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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热棒技术是国内外寒区工程中广泛使用的主动冷却地基的有效方法和关键技术。针对根河至

拉布大林公路独特的气候和岛状多年冻土条件，设计间距４ｍ热棒来保护多年冻土路基，对比分析直
式热棒和Ｌ型热棒路基的降温效能，实测结果表明：经过２个冬季工作，热棒降低周边半径２．５ｍ范
围路基温度平均降温幅度超过４℃，能有效抵御夏季路面传下热量，有效地保护多年冻土上限不下移，
热棒间距４ｍ是合理的；与直式热棒相比，Ｌ型热棒能更快散发黑色路面传下的热量，Ｌ型热棒对于宽
幅路面下部冻土保护具有更好的工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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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岛状多年冻土以分散的岛的形式出现，是连续

多年冻土与季节性冻土过渡带，对气温变化格外敏

感，极不稳定，因此在岛状多年冻土地区新修建公

路困难很大。相关资料表明［１－２］，因黑色沥青路面

的聚热效应，多年冻土区路面年平均温度一般比气

温高６℃以上，比普通砂砾路面高３～４℃，这大大
增加了路基下多年冻土的吸热量，难以确保公路路

基的热稳定性，可能产生融沉病害，尤其是岛状多

年冻土的流变性、沉融性和冻胀性对公路建设和运

营影响严重［３－４］。

热棒是一种高效传热装置［５－６］，其工作原理是

通过棒体内工质的相变（气态 液态转化）实现热传

输即在蒸发段工质吸热，由液态转化为气态；在冷

凝段工质放热，由气态转化为液态，如此循环往

复，不断将热量从蒸发段带到冷凝段（图１）。当热
棒安插在多年冻土段，源源不断将多年冻土的热量

散发到空气中，降低冻土温度，保护冻土。热棒在

世界各地已有广泛的应用［７］，可降低煤场内部温度

以及人工低温贮藏库［８］，也可以用于冷却地基、防

止融沉等冻害问题［９－１２］。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期
以来，热棒在国外广泛应用于公路工程、铁路工

程、机场跑道、输油管线、输电杆塔、水工大坝等

工程［１３－１５］，最为典型工程案例是美国阿拉斯加输

油管线工程［１６］。自 ２００１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以
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热棒技术应用范围最广，

工程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热棒技术的理论和试验

研究也随之深化和发展，热棒工程应用理论和应用

技术逐渐处于领先地位［１７－１９］。因热棒无需外加动

力源，无需日常维修养护，对不同工程环境具有极

好的适应性［２０－２１］，被迅速推广并应用在青藏公路、

共玉高速、新藏公路等重大国家级公路中，在多年

的实际运营中，热棒对路基沉降的保护已经具有较

为明显的效果。

上述热棒路基的多年冻土均是高温高含冰量的

连续多年冻土。解决岛状多年冻土问题一般采用挖

除冻土、换填粗粒土的方法，热棒技术应用于岛状

多年冻土地区的研究报道尚不多。本文通过根河至

拉布大林一级公路（以下简称根拉公路）热棒路基

（直式热棒路基和 Ｌ型热棒路基）现场试验，分析
热棒工作２个冬季后路基温度下降规律，研究热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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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温影响半径、降温幅度和降温变化规律等，对

比分析直式热棒和 Ｌ型热棒对路中间部位路基的
降温效果，研究热棒技术在岛状多年冻土区适用性

及合理的热棒路基形式。

图１　热棒工作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ｓｙｐｈｏｎ

１　研究地点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点
本研究地点选择在根拉公路，其位于大兴安岭

西北麓，路段多年冻土多为层状或整体构造的富

饱冰冻土或多冰冻土。多年冻土的天然上限为

０．２～２．６ｍ，最大为３．０ｍ，下限１．１～１７．０ｍ，冻
土厚度较小，最大厚度约为１４ｍ。冻土总含水量
高，一般为３５％ ～６５％，最高达１０５％。多年冻土
沿公路纵向呈间断的零星分布，长度一般 ４３０～

５８００ｍ。路基下多年冻土沿深度方向的分布则较
复杂，多年冻土的剖面特征多呈梯形或透镜状，且

多年冻土地温较高，处于退化阶段，极不稳定。热

棒路基试验段路基宽１２．２５ｍ，路面宽１０．５ｍ，路
基填方高度１．５ｍ，原有天然冻土上限为２ｍ，采
用换填初步处理，对于冻土厚度、埋深小于３．０ｍ
的多年冻土，采取挖除换填砂砾的处理；对地表

