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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及社会各方面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城
镇道路建设迈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
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城镇道路工程质量受到了有关部门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为了提高城镇道路工程施工技术水平，保证城镇道路工程施工质量，需要不断地提升行业的整体素质
。
其中，施工企业中的施工员是工程施工中的重要岗位，负责施工现场组织管理的作用日益突出，他们
的管理控制能力、操作技术水平、安全意识直接关系到工程施工的质量、进度、成本、安全。
城镇道路工程的施工员应具有识别施工操作违规方法的能力，这对于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是非
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编写了这本书，便于城镇道路工程的施工员掌握施工操作中的禁忌条款。
　　本书主要包括概述、道路工程测量、路基工程施工、道路基层施工、道路面层施工、道路附属设
施施工等内容。
　　本书编写体例摒弃了以往人们习惯的从正面叙述的常规模式，以&ldquo;亮红灯&rdquo;的警示方
式指出各项施工中的&ldquo;禁忌&rdquo;，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使读者印象深刻、易于接受、乐
意研读，于警示中领会、掌握各项施工技术的要领。
每条&ldquo;禁忌&rdquo;构成一个独立的内容，针对性、系统性强，并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在编写方式上力求做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概念清楚、实用性强，便于读者理解和应用。
　　本书可供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人员、监理人员使用，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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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是《城镇道路工程小书库》系列书中的一本，主要包括概述、道路工程测量、路基工程施工、道
路基层施工、道路面层施工、道路附属设施施工等内容，编写体例摒弃了以往人们习惯的从正面叙述
的常规模式，以“亮红灯”的警示方式指出各项施工中的“禁忌”；每条“禁忌”构成一个独立的内
容，针对性、系统性强，并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在编写方式上力求做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概念
清楚、实用性强，便于读者理解和应用。
本书可供城镇道路施工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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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忌33】路面接茬不平整、松散，路面有轮迹178
　　【禁忌34】路面松散掉渣178
　　【禁忌35】沥青路面使用的沥青质量不符合规定
要求179
　　【禁忌36】沥青路面使用的集料不符合规定要求
180
　　【禁忌37】沥青混合料运输时，粗、细集料离析184
　　【禁忌38】热拌沥青混合料摊铺时，产生离析184
　　【禁忌39】热拌沥青混合料未压实187
　　【禁忌40】透层施工质量差189
　　【禁忌41】黏层施工质量差191
　　【禁忌42】封层施工质量差192
　　【禁忌43】沥青混合料起包、开裂193
　　【禁忌44】沥青混合料接缝不平顺195
　　【禁忌45】冷拌沥青混合料面层施工质量差198
　第二节　沥青贯入式与沥青表面处治面层199
　　【禁忌46】路面泛油199
　　【禁忌47】路面集料之间松散200
　　【禁忌48】路表面光滑201
　　【禁忌49】路面与收水井、检查井衔接不顺202
　　【禁忌50】沥青贯入式路面质量差203
　　【禁忌51】沥青表面处治施工准备不充分204
　第三节　水泥混凝土面层205
　　【禁忌52】水泥混凝土面层混合料强度不符合规定
要求205
　　【禁忌53】水泥混凝土混合料和易性不好210
　　【禁忌54】外加剂使用不当210
　　【禁忌55】混凝土抗折强度波动大212
　　【禁忌56】混合料色差大213
　　【禁忌57】混凝土路面产生龟裂214
　　【禁忌58】混凝土路面产生横向裂缝215
　　【禁忌59】混凝土路面产生纵向裂缝216
