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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transportation needs of society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high-quality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in highway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project management, improving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efforts, and ensuring engineering quality and safet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ound highway maintenance system, strengthen regular inspections and maintenance, 
and timely repair and update aging facilitie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highway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management issue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ighway projects and maintenance strategies during oper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highway system, better meet the transportation needs of society,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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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项目建设管理及养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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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的交通需求，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公路建设和运营中注重高质量的管理和养护，包括加强项
目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提高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的公路养护体系，加强定期
检查和维护，及时修复和更新老化设施，以确保公路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本论文旨在深入探讨公路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管
理问题以及在运营期间的养护策略，以提高公路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可持续性，更好地满足社会的交通需求，促进经济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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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和经济化社会的不断推进，公路交通网络

逐渐成为连接城市和地区的主要交通纽带。然而，过去的经

验表明，公路项目在建设和运营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项

目管理不善可能导致工程质量不达标、工期延误、成本超支

等问题，进而影响公路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1]。另外，养

护工作滞后可能导致公路设施老化、损坏，增加了维修成本。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公路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因此

有必要对公路项目的建设和管理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国内外

最佳实践，思考有效的养护措施和管理策略，以确保公路系

统的长期可靠性和安全性，提高整体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

2 公路项目建设管理策略

2.1 制定详细的项目规划
项目规划书是整个项目的纲领性文件，对于项目的顺

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在制定项目规划书时，需要明确关键

要素。包括明确项目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和预期成果，如建设

一条连接 A 地与 B 地的公路，提升区域交通便捷性等。详

细描述项目包括的范围，如路线走向、里程、节点、工程内

容等。并制定合理的项目时间表，明确各阶段的工作内容、

时间节点及完成标准 [2]。还需预估项目总投资，包括工程费

用、设备购置费用、建设期贷款利息、运营维护费用等。同

时明确项目质量要求，如设计标准、建设标准、验收标准等。

在此基础上，还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评

估，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且根据项目特点，制定相应的

环境保护措施，确保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最后还需

要规划项目实施期间及建成后的交通组织方案，确保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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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交通畅通及项目运营后的交通安全。

2.2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可以帮助项目团队预判并应对可能出现的问

题，确保项目顺利进行。首先在项目初期，项目团队应进行

详细的风险评估，识别潜在的风险因素。这包括政策风险、

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环境风险、资金风险等多个方面。通

过对这些风险因素进行评估，可以为后续的风险管理提供

依据 [3]。例如，在公路项目前期，可能会遇到土地征用、环

保要求、政策变动等风险。项目团队应充分了解当地政策、

法规，并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其次，

针对识别出的风险，项目团队应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项目

团队应根据风险的性质和影响程度，选择合适的风险应对策

略。例如，在面临资金风险时，项目团队可以采取融资方案、

合理安排资金使用、制定预算管理等措施，以减轻资金压力。

而在面临技术风险时，团队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加强技术培

训、制定技术规范等，提高项目技术水平。为更好地应对项

目风险，项目团队应设立专门的风险应对团队，负责风险评

估、风险应对策略制定和实施、风险信息沟通等工作。在面

临突发风险事件时，风险应对团队能够迅速行动，降低风险

对项目的影响。例如，在面临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风险时，

风险应对团队可以提前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迅

速展开救援，减轻损失。通过全面的风险评估、制定应对策

略、定期更新风险登记册和设立风险应对团队等方法，可以

有效降低项目风险，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2.3 供应链管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与各合作方（如设计单位、施

工单位、供应商等）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例如，

在公路项目前期，项目团队应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进行

充分沟通，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同

时，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有利于项目在物资采购环

节获得更优质的服务和更有竞争力的价格 [4]。而且，项目团

队应制定详细的供应链管理计划，对物资采购、供应商评估

等环节进行明确规定。例如，在公路项目物资采购过程中，

项目团队应根据项目需求制定采购计划，明确采购物资的种

类、数量和质量要求。同时，对供应商进行评估，选择具有

良好信誉和产品质量的供应商进行合作。此外，项目团队应

定期对供应链进行评估。例如，在公路项目建设过程中，项

目团队可以定期对供应链各环节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

整采购策略、优化供应链结构，以提高项目实施效率。这样

一来，公路项目建设管理策略中的供应链管理能够更好地确

保项目顺利进行，降低项目风险，提高项目效益。

2.4 质量控制
项目团队应制定详细的质量管理计划，明确质量标准

和检查流程。例如，在公路项目前期，项目团队应明确项目

质量目标，如工程质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同时，制定施工

过程中各阶段的质量检查和验收流程，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要

求。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应加强对施工过程和成果的质量

审核，确保施工质量符合标准要求。质量审核主要包括施

工过程中的质量检查，如中间产品检查、工序质量控制等；

施工完成的工程质量验收，如分项工程验收、单位工程验收

等；对质量问题进行追溯，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此外，还需积极引入先进的质量管理工具和技术，以提高项

