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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透水铺装层的边坡排水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带透水铺装层的边坡排

水结构，该结构设置在路面的坡面上，该结构包

括透水模块、混凝土支块、明水沟和砾石过滤层；

透水铺装层采用各个透水砖的面部吸水，各个透

水砖之间的透水混凝土即线部吸水，绿化铺设带

的生态排水；三种形式的排水、吸水共同作用保

证路面的集水被有效、快速排出；整个排水结构

相较与传统纯生态坡面或者水泥土坡面而言，具

有一定的“呼吸特性”；采用绿化带进行生态透水

降低施工成本并进行绿化美化边坡，本实用新型

结构施工简单、结构合理，能够有效保证透水质

量和降低施工成本。明水沟用以集水和排水，路

面上的水通过透水、吸水进行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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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带透水铺装层的边坡排水结构，该结构设置在路面(7)的坡面上，其特征在于：该结

构包括透水模块、混凝土支块(3)、明水沟(4)和砾石过滤层(6)；砾石过滤层(6)由不大于

20mm的级配碎石组成并铺设在路基(8)的坡面上，路面(7)铺设在路基(8)的顶部；坡面的坡

脚处设有混凝土支块(3)，混凝土支块(3)用以承载路面(7)的坡面局部重力及透水模块的

重力；明水沟(4)设置在混凝土支块(3)的底部；透水模块通过砂石过滤层铺设在砾石过滤

层(6)上；

透水模块由透水砖(1)和绿化铺设带(2)组成；绿化铺设带(2)设置在透水模块的中间，

绿化铺设带(2)的外围设有绿化围护带(5)，各个透水砖(1)沿绿化铺设带(2)的外侧布设，

各个透水砖(1)之间通过透水混凝土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透水铺装层的边坡排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混凝土支块(3)

为悬臂式土挡墙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透水铺装层的边坡排水结构，其特征在于：绿化围护带(5)

为钢筋栅栏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透水铺装层的边坡排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明水沟(4)与混

凝土支块(3)之间的坡度为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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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透水铺装层的边坡排水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边坡排水保护结构，该边坡排水保护结构采用线、面立

体形式的排透水及绿化带生态透水结构，属于道路施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一些边坡排水结构中，多是采用混凝土或者混凝土与绿化带相混合导水及

隔水结构。近几年来，随着新材料和新的道路施工工艺的发展，在道路表面  (如边界通道、

城市环路道路建设中)多设有透水铺装层，但是将透水铺装层应用在边坡施工中，还尚未见

到。

[0003] 专利201721218567.1公开了一种凝灰岩边坡防护层，混凝土、三维土工网和浆砌

边框均铺设在凝灰岩边坡的表面；每条三维土工网沿坡面等间距列布分布，凝灰岩边坡表

面的上部和下部等间距均布有若干个浆砌边框，并且浆砌边框堆砌三维土工网的上部和下

部，混凝土铺设在除了浆砌边框的凝灰岩边坡表面。浆砌边框内种植有草坪。采用三维土工

网、混凝土、浆砌片石、浆砌卵石等做骨架形成框格，框格内采用种草或铺草皮。框架的作用

是利用骨架防止边坡受雨水侵蚀而避免在土质坡面上产生沟槽，同时保护框格内的植物在

生长初期不受雨水侵蚀。可充分发挥植物防护与工程防护的优点，取长补短，施工简单，施

工速度快、效果好。

[0004] 专利201721218574.1公开了高液限红黏土边坡防排水结构，该结构设置在高液限

红黏土边坡侧部且由砼混凝土浇筑而成，该结构包括分为明排系统和导水系统，明排系统

设置在该结构的外部，导水系统设置在该结构的内部。多级陡坡设置在边坡的外部一侧，多

级陡坡通过路基底部的引水坡与排水明沟连接。纵向导水管道沿边坡的纵向设置，纵向导

水管道的顶部设在多级陡坡上，纵向导水管道中设有过滤塞；各个横向疏通管道沿边坡的

横向设置，横向疏通管道用以连接多级陡坡与纵向导水管道；排水管道设置在护坡的底部，

纵向导水管道的底部与连通管道连接，连通管道与排水管道连接。导水系统与明排系统为

陡坡减少了边坡主体的渗水，保障路基主体安全稳定。

[0005] 现有的边坡防排水结构中，多少针对既定的土层或者施工环境的要求进行的技术

改进，这种改进多少一些不能进行大范围推广的结构，因此，结合施工环境、施工成本、施工

工艺，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综合性能比较高的边坡透水排水结构。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出了一种带透水铺装层的边坡排水结构，通过该结构将

