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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全寿命周期管理探析
武中元

（庐江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安徽 合肥 231500）

摘　要　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城市化建设获得了极大发展，市政道路工程

的建设质量越来越高，对工程建设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首先对可持续理念的重点规划设计内容加以阐

述，然后通过与全寿命周期管理相关理论的融合，列举了实践经验，对市政道路施工期间的全寿命周期管理措施

展开详细介绍，以供同类施工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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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全寿命周期是指从道路的规划、设计、

建设、运营、维护到拆除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

了对道路的各种需求分析、设计方案制定、施工过程、

竣工验收、运营维护、改造升级等阶段。

1 可持续理念的规划设计

在规划阶段，主要工作是分析交通需求和预测未

来的交通流量，确定道路的等级和规模。在设计阶段，

根据规划要求，制定详细的结构设计、施工方案和预算。

施工阶段则是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道路的建设 [1]。

1.1 合理的交通量预测模型确定道路建设规模

1.预测目标年份：根据《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

2012）（2016版）规定，道路达到交通饱和状态应为10年。

2.高峰时间段选择：研究区域根据规划用地以及

出行人群分布，确定交通影响评价高峰时段。

3.预测方法及步骤：预测方法是将范围内各项目

也作为“交通源点”生成量，结合用地，出行特征，建筑，

高峰小时出行率和吸发比等指标估算目标年该道路的

交通发生量和交通吸引量 [2]。然后估计由于项目开发

产生的出行分布、分配以及方式的划分等，采用传统

的“四阶段”预测方法 [3]。

4.交通流量分配：根据研究区域内，各交通小区

的发生、吸引量预测结果，基于路段通行时间建立路

网阻抗矩阵，用重力模型计算得到路网各小区间的 PA

矩阵，将 PA矩阵换算成 OD矩阵，最终将各交通小区间

OD量分配到路网中去，得到路网高峰小时流量分配图。

5.道路通行能力分析：基本通行能力是指在一定

的时段，在理想的道路、交通、控制和环境条件下，

道路的一条车道或一均匀段或一交叉路口，期望能通

过人或车辆的合理的最大小时流率。

表 1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建议的一条车道通行

能力

设计车速（公里） 30 40 50 60

基本通行能力（Pcu/h） 1600 1650 1700 1800

设计通行能力（Pcu/h） 1300 1300 1350 1400

城市道路路段设计通行能力可根据一个车道的基

本通行能力，通过车道数、车道宽、非机动车及交叉

口的影响进行修正。

6.交通适应性评估：道路所提供运行服务的质量。

表 2 服务水平评价标准及运行情况表

服务水平 饱和度 运行情况

A <0.35 自由车流        高服务质量

B 0.35~0.55 接近自由车流  较高服务质量

C 0.55~0.75 稳定车流      中上服务质量

D 0.75~0.90 接近稳定车流  中下服务质量

E 0.90~1.00 不稳定车流    较差服务质量

F >1.0 堵塞车流      极差服务质量

1.2 环保、经济、美观、可持续理念的应用

选用生态适应性强的树种和植物，增加城市绿地

的覆盖面积，提高空气质量；在城市道路设计中，需

要尽可能利用循环资源，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选用符

合经济性要求，又满足生态环保要求的材料。比如在

人行道的铺设中，可以选用再生材料、砖、石材等材料，

不仅经济成本较低，且环保效果较好 [4]。景观设计考

虑周围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征，以此为基础，融入设

计元素，达到与周围景观环境协调的效果；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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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贴合道路设计主体，通过设计元素的组合和排布，

