】 根据水泥混凝土弯拉弹性模量的实测结果， 并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 本规范对水泥

混凝土弯拉弹性模量的取值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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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构组合设计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道面结构组合设计应根据使用要求和当地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 环境类别等条件， 统筹

考虑地势、 排水设计和施工工艺， 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选取适宜的方案。 道面设计的环境类

别可按表 ４ １ １ 确定。

表 ４ １ １　 道面设计的环境类别

环境类别

名称 符号
条件

一般环境 一 无冻融、 盐雾、 除冰液、 融雪剂作用

冻融环境
二 ａ 年最冷月平均气温为－３℃ ～２ ５℃

二 ｂ 年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３℃

盐雾环境

三 ａ 距海水涨潮线以外 ３００ ｍ～１ ２００ ｍ （含 １ ２００ ｍ） 范围

三 ｂ 距海水涨潮线以外 １００ ｍ～３００ ｍ （含 ３００ ｍ） 范围

三 ｃ 距海水涨潮线 １００ ｍ （含 １００ ｍ） 范围内

除冰液、
融雪剂环境

四 ａ 年最冷月平均气温不低于－３ ℃地区的除冰坪、 需要进行除冰作业的机位

四 ｂ
年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３℃的地区， 跑道 （含道肩）、 除冰坪、 需要进行除

冰作业的机位， 以及冬季需要喷洒融雪剂的其他部位

【条文说明】 根据对我国机场道面使用状况的调查， 并参考相关行业标准对结构耐久性设计的要

求， 本规范规定了道面设计的环境类别。 根据不同环境中面层水泥混凝土的劣化机理， 将道面

常见的环境类别划分为四大类。 道面设计可能需要同时考虑多种环境类别。

４ １ ２　 道面结构组合设计应使各个结构层的力学特性和材料性能适配相应层位的功能要求， 并

充分考虑各相邻结构层的相互作用、 层间结合条件， 以及结构组合的协调与平衡。 道面结构层、

道床、 垫层与道基等的位置关系如图 ４ １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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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 ２　 道面、 道基示意图

４ １ ３　 结构组合设计应充分考虑地表水的渗入和冲刷作用， 采取封堵和疏排措施， 减少地表水

入渗， 并防止渗入水积滞在道面结构内。

【条文说明】 雨水沿面层接缝或裂缝渗入道面结构内， 会造成冲刷、 唧泥、 错台和断板等病害。

除了采取表面排水、 接缝嵌缝或设置沥青类封层等措施以减少水的渗入外， 结构组合设计时还

需要考虑疏导和排除措施， 防止渗入水长期滞留在道面结构内， 如设置结构层排水系统或道面

边缘排水系统等。

４ １ ４　 符合本规范第 ７ ２ １ 条规定条件的部位宜采用钢筋混凝土道面， 其他部位宜采用普通水

泥混凝土道面。

４ １ ５　 道面工程宜就地取材， 选择符合绿色、 环保、 经济等要求的材料。

４ ２　 道基

４ ２ １　 道基应均匀、 密实和稳定。

４ ２ ２　 道基设计应因地制宜， 结合地势和排水设计， 减少或消除地表水、 地下水以及冰冻、 盐

害等对道基强度和稳定性的不利影响。 道床宜处于干燥或中湿状态， 处于过湿或潮湿状态时宜

进行处理。

【条文说明】 道床的干湿状态直接影响道面结构的服役性能。 处于过湿或潮湿状态的道床可能会

出现软化、 沉降、 冻胀等问题， 常用的处理方法包括改性处理、 设置垫层、 提高设计标高等。

４ ２ ３　 道床厚度可根据航空交通等级按表 ４ ２ ３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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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 ３　 道床厚度

航空交通等级 道床厚度 （ｍ） 上道床厚度 （ｍ） 下道床厚度 （ｍ）

特重 １ ５ ０ ５ １ ０

重 １ ２ ０ ４ ０ ８

中 １ ０ ０ ３ ０ ７

轻、 特轻 ０ ８ ０ ３ ０ ５

【条文说明】 道床是道面以下受飞机荷载作用影响显著的道基。 道路结构和铁路结构中均有类似

的功能层， 道路结构中称之为 “路床”， 铁路结构中称之为 “基床”。 路床厚度与交通量及轴载

有关，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３０） 规定， 特重、 极重交通的路床厚度为 １ ２ ｍ， 重、 中等

及轻交通的路床厚度为 ０ ８ ｍ； 铁路基床厚度根据基床表层动应力、 表层动变形以及基床地层的

动应变计算确定。

原规范中道床厚度统一取 ０ ８ ｍ， 但重型飞机的荷载作用影响深度远大于 ０ ８ ｍ。 当采用附

加应力与自重应力的比值为 ０ １ 或 ０ ２ 作为荷载影响深度评价指标时， 飞机荷载作用的影响深度

远大于汽车荷载和列车荷载。 然而， 实际工程中并未普遍出现由于道床厚度偏小导致的道面严

重病害， 而采用以上评价指标可能会大幅增加工程投资。 考虑到 Ｄ 类以上飞机荷载作用的显著

影响深度较大， 以及道基土的累积塑性变形与飞机荷载作用次数密切相关等因素， 本规范根据

航空交通等级调整了道床的厚度要求。

４ ２ ４　 道床压实指标宜符合表 ４ ２ ４－１ 的规定， 道床承载比宜符合表 ４ ２ ４－２ 的规定。

表 ４ ２ ４－１　 道床压实指标

填挖类型 道床部位

压实度 （% ）

航空交通等级

特重、 重、 中 轻、 特轻

填方
上道床 ≥９６ ≥９６

下道床 ≥９６ ≥９５

挖方及零填
上道床 ≥９６ ≥９４

下道床 ≥９４ ／

　 　 注： １ 表中压实度为按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１２３） 重型击实试验法求得的最大干密度的百分数。

２ 挖方区及零填部位， 如碾压后或者处理后 （采用掺结合料、 表层换填、 强夯、 冲击碾压等方法进行改善） 的道床

顶面反应模量满足表 ３ ０ ８ 的要求， 下道床范围内的压实度可适当放宽。

３ 石方填筑压实指标宜采用固体体积率， 具体指标要求由试验或石料性质确定， 固体体积率检测方法按 《民用机场

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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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 ４－２　 道床承载比要求

填挖类型 道床部位

ＣＢＲ （% ）

航空交通等级

特重、 重、 中 轻、 特轻

填方

上道床 ≥８ ≥５

下道床 ≥５ ≥３

挖方及零填

上道床 ≥８ ≥５

下道床 ≥４ ／

【条文说明】 ＣＢＲ 是表征材料的水稳定性和抵抗局部压入变形能力的指标， 不用于水泥混凝土面

层厚度计算。 道床直接承受道面结构层传递下来的飞机荷载作用， 应当具备良好的水稳定性和

抗变形能力。

４ ２ ５　 道床以下的道基填筑体压实指标宜符合表 ４ ２ ５ 的规定。

表 ４ ２ ５　 道床以下道基填筑体压实指标

道床顶面

以下深度 （ｍ）

压实度 （% ）

航空交通等级

特重、 重、 中 轻、 特轻

Ｈ～４ ０ ≥９５ ≥９４

４ ０ 以下 ≥９３ ≥９２

　 　 注： １ Ｈ 为道床厚度， 按表 ４ ２ ３ 确定。

２ 表中压实度为按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１２３） 重型击实试验法确定的最大干密度的百分数。

３ 在多雨潮湿地区， 当填料为高液限粘土及特殊土时， 应通过现场试验分析确定压实标准，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可将

表内压实度降低 １% 。

４ 石方填筑压实指标宜采用固体体积率， 具体指标由试验或石料性质确定， 固体体积率检测方法按 《民用机场高填

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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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６　 道基填方应分层填筑， 均匀压实。 道基填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道基填料宜优先选用碎石土、 砂土等粗粒土， 不得使用工程性质不良的填料， 如泥炭、

淤泥、 植物土、 生活垃圾， 以及液限大于 ５０% 、 塑性指数大于 ２６ 的细粒土等；

２　 冻土、 强膨胀土、 有机质土等， 不应直接用作道基填料； 高液限粉土以及塑性指数大于

１６ 或膨胀率大于 ３% 的低液限粘土不应用作道床填料； 盐渍土不宜作为道基填料， 无其他填料

时， 应通过试验确定其填筑适用性；

３　 填料最大粒径应结合填筑工艺确定；

４　 季节性冻土地区的中湿、 潮湿类道基， 宜采用山皮石、 碎石、 砂砾等抗冻性好的粗粒料

填筑或换填， 垫层以下道基的填筑或者换填厚度可按表 ４ ２ ６ 确定。 上述粗粒料中， 粒径小于

０ ０７５ ｍｍ 的颗粒含量宜不大于 １５% 。

表 ４ ２ ６　 季节性冻土地区道基填筑、 换填厚度

航空交通等级 填筑、 换填厚度 （ｍ）

特重、 重、 中 当地标准冻深× （１ ０～１ ２） ａ－ （道面厚度＋垫层厚度）

轻、 特轻 当地标准冻深× （０ ８～１ ０） ａ－ （道面厚度＋垫层厚度）

　 　 注： ａ 当地标准冻深与道面厚度接近时取高值， 当地标准冻深为道面厚度 ２ 倍以上时取低值。

【条文说明】 根据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１）， 岩土中易溶盐含量大于 ０ ３% ， 并具有溶

陷、 盐胀、 腐蚀等工程特性时， 应判定为盐渍岩土。

道基土冻胀与三方面因素有关： 道基土的冻胀性、 当地多年最大冻深和距地下水位的距离。

机场工程中， 道面高程受多种因素影响， 调整距地下水位的距离往往难以实现。 《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０７） 对标准冻深的定义为 “在地面平坦、 裸露、 城市之外的空旷场地中不少

于 １０ 年的实测最大冻结深度的平均值”。 由于道面结构层的传热系数大于土壤传热系数， 道面

部位的实际冻深大于空旷场地冻深。

４ ２ ７　 道基为细粒土时， 其干湿类型宜根据实测不利季节道床深度内土的平均稠度 Ｂｍ按表

４ ２ ７ 确定， 或根据公路自然区划、 土质类型、 排水条件以及道基顶面距地下水位或地表长期积

水水位的高度按附录 Ｂ 确定； 道基为粗粒土时， 其干湿类型可根据公路自然区划、 土质类型、

排水条件以及道基顶面距地下水位或地表积水水位的高度， 参照附录 Ｂ 中砂性土的相关规定

确定。

土的平均稠度 Ｂｍ可按式 （４ ２ ７） 计算。

Ｂｍ ＝ ωＬ － ωｍ( ) ／ ωＬ － ωＰ( ) （４ ２ ７）

式中： ωＬ ———土的液限含水量 （液塑限联合测定仪测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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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ｍ ———道床范围内土的平均含水量 （% ）；