水、地下水极其丰富地段，在挖除软弱土后先采用

５０ｃｍ厚的毛石填筑，冲击碾压，冲击密实后的在
毛石层顶面再采用砂砾分层填筑压实。

１．２　热棒试验段土层分布
现场钻孔取样，地下５．７～８．５ｍ处发现有含

冰黏土及冰（图２）。路面下土体和边坡面下土层分
布如下：

（１）路面以下土层分布：０～２．０ｍ为砂土层，
夹砾石；２．０～３．５ｍ为块石层，夹砂土；３．５～
５．２ｍ为毛石层；５．０～５．７ｍ为黏土层；５．７～
８．５ｍ为含冰黏土。

（２）边坡面以下土层分布：０～２．０ｍ为砂土
层，夹砾石；２．０～４．５ｍ为块石层，夹砂土；５．０～
６．０ｍ为毛石层；６．０～６．５ｍ为黏土层；６．５～８．５
ｍ为含冰黏土。
１．３　研究方法

热棒安装在路肩上，距离路缘１ｍ，距离路基
中心线６．２５ｍ。图３给出了Ｌ型热棒和直式热棒２
种路基示意图，图 ４给出了安装完成后的热棒路
基。在热棒路基试验段共安装了８０支热棒，其中
直式热棒６０支（型号：ＴＰＡⅠ／ａ８３－２／１１Ｃ），Ｌ
型热棒２０支（型号：ＴＰＡＩＩ／ａ８３－２／１１Ｃ），每支
热棒总长为１１ｍ，地上部分高 ３ｍ，其中带有散
热片的冷凝段长度为 ２ｍ。两侧热棒相对而立，相

图２ 钻孔土样

Ｆｉｇ．２　Ｄｒｉｌｌｅｄ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ｃ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ｃｌａｙ（ａ）ａｎｄｉｃｅｄｃｌａ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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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热棒路基示意图（单位：ｃｍ）
Ｆｉｇ．３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ｓｙｐｈｏｎ：Ｌｔｙｐｅ（ａ）

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ｔｙｐｅ（ｂ）（ｕｎｉｔ：ｃｍ）

邻热棒间距为４ｍ。
为监测２种热棒冷却路基效果及热棒周边土体

温度变化，分别选取Ｌ型路基和直式热棒路基各１
个断面进行温度监控，采用 ＭＲＤＴ６０５智能数据采
集仪器，温度计为 Ｐｔ１００型，精度为 ±０．１％，图５
给出了热棒路基测温孔位置，总共 １３个测温孔，
１２８个测温点：其中Ｌ型热棒路基断面共布置６个
测温孔，编号为１～６号，共６１个测温点；直式热
棒路基断面共布置７个测温孔，编号为７～１３号，

图４　安装完成后的热棒路基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ｈｅ
ＬａｂｕｄａｌｉｎＨｉｇｈｗａ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ｒｍｏｓｙｐｈｏｎ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共６７个测温点，测温孔编号从路中向路边依次增
大。测温孔４和测温孔１０与热棒通孔，这２个测
温孔的温度传感器固定在热棒上，监控热棒的工作

状态。位于路面下的测温孔有１～４号、７～１０号，
其余位于边坡上。

图６给出了垂直方向测温点在３种测温孔内的
位置分布。１、２、３、５、６、７、８、９、１１、１２号测温
孔温度点布置如图６（ａ），４、１０号测温孔温度点布
置如图６（ｂ），１３号测温孔温度点布置如图６（ｃ）。
每个测温点的数据远程传输到监控设备上，从北京

时间０３：００开始，每隔 ８ｈ采集 １次，即 ０３：００、
１１：００、１９：００，循环采集。

图５　根 拉公路热棒及路基测温孔布置图（单位：ｃｍ）
Ｆｉｇ．５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ｓｙｐｈｏｎ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ｈｅＬａｂｕｄａｌｉｎＨｉｇｈｗａｙ（ｕｎｉｔ：ｃｍ）

５４９５期 吴金权等：热棒在根拉公路岛状多年冻土路基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图６　垂直方向温度点在测温孔内分布（单位：ｃｍ）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ｏｒｐｒｏｂｅｓ（ｕｎｉｔ：ｃｍ）：Ａ－ｔｙｐｅ（ａ），Ｂ－ｔｙｐｅ（ｂ）ａｎｄＣ－ｔｙｐｅ（ｃ）