　　【禁忌60】混凝土路面产生交叉裂缝217
　　【禁忌61】混凝土路面板角处角隅断裂217
　　【禁忌62】路面发生化学反应引起裂缝218
　　【禁忌63】检查井周围产生裂缝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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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忌64】混凝土路面出现露石现象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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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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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道路附属设施施工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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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过大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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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挡土墙279
　　【禁忌24】浆砌块石挡土墙的泄水孔堵塞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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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城镇道路施工基础知识　　1．城镇道路的概念　　道路按使用性质可分为公路、城镇
道路、城市进出口道路和专用道路（如厂矿道路、林区道路、军用道路等）四类。
　　城镇道路是指连接城、镇、工矿基地内各地区、各部分，供其内交通运输及行人通行使用，便于
居民生活、工作及文化娱乐活动的道路。
　　城镇道路一般比公路宽阔，为适应复杂的交通工具，多划分出机动车道、公共汽车优先车道、非
机动车道等。
道路两侧有高出路面的人行道和房屋建筑，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下埋设城市公共管道。
为了美化城市，保护环境，城镇道路还会布置隔离带、绿化带，甚至布置街道花园。
　　2．城镇道路的分类　　城镇道路按道路在道路网中的地位、交通功能以及对沿线建筑物的服务
功能等，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见表1-1）。
　　表1-1　我国城镇道路分类表类别说明快速路　是为流畅地处理城市大量交通而设置的道路，应与
一般道路分开，专供汽车行驶，交叉一般应采用立体交叉，横过车行道要设地道或天桥主干路　是连
接城市各主要分区的干路，是城镇道路的骨架。
主干路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应用隔离带隔开。
应严格控制行人横穿主干路，主干路两侧不宜建设吸引大量车流、人流的公共建筑物续表类别说明次
干路　是一个区域内的主要道路，兼有社区服务功能，起广泛联系城镇各部分与集散交通的作用，一
般可快慢车混合行驶。
次干路两侧可设置吸引人流的公共建筑物支　路　是次干路与居民区的连接线，解决局部地区交通，
以服务功能为主，支路两侧可设置吸引人流的商业性建筑物　　3．城镇道路的组成　　城镇道路结
构由路基、路床、路面及附属设施所组成。
　　（1） 路基　　路基是指作为路面基础的带状构筑物，包括以下两种形式。
　　1） 当自然地面低于路基设计标高时，需进行土方填筑，此时的路基称为路堤［见图1-1（a）］。
　　&middot;&middot;&middot;&middot;2） 当自然地面高于路基设计标高时，则需开挖成路基，此时
的路基称为路堑［见图1-1（b）］。
　　图1-1　两种路基形式　　（a） 路堤；（b） 路堑　　路基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即在
其本身的静力作用下，地基不发生过大沉陷；在车辆动力作用下，不应发生过大的弹性或塑性变形。
路基边坡应能长期稳定而不坍滑。
　　（2） 路床　　路床是指路基顶面，按路面铺筑所要求的标高（道路中线高程和路面横断高程）
、平整度、宽度、压实度整修好的铺筑表面。
　　路床的作用是为路面结构层提供坚实、平整、符合设计要求的铺装面。
　　（3） 路面　　1） 路面的作用　　① 扩散车辆对路基的垂直荷载，保护路基在各种行车作用和
自然因素影响下，维持足够强度和稳定性。
　　② 加固道路的表面，抵抗车辆对道路的冲击力、水平力、吸附力和磨耗的破坏。