ωＰ ———土的塑限含水量 （液塑限联合测定仪测定） （% ）。

表 ４ ２ ７　 道基干湿类型

道基干湿类型 砂质土 粘质土 粉质土

干燥 Ｂｍ≥１ ２０ Ｂｍ≥１ １０ Ｂｍ≥１ ０５

中湿 １ ２０＞Ｂｍ≥１ ００ １ １０＞Ｂｍ≥０ ９５ １ ０５＞Ｂｍ≥０ ９０

潮湿 １ ００＞Ｂｍ≥０ ８５ ０ ９５＞Ｂｍ≥０ ８０ ０ ９０＞Ｂｍ≥０ ７５

过湿 Ｂｍ＜０ ８５ Ｂｍ＜０ ８０ Ｂｍ＜０ ７５

【条文说明】 采用稠度指标判别道基干湿类型仅适用于细粒土。 机场工程场地平整范围大， 机场

运营后， 在自然条件 （降雨、 蒸发、 冻结、 融化等） 和地下水影响下， 道基中会发生水分迁移

和湿度的重新分布， 这一过程极为复杂， 目前尚未取得足够的监测数据和明确的研究结论， 因

此道基干湿类型的判定方法仍沿用了原规范的规定。

４ ２ ８　 遇下列情况时， 应在基层下设置垫层：

１　 水文地质条件不良的土质挖方道基或者潮湿状态的填方道基， 应设置排水垫层或采取其

他道基排水措施。

２　 季节性冻土地区水泥混凝土道面厚度不满足最小防冻层厚度时， 应设置防冻垫层。 水泥

混凝土道面加防冻垫层的总厚度应不小于表 ４ ２ ８ 规定的最小防冻层厚度。 新建道面、 道肩结构

层加防冻垫层的总厚度宜相同。 新建道面与现有道面相接处、 道面与其他硬化铺筑面和构筑物

相接处的防冻垫层宜设置变厚度的过渡段， 避免不均匀冻胀造成错台。

表 ４ ２ ８　 季节性冻土地区最小防冻层厚度

道基干湿类型
当地标准冻深 （ｍ）

０ ５０～０ ９０ ０ ９１～１ ３０ １ ３１～１ ８０ ＞１ ８０

中湿地段 ０ ５０～０ ８０ ０ ７０～１ ００ ０ ９０～１ ２０ １ ００～１ ３０

潮湿地段 ０ ６０～０ ９０ ０ ８０～１ １０ １ ００～１ ３０ １ ２０～１ ５０

　 　 注： １ 冻深大或地下水位高的挖方地段， 或基层、 垫层为隔温性能稍差的材料， 宜采用高值； 冻深小或填方地段， 或基

层、 垫层为隔温性能良好的材料， 可采用低值。

２ 冻深小于 ０ ５０ ｍ 的地区， 可不设防冻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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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多年冻土地区应结合地基处理方案设置垫层。

４　 道床顶面反应模量不满足设计要求时， 应在道床上部设置垫层或采取其他提高道床顶面

反应模量的处置措施。

５　 航空交通等级为特重或重， 并且基层采用水泥混凝土或无机结合料稳定类材料时， 道基

顶部宜设置垫层。

６　 道基可能产生不均匀沉降时， 可采用换填并设置垫层的方法进行处理。

７　 岩石挖方区道床应超挖并铺设褥垫层。 褥垫层宜采用级配良好、 粒径不大于 １５０ ｍｍ 的

粗颗粒材料， 其厚度应不小于 ５００ ｍｍ。

【条文说明】 冻胀量受冻深范围内道基土厚度、 土类、 含水量及地下水位等的影响。 根据以往工

程经验， 适当调整了季节性冻土地区最小防冻层厚度要求。

４ ２ ９　 垫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垫层应具有一定的强度和较好的水稳定性。 防冻垫层应具有抗冻性。 排水垫层应具有较

好的透水性。

２　 垫层材料宜采用颗粒材料， 包括砂、 砂砾、 碎石、 炉渣、 山皮石、 混渣、 稳定的钢渣

等， 也可采用石灰、 粉煤灰稳定土或水泥稳定土等。 防冻垫层宜选用级配碎石、 级配砂砾或山

皮石， 还可采用煤渣、 矿渣等隔温性能较好的材料。 在冰冻地区的潮湿地段， 不应采用石灰土

作垫层。

３　 垫层的厚度应不小于 １５０ ｍｍ， 铺设范围应比基层每侧宽出至少 ３００ ｍｍ。

４　 用于垫层的级配碎石或级配砂砾， 其压实度和公称最大粒径应符合表 ４ ２ ９ 的要求。 用

于垫层的山皮石， 公称最大粒径宜不大于垫层厚度的 １ ／ ２， 大于 ５ ｍｍ 的颗粒含量宜不小于

５０% ， 固体体积率宜不小于 ８３% 。 用于防冻垫层时， 级配碎石、 级配砂砾中小于 ０ ０７５ ｍｍ 的颗

粒含量宜不大于 ５% ， 山皮石中小于 ０ ０７５ ｍｍ 的颗粒含量宜不大于 １０% 。 用于排水垫层的粒

料类材料， 其级配应同时满足渗水和反滤的要求， 其中小于 ０ ０７５ ｍｍ 的颗粒含量宜不大

于 ５% 。

表 ４ ２ ９　 级配碎石 （砂砾） 垫层技术要求

项目

航空交通等级

特重、 重、 中 轻、 特轻

级配碎石 （砂砾） 压实度 （% ） ≥９６ ≥９６

级配碎石 （砂砾） 公称最大粒径 （ｍｍ） ≤３７ ５ ≤５３ ０

　 　 注： 表中压实度系按重型击实试验法求得的最大干密度的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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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水泥稳定类材料的 ７ ｄ 无侧限抗压强度应不小于 １ ＭＰａ。 石灰稳定类材料的 ７ ｄ 无侧限抗

压强度应不小于 ０ ５ ＭＰａ。

【条文说明】 山皮石， 也叫山皮土， 是指山体的表层经过自然风化后形成的土石混合体， 一般由

风化破碎岩石、 砂砾以及少量风化残积土组成。

４ ３　 基层

４ ３ １　 基层应具有适当的强度、 刚度以及足够的抗冲刷能力， 在冰冻地区还应具有足够的抗冻

性能。

４ ３ ２　 基层材料与厚度应根据航空交通等级、 结构层组合要求和当地材料供应条件确定， 并符

合下列要求：

１　 基层最小厚度应符合表 ４ ３ ２－１ 的规定， 当基层厚度不小于 ３００ ｍｍ 时可分为上基层和

下基层。

表 ４ ３ ２－１　 基层最小厚度

航空交通等级 特重、 重、 中 轻、 特轻

厚度 （ｍｍ） ３００ １５０

２　 基层材料可采用无机结合料稳定类、 沥青混合料类、 水泥混凝土类 （包括贫混凝土和碾

压混凝土） 或粒料类。 航空交通等级为特重、 重或中时， 上基层宜为无机结合料稳定类、 沥青

混合料类或水泥混凝土类。 当设置开级配排水层时， 该层可视为上基层的一部分。 基层材料类

型及压实度、 强度宜符合表 ４ ３ ２－２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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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３ ２－２　 基层材料类型及压实度、 强度要求

层次
航空交通

等级
基层材料类型

压实度

（% ）
强度 （ＭＰａ）

上基层

（或基层）

特重、 重

中

轻、 特轻

（单层基层）

无机结合料

稳定类

沥青

混合料类

水泥

混凝土类

无机结合料

稳定类

无机结合料

稳定类

粒料类

水泥稳定 （开） 级配碎石 ≥９８ ７ｄ 无侧限抗压强度≥４ ０

沥青混凝土 ≥９８ —

沥青稳定密 （开） 级配碎石 ≥９８ —

碾压混凝土 ≥９８ ７ ｄ 抗压强度≥１５

贫混凝土 — ７ ｄ 抗压强度≥１０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 （砾石、
砂砾）

≥９８ ７ ｄ 无侧限抗压强度≥４ ０

石灰粉煤灰稳定级配碎石

（砾石或砂砾）
≥９８ ７ ｄ 无侧限抗压强度≥１ ０

水泥粉煤灰或石灰粉煤灰

稳定细粒土
≥９６ ７ ｄ 无侧限抗压强度≥０ ８

级配碎石 （砾石或砂砾） ≥９８ —

未筛分碎石 （砾石或砂砾） ≥９８ —

下基层

特重、 重

中

无机结合料

稳定类

沥青

混合料类

粒料类

粒料类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

（砾石或砂砾）
≥９７ ７ ｄ 无侧限抗压强度≥３ ０

石灰粉煤灰稳定级配碎石

（砾石或砂砾）
≥９７ ７ ｄ 无侧限抗压强度≥１ ０

水泥粉煤灰或石灰粉煤灰

稳定细粒土
≥９６ ７ ｄ 无侧限抗压强度≥０ ８

沥青混凝土 ≥９７ —

沥青稳定级配碎石 （砾石） ≥９７ —

级配碎石 （砾石或砂砾） ≥９７ —

级配碎石 （砾石或砂砾） 或

未筛分碎石 （砾石或砂砾）
≥９７ —

　 　 注： 用于下基层的粒料类和无机结合料稳定类材料， 集料公称最大粒径宜不大于 ３７ ５ ｍｍ； 用于上基层的粒料类和无机结

合料稳定类材料， 集料公称最大粒径宜不大于 ３１ ５ ｍｍ。

４ ３ ３　 基层材料的适宜施工层厚应按所选集料的公称最大粒径和压实要求确定， 设计层厚超过

适宜施工层厚上限时宜分层施工。 不同基层材料的最小厚度与适宜施工层厚应符合表 ４ ３ ３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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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３ ３　 不同基层材料的最小厚度与适宜施工层厚

基层材料类型 最小厚度 （ｍｍ） 适宜施工层厚 （ｍｍ）

无机结合料

稳定类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 （砾石或砂砾石） １５０ １８０～２５０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砾石或砂砾石） １５０ １８０～２５０

水泥稳定开级配碎石 １２０ １５０～２００

水泥粉煤灰或石灰粉煤灰稳定细粒土 １００ １５０～２００

沥青

混合料类

沥青稳定开级配碎石
根据集料公称

最大粒径确定

５０～１００
（根据集料公称最大粒径确定）

沥青混凝土
根据集料公称

最大粒径确定

３５～７５
（根据集料公称最大粒径确定）

沥青稳定级配碎石 （砾石或砂砾石） ５０ ６０～２００

水泥

混凝土类
碾压混凝土、 贫混凝土 １２０ １８０～２５０

粒料类

级配碎石 （砾石或砂砾石）

未筛分碎石 （砾石或砂砾）
１００ １５０～２５０

　 　 注： 采用大厚度摊铺工艺时，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层的单层压实厚度可适当增加。

４ ３ ４　 水泥混凝土类基层应设置横向和纵向缩缝。

４ ３ ５　 基层应比面层每侧宽出至少 ５００ ｍｍ。

４ ３ ６　 基层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水泥稳定集料的水泥剂量宜为 ３% ～６% 。 航空交通等级为特重时，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上

基层宜选用骨架密实型级配。

２　 贫混凝土和碾压混凝土的集料公称最大粒径宜不大于 ３１ ５ ｍｍ； 在不加掺合料时， 贫混

凝土水泥用量宜不少于 １７０ ｋｇ ／ ｍ３， 碾压混凝土水泥用量宜不少于 ２８０ ｋｇ ／ ｍ３。

３　 沥青稳定碎石集料公称最大粒径宜为 ２６ ５ ｍｍ 或 ３１ ５ ｍｍ。 开级配沥青稳定碎石集料公

称最大粒径可根据设计厚度确定， 混合料空隙率宜为 １２% ～１８% 。

—８１—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２０２５）



４ ４　 隔离层

４ ４ １　 新建水泥混凝土道面的面层与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层或水泥混凝土类基层之间应设置隔

离层。

４ ４ ２　 隔离层可采用沥青混凝土、 沥青复合封层、 沥青碎石封层、 同步沥青碎石封层、 两布一

膜、 土工布等材料。

４ ４ ３　 面层与水泥混凝土类基层之间宜设置细粒式沥青混凝土隔离层， 层厚宜为 ３０ ｍｍ ～

５０ ｍｍ。

【条文说明】 水泥混凝土类基层刚度较大， 会使面层板产生较大的温度与湿度翘曲变形， 从而增

加板底脱空区的范围以及板内温度与湿度翘曲应力， 因此有必要设置沥青混凝土隔离层。

４ ４ ４　 航空交通等级为特重并且当地年平均降雨量大于 ４００ ｍｍ 时， 跑道、 滑行道面层与无机

结合料稳定类基层之间宜采用沥青类隔离层。 采用沥青类隔离层时，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层上

宜设置透层。

【条文说明】 采用沥青类隔离层， 可减缓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层顶面遭受面层渗入水的冲刷作

用， 并且防止渗入水沿基层收缩裂缝下渗。 条文中的滑行道含机坪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

４ ５　 面层

４ ５ １　 水泥混凝土面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耐久性， 表面应平整、 抗滑、 耐磨。

４ ５ ２　 新建水泥混凝土道面的最小面层厚度应符合表 ４ ５ ２ 的规定。

表 ４ ５ ２　 新建水泥混凝土道面的最小面层厚度

航空交通等级 特重、 重 中 轻、 特轻

面层厚度 （ｍｍ） ３４０ ２８０ ２００

４ ５ ３　 面层水泥混凝土的耐久性应符合表 ４ ５ ３ 的规定。 航空交通等级为特重时， 跑道面层水

泥混凝土应进行耐磨性试验， 单位面积磨损量应不大于 ３ ０ ｋｇ ／ 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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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５ ３　 面层水泥混凝土耐久性要求

