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超疏水土路工程技术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二〇二二年九月



I

目 录

一、项目背景 .................................................................................................................................... 1
二、项目来源 .................................................................................................................................... 1
三、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 1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 1
3.2 主要工作过程 ..................................................................................................................... 2

四、现状要求 .................................................................................................................................... 3
4.1 生态道路相关要求 ............................................................................................................. 3
4.2 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 3
4.3 团体、企业相关标准 ......................................................................................................... 3

五、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
5.1 编制原则 ............................................................................................................................. 4
5.2 主要内容 ............................................................................................................................. 4

六、标准先进性体现 ........................................................................................................................ 6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6

7.1目前已有的标准情况 .......................................................................................................... 6
7.2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7
7.3规范性引用文件情况 .......................................................................................................... 7

八、社会效益 .................................................................................................................................... 7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8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 8
十一、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8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 8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 8
十四、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 9
十五、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 10
十六、支撑材料附件 ...................................................................................................................... 14



1

一、项目背景

社会的发展，将人类推进到了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折的时期。

大力倡导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虽然我国还面临着工业化和生态化的双重任务，但未雨绸缪，大力

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全国大力推动土地整治、国土空间全域土地综合及生态修复、村村

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惠民工程，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与道路建设相比，

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再加上缺乏生态景观建设标准和技术，部分地区道路建设存

在过度硬化的问题，特别是农业园区、田间道路和乡村旅游点道路存在过度硬化

的现象，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道路封闭性增加。而一些乡村常住人

口增加的区域和投资较大的区域，由于人们喜欢硬化的习惯，道路密度过高，导

致乡村景观破损化，影响到生物多样性。传统的泥结碎石道路使用年限低，暴雨

冲刷下路面碎石雨水冲刷造成坑洼不平，遇水成泥、水稳定性差、失去强度。所

以研究既可以满足强度需要、保持良好的水稳定性、降低工程造价，又可以达到

生态、绿色、不伤害土地、低碳环保的要求，建设雨天没有泥泞，晴天没有尘土

的生态道路是现阶段迫切需要的。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

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为保护土地和生

态环境，建设绿色环保生态的道路，制定本标准。

二、项目来源

由疏科纳米疏水科技(嘉兴)有限公司提出申请，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

协会牵头组织制定。

三、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定单位：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疏科纳米疏水科技(嘉兴)有限公司、自然资源部土地

https://baike.so.com/doc/6284504-64979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396918-42021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02176-6315287.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45413-2585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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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浙江省生态环境科

学设计研究院、浙江万维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水污染控制工程技术（浙江）中心、北

京林业大学、中国电建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园林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平湖市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为：宋永生、李红举、王凯、林达明、童菊儿、徐礼根、牛健

植、李永建、谭映宇、孙燕飞、王谷洪、金平、吕令强、吴家龙、李若华、王海

燕、姚斌、赵昌华、印文彪、王剑平、周文怡、蒋万洋、宣贤龙、郭琳、苏梦园、

沈灵之、丁晓妹、张君尉、吴淑信、刘阳华、钱璨，王睿、何挺、秦晟、张芳艳、

石鑫、胡争杰、刘尊景、江孝先、周永松、龚云涛，李欣，金云超，朱鹏飞、应

丰、陈启婷、严桥、江潮、贾洋海、洪远远。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前期准备工作

2022年 5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与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开展

的对接工作。整理相关农村公路等标准以及相关相关检测方法，初步确定标准框

架。

2022年 7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正式将标准立项，标准名称

为《生态超疏水土路工程技术标准》。

2022年 8月初，进行进一步对接沟通，确定相关标准关键指标和参数，以

及进一步明确相关检测分析方法，按照相关产品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起草相关

标准文本草案。

2022年 8月 15～2022年 8月底，进一步修改完成标准文本草案，完善编制

说明。

3.2.2征求意见

2022年 9月，团体标准在协会主页上公开征求意见。

3.2.3专家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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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状要求

4.1 生态道路相关要求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当前及未来是以低碳环保为发展趋势，各行各业

发展中已经开始积极引入低碳环保理念，并且针对低碳环保理念也创新出不少的

新技术与新材料，在设计与建设中积极引入这些新技术与新材料，能够满足低碳

环保的需求。

生态型道路建设的总体要求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并通过生态恢复、环境保护等工程技术实现生态恢复和污染防治，达到建设和营

运与自然人类和谐统一。具体来说，生态型道路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体现在保护

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营造生态景观、发展循环经济 4个方面，生态型道路

的规划、设计、施工、运营和养护，均应遵循实施。

4.2 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1）国家标准

经查询，目前暂无国家相关标准。

（2）行业标准

经查询，目前暂无行业相关标准。

4.3 团体、企业相关标准

（1）团体标准

经查询，目前暂无团体相关标准。

（2）企业标准

经查询，目前暂无企业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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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5.1 编制原则

确保道路使用寿命，提高抗灾能力，合理选用建设标准，提升农业、农村及

乡野滨水路网服务水平；

坚持“统筹规划、保护环境、因地制宜、经济实用、保证质量、注重安全”

的原则；

充分利用旧路资源，着重提高路面等级，完善防排水及交通安全设施，增强

生产、生活通行能力，逐步改善交通条件；

道路建设与美丽乡村、未来乡村建设相结合，提高综合服务水平，适应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需求；

道路建设与当地扶贫开发，山、水、林、田综合整治，农业综合开发，美丽

乡村建设及资源利用相结合原则。

5.2 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国土空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土地整治、高标准农