路面的集水通过线透、面透三种立体透水形式进行排出，同时采用绿化带进行生态透水降

低施工成本并进行绿化美化边坡，本实用新型结构施工简单、结构合理，能够有效保证透水

质量和降低施工成本。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带透水铺装层的边坡排水结构，

该结构设置在路面7的坡面上，该结构包括透水模块、混凝土支块3、明水沟4和砾石过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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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砾石过滤层6由不大于20mm的级配碎石组成并铺设在路基8的坡面上，路面7铺设在路基8

的顶部；坡面的坡脚处设有混凝土支块3，混凝土支块3用以承载路面7的坡面局部重力及透

水模块的重力；明水沟4设置在混凝土支块3的底部；透水模块通过砂石过滤层铺设在砾石

过滤层6上。

[0008] 透水模块由透水砖1和绿化铺设带2组成；绿化铺设带2设置在透水模块的中间，绿

化铺设带2的外围设有绿化围护带5，各个透水砖1沿绿化铺设带2的外侧布设，各个透水砖1

之间通过透水混凝土连接。

[0009] 混凝土支块3为悬臂式土挡墙结构。

[0010] 绿化围护带5为钢筋栅栏结构。

[0011] 明水沟4与混凝土支块3之间的坡度为1.5‰-3‰。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的透水铺装层采用各个透水砖的面部吸水，各个透水砖之间的透水混

凝土即线部吸水，绿化铺设带的生态排水；三种形式的排水、吸水共同作用保证路面的集水

被有效、快速排出；整个排水结构相较与传统纯生态坡面或者水泥土坡面而言，具有一定的

“呼吸特性”；采用绿化带进行生态透水降低施工成本并进行绿化美化边坡，本实用新型结

构施工简单、结构合理，能够有效保证透水质量和降低施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主视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断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各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

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其它实

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

[0017] 如图1-2所示，带透水铺装层的边坡排水结构，该结构设置在路面7的坡面上，该结

构包括透水模块、混凝土支块3、明水沟4和砾石过滤层6；砾石过滤层6由不大于20mm的级配

碎石组成并铺设在路基8的坡面上，路面7铺设在路基8的顶部；坡面的坡脚处设有混凝土支

块3，混凝土支块3用以承载路面7的坡面局部重力及透水模块的重力；明水沟4设置在混凝

土支块3的底部。透水模块通过砂石过滤层铺设在砾石过滤层6上。

[0018] 透水模块由透水砖1和绿化铺设带2组成；绿化铺设带2设置在透水模块的中间，绿

化铺设带2的外围设有绿化围护带5，各个透水砖1沿绿化铺设带2的外侧布设，各个透水砖1

之间通过透水混凝土连接。

[0019] 混凝土支块3为悬臂式土挡墙结构。

[0020] 绿化围护带5为钢筋栅栏结构。

[0021] 明水沟4与混凝土支块3之间的坡度为1.5‰-3‰。

[0022] 透水铺装层采用各个透水砖1的面部吸水，各个透水砖1之间的透水混凝土即线部

吸水，绿化铺设带2的生态排水；三种形式的排水、吸水共同作用保证路面的集水被有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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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排出；整个排水结构相较与传统纯生态坡面或者水泥土坡面而言，具有一定的“呼吸特

性”；采用绿化带进行生态透水降低施工成本并进行绿化美化边坡，本实用新型结构施工简

单、结构合理，能够有效保证透水质量和降低施工成本。明水沟4用以集水和排水，路面上的

水通过透水、吸水进行排水，当遇到特大量水，坡面上的透水模块不能进行有效排出时，明

水沟4发挥最好的集水功能，保证路面路基的稳定。砾石过滤层6用以防止渗入路床或地下

水因毛细作用上升，缓解含水土基冻胀对路面结构的影响。

[0023]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

的限制，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

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

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

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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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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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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