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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施工项目作为中国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对于城市的发展作用巨大。作为市政道路项目的核心，其

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保障市政道路施工

水平的提升。但是在目前的市政道路施工过程中，遇到了各

种各样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务必要寻求科学有效的解决方

案。论文针对市政道路施工技术及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并

且结合问题、优化措施进行阐述。另外，重点针对施工技术

要点和管理要点进行分析阐述，给读者提供参考性建议，从

而进一步提高中国市政道路施工水平。

市政道路施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市政的发展，在目

前市政道路施工过程中，仍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

问题不仅包括主观性的施工人员素质较低，工程验收水平待

提升的问题，还包括客观性的管理机制待健全，原材料采购

流程待完善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积极寻求科学

有效的解决方案，针对施工技术及要点进行创新发展，旨在

进一步提升市政道路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目前，在市政道路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的提升上，针对

施工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可以从施工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岗

位职能培训上进行突破。针对管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可以

从领导层面的资源获取和管理机制的制定上进行突破。而针

对原材料采购问题，需要从采购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两方面去

突破，提高采购的效率和采购的能力 [1]。此外，针对工程验

收的水平提升方面，针对验收人员的综合素质和验收管理机

制去提升。

市政道路施工技术与管理中所存在问题主要包括三点，

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思想意识不端正

施工人员对于市政道路的相关工作态度不端正，导致工

作浮于表面，不能够妥善处理好相关的工作，没有责任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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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针对以上问题，需要对施工人员的心理动机进行了解，

清楚施工人员的想法，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问题解决。

施工人员技能不足

施工人员的施工技术不足的问题，会给市政道路施工带

来很大的阻力，针对施工人员技能不足的问题，需要加强相

关技能培训，能够针对培训的内容进行全面的考核，针对不

符合要求的施工人员进行优化和补聘。

管理机制不健全，会导致技术管理和施工管理都出现问

题。导致管理机制不健全的原因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相关领导对于管理机制不重视，导致管理机制在

建立健全过程中，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支撑，没有专人专岗

的人力去设计开发。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将管理机制的重要

性介绍给领导，争取资源支持和政策支持。

第二，管理机制制定人员不能够结合中国先进建设单位

的管理经验去制定管理机制，不能够结合施工项目的具体情

况去制定 [2]。

针对以上问题，需要制定人员能够结合先进建设单位

经验，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要求的管理机制，能够接

地气。

施工项目原材料采购质量的好坏、价格的涨幅，直接决

定了施工项目的质量和成本。原材料采购流程待完善的原因

包括三点：

第一，建立区域化集中采购模式，联动项目所在区域的

同集团其他兄弟单位项目或同公司其他项目，建立材料公司

或原材料采购小组，通过和生产厂家直接对接采购，统一集

采集送，从而大幅度降低原材料价格，提升质量品质，确保

施工项目的质量和成本。

第二，建立合格材料供应商，通过每季度考评，对已有

材料供应商进行考评，列为合格供应商的原材料商，入供应

商库使用，以供长期合作，确保施工项目的质量得到长久的

保证。

第三，采购人员的岗位能力待提升。即使有良好的采购

态度，但是如果没有丰富和专业的采购经验作为支撑，最终

也会导致采购工作出现问题，针对采购人员的采购能力提升

需要加强培训考核，需要针对采购制度进一步完善，给采购

人员提供指导。

市政道路施工技术要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路基处理

相关技术；第二，石灰土基层相关技术；第三，沥青封层相

关技术。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3]。

路基处理相关技术要点主要包括四点：首先，将道路红

线放出进行测量放样，针对路基上的杂物进行清理，并且针

对路基的填充材料进行选择，要使用高质量的填土。其次，

在基层范围之外开设两条排水沟，宽度需要超过 80cm，确保

在下雨时候，能够保障积水顺利排放，不影响道路的使用。

再次，在道路压实过程中，要能够采用符合标准的作业设备

和遵守相关的使用规则。最后，把土壤填充到路基和桥台结

合地方，然后分层压实。

在石灰土基层施工的相关技术要点上，需要从四点进行

分析：首先，在施工之前，需要使用 12~15t的压路机夯实路基，

路面压完之后，要对路面进行勘测，针对不符合标准的地方

进行修整 [4]。其次，施工放样，在道路两边进行标高。再次，

针对施工项目的具体需求进行备料，材料准备的数量要符合

要求，不能够差池太大。最后，将石灰土层进行整形、碾压

和做好接缝处理，最终保障石灰土基层相关工作的稳步开展。

沥青封层的相关技术要点主要包括两点：

第一，沥青的规格应该符合设计标准，在封层材料的采

用上，要能够运用石屑来保障质量，不能够运用瓜子片，最

终影响到施工的质量。

第二，施工过程中，依据 1.05kg/m2的用量对路面进行

纵向沥青的均匀喷洒，最后做好封层的工作。以上操作结束

之后，需要对路面进行保护，在 3~30天之内，不允许车辆行驶。

管理要点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提升市政道路施工各环

节的管理水平；第二，提升市政道路施工管理的先进性。具

体内容阐述如下。

提升市政道路施工各环节的管理水平可以从三点进行

突破：

第一，施工前的方案制定务必要管理好，针对设计方案

进行严格的把控，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地方要积极改正。

第二，在施工中，管理工作的开展务必要严谨，要能够

针对施工中的各个细节进行把控，对于存在的风险进行控制。

第三，在施工后，要做好验收管理工作，针对不符合施

工要求的地方要及时提出并且准时改正。

提升市政道路施工管理的先进性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第一，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能够让有关管理人员

通过培训和学习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从而能够在市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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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管理中制定科学有效的措施。

第二，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能够让管理人

员有制度可依，能够系统化地开展管理工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政道路施工技术水平和管理水

平都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在提高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的

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市政道路工程的施工水平降低，为项目

工程后期的使用带来了安全隐患。论文针对市政道路施工技

术与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且结合工程施工技术的要点和

管理的要点进行阐述，分析施工技术与管理中的问题并且给

出有效的优化方案，旨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市政道路施工技术

与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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