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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道路路基施工质量管理措施
丁　帅

（淮南市建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安徽 淮南 232000）

摘　要　市政道路工程属于城市中的基建项目，其路基施工质量对城市建设工程而言作用重大。市政道路工程中

的路基施工作为城市基础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状态也存在着重要影响。本文对市政道路

工程中的路基施工质控管理展开研究，阐述了路基施工环节的程序和具体内容，并结合市政道路工程实例，针对强

化路基施工质控的关键措施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对优化市政道路的路基质量有所裨益，从而促进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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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国家的

城市化建设节奏也在逐步加快，因此强化城市基建工

程的建设，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势在必行 [1]。为保障

市政道路的平整性与稳定性，让城市居民能够通畅、

舒适地出行，需要对路基的施工质量展开合理的管理

控制。

1 路基施工的程序和内容

1.1 施工程序

在市政道路工程进入路基施工环节时，其施工程

序包括很多步骤，在正式施工前，需要做好相关的测

量准备工作，以确定市政道路施工的可行性。对于施

工质量的管理控制，重点在于测量放线之前的精确性

准备，整个测量期间，一定要对图纸有深入细致的了

解，并反复将其与施工现场的实际状况展开对比、确

认，持续对施工期间所需的导线和中线展开多次测试，

并对测量的精确度实施有效控制，以保证测试结果的

精准度。

1.2 施工内容

城市道路建设中的路基施工，其主要施工内容包

括，在基路床中，展开土石方的填挖施工，对道路沿

线涵洞、挡土墙展开建设，对路肩与边坡进行设置，

还包括对道路沿线的给排水管道做出合理设计，并进

行布置等 [2]。在整个路基施工期间，基本上都需要在露

天环境中展开作业，故而施工过程中，难免将会受到

气候的影响，譬如雨、雪、风、霜等，路基施工基本

离不开机械作业，部分环节需要由人工操作方式辅助

完成。在路基施工作业区域内，会有不同专业人员同

时展开施工。

2 市政道路路基施工质量管控措施

2.1 改善道路地表状况

改善道路地表状况有助于强化对市政道路工程中

路基施工质量的管控力度。可以通过对路基基底实施

强化处理，确保基底足够平整，通过加大道路的路基

宽度，改善道路路基的承载性能 [3]。改善道路地表状况

的具体处理措施，包括对路基原地面展开复测，道路

地面存在的杂物完全清除，将空闲砌体全部拆除，对

不符合施工要求的土基展开填筑前碾压处理。

2.2 对路基填料实施严格质控

道路路基正常情况下都是直接暴露在露天环境中

的，需要持续经受各种恶劣气候环境的侵蚀，还要长

期遭受汽车的反复碾压。因此，应尽可能优化路基填

料的自身质量，从而使市政道路工程中路基的实际使

用期限能够有效延长，增加路基的强度，强化道路的

承载性能。在选择路基填材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路基

填料的所属类型与具体样式，将路基沉降情况、填料

来源、施工单位的技术水平、地质环境，还有施工条

件等相关因素全部纳入考虑，并选择一种最为经济、

最为合理、最为适用的填料 [4]。例如，对于含有丰富砂

砾的路基，最好是选用渗水性相对较强的填料，并应

在填筑期间，对现场路基的当前强度与稳定性展开测

试，以确保路基的安全性能满足施工要求，选择以施

工弃渣为填料，既可节约建设成本，又能达到环保效果。

2.3 强化对填筑压实施工的质控力度

填筑压实环节在路基施工中属于一项关键性施工，

其实际施工质量对整个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存在着巨

大影响，应针对施工的每一个具体步骤实施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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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个会对路基填筑压实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展开