　　③ 为各种车辆提供坚实、平整的，具有一定防滑性、抗磨耗性的道路行驶表面，形成舒适的行车
环境。
　　2） 路面的结构　　路面按路面等级的高低不同可分几层铺筑。
低、中级路面结构层次有面层、基层、垫层。
高级路面结构层次有面层、连接层、基层、底基层、垫层等。
　　① 面层：是指直接同行车和大气相接触的层次。
它承受着行车荷载较大的竖向力、水平力和冲击力作用，同时又受降水的侵蚀作用和温度变化的影响
。
面层应耐用且具有良好的平整度、粗糙度和耐磨性。
　　② 连接层：是指为加强面层与基层之间的连接和提高面层抵抗疲劳能力而设置的，也是面层的一
部分。
多用于重交通量的路面，或为防止或减少面层受下层裂缝反射影响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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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基层：是指路面结构中的承重部分。
主要承受车辆荷载的竖向力，并把传下来的力扩散到垫层或土基。
基层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④ 底基层：是指基层下面的一层，担当加强基层承受和传递荷载的作用，多用在重负荷道路和高
速路上。
底基层应具有良好的水稳定性。
　　⑤ 垫层：是指处于基层或土基之间的路面层次。
主要作用为改善土基的湿度和温度状况，以保证面层和基层的强度稳定性和抗冻胀能力；而且还分散
由基层传来的荷载，以减小土基的变形。
垫层结构应具有良好的抗冻稳定性和水稳定性。
　　3） 路面的分类　　① 按路面力学特性分类（见表1-2）。
　　表1-2　路面分类（按路面力学特征分类）路面类型特征设计理论与方法柔性路面　在柔性基层上
铺筑沥青面层或用有一定塑性的细粒土稳定各种集料的中、低级路面结构，具有较大的塑性变形能力
　采用双圆均布与水平垂直荷载作用下的多层弹性连续体系理论，以设计弯沉值为路面整体刚度的设
计指标半刚性　　路面　在半刚性基层上铺筑一定厚度沥青混合料面层的结构　设计理论同上，对半
刚性材料的基层、底基层进行层底拉应力验算刚性路面　采用水泥混凝土做面层或基层的路面结构　
根据弹性半空间假设，从薄板理论出发，采用矩形有限元法解算荷载临界位置的应力　　② 按路面材
料分类（见表1-3）。
　　表1-3　路面分类（按路面材料分类）路面名称路面种类沥青路面　沥青面层包括：沥青混凝土、
沥青玛脂碎石混合料、热拌沥青碎石、乳化沥青碎石混合料、沥青贯入式、沥青表面处治水泥混凝　
　土路面　水泥混凝土面层包括：普通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碾压式混凝土、钢纤维（化学纤维）混
凝土、连续配筋混凝土等其他路面　包括普通水泥混凝土预制块路面，连锁型路面砖路面，石料砌块
路面，水（泥）结碎石路面及级配碎石路面等　　（4） 附属设施　　1） 人行道　　人行道是指供行
人步行和植树、埋管等的用地。
人行道的结构和技术要求同支路。
人行道一般用水泥混凝土方砖铺砌，高出车行道。
人行道横坡采用直线形，向路缘石方向倾斜，步道表面应与路缘石和树池框顶面等高，衔接平顺。
　　2） 路缘石　　路缘石是指区分车行道、人行道、绿地、隔离带的分界线，作为车行道（路面）
两侧的支撑，分隔行人和车辆交通的道路设施。
路缘石（道牙）按使用的不同要求，可分为立道牙、平道牙、平石、转弯道牙等。
　　3） 隔离带　　隔离带是安全防护的隔离设施。
防止车辆越道逆行的分隔带设在道路中线位置，将左右或上下行车道分开，称为中间分隔带。
　　4） 排水设施　　排水设施包括用于收集路面雨水的平式或立式雨水口（进水口）的支管等。
　　5） 交通辅助性设施　　交通辅助性设施是为组织指挥交通和保障维护交通安全而设置的辅助性
设施。
如信号灯、标志牌、安全岛、道口花坛、护栏、人行横道线（斑马线）、分车（道）线以及临时停车
场和公共交通车辆停靠站等。
　　4．城镇道路路面质量要求　　（1） 路面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汽车在路面上行驶，通过车轮把垂直力和水平力传给路面。
路面结构内会产生大小不同的压应力、拉应力和剪应力，因此，要求路面整体及其各组成部分必须具
备足够的强度，以抵抗前述各行车作用下所产生的各种应力，避免路面损坏。
　　超负荷情况下，路面在车轮荷载作用下产生过量的变形，会形成纵向带状凹槽的&ldquo;车
辙&rdquo;或者波浪，甚至发生路面沉陷等破坏现象。
因此，要求整个路面结构及其各组成部分的变形量要控制在设计容许范围之内，即有足够的刚度。
　　（2） 路面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路面在使用周期内，因工程性质和自然因素影响可能发生强度变化。
更具体地说，路面暴露在自然环境之中，经常受到温度和水分变化的影响，路面力学性能也随着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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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
路面的稳定性包括水稳定性、炎热稳定性、冰冻稳定性及时间稳定性（即耐久性）等。
　　（3） 路面应具有足够的平整度。
