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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依据
本图集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质函 【2 0 0 8】8 3号

“

关于印
发 《2 OO8年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编制工 作计划》 的通知

”

进行编
制。

2 设计依据
《道路工 程制图标准》

《道路工 程术语标准》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透水砖》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3 适用范围

G B 5 O l 6 2 —

9 2

G B J 1 2 4 —

8 8

C J J 3 7 —

9 0

J C ／T 9 4 5
—

2 0 O 5

C J J／T 1 3 5
—

2 0 O 9

3 ．

1 本图集适用于我国城镇各类新建
、

扩建和改建的快速路
、

主干路
、

次干路
、

支路的透水人行道施工 图设计及施工 铺装
。

居住区人行道
、

非机动车道
、

公 园
、

广场
、

步行街
、

停车场铺
设等可参照使用

。

3 ．

2 本图集中人行道分别按有人群荷载无停车和有人群荷载有
停车 (总重小于3 t 的轻型车 ) 来确定道路结构

。

3 ．

3 本图集适用于具有
一

定渗透性的土基
，

土基渗透系数应大
于等于 1

．

O × l 0
～

c m ／s ，

且渗透面距离地下水位应大于1
．

Om 。

对于土基渗透系数小于1
．

0 × 1 O
—

c m ／s 类土
、

常年冻土
、

软弱
土 、

液化土
、

膨胀土
、

湿陷性黄土
、

盐渍土
、

水资源保护区等
特殊地区，

应按相关规范另行设计
。

4 设计原则
4 ．

1 透水人行道总体设计要求
4 ．

1
．

1 透水人行道结构类型选择应根据土基承载能力
、

土基均
匀性 、

地下水分布
、

冻胀情况来确定
。

4 ．

1
．

2 透水人行道饱水 7 d后的路面结构整体承载力应满足人
群荷载设计要求大于等于 5 k P a 。

4 ．

1
．

3 透水人行道的横坡度不宜小于1％
，

特殊路段或休闲广场
可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其他排水设施设置纵

、

横坡度
。

4 ．

2 透水人行道面层设计
4 ．

2
．

1 面层材料为具有多孔隙且能够透水的路面砖或透水水泥
混凝土 。

其中透水水泥混凝土的性能要求应符合 《透水水泥混
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c¨ ／T 1 3 5

—

2 0 0 9 中表 3
。

2
．

1规定
。

透水砖
一

般包括烧结透水砖 、

免烧结透水砖等
。

透水砖面层材料应符
合以下要求：

1 ) 面层透水砖的透水系数k ( 1 5 ℃ ) 应大于等于 1
．

O x 1 0 ≈

c m

／s 。

其产品的其他物理性能应符合 《透水砖》 Jc／T 9 4 5
—

2 0 O 5

的相关规定 。

2 ) 无停车人行道透水砖抗压强度等级不小于c c 4 O
。

3 ) 有停车人行道透水砖抗压强度等级不小于C c 5 O
。

4 ) 步行街透水砖抗压强度等级不小于C c 6 O
。

5 ) 透水砖铺装样式参见 0 5M R 2 O 3 (《城市道路
一

人行道铺

砌》 国标 图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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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2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应按水泥混凝土路面规定设置接缝
。