环境类别 耐久性要求

二 ａ 抗冻耐久性指数： ≥６５%

二 ｂ 抗冻耐久性指数： ≥７５%

三 ｂ 电通量值： ≤１ ５００ 库伦

三 ｃ 电通量值： ≤１ ０００ 库伦

四 ａ 抗盐冻试验表面剥落量： ≤６００ ｇ ／ ｍ２

四 ｂ 抗盐冻试验表面剥落量： ≤５００ ｇ ／ ｍ２

　 　 注： １ 抗冻耐久性指数 （ＤＦ） 为混凝土试件经 ３００ 次快速冻融循环后混凝土的动弹性模量与初始动弹性模量的比值。

２ 混凝土的抗冻耐久性应按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试验方法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０８２） 规定的快冻法进行检验。

３ 电通量应按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试验方法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０８２）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试验的混凝土龄

期为 ５６ ｄ。

４ 抗盐冻试验应按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６） 的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 根据我国机场道面使用状况的调查以及相关试验研究， 规定了面层水泥混凝土的耐

久性要求。

４ ５ ４　 面层表面应具有良好的抗滑性能和表面纹理， 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　 年平均降雨量大于 ８００ ｍｍ 的运输机场， 跑道及快速出口滑行道应刻槽； 年平均降雨量

为４００ ｍｍ～８００ ｍｍ 的运输机场， 跑道及快速出口滑行道宜刻槽。 刻槽的跑道及快速出口滑行道

应采用先拉毛后刻槽的方法制作表面纹理， 拉毛后的表面平均纹理深度应不小于 ０ ６ ｍｍ。

２　 不刻槽的跑道及快速出口滑行道应采用拉槽毛的方式制作表面纹理， 其表面平均纹理深

度应不小于 ０ ８ ｍｍ。

３　 其他滑行道以及机坪应采用拉毛的方法制作表面纹理， 其表面平均纹理深度宜不小于

０ ４ ｍｍ。

【条文说明】 刻槽形状及间距要求见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６）。

４ ５ ５　 面层所用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水泥混凝土应选用旋窑生产的硅酸盐水泥、 道路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

２　 水泥混凝土粗集料公称最大粒径应不大于 ３１ ５ ｍｍ。 面层分上、 下两层连续摊铺时， 上

层粗集料公称最大粒径宜不大于 ２６ ５ ｍｍ。

３　 航空交通等级为特重或重的跑道和快速出口滑行道， 面层或两层连续摊铺的上层水泥混

凝土细集料宜采用天然砂。 快速出口滑行道以外的滑行道以及机坪， 面层水泥混凝土经试验验

证可采用机制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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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６　 结构层排水

４ ６ １　 道面结构组合设计宜结合坡向使道面结构内部水分能够排出， 防止渗入的地表水在道面

结构层内或道基顶面积聚。

【条文说明】 调查表明， 在内部排水不畅的情况下， 道面结构中可能会积蓄大量自由流动甚至有

一定压力的水。 道面结构层内部积水在上部荷载作用下形成高动水压力， 损坏接缝、 引起唧泥，

并且不断地冲刷基层导致板底脱空、 断板， 冰冻地区的层间积水还会结冰膨胀并造成道面隆起

变形。

４ ６ ２　 年平均降雨量为 ８００ ｍｍ 以上的地区， 航空交通等级为特重的道面可设置开级配的沥青

或水泥稳定碎石排水层。 排水层下应设置密级配的沥青或水泥稳定碎石组成的不透水基层。 宜

在排水层外侧边缘设置纵向集水沟 （盲沟） 及带孔集水管， 并设置横向排水管， 如图 ４ ６ ２

所示。

图 ４ ６ ２　 纵向集水盲沟设置示意图

【条文说明】 国内外工程经验表明， 设置排水层及边缘排水系统， 可有效减少道面 （路面） 结构

水损坏。

４ ７　 道肩

４ ７ １　 道肩面层可采用现浇水泥混凝土或预制水泥混凝土块。 面层现浇水泥混凝土的设计弯拉

强度应不小于 ４ ５ ＭＰａ； 处于二、 三、 四类环境的道肩， 面层水泥混凝土设计弯拉强度宜与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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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层水泥混凝土相同。 面层预制水泥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Ｃ３０。

４ ７ ２　 道肩面层最小厚度应满足使用要求， 现浇水泥混凝土面层厚度应不小于 １２０ ｍｍ。 航空交

通等级为特重或重的跑道道肩， 以及处于二类环境的道肩， 现浇水泥混凝土面层厚度宜不小于

１４０ ｍｍ。 冬季大温差地区的道肩， 现浇水泥混凝土面层厚度宜不小于 １６０ ｍｍ。

【条文说明】 道肩宽度不超过 １ ５ ｍ 或面积较小且周围均为道面时， 考虑施工、 维护的便利性，

可以采用与道面相同的结构。 大温差地区指最冷月日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之差平均值超过 ２０℃

的地区。 条文中道肩面层厚度要求考虑了温度作用下道肩板翘曲变形的影响。

４ ７ ３　 道肩面层水泥混凝土的耐久性应符合表 ４ ５ ３ 的规定。

４ ７ ４　 道肩基层可采用粒料类透水材料， 其厚度应保证道面面层与基层之间的层间水能够

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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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面层厚度设计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面层厚度应满足道面结构设计年限内飞机荷载作用下面层不出现疲劳破坏的要求。

５ １ ２　 面层疲劳破坏的控制指标应采用线性叠加的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ＣＤＦ。

５ １ ３　 面层厚度设计时的计算应力应采用临界荷位的荷载应力。 应分别计算飞机主起落架荷载

作用于板中、 横缝中部、 纵缝中部三个位置的荷载应力， 如图 ５ １ ３ 所示， 并按板底最大主应力

取值， 选择其中荷载应力最大的位置作为临界荷位。

　 　 　 　 （ａ） 板中荷位　 　 　 　 　 　 　 　 　 　 　 （ｂ） 横缝中部荷位　 　 　 　 　 　 　 　 　 　 （ｃ） 纵缝中部荷位

图 ５ １ ３　 飞机荷载作用位置 （以双轴双轮主起落架构型为例）

５ ２　 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５ ２ １　 计算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ＣＤＦ 时， 可将飞机滑行或滑跑中心线两侧道面分别划分为 ４０ 条

宽度为 ０ ２５ ｍ 的条带。

【条文说明】 飞机主起落架荷载作用基本位于飞机滑行或滑跑中心线两侧 １０ ｍ 范围内， 为计算

道面横向不同位置的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ＣＤＦ， 将飞机滑行或滑跑中心线两侧各 １０ ｍ 范围内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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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划分为 ４０ 条、 宽度均为 ０ ２５ ｍ 的条带， 以条带为单位计算道面不同位置的疲劳累计损伤因

子 ＣＤＦ。

５ ２ ２　 设计年限内， 面层最大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ＣＤＦｍａｘ应按式 （５ ２ ２－１） 计算。

ＣＤＦｍａｘ ＝ Ｍａｘ ＣＤＦ ｊ( ) （５ ２ ２ － １）

式中： ＣＤＦｍａｘ ———设计年限内， 各机型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面层最大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ＣＤＦ ｊ ———设计年限内， 各机型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面层在条带 ｊ （ ｊ ＝ １， ２， …， ４０） 处

的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应按式 （５ ２ ２－２） 计算。

ＣＤＦ ｊ ＝ ∑ Ｉ

ｉ ＝ １
ＣＤＦ ｉｊ( ) （５ ２ ２ － ２）

式中： ＣＤＦ ｉｊ ———设计年限内， 机型 ｉ （ ｉ ＝ １， ２， …，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面层条带 ｊ 处的疲

劳累计损伤因子， 应按式 （５ ２ ２－３） 计算；

Ｉ———设计年限内在道面上运行的机型数。

ＣＤＦ ｉｊ ＝ Ｎｉｊ ／ Ｎｅｉ （５ ２ ２ － ３）

式中： Ｎｉｊ ———设计年限内，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面层条带 ｊ 处的累计作用次数；

Ｎｅｉ ———设计年限内，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道面的容许作用次数。

【条文说明】 设计年限内，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在面层条带 ｊ 处的累计作用次数及道面容许作用

次数的计算方法在本规范第 ５ ３ 节中予以规定。 当机型具有机翼主起落架和机腹主起落架时， 应

分别计算机翼主起落架和机腹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的道面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５ ３　 累计作用次数和容许作用次数

５ ３ １　 设计年限内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面层条带 ｊ 处的累计作用次数 Ｎｉｊ应按式 （５ ３ １－１）

计算。

Ｎｉｊ ＝ Ｎｓｉ × Ｐ ｉｊ （５ ３ １ － １）

式中： Ｐ ｉｊ ———设计年限内，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在面层条带 ｊ 处的横向作用分布概率， 应按式

（５ ３ １－２） 计算。

Ｐ ｉｊ ＝ ∑ Ｆ

ｆ ＝ １ ∫
（Ｄｊ＋

Ｗｉ
２ ）

（Ｄｊ－
Ｗｉ
２ ）

１
　 ２π ＳＤ

× ｅｘｐ －
ｘ － ｄｆ

ｉ( ) ２

２ × Ｓ２
Ｄ

æ

è
ç

ö

ø
÷ ｄｘ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５ ３ １ － ２）

式中： ＳＤ ———飞机主起落架的轮迹横向偏移分布标准差 （ｍ）， 可按表 ５ ３ １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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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ｊ ———条带 ｊ 的中心线距飞机滑行或滑跑中心线的距离 （ｍ）；

ｄｆ
ｉ ———机型 ｉ 主起落架的机轮 ｆ （ ｆ ＝ １， ２， …， Ｆ） 中心线距飞机滑行或滑跑中心线的距

离 （ｍ）， Ｆ 为主起落架构型中并列横向机轮数量；

Ｗｉ———机型 ｉ 主起落架单轮的轮印宽度 （ｍ）。

表 ５ ３ １　 主起落架的轮迹横向偏移分布标准差

道面部位 跑道、 快速出口滑行道 滑行道 停机坪

轮迹横向偏移分布标准差 （ｍ） ０ ７５ ０ ５０ ０ ００

【条文说明】 基于国内外飞机轮迹横向偏移分布的调研， 主起落架的轮迹在横向沿主起落架中心

线呈正态分布， 其标准差取值参考了 ＩＣＡＯ 《机场设计手册 第三部分—道面》 （Ｄｏｃ ９１５７） 相关

规定。 主起落架构型中并列横向机轮数量 Ｆ 的取值： 单轴单轮时为 １； 单轴双轮、 双轴双轮、 三

轴双轮时为 ２。

５ ３ ２　 新建水泥混凝土道面面层厚度设计时的荷载应力计算模型可采用 Ｗｉｎｋｌｅｒ 地基上层间光

滑的有限尺寸四边自由双层板模型， 如图 ５ ３ ２ 所示。

图 ５ ３ ２　 荷载应力计算的结构模型

【条文说明】 在荷载应力计算的结构模型中， 将基层和面层板简化为双层板， 基层以下结构简化

为 Ｗｉｎｋｌｅｒ 地基。 为避免结构尺寸效应和接缝传荷作用对荷载应力计算的影响， 通常先计算飞机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无限大板 （板中） 或半无限大板 （横缝中部或纵缝中部） 的荷载应力， 并

在此基础上采用应力折减的方式确定计算应力。 为此， 在保证计算效率和准确性的基础上， 将

基层和面层板简化为有限尺寸双层板， 面层板的平面尺寸取 １０ ｍ×１０ ｍ， 基层超宽宽度取 １ ０

ｍ， 且不考虑边界约束的影响， 基层和面层板四边自由。

５ ３ ３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 临界荷位的荷载应力 σｐｉ 应按式 （５ ３ ３） 计算：

σｐｉ ＝ （１ － β）·σｅｉ （５ ３ ３）

式中： σｐｉ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临界荷位处的荷载应力 （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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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ｅｉ ———按照图 ５ ３ ２ 的计算模型分析计算的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临界荷位的荷载应