路面的平整度，要求随最低车速的增大而提高。
道路的最低车速在80 km/h以上的高速路，路面平整度的均方差要求是：&sigma;&le;1.2。
　　路面若有微小起伏，汽车行驶中，会伴随产生忽上忽下的竖向加速度。
车上的乘客会有不舒适感，而且随车速加快，这种不舒适感会增大。
因此，要求路面不得有高低不平的凸包或坑洼和波浪形的路面起伏。
　　（4） 路面应具有一定的粗糙度。
为保障行车的安全，路表面不能像镜面那样光滑，而要具有一定的粗糙度。
粗糙度与平整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平整度是宏观上要求整个路表面平坦，粗糙度是指车轮与路面接触的每一个局部面积内，微观路表面
要呈现出凹凸不平，这种微小的坑洼愈多、愈深，路表面就愈粗糙。
　　（5） 路拱及纵坡应符合设计要求。
为顺利排除路面的自然降水，路面的纵坡及横坡要符合设计要求。
路面等级越低，路面的横坡就越大，以缩短降水径流停留的时间。
第二节　城镇道路施工基本要求　　及施工准备　　1．城镇道路施工基本要求　　（1） 施工单位应
具备相应的城镇道路工程施工资质。
　　（2） 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施工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制定并贯彻执行各项施工管理
制度。
　　（3）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组织有关施工技术管理人员深入现场调查，了解现场情况，做好充分
的施工准备工作。
　　（4） 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根据合同文件、设计文件和有关的法规、标准、规范、规程，并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界域内地下管线等构筑物资料、工程水文地质资料等踏勘施工现场，依据工
程特点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并按其管理程序进行审批。
　　（5） 施工单位应按合同规定的、经过审批的有效设计文件进行施工。
严禁按未经批准的设计变更、工程洽商进行施工。
　　（6） 施工中应对施工测量进行复核，确保准确。
　　（7） 施工中必须建立安全技术交底制度，并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关的安全技术教育与培训。
作业前主管施工技术人员必须向作业人员进行详尽的安全技术交底，并形成交底文件。
　　（8） 遇冬、雨期等特殊气候施工时，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并经审批程序
批准后方可实施。
　　（9） 施工中，前一分项工程未经验收合格严禁进行后一分项工程施工。
　　（10） 与道路同期施工，敷设于城镇道路下的新管线等构筑物，应按先深后浅的原则与道路配合
施工。
施工中应保护好既有及新建地上杆线、地下管线等构筑物。
　　（11） 道路范围（含人行步道、隔离带）内的各种检查井井座应设于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井圈上
。
井盖宜能锁固。
检查井的井盖、井座应与道路交通等级匹配。
　　（12） 施工中应按合同文件的要求，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施工过程与成品质量控
制。
　　（13） 道路工程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作为工程施工质量检验和验
收的基础。
　　（14） 单位工程完成后，施工单位应进行自检，并在自检合格的基础上，将竣工资料、自检结果
报监理工程师，申请预验收。
监理工程师应在预验合格后报建设单位申请正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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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应依相关规定及时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并应在规定时间内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2．城镇道路施工准备　　（1） 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向施工、监理、设计等单位有关人员进行交
底，并应形成文件。
　　（2） 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其毗邻区域内各种地下管线等构筑物的现
况翔实资料和地勘、气象、水文观测资料，相关设施管理单位应向施工、监理单位的有关技术管理人
员进行详细的交底；应研究确定施工区域内地上、地下管线等构筑物的拆移或保护、加固方案，并应
形成文件后实施。
　　（3） 开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勘测单位向施工单位移交现场测量控制桩、水准点，并形