面层设置纵向和横向接缝
，

纵向接缝间距应按路面宽度在3
～

4 ．

5 m 范围内确定
，

横向接缝间距 宜为4
～

6m ； 广场接缝平面尺寸
不宜大于2 5 m 。，

面层板的长宽比不宜超过 1
．

3
。

当基层有结构缝
时，

面层缩缝应与其相应结构缝位置
一

致
，

缩缝顶部应锯切槽 口 ，

切割深度宜为面层厚度的 (1／2
～

1／3) h
，

宽度为3
—

8衄 ，

缝内应
填嵌柔性材料 。

当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 长度超过 3 0m ，

或与
其他构筑物连接处 (如侧沟

、

建筑物
、

雨水 口
、

检查井等 ) 应
设胀缝 ，

胀缝应与面层厚度相同
。

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缩缝与
胀缝处不应设置传力杆

。

接缝填料应选用与混凝土接缝槽壁粘
结力强 ，

回弹性好
，

适应混凝土板收缩
、

不溶于水
、

高温时不
流淌 ，

低温时不脆裂
、

耐老化的弹性嵌缝材料
。

未尽事宜之处
参见O 5M R 2 O 2 《城市道路

— —

水泥混凝土路面》 国标图集
。

4 ．

2
．

3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 后
，

应及时养护
，

养护时间不

宜少于 1 4 d
。

养护完成后
，

当混凝土路面抗折强度大于等于
一

3 ．

5M P a 时
，

方可开放交通
。

4 ．

2
．

4 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不应在雨天浇筑
。

当室外日平均气
温连续5 d低于5 ℃ 时

，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不得施工
。

当室外最
高气温达到3 2 ℃及 以上时

，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不宜施工
。

4 ．

3 透水人锺道钱晕层设计
4 ．

3
．

1 找乎翱 似 采用粗
、

中砂或干硬性水泥砂浆找平层
，

厚
度为2 0 _

i

媳哦谰 相邻透水砖之 间的接缝宽度为2
～

3咖
。

。

j—
j !

科 国√ 透水砖接缝用砂级配表

通过质盖百分率I
。

l
。

l
。~ 。

l
。~ 2 。

I
¨

～

7。

l
‘̈ 知

I
知 ~ 1。

4 ．

3
．

2 干硬性水泥砂浆找平层的配 比参考范围： 水泥： 砂
=

1：5
～

7 (质量比 )
。

4 ．

3
．

3 水
、

水泥
、

砂的质量比要保证施工 过程中的
“

干硬性
” ，

加水量 以将水泥中砂手攥成团 ，

距地面 1 m 高处
，

自由落地松散

为限，

试验确定
。

4 ．

4 透水人行道基层设计
4 ．

4
．

1 基层应选用具有足够的强度
、

透水性能良好
、

水稳定性
好的材料 ，

推荐采用透水级配碎石
、

透水水泥混凝土
、

透水水
泥稳定碎石基层

，

基层厚度宜为1 5 O
～

3 o Om m ，

具体数值见各结
构图。

4 ．

4
．

2 透水级配碎石基层 ：

1 ) 透水级配碎石适用于土质均匀
、

承载能力较好的土基
。

2 ) 基层顶面压实度应达到9 5％以上 (重型击实标准 )
。

3 ) 透水级配碎石集料压碎值应不大于 2 6％ (底基层不大于

30％) ； 最大粒径不宜大于2 6
．

5衄 ； 集料中小于等于 O
．

0 7 5衄 颗
粒含量不超过 3％

。

4) 透水级配碎石有效孔隙率大于等于 1 5％
。

表4
．

4
．

2 透水级配碎石基层集料级配表

筛孔尺寸
(m m ) 26

．

5 1 9 1 3 ．

2 9
．

5 4
．

7 5 2
．

36 0
．

0 7 5

通 过质量百分率
(％)

1 OO 8 5～

9 5 6 5
～

8 0 5 5
～

7 O 5 5
～

7 0 O
～

2
．

5 0
～

2

4 ．

4
．

3 透水水泥混凝土基层：

1 ) 透水水泥混凝土适用于
一

般土基
。

透水水泥混凝土的
性能要求应符合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c¨ ／T 1 3 5
—

2 o 0 9 中表3
．

2
．

1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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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基层集料压碎值不大于2 6％； 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3 1
．

5 m m ；

集料中小于等于2
．

3 6删 颗粒含量不超过7％
。

3 ) 透水水泥混凝土有效孔隙率大于等于 1 5％
。

4 ) 透水水泥混凝土基层配合比参考范围： 水灰 比约0
．

3 8

左 右
，

水泥用量 2 4 5
～

2 7 0蚝 ／m 。，

碎石用量 l 6 0 Ok g／m 。左右
。

表4
．

4
．

3 透水水泥混凝土基层集料级配表

筛孔尺寸
(m m )

3 1
．

5 2 6
．

5 l9 9
．

5 4
．

7 5 2
．

36

通 过质量百分率
(％)

1OO 9 O～

1 0 O 7 2
～

8 9 1 7
～

7 1 8
～

1 6 0
～

7

4 ．

4
．

4 透水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1 ) 透水水泥稳定碎石适用于
一

般土基
。

透水水泥稳定碎
石基层强度要求： 保湿养护6 d

、

浸水 1d后无侧限抗压强度2
．

5
～

3 ．

5M P a 。

养护期间应封闭交通
。

2 ) 透水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集料压碎值不大于 3 O％；最大粒
径不宜大于3 1．5 m m ；集料中小于等于 0

．

0 7 5彻 颗粒含量不超过2％
。

3 ) 透水水泥稳定碎石 有效孔隙率大于等于1 5％
。

4 ) 透水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配合比参考范围： 水灰比O
．

3 8

左右 ，

水泥用量 1 7 8
～

1 9 Ok g ／m 。，

碎石用量 l 6 O O虹／m 。左右
。

表4
．

4
．

4 透水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集料级配表

筛孔尺寸

(衄 )
31

．

5 2 6
．

5 1 9 1 6 9
．

5 4
．

7 5 2
．

36 O
．

0 7 5

通 过质量百分率
(％)