２　监测结果分析

２．１　热棒路基冷却效果分析
图７～图 １１分别给出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１５日—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０日的热棒路基土体温度随深度的变
化曲线，图８为第１个冬季热棒正常工作后路基土
体温度分布；图９显示了气温回暖后路基土体温度
分布；图１０为夏季热棒停止工作后路基土体温度
分布；图１２为第２个冬季热棒工作后路基土体温
度分布；图１３为２０１６年５月路基土体温度分布。

由图７可知，测温孔４和测温孔１０的土体温
度明显低于其他测温孔，即热棒侧壁温度明显低于

其他地方，直式热棒和Ｌ型热棒侧壁温度均已低于
－１０℃，热棒工作正常。测温孔７和测温孔１３距
离热棒５ｍ以上，最高温度还在５℃以上。数据表
明，在热棒一定范围内土体有降温效果，远离热棒

土体降温需要一定时间，这是因为土体热阻存在。

图７ 天然地面下路基土温度随深度的变化曲线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Ｆｉｇ．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１３ｈｏｌｅｓｏｎ１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由图８可知，热棒工作２个月后，离热棒距离
大于２．０ｍ的测温孔（测温孔６、测温孔７、测温孔
０℃ 以上，其他测温孔显示土温均在０℃以下，这

图８　天然地面下路基土温度随深度的变化曲线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５日）

Ｆｉｇ．８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１３ｈｏｌｅｓｏｎ１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图９　天然地面下路基土温度随深度的变化曲线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

Ｆｉｇ．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１３ｈｏｌｅｓ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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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天然地面下路基土温度随深度的变化曲线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５日）
Ｆｉｇ．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１３ｈｏｌｅｓｏｎ１５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图１１ 天然地面下路基土温度随深度的变化曲线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
Ｆｉｇ．１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１３ｈｏｌｅｓｏｎ１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图１２ 天然地面下路基土温度随深度的变化曲线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５日）
Ｆｉｇ．１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１３ｈｏｌｅｓｏｎ１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说明此刻热棒降温范围已不小于２．０ｍ。在热棒降
温范围内，Ｌ型热棒路基最低温在测温孔３号，平

图１３ 天然地面下路基土温度随深度的变化曲线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５日）
Ｆｉｇ．１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１３ｈｏｌｅｓ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１６

均温度为 －５．３℃（平均温度取自冻土上限以下至
最深测温点之间温度的平均值），与天然孔相比，

降温幅度６．７℃；直式热棒路基最低温在测温孔９
号，平均温度－１．６℃，降温幅度３．０℃。

由图９可知，随着气温回暖，热棒停止工作，
蒸发段侧壁温度与周边温度趋于相同。虽然热棒停

止工作，储存在热棒周边土体中的“冷量”慢慢向四

周扩散，持续降温，路基土体温度都低于天然孔地

温，降温效果明显。由于黑色路面聚热效应，路面

下的温度远高于其他地方温度，路中心测温孔（测

温孔１和测温孔７）所测土体温度远高于其他测温
孔土体温度。

由图１０可知，夏天过后，黑色路面聚热效应进
一步影响路基温度分布，大部分埋深４．２ｍ以上区
域土体温度大于０℃，且越靠近路中心温度越高；
埋深大于４．２ｍ路基土体温度保持在０℃以下，处
于冰冻状态。

由图１１可知，路基土体温度在０℃左右，但出
现多个测温孔土体温度低于０℃，温度高于０℃的
区域温度均不超过３℃，且最高温为受黑色路面影
响最大的测温孔７土体温度，为５．３℃。
２０１６年冬季，热棒继续工作，２月 １５日（图

１２）热棒路基土体温度仅天然孔（测温孔１３）和测温
孔７部分土体温度在０℃以上，且低于０．２５℃；到
５月１０日（图１３）整个热棒路基土体温度均在０℃
以下，除测温孔７以外，相同埋深处其他测温孔土
体温度较天然孔低，这说明热棒降温效果明显。

比较图９和图１３可知，２０１５年５月冻土上限
附近土体平均温度为－１．５℃，２０１６年同期冻土上

７４９５期 吴金权等：热棒在根拉公路岛状多年冻土路基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限附近土体平均温度为 －２．３℃，这说明热棒的作
用下，冻土上限附近土体温度持续降低，有效控制