成文件。
施工单位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施工测量方案，建立测量控制网、线、点。
　　（4） 施工单位应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组织有关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应
熟悉现场地形、地貌、环境条件；应掌握水、电、劳动力、设备等资源供应条件；并应核实施工影响
范围内的管线、构筑物、河湖、绿化、杆线、文物古迹等情况。
　　（5） 开工前，施工技术人员应对施工图进行认真审查，发现问题应及时与设计人员联系，进行
变更，并形成文件。
　　（6） 开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组织设计应根据合同、标书、设计文件和有关施工的法规、标准、规范、规程及现场实际条件编
制。
内容应包括：施工部署、施工方案、保证质量和安全的保障体系与技术措施、必要的专项施工设计，
以及环境保护、交通疏导措施等。
　　（7） 施工前应做好量具、器具的检定工作和有关原材料的检验。
　　（8） 施工前，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质量保证计划，确定工程质量控制的单位工程、分部
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报监理工程师批准后执行，并作为施工质量控制的基础。
　　（9） 开工前应结合工程特点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技术安全培训，对特殊工种进行资格培训。
　　（10） 应根据政府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生产的法规规定，结合工程特点、现场环境条件，搭建现
场临时生产、生活设施，并应制定施工管理措施；结合施工部署与进度计划，应做好安全、文明生产
和环境保护工作。
第一节　平面控制测量　　【禁忌1】　　三角测量精度误差大　　【分析】　　工程测量时，造成
三角测量精度误差大的原因如下。
　　1．仪器未经质量检定，精度不够。
　　2．控制网布置不符合规定要求。
【措施】　　1．三角形网的水平角观测，宜采用方向观测法。
二等三角形也可采用全组合观测法。
　　2．城镇道路工程施工首级控制（角桩点）、复核的小三角测量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2-1的
规定。
　　表2-1　三角测量的主要技术指标　　控制　　等级平均　　边长　　/m测角中　　误差　　
（&Prime;）起始边边长　　相对中误差最弱边边长　　相对中误差测回数DJ2DJ6三角形　　最大闭合
差　　（&Prime;）一级　　小三角1 000&plusmn;5&le;1/40 000&le;1/20 00024&plusmn;15二级　　小三
角500&plusmn;10&le;1/20 000&le;1/10 00012&plusmn;30　　3．城镇道路工程施工控制网的三角测量的主
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表2-2的规定精度。
　　表2-2　施工控制三角测量的主要技术指标　　控制等级边长　　/m测角中误差　　（&Prime;）
锁的　　三角形个数测回数　　DJ6三角形最大　　闭合差（&Prime;）方位角　　闭合差（&Prime;）
施工控制&le;150&plusmn;20&le;131&plusmn;60&plusmn;40　　4．三角测量的网（锁）布设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各等级的首级控制网，宜布设成近似等边三角形的网（锁），且其三角形的最大内角不应
大于100&deg;，最小的内角不宜小于30&deg;，个别角受条件限制时可为25&d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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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加密的控制网，可采用插网、线形锁或插点的内交会方向数不应少于4个点或外交会方向数
不应少于3个。
　　（3） 三角网的布设，可采用线形锁。
线形锁的布设，宜近于直伸形状。
狭窄地区布设线形锁控制时，按传距角计算的图形强度的总和值，应以对数6位取值，并不应小于60。
　　【禁忌2】　　导线测量误差大　　【分析】　　造成导线测量误差大的原因如下。
　　1．相邻边长相差过大。
　　2．结点网形的结点与结点、结点与高级点之间的导线长度，大于规定长度的70%。
【措施】　　1．城镇道路工程施工首级控制（角桩点）测量、复核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2-3规
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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