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技术研究 
第 3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0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中技术及防治管理对策 
 

汪雨 

DOI:10.12238/btr.v3i12.3542 

 

[摘  要] 市政道路是维持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的基础,也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前提。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

的不断加快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市政道路工程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现阶段,市政道路工程

的施工技术与防治管理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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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概述 

现阶段我国市政道路工程施工具有

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交叉作业频

繁。在市政建设中,道路工程所涉及到的

内容十分广泛,因此城市中的场景较为

复杂, 因此城市道路的长度以及路线都

需要进行科学的设计,同时在施工的过

程中还会遭遇一些较为复杂的地质和地

形条件。基于此,交叉作业在市政道路工

程施工中十分常见,这不仅增加了施工

的难度,同时也为施工管理工作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在具体施工中若是某一方

面的考量出现遗漏,就会为工程质量埋

下隐患。 

其次,影响因素众多。随着城市规模

的不断扩大,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规模

也在扩大,由于包含的内容众多,施工工

期较长,加之不同类型工程在各方面要

求上存在的差异性,因此市政道路工程

施工的影响因素也十分多样化,这使得

施工管理人员面临的工作压力大幅度提

升,稍有不慎,就会对施工质量造成负面

影响。 

最后,施工流动性强。市政道路工程

的施工线路很长,因此施工地点需要时

常变动,施工现场的流动性较强,这为施

工管理活动带来了重重阻碍。同时,市政

道路工程施工的环境条件较为复杂,还

需要承受来自其他方面的约束,加之人

群密集、车流量大的特点,很容易出现施

工质量问题。 

2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技术的提升 

2.1加强混凝土路面施工质量控制 

为保证水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单

位水泥用量不能低于300kg,通过分级试

验和掺合料试验,严格按照骨料类型,最

大粒径和混凝土单位耗水量来控制混凝

土路面的切割时间。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是保证后续混凝土施工质量的基础。良

好的配合比设计将使后续施工中的混凝

土不仅获得设计要求的强度,耐久性和

和易性,而且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具体配

合比设计应根据现场使用的实际材料,

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水平,遵循相关规

范和标准,方法和步骤,经过计算,试验,

调整和优化。 

2.2市政道路桥梁伸缩缝施工方法 

首先是对伸缩缝进行切割,在进行

伸缩缝切割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会产生

大量的灰尘,如果直接让这些灰尘在市

政道路上直接落下会对道路环境造成污

染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将彩布

条或者是钢板放置在切缝的部分,对其

做好充分的防尘加固处理。如果所选择

的材料为沥青作为桥面,那么路面的平

整度会对伸缩缝的施工质量产生很大的

影响,所以在进行伸缩缝的切割之前要

做到将沥青路面进行平整化处理,并对

桥面平整度进行科学的检测,控制其平

整度。在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再进行伸缩

面的切割,在切割的时候切割的方式也

应该实在考虑范围直没,保证可以有效

的清除掉桥面所产生的粉尘。其次是做

好伸缩缝的开槽工作。对于伸缩缝中草

体的深度要严格的控制,并且要及时在

开槽过程中清理掉槽内的垃圾和杂物,

对施工现场进行整理,保证现场的清洁

度。在开槽工作完成之后需要进行型钢

的安装,安装之前对预埋筋进行充分的

检查,一旦发现变形问题需要拉直之后

再进行接下来的工作。然后是在安装和

焊接伸缩缝的时候需要做好相关的检查

工作,确保没有出现变形以及倾斜等问

题。在所有的检查项目结束确定没有问

题之后可采取措施将伸缩缝进行平整的

堆放。温度也是影响施工效果的原因之

一,如果施工中存在比较大的温差需要

适时做出相应调整。 

2.3路面与路基施工技术 

路面施工技术的改进能够有效地解

决路面裂缝以及路面塌陷问题。混凝土

结构是路面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混凝土结构质量的好坏决定了路面的结

构质量。施工人员在路面施工完成的最

后阶段,要定期的对混凝土结构进行养

护处理,以确保混凝土不会受到狂风、暴

雨以及暴雪等外力因素的影响,使得路

面结构能够保持长时间的稳定性。例如,

施工人员在养护的过程中要保持混凝土

结构中的水分适中,不能暴晒也不能过

于湿润。市政道路的路基对路面起到支

撑的作用,道路路基的稳定性越高,路面

塌陷的几率就越小；反之,道路路基的稳

定性越小,路面塌陷的几率就越大。由此

可见,道路路基施工技术的好坏对路面

施工质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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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路基压实 

市政道路工程路基压实一般采用震

动压实和重力压实这两种方法,按照由

快到慢、先轻后重的原则进行。碾压过

程中,碾压机应该从路基边缘向着中央

进行施工,压路机轮的边缘应该与路基

边保持一定的距离。碾压不到的地方可

以使用小型夯压机进行施工。要仔细检

查路基压实质量,包括各层的夸沉值和

压实度,存在问题的地方要及时改进。要

保障路床坚实平整,确保没有明显的起

皮、轮迹以及翻浆等现象。要有效地保

持路堤边坡的平顺和密实。 

3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防治管理

水平的提升 

3.1市政道路工程施工前期准备工

作质量控制要点 

质量管理工作中质量控制体系的建

立是十分重要的,需要在市政道路工程

管理的过程中设定好工程质量管理的目

标,从而在市政道路工程施工中可以进

行更为精准的控制,在质量保证系统的

约束之下进行操作性强、检查力度大、

可协调的管理工作。实际的工作中,也需

要加强对质量保证体系的重视程度,在

目标设定和方法设定的过程中进行薄弱

控制点的精准化分析,定期检查,解决实

际市政道路工程中出现的问题。施工质

量管理工作是重点内容,需要进行建设

单位中统筹的分析,在监督管理部门、设

计部门、施工部门的合理工作安排和控

制的情况之下进行全方位分析。在施工

中,需要做好项目参与方自我质量检查

工作,将自身工作方面的不足及时进行

分析,查补缺漏。而各个部门在施工前期,

要做好施工规范和设计要求的分析工作,

以提升整体市政道路工程的规范性。监

督管理部门在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及时进行检查和记录

分析,对于出现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

及时解决,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定的处罚

措施,确保后期施工的顺利进行。 

3.2施工中采用的各项材料控制 

市政道路工程中材料质量的控制需

要做好部署工作,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分

析,尤其是在前期招投标活动中供应商、

经销商的选择是尤其重要的。当前市场

的监管力度不够,也就出现经销商提供

的材料质量低劣,与实际需要不相符的

情况。这就需要管理人员进行严格的识

别和控制工作,将材料质量放在第一位。 

3.3道路工程施工的成本管理 

在市政道路工程中进行成本管理,

就需要做好每一个工序和每一个步骤的

成本控制,使市政道路工程的整体经济

效益得到提升。因为道路工程建设属于

政府规划的工作,其运行情况涉及到政

府的收支情况,需要进行政府相关部门

的审核,保证市政道路工程的收益最大

化,提升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效益。 

3.4严格进行施工过程中进度把控 

市政道路工程不但关系到城市的建

设形象,还影响到人们的日常出行活动,

需要在此过程中控制好施工的周期和进

度,进而减少因为周期延长造成的施工

成本增加的问题。保证做好工程中每一

个施工工序的控制,合理安排施工进度,

进行科学化的施工工作。 

4 结语 

市政道路施工技术与防治管理具有

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市政道路工程施工

中,必须要注重路基路面施工技术的合

理应用,严格遵守施工技术要点和原则,

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确保道路施工

质量,建设优质的路基工程,推动城市建

设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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