力 （ＭＰａ）；

β ———应力折减系数， 可按表 ５ ３ ３ 确定。

表 ５ ３ ３　 临界荷位应力折减系数

临界荷位 板中 横缝中部 纵缝中部

应力折减系数 β ０ ０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条文说明】 临界荷位应力折减系数 β 是综合考虑面层板尺寸、 接缝类型、 基层刚度等因素确定

的。 跑道或滑行道主要纵缝为平缝加传力杆， 接缝传荷作用较好， 因此纵缝中部应力折减系数 β

取 ０ ３。

５ ３ ４　 机型 ｉ 主起落架荷载作用下道面的容许作用次数 Ｎｅｉ ， 应根据面层水泥混凝土设计弯拉强

度、 荷载应力 σｐｉ 和水泥混凝土道面疲劳方程计算确定。

【条文说明】 现有水泥混凝土道面疲劳方程包括基于小梁试验的材料疲劳方程和基于足尺试验的

结构疲劳方程。 鉴于结构疲劳方程更符合道面的实际使用状况， 本规范在 ＦＡＡ 结构疲劳方程基

础上， 考虑我国机场道面结构的特点， 提出了基于道床顶面反应模量修正的道面疲劳方程， 具

体算式见 ＣＡＡＣ－ＡＲＰＤ 设计软件帮助文件。

５ ４　 面层厚度计算与修正

５ ４ １　 道面结构各层厚度和材料参数可根据航空交通等级、 现场试验、 工程经验等拟定。

５ ４ ２　 面层计算厚度 ｈ０应按设计年限内面层最大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ＣＤＦｍａｘ满足式 （５ ４ ２） 的

要求确定。

０ ９２５ ≤ ＣＤＦｍａｘ ≤ １ ０００ （５ ４ ２）

５ ４ ３　 新建水泥混凝土道面的面层厚度可采用 ＣＡＡＣ－ＡＲＰＤ 设计软件进行计算。

【条文说明】 根据本规范的面层厚度计算方法， 开发了 ＣＡＡＣ－ＡＲＰＤ 设计软件， 其使用方法和计

算案例见 ＣＡＡＣ－ＡＲＰＤ 设计软件帮助文件。

５ ４ ４　 面层计算厚度 ｈ０小于 ３４０ ｍｍ 时， 宜考虑温度作用的影响， 在面层计算厚度 ｈ０的基础上

增加 １０ ｍｍ～３０ ｍｍ。

【条文说明】 本规范在面层计算厚度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厚度的方式考虑温度作用的影响。 理论分

—６２—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２０２５）



析和工程实践表明， 面层厚度越小、 温度梯度越大、 道床顶面反应模量越高， 道面板的温度应

力越大， 温度作用对道面的损伤影响越显著。 因此面层厚度小、 温度梯度大、 道床顶面反应模

量高时， 面层计算厚度增加值取高值， 反之取低值。

５ ４ ５　 面层设计厚度宜根据面层计算厚度 ｈ０和考虑温度作用影响的增加值按 １０ ｍｍ 向上取整，

刻槽道面应再增加 １０ ｍｍ。

５ ４ ６　 跑道端部、 平行滑行道以及其他主要滑行道可采用相同的面层厚度。 跑道设有完整平行

滑行道时， 跑道中部 （距跑道两端的距离可取跑道长度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的面层厚度可

减薄至跑道端部面层厚度的 ９０% 。 快速出口滑行道面层厚度可取跑道端部面层厚度

的８５% ～９０% 。

【条文说明】 快速出口滑行道面层厚度可采用最大着陆重量计算， 但飞机在快速出口滑行道转弯

时存在偏载， 因而应当适当增加快速出口滑行道面层厚度， 建议采用跑道端部面层厚度

的８５% ～９０% 。

５ ４ ７　 机位滑行通道及机位处的面层厚度可根据所在部位拟使用机型及通行次数计算确定。 顶

推出机位飞机主起落架前的面层厚度可适当减薄， 但应满足牵引车等荷载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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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接缝设计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水泥混凝土面层宜采用矩形板， 纵向接缝和横向接缝宜垂直相交。 纵向施工缝两侧的横

向接缝不应错开。

６ １ ２　 水泥混凝土面层的横向接缝宜采用等间距布置， 并尽可能少。

６ １ ３　 填缝料应选用与混凝土表面粘结牢固、 回弹性好、 能适应水泥混凝土板胀缩、 不溶于

水、 不透水、 高温时不溢出、 低温时不脆裂、 耐久性良好的材料。 胀缝板应选用能适应水泥混

凝土板胀缩、 不易变形、 耐久性良好的材料。

６ ２　 接缝布置

６ ２ １　 面层水泥混凝土板宽可根据面层厚度参照表 ６ ２ １ 确定。 板长与板宽之比宜为 １～１ ２５。

表 ６ ２ １　 最大板宽

面层厚度 ｈ （ｍｍ） 板宽最大尺寸 （ｍ）

２００～２６０ （不含） ４ ０

２６０～３２０ （不含） ４ ５

３２０～４００ （不含） ５ ５

≥４００ ６ ０

【条文说明】 板宽是指纵向施工缝的间距。 板宽由面层厚度、 道面宽度和施工工艺确定。 综合考

虑板长与板厚、 板宽以及相对刚度半径的比例规定了最大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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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２　 面层纵向接缝的布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跑道中线、 滑行道直线段中线处宜布置纵向接缝， 其他纵向接缝应与之平行。 纵向接缝

的间距宜保持一致。

２　 纵向接缝宜避开关键条带。

３　 滑行道弯道及增补面加宽部分的水泥混凝土板最小宽度应不小于 １ ｍ。

４　 机坪纵向接缝布置可根据地势设计、 排水明沟位置、 施工连续性等因素确定。

６ ２ ３　 对于远距跑道联络滑行道、 大面积机坪等端部膨胀受限的道面， 当纵向施工缝连续长度

大于 １ ０００ ｍ 时， 面层宜设置后浇带。 后浇带应在相邻水泥混凝土板施工完成并经过不少于一个

夏季后浇筑。

【条文说明】 设置后浇带的目的是减轻长距离道面在板浇筑方向累积温度变形导致的挤压破坏。

传统做法为设置胀缝， 考虑到胀缝在使用过程中易损坏， 近年来一些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采用

了后浇带， 效果良好。

６ ２ ４　 钢筋混凝土道面的板长可适当增加， 但宜不大于板宽的 ２ 倍。

６ ３　 纵向接缝

６ ３ １　 面层纵向施工缝类型可按表 ６ ３ １ 选用， 接缝构造如图 ６ ３ １ 所示。

表 ６ ３ １　 纵向接缝类型与适用部位

接缝类型 适用部位

平缝加传力杆型 跑道、 滑行道ａ， 其中间的 ３ 条纵向施工缝ｂ

企口缝加拉杆型 面层厚度不小于 ２８０ ｍｍ 的跑道或机坪， 其临近自由边的一条纵向施工缝ｃ

企口缝型 面层厚度不小于 ２８０ ｍｍ 的其他道面纵向接缝

平缝加拉杆型 面层厚度小于 ２８０ ｍｍ 的跑道或机坪， 其临近自由边的一条纵向施工缝

平缝型 面层厚度小于 ２８０ ｍｍ 的其他道面纵向接缝

　 　 注： ａ 含机坪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等， 但滑行道中线与纵向接缝偏离角度较大的除外。

ｂ 拟运行机型主起落架外轮外边距均小于 ４ ５ ｍ 时， 跑道、 滑行道可仅在中线设置一条平缝加传力杆型纵向施工缝。

ｃ 对于最冷月份的日平均气温低于－８℃的地区， 跑道临近自由边的两条纵向施工缝宜采用企口缝加拉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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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平缝加传力杆型 （ｂ） 企口缝加拉杆型

（ｃ） 企口缝型 （ｄ） 平缝加拉杆型

（ｅ） 平缝型

图 ６ ３ １　 纵向施工缝构造 （尺寸单位： ｍｍ）

【条文说明】 本规范减少了企口缝的应用范围， 以平缝类取代。 经验表明， 企口缝容易损坏。 平

缝加传力杆的传荷能力更强， 更适用于大型机场关键部位的道面； 而小型机场面层厚度较薄时，

企口尺寸较小， 易成为薄弱点， 同样不建议采用企口缝。

６ ３ ２　 拉杆应采用带肋钢筋并设置在板厚中央， 其中部 ２００ ｍｍ 范围内应进行防锈处理。 最外

侧的拉杆距横向接缝、 自由边或传力杆端部的距离应不小于 ２５０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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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杆钢筋面积可按式 （６ ３ ２－１） 计算：

Ａｔ ＝
３６ ０ｂ ｌｃｈ

σａ
（６ ３ ２ － １）

式中： Ａｔ ———每块板纵缝处拉杆钢筋面积 （ｍｍ２）；

ｂ ———拉杆纵缝到最近纵缝或自由边的距离 （ｍ）；

ｌｃ ———水泥混凝土板长度 （ｍ）；

ｈ———面层厚度 （ｍｍ）；

σａ ———拉杆钢筋容许应力 （ＭＰａ）， 为 ２１０ ＭＰａ。

拉杆长度可按式 （６ ３ ２－２） 计算：

ｌｔ ＝
ｄｔ σａ

２τ
＋ ５０ （６ ３ ２ － ２）

式中： ｌｔ ———拉杆长度 （ｍｍ）；

ｄｔ ———拉杆钢筋直径 （ｍｍ）；

τ ———拉杆钢筋与水泥混凝土的容许粘结应力 （ＭＰａ）， 带肋钢筋取 １ ８ ＭＰａ。

【条文说明】 式 （６ ３ ２－１） 是按面层与基层之间的摩阻系数取 １ ５ 推算而得的。

６ ３ ３　 传力杆应采用光圆钢筋并设置在板厚中央。 传力杆尺寸及间距可参照表 ６ ３ ３ 选用。 板

最外侧的传力杆距接缝、 自由边、 其他传力杆或拉杆的距离宜为 １５０ ｍｍ～３５０ ｍｍ。 传力杆表面

应做防锈处理。

表 ６ ３ ３　 传力杆尺寸及间距

面层厚度 （ｍｍ） 直径 （ｍｍ） 最小长度 （ｍｍ） 最大间距 （ｍｍ）

２００～２５０ （不含） ２２ ４５０ ３００

２５０～３００ （不含） ２５ ５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３５０ （不含） ３０ ５００ ３５０

３５０～４００ （不含） ３２ ５００ ３５０

４００～４５０ （不含） ３６ ５００ ４００

４５０～５００ （不含） ３６ ５５０ ４００

【条文说明】 平缝加传力杆的道面有限元分析表明， 随着基层弹性模量的提高， 接缝传荷能力有

所提高。 原规范中传力杆直径要求参考了 ＦＡＡ 的标准， 其要求系基于柔性基层上平缝加传力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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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结果确定。 考虑到我国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普遍采用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具有较显著的

基层传荷效应， 因此适当减小了传力杆的直径。

６ ３ ４　 纵向施工缝缝槽宽度宜为 ８ ｍｍ～ １０ ｍｍ， 深度宜为 ３０ ｍｍ。 采用填缝密封材料嵌缝时，

缝槽下部应设置背衬条， 如图 ６ ３ ４ 所示。

图 ６ ３ ４　 纵向施工缝缝槽 （尺寸单位： ｍｍ）

６ ３ ５　 纵向施工缝可设置倒角， 接缝倒角可采用 １３５°斜角型或者圆弧型， 如图 ６ ３ ５ 所示。

　 　 　 　 （ａ） １３５°斜角型　 　 　 　 　 　 　 　 　 　 （ｂ） 圆弧型

图 ６ ３ ５　 接缝倒角 （尺寸单位： ｍｍ）

６ ４　 横向接缝

６ ４ １　 除横向施工缝外， 面层横向缩缝应采用假缝形式， 如图 ６ ４ １ 所示。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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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假缝型　 　 　 　 　 　 　 　 　 　 　 　 　 （ｂ） 假缝加传力杆型 （前置钢筋支架法）