田建设、现代农园、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田间道路及乡村河道生态修复滨水步

/生产道、广场、停车场、料场、施工便道、临时路、庭院、农业大棚等。其他

设计速度≤15km/h的四级及以下公路可参照执行。

（2）建设原则

① 生态超疏水土路应确保使用寿命，提高抗灾能力，合理选用建设标准，

提升农业、农村及乡野滨水路网服务水平；

② 应坚持“统筹规划、保护环境、因地制宜、经济实用、保证质量、注重安

全”的原则；

③ 农田田间道、生产路改造，应充分利用旧路资源，着重提高路面等级，

完善防排水及交通安全设施，增强生产、生活通行能力，逐步改善交通条件；

④ 乡村内部道路建设与美丽乡村、未来乡村建设相结合，提高综合服务水

平，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求；

⑤ 道路建设应与当地扶贫开发，山、水、林、田综合整治，农业综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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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及资源利用相结合。

（3）术语

定义了 17个术语和定义，包括：泥土超疏水乳液、超疏水土、原状土、素

土 、生态超疏水土路、滨水步道、临时道路、施工便道等。

（4）主要指标

a）用路材料

超疏水乳液：超疏水乳液的原料应使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安全环保要求，

不得使用对人体和生态环境特别是土壤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符合 JC 1066-2008

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建材《国检报告》和土壤《国联质检》报告均应

符合相关国家安全标准；

土料：用于建造超疏水土的土料可以是原状土、素土、或其他不含植物、化

学污染的任何土。土料含水量应小于 6%；

磨耗层：对于耐磨性较差的沙土或用于重型车辆行驶的超疏水土路，为了加

强耐磨性、增加抗压强度、防尘、延长路使用寿命，宜增加磨耗层。磨耗层应具

有足够的坚持性和稳定性。

b）干燥龄期

超疏水土路面层设计强度应根据季节不同采用 5～10d干燥龄期，设计强度

不应低于 15MPa；

c）排水

排水设施应综合设计、合理布局，与沿线构造物通畅衔接，注重与自然水系

和农田水利设施相结合，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化设计，防止水土流失；

d）路面设计强度

路面弯沉值（0.01mm）小于等于 280，承载比（CBR）（%）大于等于 50。

e）疏水效果检验标准

超疏水土路面层干燥后，路面可形成超疏水效果，一般泼水检验时可观察到

水在超疏水土表面自由流动，路面基本不渗水，表面不成泥。或采用国标办法采

芯取样浸水 24小时测定吸水率，要求吸水率小于 10%；

f）包装、运输的确定

泥土超疏水乳液应选用适当的包装物加以保护，以保证在正常运输和存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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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不进水或其他杂物，液体包装桶盖要采用标准透气盖，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有关规定；

泥土超疏水乳液在运输时，应持有产品的陆路运输许可或海运 SDS安全技

术文件，远离强酸和强碱及强氧化物，不得在高温（大于 35℃）或太阳直接暴

晒下运输，不得受剧烈的撞击、摩擦和重压。

六、标准先进性体现

标准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解决了传统土路雨水成泥和可复垦等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土路遇水

成泥、失去强度的痛点；更重要的是用土建路，其新材料和建路工艺对土地和环

境安全无害，其路不需要时可立即复垦还田；该建路方法解决了传统建路办法对

环境和土地严重污染的痛点，为保护耕地同时又能满足建路要求给出了从未有的

解决方案；该建路方法正好符合国家保护土地和生态环境国策的需求，为绿色、

节能、碳中和、低成本、可持续性良性发展的道路建设开拓出新亮点。

（2）技术的创新性。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查新报告证实：“该纳米疏水

材料及其在疏水土路中应用研究在国内所检相关文献中未见述及”。疏科国外文

献检索也未发现超疏水土技术及其用于建路方面的公开报导。超疏水土技术可广

泛应用于生态道路建设、裸露土地的植被修复、边坡的防水抗冲、土壤改良、沙

漠的生态治理等多项领域。建造超疏水土的土料采用是原状土、素土、或其他不

含植物、化学污染的土料。路面弯沉值（0.01mm）小于等于 280，承载比（CBR）

（%）大于等于 50。道路可靠度设计标准、设计车辆、设计时速按照四级公路标

准执行

（3）纳米疏水材料的具有绿色生态环保的特点。超疏水土制备简单，对环

境、土地、人、动植物安全友好，不影响土地种植的自然属性。建路的泥土乳液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安全环保要求，材料符合土地污染风险评估标准，泥土乳液

成分没有对人体和生态环境特别是土壤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符合相关国家安全

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7.1目前已有的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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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相关超疏水土路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可参考借鉴的《高标准

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和《农村

公路养护技术规范》等，本标准是在上述相关标准和管理文件的基础上，结合疏

科纳米疏水科技(嘉兴)有限公司的实践进一步规范生态超疏水土路设计、施工及

后期管护技术要求。

7.2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符合团体标准制定要求，无冲突情况。

7.3规范性引用文件情况

引用了以下规范性文件：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0600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JTG 2111 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A04 公路工程标准编写导则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5-01 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

JTD E4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F90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TG/T 3311 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设计规范

JTG/ T 5190 农村公路养护技术规范

JC 1066 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建标[2011] 124 号 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标准

八、社会效益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有利于生态超疏水路的设计和施工及后期管护进行规范

化，其建路的绿色、低碳环保材料和创新技术对耕地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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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贡献，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建立整个行业的标准化

体系将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

十一、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团体标准。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自我声明采

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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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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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1、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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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征求意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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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馈意见情况



14

十六、支撑材料附件

1、输水乳液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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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检报告结论 产品安全无害 未检出有害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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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毒性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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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所检项目符合 GB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表 1（其他）、表 2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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