1 OO 75～

1 0C 5 O
～

8 5 35
～

6 O 2 0
～

35 O
～

1 0 0
～

2
．

5 O
～

2

4 ．

4
．

5 透水级配碎石
、

透水水泥混凝土 (无砂大孔隙水泥混凝
土 ) 、

透水水泥稳定碎石采用能提供和保持较好摩擦性能的集

料 ， 一

般采用质地坚硬的碎石
。

集料中的扁平
、

细长颗粒的总
含量不超过 l O％

，

不应含有粘土块
、

植物等有害物质
。

5 O％集料
应有两个以上的破碎面

。

4 ．

4
．

6 透水水泥混凝土
、

透水水泥稳定碎石应选用终凝时间较
长 ( 6 h 以上 ) 的硅酸盐水泥

，

其物理性能和化学成份应符合国

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

水泥强度等级不应低于4 2
．

5级
。

4 ．

4
．

7 底基层：

1 ) 当有停车荷载时
，

根据需要设置底基层
。

底基层必须
密实、

均匀
、

稳定
，

顶面压实度应大于 9 3％ (重型击实标准 )
。

2 ) 底基层应采用具有足够的强度
、

透水性能良好
、

水稳

性好的透水材料
。

底基层厚度宜为l 0 0
～

3 O O咖 ，

厚度超过 1 0 0 m m

时应分层施工 ，

数值见各结构图
。

其他技术要求与基层级配碎

石相同
。

4 ． ，

4
．

8 垫层 ： 为防止地下水上升对结构产生影响
，

宜设置中砂
垫层 ，

但当土基为砂性土或底基层为级配碎石 时可不设置垫层
。

对于季节性冰冻地区
，

需设防冻垫层
。

垫层材料宜选用透

水性较好的天然砂砾 ，

厚度宜为8 O蚴 。

表4
．

4
．

8 垫层用砂级配表

筛孔尺寸
(m m )

1 O 5
．

O 2
．

5 1
．

2 5 0
．

6 3 0
．

3 1 5 O
．

1 6

通过质量百分率

(％)
0 O～

5 0
～

1 5 1 5
～

5 O 4 5
～

7 5 7 0
～

9 0 9 O
～

1 0 0

4 ．

5 土基设计
4 ．

5
．

1 土基必须密实
、

均匀
、

稳定
。

土基顶面压实度应达到
9 O％ (重型击实标准 )

。

为保证土基渗透性
，

其压实度不宜超
过9 3％(重型击实标准)

。

浸水饱和后
，

回弹模量不小于 1 5M P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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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

2 在透水人行道与车行道分界处
，

在 0
．

5 m 范围内
，

土基顶
面压实度应按车行道压实度要求进行控制

。

4 ．

6 结构厚度计算
4 ．

6
．

1 透水人行道路面结构厚度应根据路基回弹模量及设计荷
载 (人群荷载

、

车辆荷载 ) 计算确定
，

并根据设计降雨强度和

渗透 能力验算透水路面结构厚度
，

以满足透水
、

储水的要求
。

4 ．

6
．

2 透水人行道路面结构应考虑抗冻要求
，

路面抗冻厚度应
根据地 区所在 自然区划

、

土基潮湿类型
、

道路填挖情况
、

道路
宽度 、

结构材料及基层材料的物理性能综合确定
。

5 其他说明
5 ．

1 本图集中尺寸除注明外
，

均以m m 为单位
。

5 ．

2 路缘石
、

树池及其他附属构筑物参见国标图集M R 1 《城市
道路

— —

路面
、

路基及其他设施》 (2 O 0 8年合订本)
。

选用时
，

由设计人根据工 程实际情况 自行确定
。

5 ．

3 城市道路人行道中经常埋设各种管线
，

透水人行道设计＼
施工 不应对现存各种管线的安全构成威胁

，

要注意保护地下管
线。

5 ．

4 雨水利用系统不应对土壤环境
、

植物生长
、

地下含水层水
质
6

停

6 ．

车荷载时应进行抗冻性 、

透水性计算
，

有
度计算 。

人行道的厚度
二

黪 块路面的结构计算可采用等效厚度法
’