（ｃ） 假缝加传力杆型 （ＤＢＩ 法）

图 ６ ４ １　 横向接缝构造 （尺寸单位： ｍｍ）

　 　 注： １ 当横向接缝为假缝加传力杆型， 或上基层为无机结合料稳定类、 沥青混合料类、 水泥混凝土类时， 锯缝深

度宜取大值。

２ 为保证传力杆可以适当滑动， 不应将传力杆与支架焊接在一起。

【条文说明】 为使面层水泥混凝土在干缩或温缩时能在锯缝位置处开裂， 防止在传力杆端部产生

裂缝， 当横向缩缝设置传力杆时， 锯缝深度要求比不设传力杆的假缝切缝深度稍大。 当基层上

表面较为平整光滑时， 锯缝深度选择上限有助于保证假缝均匀开裂。

６ ４ ２　 下列假缝宜设置传力杆：

———跑道及平行滑行道两端各 １００ ｍ 范围内的假缝；

———邻近道面自由端的 ３ 条假缝；

———紧邻胀缝的 ３ 条假缝；

———钢筋混凝土板的假缝；

———近机位廊桥活动区的假缝；

———航空交通等级为特重或重的跑道接地区域、 跑道等待位置等关键部位。

【条文说明】 设置传力杆可以保证假缝的长期传荷性能， 并防止端部推移导致假缝失去传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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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一般在道面关键部位和端部使用。 跑道接地区域一般位于跑道瞄准点标志起点前 ５０ ｍ 至后

１００ ｍ 的区域。 跑道等待位置处设置传力杆的范围需考虑等待飞机的主起落架位置。

６ ４ ３　 浇筑水泥混凝土面层中断时， 应设置横向施工缝。 其位置应设在横向缩缝处， 宜采用平

缝加传力杆型， 其构造如图 ６ ３ １ （ａ） 所示。

６ ４ ４　 横向接缝传力杆的布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６ ３ ３ 条的要求。

６ ４ ５　 横向缩缝缝槽如图 ６ ４ ５ 所示， 宽度宜为 ８ ｍｍ～１０ ｍｍ， 深度宜为 ３０ ｍｍ。 采用填缝密

封材料嵌缝时， 缝槽下部应设置背衬条。 横向缩缝、 横向施工缝可设置倒角， 如图 ６ ３ ５

所示。

图 ６ ４ ５　 横向缩缝缝槽 （尺寸单位： ｍｍ）

６ ５　 交接区域接缝

６ ５ １　 在面层交接、 交叉、 错缝及弯道处， 应设置平缝或胀缝。

６ ５ ２　 交接平缝的构造如图 ６ ５ ２ 所示， 先浇水泥混凝土板的侧面应平滑， 并且粘贴油毡或其

他防水隔离材料。 应设置板边补强钢筋， 钢筋的直径可参照表 ６ ５ ２ 选用。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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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５ ２　 交接平缝构造 （尺寸单位： ｍｍ）

表 ６ ５ ２　 板边补强钢筋

面层厚度 （ｍｍ） ＜３００ ３００～４００ （不含） ≥４００

主筋直径 （ｍｍ） １２ １４ １６

箍筋直径 （ｍｍ） ６～８

６ ５ ３　 交接平缝缝槽的构造宜符合本规范第 ６ ３ ４ 条的要求。

６ ５ ４　 交接胀缝的构造如图 ６ ５ ４ 所示。 其中传力杆的布置宜符合本规范第 ６ ３ ３ 条的要求，

板边补强钢筋的布置宜符合本规范第 ６ ５ ２ 条的要求。 传力杆进行防锈处理后， 外面宜再敷

０ ４ ｍｍ厚的聚乙烯膜。 杆的一端应加套筒， 内留 ３０ ｍｍ 空隙， 填以泡沫塑料或纱头； 带套筒的

杆端应在相邻板交错布置。

　 　 　 　 　 　 　 　 （ａ） 胀缝滑动传力杆型　 　 　 　 　 　 　 　 　 　 　 　 　 　 　 　 　 （ｂ） 胀缝边缘钢筋型

图 ６ ５ ４　 交接胀缝构造 （尺寸单位： ｍｍ）

注： 为保证传力杆可以适当滑动， 不应将传力杆与支架焊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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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５　 两侧水泥混凝土板浇筑方向不一致时， 交接区域接缝不应设置传力杆。

６ ５ ６　 交接区域接缝宜设置倒角， 如图 ６ ３ ５ 所示。

６ ６　 端部处理

６ ６ １　 水泥混凝土道面与房屋、 排水明沟等固定构造物相接处， 以及有地井等埋地设施的板四

周， 应设置胀缝。

６ ６ ２　 端部胀缝可按本规范第 ６ ５ ４ 条的有关要求设置， 也可采用胀缝端部加厚型， 如图

６ ６ ２ 所示。

图 ６ ６ ２　 胀缝端部加厚型构造 （尺寸单位： ｍｍ）

６ ６ ３　 水泥混凝土道面与沥青道面相接时， 应设置长度不小于 ３ ｍ 的过渡段。 过渡段应采用两

种面层呈阶梯状叠合布置， 其下部应铺设厚度不小于 ２００ ｍｍ 的变厚度水泥混凝土过渡板， 如图

６ ６ ３ 所示。 过渡板顶面应设横向拉槽。 过渡板与水泥混凝土面层板相接处的接缝内宜设置拉

杆， 拉杆可按本规范第 ６ ３ ２ 条的要求布置。

图 ６ ６ ３　 水泥混凝土道面与沥青道面相接 （尺寸单位： ｍｍ）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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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过渡板顶面设置横向拉槽是为了增强沥青层与过渡板的层间粘结。

６ ６ ４　 水泥混凝土道面与采用沥青面层的服务车道相接时， 在车辆主要通行部位宜设置过渡

段， 过渡段可按本规范第 ６ ６ ３ 条的要求设置。

６ ６ ５　 现有跑道或滑行道水泥混凝土道面端部延长时， 宜在面层端部水泥混凝土板侧面设置传

力杆。

６ ６ ６　 不同厚度面层水泥混凝土板相接处， 可在厚度较薄一侧设置一块或两块厚度渐变的过渡

板， 如图 ６ ６ ６ 所示。

图 ６ ６ ６　 不同厚度水泥混凝土板相接处理

６ ７　 道肩接缝

６ ７ １　 当道肩面层为现浇水泥混凝土时， 其分块尺寸应根据道肩宽度及相邻道面板的分块尺寸

确定， 接缝间距宜为 １ ５ ｍ～３ ０ ｍ， 板块的形状宜为或接近正方形。 道肩接缝宜与相邻道面接

缝对齐。

６ ７ ２　 现浇水泥混凝土道肩面层的纵向施工缝应采用平缝， 其构造如图 ６ ７ ２ 所示。

图 ６ ７ ２　 道肩纵向施工缝 （尺寸单位： ｍｍ）

６ ７ ３　 现浇水泥混凝土道肩面层的纵、 横向缩缝宜采用假缝， 其构造如图 ６ ７ ３ 所示。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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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７ ３　 道肩缩缝 （尺寸单位： ｍｍ）

６ ７ ４　 现浇水泥混凝土道肩面层的胀缝宜与相邻道面板的接缝对齐， 其间距宜为 １０ ｍ～ １５ ｍ，

构造如图 ６ ７ ４ 所示。

图 ６ ７ ４　 道肩胀缝 （尺寸单位： ｍｍ）

６ ７ ５　 现浇水泥混凝土道肩面层纵向施工缝和纵、 横向缩缝的缝槽宽度宜为 ８ ｍｍ～１０ ｍｍ， 缝

槽下部应设置背衬条。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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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面层配筋设计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面层中设置的钢筋网、 钢筋笼应采用焊接， 焊接长度及规格应符合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

程》 （ＪＧＪ １８） 的有关规定。

７ １ ２　 钢筋混凝土板采用双层钢筋网时， 配筋率宜不低于 ０ ２% 。

７ １ ３　 水泥混凝土板的钢筋保护层厚度应不小于 ５０ ｍｍ。

７ １ ４　 下穿构筑物的开槽可采用湿贫混凝土、 流态固化土、 泡沫轻质土等流态性材料或碎石、

砂砾石、 中粗砂回填。

７ ２　 钢筋混凝土板设计

７ ２ １　 符合下列条件的部位， 面层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板：

１　 水泥混凝土板的平面尺寸超过本规范第 ６ ２ １ 条规定的尺寸；

２　 水泥混凝土板下有排水管沟或其他构筑物穿越， 板可能因应力集中而破坏时；

３　 基础可能产生不均匀沉陷或在不良地质条件的地段。

７ ２ ２　 钢筋混凝土面层厚度宜与普通混凝土面层厚度相同。

７ ２ ３　 每延米板的钢筋用量， 可按式 （７ ２ ３） 计算确定。

Ａｓ ＝
１８ ０ Ｄｃｈ

σａ
（７ ２ ３）

式中： Ａｓ———每延米板所需的钢筋面积 （ｍｍ２）；

Ｄｃ———计算纵向钢筋时， 为板长； 计算横向钢筋时， 为板宽 （ｍ）；

σａ———钢筋的容许应力 （ＭＰａ）， 可按表 ７ ２ ３ 取值；

ｈ ———面层厚度 （ｍｍ）。

纵、 横向钢筋直径宜相同， 如不相同， 其相差应不大于 ４ ｍｍ。 钢筋最小净距应不小于集料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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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粒径的 ２ 倍。 在满足钢筋间距要求的条件下， 宜采用直径较小的钢筋。 钢筋的最小直径和

最大间距， 应符合表 ７ ２ ３ 的规定。

钢筋应设在板顶面以下 １ ／ ３～ １ ／ ２ 板厚范围内或采用双层钢筋网布置， 宜设置支架钢筋， 外

侧钢筋中心距接缝或自由边的距离可采用 １００ ｍｍ。

表 ７ ２ ３　 钢筋最小直径、 最大间距和容许应力

钢筋类型 带肋钢筋

最小直径 （ｍｍ） １２

纵向最大间距 （ｍｍ） ３００

横向最大间距 （ｍｍ） ５００

钢筋的容许应力 （ＭＰａ） ２１０

７ ２ ４　 面层下有构筑物穿越时， 应进行配筋补强； 但下穿构筑物开槽宽度小于 ０ ５ ｍ， 或下穿

构筑物结构顶至道基顶面的距离大于 ４ ｍ 且该距离与结构跨径之比大于 ２ 时， 可不进行配筋补

强。 配筋补强时， 应在构筑物开槽回填的上方及与开槽回填区域相邻的不小于 １ ５ ｍ 宽度范围

内布设钢筋网。 钢筋网宜采用双层， 钢筋网布设范围内以及下穿构筑物正上方的横向接缝宜设

置传力杆， 如图 ７ ２ ４－１ 和图 ７ ２ ４－２ 所示。

图 ７ ２ ４－１　 面层下有箱型构筑物穿越时的配筋示意图 （尺寸单位： ｍｍ）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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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 ４－２　 面层下有圆型构筑物穿越时的配筋示意图 （尺寸单位： ｍｍ）

７ ３　 板的局部补强

７ ３ １　 下列情况时， 应对面层水泥混凝土板进行局部补强：

１　 道面上设有灯座及井体等设施时， 在孔口周围的板， 应采用钢筋补强；

２　 道面上设有排水明沟时， 沿沟两侧的板边， 或相邻的接缝错位时， 沿相邻板缝两侧的板

边， 应采用钢筋补强；

３　 锐角板角及大于 １８０°板角处， 宜设置角隅钢筋补强；

４　 板边角下的基础有可能产生较大塑性变形时， 可采用钢筋补强；

５　 旧道面板边、 角有严重裂缝的加铺层板， 可采用钢筋补强。

７ ３ ２　 板的角隅补强， 可采用单层或双层钢筋， 单层钢筋应布置在板的上部， 采用直径

１４ ｍｍ～１６ ｍｍ 的带肋钢筋； 双层钢筋可采用直径 １０ ｍｍ～１２ ｍｍ 的带肋钢筋； 大于 １８０°板角处

的补强钢筋， 宜设直径为 ６ ｍｍ 的双肢箍筋。 钢筋布置如图 ７ ３ ２ 所示。 板厚小于 ３００ ｍｍ 时，

钢筋直径可采用下限， 板厚等于或大于 ３００ ｍｍ 时宜采用上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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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θ＜９０°　 　 　 　 　 　 　 　 　 　 　 　 　 　 　 　 　 　 　 　 　 　 　 （ｂ） θ＞１８０°