冻土上限下移，保护了冻土稳定。

２．２ Ｌ型热棒路基和直式热棒路基冷却效果对比
Ｌ型热棒地下部分倾斜靠近路基中心线，向内

倾斜１５°，与直式热棒相比，Ｌ型热棒地下部分的
端部向路中心靠近了２．０７ｍ，所以 Ｌ型热棒比直
式热棒散发黑色沥青路面所聚热量速度更快，降低

路中心土体温度更明显。试验结果表明：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１５日（图７），Ｌ型热棒路基１号孔距离热棒
５．２５ｍ，天然地面４ｍ以下的地方温度已降至０℃
以下，而同一时间直式热棒路基７号孔在相同深度
的温度为６℃。测温孔３所测土体温度在０℃以
下，该测温孔靠近Ｌ型热棒，而其他测温孔的土体
温度基本在０℃以上，这说明Ｌ型热棒更有利于将
路基中部热量散发到空气中，降温速度快。

图１４　２种热棒路基路面下埋深３．２ｍ处不同时间土温对比
Ｆｉｇ．１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３．２

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ｗｏｋｉｎｄｓ
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ｓｙｐｈｏｎ

图１４为测温孔１、测温孔２、测温孔７和测温
孔８不同时间所测埋深３．２ｍ处土体温度情况，由
图可知，距离路中心等距离的测温孔１土体温度比
测温孔７土体温度低，测温孔２土体温度比测温孔
８土体温度低，且随着热棒工作时间增加，Ｌ型热
棒降温效果比直式热棒明显，以距离热棒２．５ｍ处
测温点 ２（测温点 ８）为例，Ｌ型热棒降温至
－２．５３℃，直式热棒降温至 －０．５７℃，二者相差
近２℃。

此外，冬季“冷量”储备以及降温效果最终体现

在夏季冻土区升温的幅度。由图１０可知，夏季气

温高于冻土温度，热棒停止工作，冬季储存在路基

中的“冷量”抵御夏季从路面传入的热量。直式热

棒路基最高土体温度达到 １１．５３℃（测温孔 ７所
测），同期比较，Ｌ型热棒路基最高土体最高温度
为７．０４℃（测温孔１），这也说明 Ｌ型热棒在对于
路中间抵御夏季从路面传入的热量的能力较直式热

棒也要好，提高了路中间冻土的升温惰性，在夏季

有效的保护了冻土。

综上所述，热棒能有效控制岛状多年冻土上

限，保护多年冻土稳定；Ｌ型热棒比直式热棒对路
面下的路基土体冷却效果更好，Ｌ型热棒用较短的
时间就把路中间部分的土体冻结了且降温幅度也大

于直式热棒的。

３ 结论

本试验热棒路基位于根拉公路第六标段，在路

基两侧埋设热棒，主动给路基降温，对冻土进行保

护。在热棒路基上分别选取了１个直式热棒和１个
Ｌ型热棒的断面，在断面的土体中设置温度传感
器，监控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５日
热棒路基温度变化规律。主要研究结果有：

（１）热棒能有效控制岛状多年冻土上限。热棒
工作第１个冬季，热棒周围半径２．５ｍ范围内均出
现不同程度降温，该范围内土体温度在冬季结束时

均降至 ０℃以下，Ｌ型热棒路基温度平均降幅
６．７℃，直式热棒路基温度平均降幅３．０℃。热棒
蓄积的“冷量”把热棒周边５ｍ直径内的路基及边
坡全部冻结，工程上通常按３～４ｍ的间距布置热
棒是合理的。

（２）热棒工作第２个冬季，热棒路基土体温度
持续降低，距热棒５．２５ｍ的路中区域亦出现了降
温：相比第一个冬季，Ｌ型热棒路基测温孔１平均
土体温度－０．７２℃，降幅约０．２０℃；直式热棒路
基测温孔７平均土体 －０．１５℃，降幅约０．１４℃。
随热棒在路基里面储存“冷量”增多，路基降温幅度

递减，但降温范围随着逐渐增大。

（３）在冬季，Ｌ型热棒和直式热棒路基路面下
及边坡土体温度均低于０℃。Ｌ型热棒蒸发段端部
距路的中间部位更近，对路中间部位路基的降温幅

度比直式热棒更大，冷却速度更快。Ｌ型热棒把绝
大部分“冷量”储存在路基中间部位土体中，较直式

热棒路基更有利于抵御夏季从黑色路面传入的热

量，在夏季有效的保护了冻土，结果表明Ｌ型热棒
对于冻土保护是优选方案。

８４９　　　　　　　　　　　　　　　　　　　　冰　　　川　　　冻　　　土 　　４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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