有效控制。如土方建设期间，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

计规范》的要求，在正式展开填筑压实施工前，一定

要展开试铺，且试验路段长度至少要超过 101m，并依

据试铺结果确定最佳铺筑方案，包括松铺层的厚度和

设备组合方式，以及压实遍数等多项技术参数。而实

际展开压实施工前，应先将填料含水率测定出来，并

将其控制在±2%。

2.4 强化绿化带边缘防护力度

强化绿化带边缘防护力度，使道路工程的路基更

具稳定性，以保证道路路基能够达到规范要求的施工

质量标准。市政道路路基两侧的绿化带边缘部位容易

发生凹陷现象，因此，在设计防护方案时，对防护材

料应该从气候条件、来源、地质水文条件，还有生态

环保等多方面加以考虑。现阶段，国内市政道路路基

绿化带大多采取植物环保生态防护，这也是对路基绿

化带边缘进行保护的一种最佳方式，该方法不仅成本

费用低廉，同时还能对环境加以美化。在强化绿化带

边缘防护力度时，最好选择在 3月 ~5月施工，需要选

根系发达可抗旱的植物，而且在种植初期，应该为幼

苗设置保护层，使其免受风雨摧残。在绿化带边缘设

置浆砌片石能起到对绿化带的防护效果，可以与植物

环保生态防护结合使用，以改善边坡的稳定性。

3 工程实例

3.1 工程基本情况

某市政道路工程新建路段长 8020m，Ⅰ级道路，

双向四车道。地势较低，项目初步计划按路基填筑方

法展开处理，路面设计红线为 30m，沿线路基设计平

均高度为 8m。从勘察报告来看，该路段地表分布以

人工杂填土为主，埋深在 2m~2.5m，承载压强极限为

60kPa；杂填土下方是软土层厚 6m~8m，稍湿，内部

含 85%粉细砂，其余 15%则为中砂，承载压强极限为

80kPa；再下面是 15m~20m厚的中风化岩，也是实例

工程的路基持力层。为了保证路基填筑施工质量，在

将杂填土完全挖除后，还要对浅层软土通过混合石灰

的方式加以处理，并直接以周围大量分布的软土用作

路基填料，实例项目的路基填筑采取的是分层施工方

法，压实设备用的是振动压路机。

3.2 压实试验

1.设定 3个试验段，对各试验段做不同的松铺厚

度设定，因现场施工期间对松铺厚度的把控难度较大，

该实例项目设定的三种松铺厚度是一个厚度范围，即

300mm~400mm厚、400mm~500mm厚、500mm~600mm厚。

2.运用振动压路机压实时，将各试验段中的每一

个工作区再划分为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在

强振模式下开展压实施工，另一个部分在弱振模式下

开展压实施工，将碾压遍数控制为 2、4、6、8，并测

定具体压实度。

3.以灌砂法对路基压实度展开测定时，其可测范

围不大，正常情况下仅为 15cm~20cm，为实现对路基

填料压实度的全方位检测，需要针对多层铺筑填料做

压实度测定，在分别对每层填料检测其压实度时，将

层间隔设定为 15cm，并对碾压方法不同时的压实效果

进行对比。

4.在对软土填筑材料分别采用强、弱振压模式施

工期间，位于铺筑面表层下方 10cm~15cm范围内的填

土整体性均受到了较重的破坏，其压实度达不到施工

要求。为此，在对每层土体展开分层压实度检测时，

需要将位于表层下方 10cm~15cm范围内的软土刨除，

等到松铺下一层填土时，还要把之前刨除的软土材料

再按原位置回填，并做碾压处理，然后还要对该位置

回填软土的压实度再做一次检测，以确保其能达到施

工压实度要求。

5.压实设备用的是徐工集团制造的 XS202J型振动

压路机，其质量为 25t，振动高频为 35Hz、振动低频为

25Hz，设备在高振幅状态下的激振为 350，低振幅状态

下的激振为 240，碾压速度设定为 4m/h~5m/h。

3.3 试验段数据分析

3.3.1 松铺 500mm~600mm厚

依照重型电动室内击实试验，确定软土填料最大干

密度值为 1.67g/cm3，最佳含水率为 16%。在松铺 500mm~ 

600mm厚的试验段上，压路机采用强振模式，按 2、4、

6、8遍碾压，测得的 3层实测密度详见表 1。

表 1 强振条件下各压实遍数 3层实测密度     g/cm3

层厚 密度 2遍 4遍 6遍 8遍

15cm~30cm
湿密度 1.72 1.79 1.81 1.75

干密度 1.67 1.72 1.75 1.71

30cm~45cm
湿密度 1.73 1.75 1.78 1.72

干密度 1.69 1.72 1.73 1.68

45cm~60cm
湿密度 1.62 1.66 1.67 1.68

干密度 1.60 1.61 1.62 1.63

将表 1中干密度数据转换成压实度，所得结果详

见表 2。

表 2 强振条件下各压实遍数 3层压实度         %

层厚 2遍 4遍 6遍 8遍

15cm~30cm 93.9 97.3 98.8 96.2

30cm~45cm 94.5 96.1 97.2 94.4

45cm~60cm 89.4 90.5 91.2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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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铺 500mm~600mm厚的试验段上，采用弱振