图 ７ ３ ２　 角隅补强钢筋布置 （尺寸单位： ｍｍ）

７ ３ ３　 板中孔口处的补强钢筋， 主筋可采用直径为 １４ ｍｍ～１６ ｍｍ 的带肋钢筋， 箍筋直径可采

用 ６ ｍｍ～８ ｍｍ， 钢筋布置如图 ７ ３ ３ 所示。

图 ７ ３ ３　 孔口补强钢筋布置 （尺寸单位： ｍｍ）

７ ３ ４　 板边缘部分的补强， 主筋可采用 ８ 根带肋钢筋， 直径可根据面层厚度参照表 ６ ５ ２ 选用。

钢筋布置如图 ６ ５ ２ 所示。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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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加铺层设计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为提高旧水泥混凝土道面结构承载力， 可采用水泥混凝土加铺层进行结构性补强。

【条文说明】 旧水泥混凝土道面加铺包括为改善道面表面性能的功能性加铺和为提高道面结构承

载力的结构性加铺。 目前国内旧水泥混凝土道面功能性加铺以沥青层加铺为主， 结构性加铺主

要包括沥青层加铺和水泥混凝土加铺。 本章规定了用于提高道面结构承载力的水泥混凝土加铺

层设计方法。 旧水泥混凝土道面上的沥青加铺层设计方法见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

８ １ ２　 采用水泥混凝土加铺层时， 旧水泥混凝土道面的结构状况指数 ＳＣＩ 应不小于 ８０。

【条文说明】 ＳＣＩ 为 ８０ 即表示水泥混凝土道面达到疲劳破坏临界状态， 水泥混凝土加铺层设计方

法不适用于 ＳＣＩ 小于 ８０ 的旧水泥混凝土道面。 ＳＣＩ 小于 ８０ 的道面已经达到其疲劳寿命， 一般采

用结构翻修方案重建道面； 也可在经过充分论证后采用打裂压稳或碎石化方案处治旧道面， 处

治后的旧水泥混凝土面层作为改建道面的基层。

８ １ ３　 加铺层设计前应对旧道面情况进行调查， 收集基础资料， 并对旧道面进行检测、 评价。

８ １ ４　 水泥混凝土加铺层厚度， 当航空交通等级为特重、 重或中时， 宜不小于２４０ ｍｍ； 当航空

交通等级为轻或特轻时， 宜不小于 ２００ ｍｍ。

８ １ ５　 水泥混凝土加铺层厚度可采用 ＣＡＡＣ－ＡＲＰＤ 设计软件进行计算。

８ ２　 旧水泥混凝土道面调查与处治

８ ２ １　 道面基础资料收集内容应包括道基情况、 道面结构、 分块与接缝、 道面病害情况、 道面

维护历史、 改扩建历史等资料， 以及气候条件、 地下水位及排水条件等。

【条文说明】 根据工程经验， 地下水位高、 地表和结构层排水不畅易导致道基软弱、 基层唧泥，

进而诱发断板病害。 设计前， 需要进行地下水位和排水条件的调查分析。

８ ２ ２　 道面检测与评价应包括旧道面损坏状况调查与评价、 材料性能试验与评价、 结构性能测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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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与评价、 板底脱空状况与接缝传荷能力评价等， 可参照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 执行。

８ ２ ３　 加铺前应根据旧道面损坏状况， 对旧道面进行基础注浆、 裂缝灌缝、 错台磨平、 填缝料

更换、 破损边角修补、 破碎板更换等处治。

８ ２ ４　 旧道面表面或结构层内部排水不良时， 应采取措施加以改善。

８ ３　 加铺层厚度计算

８ ３ １　 水泥混凝土加铺层与旧水泥混凝土面层的层间结合形式宜采用隔离式。

【条文说明】 加铺层与旧道面面层的层间结合形式包括隔离式、 结合式和部分结合式。 工程经验

表明， 结合式的层间结合材料及施工工艺难以达到要求， 且对旧道面的状况要求高。 部分结合

式的层间结合情况难以确切表征， 且工后层间结合特性随时间衰变， 严重时发生层间错动进而

可能引发脱空。

８ ３ ２　 加铺层厚度设计时的荷载应力计算模型可采用 Ｗｉｎｋｌｅｒ 地基上层间光滑的有限尺寸四边

自由的三层板模型， 如图 ８ ３ ２ 所示。

图 ８ ３ ２　 加铺层厚度计算的荷载应力计算模型

【条文说明】 加铺层设计时， 荷载应力的计算模型简化为加铺层、 旧道面面层、 旧道面基层的三

层结构， 旧道基视为 Ｗｉｎｋｌｅｒ 地基。 旧道面结构层力学参数根据道面评价结果以及竣工资料等综

合确定。 为兼顾计算效率和计算精度， 加铺层和旧道面面层的平面尺寸取 １０ ｍ×１０ ｍ， 基层超宽

宽度取 １ ０ ｍ， 且不考虑边界约束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采用应力折减的方式确定计算应力。

８ ３ ３　 计算加铺层厚度时， 应根据旧道面的损坏程度对旧道面面层厚度进行折减， 折减系数 γ

可按表 ８ ３ ３ 取值。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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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３ ３　 旧道面面层厚度折减系数

旧道面状况指数 ＰＣＩ ＰＣＩ≥８５ ８５＞ＰＣＩ≥７５

旧道面面层厚度折减系数 γ ０ ９５ ０ ８５～０ ９５ａ

　 　 注： ａ ＰＣＩ 高时取高值， 反之取低值。

８ ３ ４　 设计年限内加铺层的疲劳累计损伤因子、 累计作用次数、 容许作用次数以及面层计算厚

度的修正应符合本规范第 ５ 章的有关规定， 计算加铺层临界荷位荷载应力 σｐｉ 时的应力折减系数

可按表 ８ ３ ４ 确定。

表 ８ ３ ４　 加铺层临界荷位应力折减系数

临界荷位 板中 横缝中部 ／纵缝中部

应力折减系数 β ０ ００ ０ ２０

８ ４　 隔离层

８ ４ １　 隔离式加铺层与旧水泥混凝土面层之间应设置隔离层。

８ ４ ２　 隔离层材料应选用稳定性较好的材料， 宜采用厚度为 ３０ ｍｍ～５０ ｍｍ 的沥青混凝土。

【条文说明】 沥青混凝土隔离层厚度根据旧道面状况取值， 在病害程度较轻时取低值， 病害程度

较重时取高值。 土工合成材料类隔离层难以起到应力缓冲作用， 当加铺层与旧道面板发生层间

错动导致局部脱空时， 易引发断板现象。

８ ５　 加铺层接缝与结构补强

８ ５ １　 加铺层接缝宜与旧水泥混凝土面层接缝位置基本一致。 接缝构造应符合本规范第 ６ 章的

有关规定。

８ ５ ２　 旧道面面层板企口断裂、 传力杆或拉杆失效等部位， 应按本规范第 ７ ３ ４ 条的规定对加

铺层进行补强。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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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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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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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ｑ
（Ｍ

Ｐａ
）

１
Ａ３

１８
６８

４
００

６８
０

００
５７

５
００

５４
５

００
３８

８
１８

０
９５

０
７

６０
２

０
９３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０

８９

２
Ａ３

１９
７０

４
００

７０
０

００
６１

０
００

５７
０

００
３９

２
２５

０
９２

６
７

６０
２

０
９３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０

８９

３
Ａ３

２０
７６

８
３２

７６
４

４０
６４

６
８０

６１
２

５０
４０

４
１９

０
９２

９
７

５９
２

０
９３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４４

４
Ａ３

２０
ｎｅ

ｏ
６８

９
９２

６８
６

００
６４

９
７４

６１
５

４４
４０

１
８０

０
９４

０
７

５９
２

０
９３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２８

５
Ａ３

２１
８３

４
００

８３
０

００
７３

５
００

６９
５

００
４７

６
０３

０
９５

６
７

６０
２

０
９３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３６

６
Ｂ７

３７
⁃２
００

５６
７

００
５６

４
７２

４８
５

３４
４３

０
９１

２８
９

５１
０

９３
５

５
２３

２
０

７８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２６

７
Ｂ７

３７
⁃３
００

５６
６

９９
５６

４
７２

５１
７

０９
４７

６
２７

３２
６

０２
０

９５
０

５
２３

２
０

７８
—

—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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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轮
２

１
４０

８
Ｂ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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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Ａ
６８

２
６０

６８
０

４０
５６

２
４５

５３
０

７０
３３

６
５０

０
９５

０
５

２４
２

０
７８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２８

９
Ｂ７

３７
⁃５
００

６０
７

８２
６０

５
５５

４９
８

９６
４６

４
９４

３２
０

９９
０

９５
０

５
２３

２
０

７８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３４

１０
Ｂ７

３７
⁃６
００

６５
７

９０
６５

５
６０

５５
１

３０
５１

９
５０

３６
３

９０
０

９５
０

５
７２

２
０

８６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３０

１１
Ｂ７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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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３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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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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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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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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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０

９５
０

５
７２

２
０

８６
—

—
单

轴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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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３９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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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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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７９
２

６０
７９

０
０４

６６
３

８０
６２

７
５０

４１
４

３０
０

９５
０

５
７２

２
０

８６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４７

１３
Ｂ７

３７
⁃９
００

７９
２

４３
７９

０
１６

６６
３

６１
６３

６
３９

４２
９

０１
０

９５
０

５
７２

２
０

８６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４７

１４
Ｂ７

３７
⁃８

８０
７

６９
８０

５
４６

６７
９

２２
６４

６
３３

４４
１

６９
０

９５
０

５
７２

２
０

８６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４５

１５
Ｂ７

３７
⁃９

８６
７

７０
８６

５
４８

７２
８

５６
６９

５
６７

—
０

９５
０

５
７２

２
０

８６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５９

１６
Ｃ９

１９
７３

９
９０

７３
５

９８
６６

４
４４

６３
３

０８
４４

７
８６

０
９５

０
７

６２
２

０
９３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２９

１７
ＡＲ

Ｊ２
１－

７０
０
ＳＴ

Ｄ
４０

５
８０

４０
５

００
３７

６
６５

３３
８

９０
２４

９
５５

０
９５

０
４

６８
２

０
７３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０

９３

１８
ＡＲ

Ｊ２
１－

７０
０
ＥＲ

４３
５

８０
４３

５
００

４０
４

５５
３３

８
９０

２４
９

５５
０

９５
０

４
６８

２
０

７３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０
９９

１９
Ｍ
Ｄ⁃

９０
７１

２
１４

７０
７

６０
６４

４
１０

５８
９

６７
３９

９
９４

０
９５

０
５

０９
２

０
７１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１４

２０
Ａ３

００
１
６５

９
００

１
６５

０
００

１
３４

０
００

１
２４

０
００

８８
５

００
０

９５
０

９
６０

２
０

８９
１

４０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１６

２１
Ａ３

１０
⁃２
００

１
３２

９
００

１
３２

０
００

１
１８

５
００

１
０８

５
００

７６
８

６９
０

９３
２

９
６０

２
０

９３
１

４０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４６

２２
Ａ３

３０
⁃２
００

２
３３

９
００

２
３３

０
００

１
８２

０
００

１
７０

０
００

１
２１

５
５３

０
９５

０
１０

６
８

２
１

４０
１

９８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４２

２３
Ａ３

３０
⁃３
００

２
３３

９
００

２
３３

０
００

１
８７

０
００

１
７５

０
００

１
２９

４
６４

０
９５

８
１０

６
８

２
１

４０
１

９８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４２

２４
Ａ３

４０
⁃２
００

２
７５

９
００

２
７５

０
００

１
８５

０
００

１
７３

０
００

１
３１

５
８１

０
７９

６
１０

６
８

２
１

４０
１

９８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４２

２
７５

９
００

２
７５

０
００

１
８５

０
００

１
７３

０
００

１
３１

５
８１

０
１４

０
—

１
０

９７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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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ｃ