目交付的质量 [5]。例如，统计过程控制（SPC），即通过实

时收集和分析施工过程中的数据，对质量问题进行预警和控

制；全面质量管理（TQM），即强调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

提高项目质量；六西格玛管理（6σ），即通过数据分析和

技术改进，降低项目质量变异性和提高质量水平。这些工具

有助于确保项目交付高质量的产品，满足用户需求，提升项

目的美誉度和经济效益。

3 公路项目的养护措施

3.1 工程建设阶段
在公路项目前期，项目团队应开展地质勘察工作，了

解地质条件，如地层、岩性、地质灾害等。这有助于确定合

适的路线和施工方案，以减少地质灾害对公路的影响。同时

需要分析当地的气象数据，如降水、气温、湿度等，以确定

最适合施工的季节。这有助于确保施工过程中天气条件良

好，降低施工风险。在设计阶段，设计团队应根据项目的地

理位置、气候条件、交通需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设计标准
[6]。例如，在高海拔地区，应采用适应高原气候的设计标准；

在交通流量大的地区，应考虑道路宽度和车道数量。同时需

要充分考虑项目的安全性和环保性，确保设计方案符合相关

法规和标准。例如，对于桥梁工程，应进行结构安全分析，

确保桥梁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对于沿线生态环境，应制

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减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在施工阶段，

施工团队应遵循设计方案，按照施工图纸和规范进行施工。

通过加强现场管理和技术指导，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要求。同

时需要项目团队应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明确施工进度和节

点目标。通过实时监控施工进度，确保工程按时完成。整体

举例来说，在某一高原地区公路项目中，项目团队在前期调

研阶段充分考虑了地质条件和气象因素，选择了适宜的建设

季节。在设计阶段，根据当地气候和交通需求，采用了适当

的设计标准。在施工阶段，严格按照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并

通过实时监控施工进度，确保工程质量。通过以上措施，有

助于公路项目的运行稳定，提高安全性，为当地经济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3.2 道路养护阶段
在道路养护阶段，养护团队应定期对路面进行巡查，

发现病害如坑洼、裂缝等，及时进行处理。例如，对于轻度

病害，可以采用热再生、冷再生等技术进行修复；对于严重

病害，需要进行重新铺设路面。同时需定期对桥梁、隧道等

重要结构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例如，对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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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可以检查桥梁的梁板、墩柱、支座等部位，对于隧道，

可以检查隧道拱顶、侧墙、地面等部位。还需对路面病害，

进行及时修复，以保持道路平整。例如，可以采用热再生、

冷再生等技术进行路面修复。或者根据气候变化，如高温、

低温、湿度等，采取相应的水泥路面防裂措施、沥青路面防

冻措施等，以延长路面使用寿命。在此基础上，应定期检查

交通标志和信号设施，确保其正常工作。例如，对于破损的

交通标志，应及时进行更换；对于故障的信号灯，应及时进

行维修。并根据交通流量的变化，适时调整信号灯的绿灯时

长和红灯时长，以保证交通的顺畅。另外，养护团队应定期

进行道路两侧的绿化工作，如种植树木、草坪等。这有助于

美化环境，净化空气，提高道路的品质。定期检查和维修护

栏、防护墙等安全设施，确保其牢固可靠。例如，对于破损

的护栏，应及时进行更换；对于松动的防护墙，应及时进行

加固。整体举例来说，在某城市主干道养护项目中，养护团

队严格按照上述养护措施策略进行操作。通过定期巡检、路

面维护、交通标志和信号的检查与调整、绿化和防护设施的

维护等，使得道路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道路使用寿命得到

了延长，交通运行更加顺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好的出行

环境。同时，绿化工作美化了城市环境，提升了城市形象。

3.3 紧急应对措施
项目团队应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对可能出现的安全

事故进行预测和分析，制定相应的处理措施。同时，针对不

同类型的事故，制定合理的交通疏导方案，确保事故发生时

能够迅速恢复交通。并组织专业的紧急救援队伍，定期进行

培训和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例如，救援队伍可

以包括道路抢修、消防救援、医疗救援等专业人员。在极端

天气如大雪、冰冻等情况下，项目团队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加大道路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和处

理道路积雪和冰冻问题；在关键路段设置警示标志，提醒驾

驶员注意行车安全。而且，在极端天气来临前，项目团队应

通过各种渠道提前发布天气预报和道路通行信息，引导驾驶

员合理安排出行路线和时间。同时，通过道路巡查、交通指

挥等方式，确保道路安全通行。整体举例来说，在某山区高

速公路项目中，项目团队在遇到极端天气时，严格按照应急

预案进行操作。在一次大雪天气中，团队迅速组织紧急救援

队伍，对道路进行积雪清理，设置警示标志，并加强对道路

的巡查。同时，提前发布天气预报和道路通行信息，引导驾

驶员合理安排出行。由于应急预案的实施得当，道路通行状

况得到了有效保障，确保了行车安全。项目在遇到各种紧急

情况时能够迅速响应，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保障

公路的正常运行。

4 结语

论文探讨了公路建设管理及养护措施方面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策略和建议。通过全面的管理改革和技

术创新，可以实现公路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人才培养

和环境保护这些因素对于公路建设和管理工作同样至关重

要。在未来的工作中，还需要不断加强对公路建设和管理的

科学化、规范化和智能化，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和管理改革。

同时也需要重视人才培养和环境保护，确保公路系统的发展

能够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协调。希望论文提出的相

关策略能够为未来的公路项目管理和养护工作提供有益的

参考，推动公路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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