根

据基层材料的不同按照沥青路面或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方法做
修正 计算

。

刚性基层厚度可参照现行规范 《公 路水泥混凝土路
面设计规范》 JTG D 4 O

一

2 O 0 2进行计算； 半刚性基层和柔性基层
厚度

，

可参照现行规范 ((公 路沥青路面设计规 范》 JT G D 5 O
一

2 0 O 6进行计算
。

6 ．

1．1 对于半刚性基层和柔性基层的砌块路面
，

采用沥青路面
设计方法

，

以设计弯沉值为路面整体强度的设计指标
，

并核算
基层的弯拉应力

。

对于反复荷载应考虑疲劳应力
，

对于静止荷
载应考虑容许应力 。

在确定沥青混凝土面层厚度后
，

乘以换算
系数进行计算：

h s =

h l × a

式中： h 。
～

砌块路面块体厚度 ( c m ) ；

h ，
一

沥青混凝土面层厚度 ( c m ) ；

a 一

换算系数可取 0
．

7
～

0
．

9 ，

道路等级较高
、

交通量较
大 、

砌块规格尺寸较大时取高值
，

砌块抗压强度
较高、

砌块规格尺寸较小时取低值
。

6 ．

1．2 对于刚性 (水泥混凝土 ) 基层的砌块路面
，

采用水泥混
凝土路面设计方法

，

在确定水泥混凝土面层厚度后
，

乘以换算
系数进行计算：

h s = h h × b

式中： h s
一

砌块路面块体厚度 ( c m ) ；

h n
一

水泥混凝土面层厚度 ( c m ) ；

b 一

换算系数可取 O
．

5 O
～

O
．

6 5 ，

砌块规格尺寸较小时取
低值 ，

砌块规格尺寸较大时取高值
。

6 ．

2 透水人行道抗冻厚度可参照相关规范进行计算
，

或按下式
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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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

1 道路冻结深度估算：

h 。 ： a b c 厅 表6
．

2
．

卜 2 b值取值表
— —

i
l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师 叫 ／1凡 删 开 脞 ! ¨
』 巴 师 卅 、 筇 卅 、 仅 ＼ Ⅷ I ， ，