主
起

落
架

轮
距

（ｍ
）

Ｓ ｔ
Ｓ Ｌ

１
Ｓ Ｌ

２

主
起

落
架

构
型

单
个

主

起
落

架
的

机
轮

数
ｎ ｗ

主
起

落
架

轮
胎

压
力

ｑ
（Ｍ

Ｐａ
）

２５
Ａ３

４０
⁃３
００

２
７５

９
００

２
７５

０
００

１
９２

０
００

１
８１

０
００

１
３６

９
２９

０
８０

２
１０

６
８

２
１

４０
１

９８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４２

２
７５

９
００

２
７５

０
００

１
９２

０
００

１
８１

０
００

１
３６

９
２９

０
１１

０
—

１
０

９７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０９

２６
Ａ３

４０
⁃５
００

３
６９

２
００

３
６８

０
００

２
４０

０
００

２
２５

０
００

１
６８

４
６８

０
６６

０
１０

６
８

２
１

４０
１

９８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４２

３
６９

２
００

３
６８

０
００

２
４０

０
００

２
２５

０
００

１
６８

４
６８

０
２３

５
—

１
１

１８
１

９８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５３

２７
Ａ３

４０
⁃６
００

３
６９

２
００

３
６８

０
００

２
５９

０
００

２
４５

０
００

１
７４

８
６７

０
６６

０
１０

６
８

２
１

４０
１

９８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４２

３
６９

２
００

３
６８

０
００

２
５９

０
００

２
４５

０
００

１
７４

８
６７

０
２３

０
—

１
１

１８
１

９８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５３

２８
Ａ３

５０
⁃９
００

２
８０

９
００

２
８０

０
００

２
０７

０
００

１
９５

７
００

１
４１

８
０６

０
９３

２
１０

６
０

２
１

７４
２

０４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７１

２９
Ｂ７

４７
⁃２
００

Ｂ
３
７９

１
００

３
７７

８
００

２
８５

７
００

２
３８

７
８０

１
７０

６
００

０
４７

６
１１

０
０

２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８

３
７９

１
００

３
７７

８
００

２
８５

７
００

２
３８

７
８０

１
７０

６
００

０
４７

６
３

８４
２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８

３０
Ｂ７

４７
⁃３
００

３
７９

１
００

３
７７

８
００

２
６０

３
２０

２
４２

６
３０

１
７４

８
２０

０
４７

６
１１

０
０

２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１

３
７９

１
００

３
７７

８
００

２
６０

３
２０

２
４２

６
３０

１
７４

８
２０

０
４７

６
３

８４
２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１

３１
Ｂ７

４７
⁃４
００

３
９７

８
００

３
９６

８
９３

２
８５

７
６３

２
５６

２
７９

１
８２

７
２１

０
４７

６
１１

０
０

２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８

３
９７

８
００

３
９６

８
９３

２
８５

７
６３

２
５６

２
７９

１
８２

７
２１

０
４７

６
３

８４
２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８

３２
Ｂ７

４７
⁃４
００

Ｆ
３
９７

８
００

３
９６

８
９３

３
０２

０
９２

２
８８

０
３１

１
６６

０
５４

０
４７

６
１１

０
０

２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８

３
９７

８
００

３
９６

８
９３

３
０２

０
９２

２
８８

０
３１

１
６６

０
５４

０
４７

６
３

８４
２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８

—８４—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２０２５）



续
表

序 号
机

型
最

大
滑

行

重
量

（ｋ
Ｎ）

最
大

起
飞

重
量

（ｋ
Ｎ）

最
大

着
陆

重
量

（ｋ
Ｎ）

最
大

无
燃

油

重
量

（ｋ
Ｎ）

空
机

重
量

（ｋ
Ｎ）

主
起

落
架

荷
载

分
配

系
数

ｐ

主
起

落
架

间
距

（ｍ
）

主
起

落

架
个

数

ｎ ｃ

主
起

落
架

轮
距

（ｍ
）

Ｓ ｔ
Ｓ Ｌ

１
Ｓ Ｌ

２

主
起

落
架

构
型

单
个

主

起
落

架
的

机
轮

数
ｎ ｗ

主
起

落
架

轮
胎

压
力

ｑ
（Ｍ

Ｐａ
）

３３
Ｂ７

４７
⁃４
００

ＣＯ
Ｍ
ＢＩ

３
９７

８
００

３
９６

８
９３

２
８５

７
６３

２
５６

２
７９

１
８４

０
８２

０
４７

６
１１

０
０

２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８

３
９７

８
００

３
９６

８
９３

２
８５

７
６３

２
５６

２
７９

１
８４

０
８２

０
４７

６
３

８４
２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８

３４
Ｂ７

４７
⁃８

４
４９

０
５６

４
４７

６
９６

３
１２

０
７２

２
９５

２
８９

２
２０

１
２８

０
４７

４
１１

０
０

２
１

１９
１

４４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５２

４
４９

０
５６

４
４７

６
９６

３
１２

０
７２

２
９５

２
８９

２
２０

１
２８

０
４７

４
３

８４
２

１
１９

１
４４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５２

３５
Ｂ７

４７
⁃８
Ｆ

４
４９

０
５６

４
４７

６
９６

３
４６

０
９１

３
２９

７
６２

１
９７

１
３１

０
４７

２
１１

０
０

２
１

１９
１

４４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５２

４
４９

０
５６

４
４７

６
９６

３
４６

０
９１

３
２９

７
６２

１
９７

１
３１

０
４７

２
３

８４
２

１
１９

１
４４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５２

３６
Ｂ７

４７
⁃Ｓ
Ｐ

３
１８

８
００

３
１５

６
００

２
０４

１
００

１
８５

９
４０

１
４７

９
７０

０
４７

６
１１

０
０

２
１

１０
１

３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２６

３
１８

８
００

３
１５

６
００

２
０４

１
００

１
８５

９
４０

１
４７

９
７０

０
４７

６
３

８４
２

１
１０

１
３７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２６

３７
Ｂ７

５７
⁃２
００

１
１６

１
００

１
１５

６
５０

９５
２

５０
８５

３
００

５９
３

５０
０

９５
０

７
３２

２
０

８６
１

１４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２１

３８
Ｂ７

５７
⁃２
００

ＰＦ
１
２２

９
３０

１
２２

４
７０

１
０１

６
１０

９５
２

６０
６４

５
８０

０
９５

０
７

３２
２

０
８６

１
１４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２４

３９
Ｂ７

６７
⁃２
００

１
４３

７
８９

１
４２

８
８２

１
２３

３
７７

１
１３

３
９８

８０
１

２７
０

９５
０

９
３０

２
１

１４
１

４２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２４

４０
Ｂ７

６７
⁃２
００

ＥＲ
１
７９

６
２３

１
７９

１
６９

１
３６

０
７８

１
１７

９
３４

８２
３

７７
０

９５
０

９
３０

２
１

１４
１

４２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１

４１
Ｂ７

６７
⁃３
００

１
５９

６
５０

１
５８

７
５０

１
３６

１
００

１
２６

１
００

８６
０

５０
０

９５
０

９
３０

２
１

１４
１

４２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８

４２
Ｂ７

６７
⁃３
００

ＥＲ
１
８７

３
３４

１
８６

８
８０

１
４５

１
５０

１
３３

８
１０

９０
０

１１
０

９５
０

９
３０

２
１

１４
１

４２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８

４３
Ｂ７

８７
⁃８

２
２８

３
８３

２
２７

９
３０

１
７２

３
６５

１
６１

０
２５

１
１７

９
３４

０
９１

３
９

８０
２

１
３０

１
４６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５７

—９４—

附录 Ａ　 道面设计用飞机荷载参数表



续
表

序 号
机

型
最

大
滑

行

重
量

（ｋ
Ｎ）

最
大

起
飞

重
量

（ｋ
Ｎ）

最
大

着
陆

重
量

（ｋ
Ｎ）

最
大

无
燃

油

重
量

（ｋ
Ｎ）

空
机

重
量

（ｋ
Ｎ）

主
起

落
架

荷
载

分
配

系
数

ｐ

主
起

落
架

间
距

（ｍ
）

主
起

落

架
个

数

ｎ ｃ

主
起

落
架

轮
距

（ｍ
）

Ｓ ｔ
Ｓ Ｌ

１
Ｓ Ｌ

２

主
起

落
架

构
型

单
个

主

起
落

架
的

机
轮

数
ｎ ｗ

主
起

落
架

轮
胎

压
力

ｑ
（Ｍ

Ｐａ
）

４４
Ｂ７

８７
⁃９

２
５４

６
９２

２
５４

０
１１

１
９２

７
７６

１
８１

４
３６

１
２７

０
０５

０
９２

５
９

８０
２

１
５２

１
５１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５６

４５
Ｂ７

８７
⁃１
０

２
５４

６
９２

２
５４

０
１１

２
０１

８
４８

１
９２

７
７６

１
３６

０
７７

０
９３

３
９

８０
２

１
５２

１
５１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５６

４６
Ｍ
Ｄ⁃

１１
２
８７

１
２２

２
８５

９
８８

１
９５

０
４８

１
８１

４
４０

１
３２

０
４９

０
７８

０
１０

６
７

２
１

３７
１

６３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３８

２
８７

１
２２

２
８５

９
８８

１
９５

０
４８

１
８１

４
４０

１
３２

０
４９

０
１７

０
—

１
０

９５
—

—
单

轴
双

轮
２

１
２４

４７
Ａ３

５０
⁃１
００

０
３
１６

９
００

３
１６

０
００

２
３６

０
００

２
２３

０
００

１
５５

７
３９

０
９３

２
１０

７
３

２
１

４０
１

４０
１

４０
三

轴
双

轮
６

１
５２

４８
Ａ３

８０
⁃８
００

５
６２

０
００

５
６０

０
００

３
８６

０
００

３
６１

０
００

２
７７

４
７６

０
３８

０
１２

４
６

２
１

３５
１

７０
—

双
轴

双
轮

４
１

５０

５
６２

０
００

５
６０

０
００

３
８６

０
００

３
６１

０
００

２
７７

４
７６

０
５７

０
５

２６
２

１
５３

１
７０

１
７０

三
轴

双
轮

６
１

４７

４９
Ｂ７

７７
⁃２
００

３
００

２
８０

２
９９

３
７０

２
３７

６
８０

２
２４

５
３０

１
６０

５
３０

０
９５

４
１０

９
８

２
１

４０
１

４５
１

４５
三

轴
双

轮
６

１
２８

５０
Ｂ７

７７
⁃２
００

ＬＲ
３
４１

１
００

３
４０

１
９０

２
２３

１
７０

２
０６

８
４０

１
５４

３
１０

０
９３

８
１０

９
７

２
１

４０
１

４５
１

４８
三

轴
双

轮
６

１
５０

５１
Ｂ７

７７
⁃３
００

３
００

２
８０

２
９９

３
７０

２
３７

６
８０

２
２４

５
３０

１
５７

８
００

０
９４

８
１１

０
０

２
１

４０
１

４５
１

４５
三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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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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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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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ＥＲ
３
４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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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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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０

２
５１

２
９０

２
３７

６
８０

１
６８

８
３０

０
９３

６
１０

９
７

２
１

４０
１

４５
１

４８
三

轴
双

轮
６

１
５０

　
　

注
：

１
表

中
主

起
落

架
间

距
系

指
起

落
架

之
间

横
向

中
－ 中

的
距

离
，

表
中

有
两

个
数

据
时

，
前

者
为

离
飞

机
鼻

轮
较

近
的

两
个

主
起

落
架

之
间

的
横

向
中

－ 中
的

距
离

。
主

起
落

架
轮

距
Ｓ ｔ

为
主

起
落

架
轮

子
之

间

横
向

中
－ 中

距
离

，
Ｓ Ｌ

１、
Ｓ Ｌ

２为
纵

向
中

－ 中
距

离
（其

中
Ｓ Ｌ

１离
飞

机
鼻

轮
较

近
）。

如
下

图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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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道基临界高度参考值