模式，按 2、4、6、8遍碾压，测得的 3层实测密度详

见表 3。

表 3 弱振条件下各压实遍数 3层实测密度     g/cm3

层厚 密度 2遍 4遍 6遍 8遍

15cm~30cm
湿密度 1.73 1.75 1.78 1.75

干密度 1.66 1.70 1.70 1.68

30cm~45cm
湿密度 1.73 1.75 1.76 1.72

干密度 1.66 1.69 1.68 1.65

45cm~60cm
湿密度 1.65 1.64 1.65 1.66

干密度 1.60 1.58 1.61 1.61

将表 3中干密度数据转换成压实度，所得结果详

见表 4。

表 4 弱振条件下各压实遍数 3层压实度          %

层厚 2遍 4遍 6遍 8遍

15cm~30cm 93.4 95.5 95.6 93.8

30cm~45cm 93.2 94.5 94.5 92.8

45cm~60cm 90.1 89.4 89.8 89.9

由以上 4表内容可知，在松铺 500mm~600mm厚

下开展碾压施工时，在强、弱振模式下，15cm~30cm

范围内填土压实度均较好，然而下层土体均达不到理

想的压实效果，说明松铺太厚压力传到底部时不够用。

故而，500mm~600mm不适合用作实例项目的松铺厚度。

3.3.2 松铺 400mm~500mm厚

在松铺 400mm~500mm厚的试验段上，分别采用强、

弱振模式，按 2、4、6、8遍碾压后，测得的分层压实

度实测数据详见表 5。

表 5 强、弱振条件下各压实遍数层间压实度       %

层厚 压实度 2遍 4遍 6遍 8遍

15cm~30cm
30cm~45cm

弱振压实
93.4 95.0 92.8 92.2

96.2 97.2 95.6 93.4

15cm~30cm
30cm~45cm

强振压实
93.4 96.5 98.3 95.6

96.0 97.5 95.7 93.5

从表 5内容来看，松铺 400mm~500mm厚试验段

能实现良好的压实度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强振模

式压实期间，30cm~45cm填土在经过 4遍碾压之后，

压实遍数加大时压实度反而降低了，这是因为该位置

经过初次强振就已变得密实起来，后期的二次强振反

而会对已形成的结构带来严重破坏。推荐采用 400mm~ 

500mm松铺厚度。

3.3.3 松铺 300mm~400mm厚

在松铺 400mm~500mm厚的试验段上，分别采用强、

弱振模式，按 2、4、6、8遍碾压后，测得的分层压实

度实测数据详见表 6。 

表 6 强、弱振条件下各压实遍数层间压实度        %

层厚 压实度 2遍 4遍 6遍 8遍

15cm~30cm
30cm~45cm

弱振压实
92.8 93.8 93.3 91.6

91.0 91.5 92.1 92.1

15cm~30cm
30cm~45cm

强振压实
96.1 93.9 93.9 92.2

96.2 93.3 93.8 91.3

松铺 300mm~400mm厚时，压实度出现了较大变化，

其原因在于松铺层太薄，即便密实度达到了施工标准，

也会因层间土体也免不了在剧烈变化中重新变得松散，

且层间衔接面需要经多次碾压，这样的施工方式会使

工作量加大，不具经济性。故而，不建议在真正松铺

选择 300mm~400mm厚。

3.4 施工效果

临近表层的填土压实度要比远离表层的更大一些，

项目设定不同压实遍数、不同松铺厚度，分别展开强、

弱振压实，对其各自压实效果展开分析。发现松铺

400mm~500mm厚的压实效果最理想，各层间软土压实

度全部都可以达到施工标准；不过要控制好碾压遍数，

正常情况下以 3遍为限，否则软土会 变得疏松；强振

模式的碾压效果明显比弱振要好，只是其对软土表层

造成的破坏也更严重。

4 结语

本文针对市政道路工程中路基的施工质量管控措

施展开研究，并结合工程实例分析了其路基施工质量

管控的具体措施。结果表明，为了优化市政道路工程

的路基施工质量，需要不断强化对路基施工质量管理

控制措施的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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