a
道路材料 (主要结构层材料 ) 的热物性系数；

b 一

道路横断面 (指填
、

挖方情况 ) 系数；

c 一

道路湿度环境 (路基潮湿类型 ) 系数；

F 一

当地最近 l 0年冻结指数平均值 (冬季日平均负
气温值的累积值 ) ( ℃

·

d )
。

6 ．

2
．

2 道路容许冻深可按当地推荐的容许冻深计算
，

或按下
式估 笪

．

＼ 深劈
、

＼ffI，j
磁区＼

填方 挖方
备注

0 ～

O
．

5 0
．

5
～

2
．

0 > 2
．

0 O
～

0
．

5 O
．

5
～

2
．

O > 2
．

0

东北 l- 8
～

2
．

O 2
．

O
～

2
．

2 2
．

2 5 1
．

8
～

1．7 1
．

7
～

1
．

5 5 1
．

5 挖方深
者取小

值 ，

填
方高者

取大值

西北 1
．

9
～

2
．

1 2
．

1
～

2
．

3 2
．

3 5 1．9
～

1
．

8 1
．

8
～

1
．

6 5 1
．

6

华北 1
．

8 5
～

2
．

0 5 2
．

O 5
～

2
．

2 5 2
．

3 0 1
．

8 5
～

1
．

7 5 l _ 7 5
～

1．6 0 1
．

5 5

h — s。圳

雩票
L 堋 圳

一

乡事
L

式中： ￡ 壤儇
一

道路面层极限相对延伸度；

6 一

墅耍釜尊王芝奄尊
， ．

!k翌尘：
，

) ：
、

表6
．

2
．

1
—

3 c 值取值表
H 一

按强度计算确 定的路面厚度 ( m ) ：
- 一 ⋯ ‘ ⋯ 。

E 一

路面结构冻融模量 (M P a ) ；

K 一

地基土的冻胀率 ( ％ ) ；

L 一

路面宽度 (对四车道以上路面 L取
一

半) ( m )
。

表6
．

2
．

卜 1 a 值取值表

＼瑚湿类
、

Ⅷ
磁区＼

过湿 潮湿 中湿 备注

东北 、

1
．

O
～

1
．

0 5 1
．

O 5
～

1．O 7 1
．

O 7
～

1
．

1 O
路基湿
度偏低

时取大

值

＼
＼ 隔温层

地

泌
＼

0～

O
．

1 O
．

1
～

0
．

2 O
．

2
～

0
．

3 0
．

3
～

O
．

4 > O
．

4 备注

西北 1
．

0 2
～

1
．

O 7 1
．

07
～

1
．

O 9 1
．

O 9
～

1 _ 1 1

华北 1
．

0 1
～

1
．

0 6 1
．

0 6
～

1
．

O 8 1
．

0 8
～

1
．

1 O

东北 2
．

2 2
．

2
～

2
．

1 2
．

1
～

2
．

0 2
．

0
～

1．9 1
．

9
～

1
．

8 隔温材
料性能

好时取

小值

西北 2
．

1 2
．

1
～

2
．

0 2
．

O
～

1．9 1
．

9
～

1
．

8 1
．

8
～

1
．

7

华北 2
．

1 5 2
．

1 5
～

2
．

O 5 2
．

0 5
～

1
．

9 5 1
．

9 5
～

1．8 5 1
．

8 5
～

1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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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

3 路面抗冻最小厚度估算：

h 抗球 =

h { 导
一

h 睿*

式中： h 一
一

路面抗冻最小厚度 ( m ) ：

h 壮
一

道路冻深 ( m ) ；

h 晷井
一

土基容许冻深 ( m )
。

如北京地区属华北范围 ，

路面隔温层厚度在O
～

O
．

2 m 时
，

a
值取值范围在2

．

O 5
～

2
．

1 5之 间
。

考虑到全透水路面结构隔温
效果不佳

，

而且 隔温效果不好时宜取大值
，

此处按 2
．

1 5取 a 值
。

考虑到城市道路路基多以挖方为主
，

故按挖方路基选取 b

值 。

当挖方深度在0
．

5
～

2
．

Om 时
，

b值取值范围在 1
．

7 5
～

1 _ 6 O之
间 ，

而且挖方深者取小值
，

此处按 1
．

7 O取 b值
。

c
值选取涉及到地区

、

路基潮湿情况等
。

因为全透水人行
道在华北地区

，

冬季有融雪和其他水分进入路基的可能
，

所以
潮湿路基 c 的取值范围在1

．

O 6
～

1
．

O 8之间
。

而且路基湿度偏低
时取大值

，

此处按 1
．

0 6取 c 值
。

参考有关资料 ，

北京城区1 O年冻结指数平均值约为
．

8 O O℃ ·

d
、

h ¨ = a b c厅
=

2
．

1 5×1．7 O×1．O 6 ×J丽
=

1 O 9
．

6 ( c m )

约为 1
．

1 m

根据资料推荐的路基容许冻深值 ，

在路基潮湿状态下
，

道
路冻深在 1．0

～

1．5 m 范围时
，

潮湿路基容许冻深为O
．

5
～

O
．

7 m 。

h 擗 。

h t

垮睁够 1
一

o．5- 0
．

6 ( m )

h抗辛 =

h薅÷也i铲 1．卜 0
．

7
=

O
．

4 ( m )
i

纛
：

j

《

鬻 0

假设透水砖为6 O衄 厚
，

找平层 2 0衄 厚
，

砂垫层8 O衄 厚
，

则
基层最小厚度为：

下限： 4 O 0
—

6 0
—

2 O
一

8 0
=

2 4 0 ( m m )
上 限 ： 6 0 0

—

6 0
—

2 O
一

8 0
=

4 4 0 ( m m )
即根据抗冻要求

，

基层厚度可 以取 2 4 O
～

4 4 O衄 。

6 ．

3 按透水
、

储水要求验算结构层厚度
H =

( 0
．

1 i
一

3 6 O Oq ) t／(6 0 v )
式中： H _ _ 透水人行道结构厚度 (不包括垫层的厚度) (c m )；

i 一

地区设计降雨强度 (m m ／h )；

q 一

土基的平均渗透系数 (c m ／s )；

t 一

降雨持续时间 (m in )；
v 一

透水人行道结构层的平均有效孔隙率 (％)
。

以北京地 区为例 ， 2年
一

遇 6 Om in 暴雨强度设计值为6 0衄 ／h
，

土基渗透系数按1
．

O × 1 O 叫 c m ／s 、

结构层平均有效孔隙率按1 5％

考虑时：

H =

( O
．

1 i
一

3 6 O Oq ) t／(6 O v )
=

( O ．

1 × 6 O
一

3 6 O O × 1
．

O × 1 0
一

‘) × 6 0／( 6 O × 1 5 )
=

3 7 ．

6 ( c m )
6 ．

4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
，

本示例透水人行道无停车荷载的结构
层厚度取 3 8 0衄 。

7 本图集的参编单位
北京近山松城市园林景观工 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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