表 Ｂ－１　 砂性土道基临界高度参考值

土组 砂性土

水位类型 地下水 地表长期积水

　 　 　 　 　 　 临界高度

自然区划　 　 　 　 　 　
Ｈ１ （ｍ） Ｈ２ （ｍ） Ｈ３ （ｍ） Ｈ１ （ｍ） Ｈ２ （ｍ） Ｈ３ （ｍ）

Ⅱ３ １ ９～２ ２ １ ３～１ ６

Ⅱ５ １ １～１ ５ ０ ７～１ １

Ⅲ２ １ ３～１ ６ １ １～１ ３ ０ ９～１ １ １ １～１ ３ ０ ９～１ １ ０ ６～０ ９

Ⅲ３ １ ３～１ ６ １ １～１ ３ ０ ９～１ １ １ １～１ ３ ０ ９～１ １ ０ ６～０ ９

Ⅲ２ａ １ ４～１ ７ １ ０～１ ３

Ⅳ４ １ ０～１ １ ０ ７～０ ８

Ⅳ６ １ ０～１ １ ０ ７～０ ８

Ⅳ７ ０ ９～１ ０ ０ ７～０ ８ ０ ６～０ ７

Ⅴ１ １ ３～１ ６ １ １～１ ３ ０ ９～１ １ １ １～１ ３ ０ ９～１ １ ０ ６～０ ９

Ⅵ１ （２ １） （１ ７） （１ ３） （１ ８） （１ ４） （１ ０）

Ⅵ１ａ （２ ０） （１ ６） （１ ２） （１ ７） （１ ３） （１ ０）

Ⅵ２ １ ４～１ ７ １ １～１ ４ ０ ９～１ １ １ １～１ ４ ０ ９～１ １ ０ ６～０ ９

Ⅵ３ （２ １） （１ ７） （１ ３） （１ ９） （１ ５） （１ １）

Ⅵ４ （２ ２） （１ ８） （１ ４） （１ ９） （１ ５） （１ ２）

Ⅵ４ａ （１ ９） （１ ５） （１ １） （１ ６） （１ ２） （０ ９）

Ⅵ４ｂ （２ ０） （１ ６） （１ ２） （１ ７） （１ ３） （１ ０）

Ⅶ１ （２ ２） （１ ９） （１ ６） （２ １） （１ ６） （１ ３）

Ⅶ３ １ ５～１ ８ １ ２～１ ５ ０ ９～１ ２ １ ２～１ ５ ０ ９～１ ２ ０ ６～０ ９

Ⅶ４ （２ １） （１ ６） １ ３ （１ ８） （１ ４） １ ０

Ⅶ５ （３ ０） （２ ４） １ ９ （２ ０） （２ ０）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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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２　 粘性土道基临界高度参考值

土组 粘性土

水位类型 地下水 地表长期积水

　 　 　 　 　 　 临界高度

自然区划　 　 　 　 　 　
Ｈ１ （ｍ） Ｈ２ （ｍ） Ｈ３ （ｍ） Ｈ１ （ｍ） Ｈ２ （ｍ） Ｈ３ （ｍ）

Ⅱ１ ２ ９ ２ ２

Ⅱ２ ２ ７ ２

Ⅱ３ ２ ５ １ ８

Ⅱ４ ２ ４～２ ６ １ ９～２ １ １ ２～１ ４

Ⅱ５ ２ １～２ ５ １ ６～２ ０

Ⅲ２ ２ ２～２ ７５ １ ７～２ ２ １ ３～１ ７ １ ７５～２ ２ １ ３～１ ７ ０ ９～１ ３

Ⅲ３ ２ １～２ ５ １ ６～２ １ １ ２～１ ６ １ ６～２ １ １ ２～１ ６ ０ ９～１ ２

Ⅳ１、 Ⅳ１ａ １ ７～１ ９ １ ２～１ ３ ０ ８～０ ９

Ⅳ２ １ ６～１ ７ １ １～１ ２ ０ ８～０ ９

Ⅳ３ １ ５～１ ７ １ １～１ ２ ０ ８～０ ９ ０ ８～０ ９ ０ ５～０ ６ ０ ３～０ ４

Ⅳ４ １ ７～１ ８ １ ０～１ ２ ０ ８～１ ０

Ⅳ５ １ ７～１ ９ １ ３～１ ４ ０ ９～１ ０ １ ０～１ １ ０ ６～０ ７ ０ ３～０ ４

Ⅳ６ １ ８～２ ０ １ ３～１ ５ １ ０～１ ２ ０ ９～１ ０ ０ ５～０ ６ ０ ３～０ ４

Ⅳ６ａ １ ６～１ ７ １ １～１ ２ ０ ７～０ ８

Ⅳ７ １ ７～１ ８ １ ４～１ ５ １ １～１ ２ １ ０～１ １ ０ ７～０ ８ ０ ４～０ ５

Ⅴ１ ２ ０～２ ４ １ ６～２ ０ １ ２～１ ６ １ ６～２ ０ １ ２～１ ６ ０ ８～１ ２

Ⅴ２、 Ⅴ２ａ （紫色土） ２ ０～２ ２ ０ ９～１ １ ０ ４～０ ６

Ⅴ３ １ ７～１ ９ ０ ８～１ ０ ０ ４～０ ６

Ⅴ２、 Ⅴ２ａ

（黄壤土， 现代冲积土）
１ ７～１ ９ ０ ７～０ ９ ０ ３～０ ５

Ⅴ４、 Ⅴ５、 Ⅴ５ａ １ ７～１ ９ ０ ９～１ １ ０ ４～０ ６

Ⅵ１ （２ ３） （１ ９） （１ ６） （２ １） （１ ７） （１ ３）

Ⅵ１ａ （２ ２） （１ ９） （１ ５） （２ ０） （１ ６） （１ ２）

Ⅵ２ ２ ２～２ ７５ １ ６５～２ ２ １ ２～１ ６５ １ ６５～２ ２ １ ２～１ ６５ ０ ７５～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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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土组 粘性土

水位类型 地下水 地表长期积水

　 　 　 　 　 　 临界高度

自然区划　 　 　 　 　 　
Ｈ１ （ｍ） Ｈ２ （ｍ） Ｈ３ （ｍ） Ｈ１ （ｍ） Ｈ２ （ｍ） Ｈ３ （ｍ）

Ⅵ３ （２ ４） （２ ０） （１ ６） （２ １） （１ ７） （１ ４）

Ⅵ４ ２ ４ ２ １ ６ （２ ２） （１ ７） （１ ３）

Ⅵ４ａ （２ ２） （１ ７） （１ ４） （１ ９） （１ ４） （１ １）

Ⅵ４ｂ （２ ３） （１ ８） （１ ４） （２ ０） （１ ６） （１ ２）

Ⅶ１ ２ ２ （１ ９） （１ ５） （２ １） （１ ６） （１ ２）

Ⅶ２ （２ ３） （１ ９） （１ ６） １ ８ １ ４ １ １

Ⅶ３ ２ ３～２ ８５ １ ７５～２ ３ １ ３～１ ７５ １ ７５～２ ３ １ ３～１ ７５ ０ ７５～１ ３

Ⅶ４ （２ １） （１ ６） （１ ３） （１ ８） （１ ４） （１ １）

Ⅶ５ （３ ３） （２ ６） （２ １） （２ ４） （２ ０） （１ ６）

Ⅶ６ａ （２ ８） ２ ４ １ ９ ２ ５ ２ ０ １ ６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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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３　 粉性土道基临界高度参考值

土组 粉性土

水位类型 地下水 地表长期积水

　 　 　 　 　 　 临界高度

自然区划　 　 　 　 　 　
Ｈ１ （ｍ） Ｈ２ （ｍ） Ｈ３ （ｍ） Ｈ１ （ｍ） Ｈ２ （ｍ） Ｈ３ （ｍ）

Ⅱ１ ３ ８ ３ ２ ２

Ⅱ２ ３ ４ ２ ６ １ ９

Ⅱ３ ３ ２ ２ １ ６

Ⅱ４ ２ ６～２ ８ ２ １～２ ３ １ ４～１ ６

Ⅱ５ ２ ４～２ ９ １ ８～２ ３

Ⅲ１ ２ ４～３ ０ １ ７～２ ４

Ⅲ２ ２ ４～２ ８５ １ ９～２ ４ １ ４～１ ９ １ ９～２ ４ １ ０～１ ９ １ ０～１ ４

Ⅲ３ ２ ３～２ ７５ １ ８～２ ３ １ ４～１ ８ １ ８～２ ３ １ ４～１ ８ １ ０～１ ４

Ⅲ４ ２ ４～３ ０ １ ７～２ ４

Ⅲ１ａ ２ ４～３ ０ １ ７～２ ４

Ⅲ２ａ ２ ４～３ ０ １ ７～２ ４

Ⅳ１、 Ⅳ１ａ １ ９～２ １ １ ３～１ ４ ０ ９～１ ０

Ⅳ２ １ ７～１ ９ １ ２～１ ３ ０ ８～０ ９

Ⅳ３ １ ７～１ ９ １ ２～１ ３ ０ ８～０ ９ ０ ９～１ ０ ０ ６～０ ７ ０ ３～０ ４

Ⅳ５ １ ７９～２ １ １ ３～１ ５ ０ ９～１ １

Ⅳ６ ２ ０～２ ２ １ ５～１ ６ １ ０～１ １

Ⅳ６ａ １ ８～２ ０ １ ３～１ ４ ０ ９～１ １

Ⅴ１ ２ ２～２ ６５ １ ７～２ ２ １ ３～１ ７ １ ７～２ ２ １ ３～１ ７ ０ ９～１ ３

Ｖ２、 Ⅴ２ａ （紫色土） ２ ３～２ ５ １ ４～１ ６ ０ ５～０ ７

Ⅴ３ １ ９～２ １ １ ３～１ ５ ０ ５～０ ７

Ⅴ２、 Ⅴ２ａ

（黄壤土， 现代冲积土）
２ ３～２ ５ １ ４～１ ６ ０ ５～０ ７

Ⅴ４、 Ⅴ５、 Ⅴ５ａ ２ ２～２ ５ １ ４～１ ６ ０ ５～０ ７

Ⅵ１ （２ ５） （２ ０） （１ ６） （２ ３） （１ ８）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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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土组 粉性土

水位类型 地下水 地表长期积水

　 　 　 　 　 　 临界高度

自然区划　 　 　 　 　 　
Ｈ１ （ｍ） Ｈ２ （ｍ） Ｈ３ （ｍ） Ｈ１ （ｍ） Ｈ２ （ｍ） Ｈ３ （ｍ）

Ⅵ１ａ （２ ５） （２ ０） （１ ５） （２ ２） （１ ７） （１ ２）

Ⅵ２ ２ ３～２ １５ １ ８５～２ ３ １ ４～１ ８５ １ ８５～２ ３ １ ４～１ ８５ ０ ９～１ ４

Ⅵ３ （２ ６） （２ １） （１ ６） （２ ４） （１ ８） （１ ４）

Ⅵ４ （２ ６） （２ ２） １ ７ ２ ４ １ ９ １ ４

Ⅵ４ａ （２ ４） （１ ９） １ ４ ２ １ １ ６ １ １

Ⅵ４ｂ （２ ５） １ ９ １ ４ （２ ２） （１ ７） （１ ２）

Ⅶ１ （２ ５） （２ ０） （１ ５） （２ ４） １ ８ １ ３

Ⅶ２ （２ ５） （２ １） （１ ６） （２ ２） （１ ６） （１ １）

Ⅶ３ ２ ４～３ １ ２ ０～２ ４ １ ６～２ ０ （２ ０～２ ４） （１ ６～２ ０） （１ ０～１ ６）

Ⅶ４ （２ ３） （１ ８） （１ ３） （２ １） （１ ６） （１ １）

Ⅶ５ （３ ８） （２ ２） （１ ６） （２ ９） （２ ２） （１ ５）

Ⅶ６ａ （２ ９） （２ ５） １ ８ （２ ７） ２ １ １ ５

　 　 注： １ 表中 Ｈ１、 Ｈ２、 Ｈ３分别为道床干燥、 中湿、 潮湿状态时道基顶面至各水位的临界高度。

２ Ⅵ、 Ⅶ区临界高度有横线者， 表示实测资料较少； 临界高度带括号者表示没有实测资料， 根据规律推算。

３ 缺少资料的二级区可论证后参考相邻二级区数值。

４ 自然区划按现行的 《公路自然区划标准》 （ＪＴＪ ００３）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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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执行”。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时， 写法为 “可参照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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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１］ 《民用机场道面现场测试规程》 （ＭＨ ／ Ｔ ５１１０）

［２］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１２３）

［３］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

［４］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试验方法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０８２）

［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６）

［６］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ＪＧＪ １８）

［７］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

［８］ 《公路自然区划标准》 （ＪＴＪ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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