突出主题，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提升整体观赏性，

把握整体设计风格。城市道路的设计和建设遵循节约

资源的原则，在建设道路时需要尽量使用当地的原材

料和资源，降低检核成本，且需要采用节约型材料、

节能设备和技术，减少能源和材料消耗，降低工程建

设成本。

2 道路保养与维修

2.1 道路保养

1.定期清理。道路上的垃圾、尘土和杂草会对道

路造成损害。清理包括清除杂草、扫除尘土和清理道

路上的垃圾。这可以减少道路水患，维持道路的外观

和通行安全 [5]。

2.局部修补。道路上的裂缝和坑洞会给驾驶者带

来不安全的驾驶体验，甚至可能导致事故。因此，发

现道路裂缝和坑洞时，应及时修复，防止损害进一步

扩大。

3.定期检查。定期检查是道路养护的重要环节。

通过定期检查，可以及时发现道路的损坏和磨损。检

查的内容包括路面平整度、标志牌的完好程度和道路

排水系统等。

4.维护排水系统。维护排水系统是保持道路良好

状态的重要方面，包括疏通下水道、清理雨水集水井

和修复排水管道等。

5.管理交通流量。良好的交通管理有助于减少道

路损坏和拥堵。减少过度交通流量，进行合理的交通引

导和规划，可以减轻道路的负荷，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

2.2 道路维修

通过路面调查资料，进行 PCI评定。根据路面破

损调查及评定结论，测量项目路段弯沉，弯沉测量采

用贝克曼梁检测，并分段计算其路面结构强度（PSSI）。

2.2.1 老路路况调查

为了确定经济可行的老路大中修方案，首先必须

对老路状况进行详细准确的调查，通过调查、测量、

实验、分析，正确判断改造路面使用状况和承载能力，

为改造设计提供基础资料。

表 3 病害类型及处置措施表

病害类型 表现形式
处置措施

快速路及主干路 次干路及支路

裂缝

龟裂

轻 雾封层、稀浆封层、微表处、薄层罩面 雾封层、稀浆封层、薄层罩面

中 谨慎采取预防性养护措施 谨慎采取预防性养护措施

重 局部修补 局部修补

纵向裂缝 灌封胶灌缝、抗裂贴处理、压缝带处理
普通改性热沥青灌缝、灌封

胶灌缝、抗裂贴处理

横向裂缝
溶剂型常温改性沥青灌缝、灌封胶灌缝、

抗裂贴处理、压缝带处理

普通改性热沥青灌缝、溶剂型常温改性

沥青灌缝、灌封胶灌缝、抗裂贴处理

不规则裂缝 溶剂型常温改性沥青灌缝、灌封胶灌缝 溶剂型常温改性沥青灌缝、灌封胶灌缝

车辙
失稳车辙 / /

压密型车辙 微表处、超波磨耗层、薄层罩面 稀浆封层、薄层罩面

坑槽 局部修补 局部修补

泛油 稀浆封层、微表处、超波磨耗层 稀浆封层

松散、麻面 雾封层、稀浆封层、微表处、薄层罩面 雾封层、稀浆封层、薄层罩面

磨光 稀浆封层、微表处、薄层罩面 稀浆封层、薄层罩面

唧浆 局部修补 局部修补

啃边 局部修补 局部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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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路交通量调查。调查其近三年交通量信息，

并换算为标准轴载当量数。根据交通量及原有老路结

构，计算老路设计弯沉值。

2.路面破损调查。

3.路面损坏类型。沥青路面常见的损坏形式有龟

裂、块状裂缝、纵向裂缝、横向裂缝、坑槽、松散、沉陷、

车辙、波浪拥包、泛油修补。

2.2.2 路面维修养护对策

在不满足强度要求的前提下，应采取大修补强措

施以提高其承载能力。

路面大中修养护方案设计采用如下判定原则：

项目路面状况指数（PCI）为“差”和路面结构强

度系数（PSSI）为“中”以下的路段，根据计算采取

大修补强措施。

项目路面状况指数（PCI）为“中”和“次”的路段（且

路面的结构强度系数为“中”以上时），应采取中修措施。

1.中修段原路面处治方案：路面中修方案基本以

罩面为主，具体情况如表 4。

表 4 中修方案优缺点对比表

处置方法 优点 缺点

方案一

老路路面浅铣刨，局

部病害挖补处理后，

沥青混凝土罩面

1.施工后外观较好。

2.构造深度较大，抗变形能力较好，

耐久性较好。

3.适用于各等级道路。

1.工程造价较高。

2.工程工艺较复杂，工程质量受施工的影

响较大。

方案二

老路路面铣刨，局部

病害挖补处理后，同

步碎石封层施工

1.施工造价较低。

2.工程工艺较简单，现场施工成型。

1.施工后路面外观较方案一较差，行车噪

声较大。

2.耐久性较差。

3.只能用作封层或低等级道路过渡性面层。

4.路面有变形类病害的路段不适用。

2.大修段路面处治方案。由于沥青路面病害种类

繁多，本着经济有效及对老路病害彻底处理的原则，

沥青路面大修中对老路处理问题上主要有三种方式：

老路病害挖补换填、冷再生及铣刨。

第一，老路路面病害挖补后换填施工。

优点包括：

（1）工期相对较短。

（2）施工工艺相对简单。

（3）工程造价较低。

（4）充分利用老路结构，较为环保，节约材料。

缺点包括：

（1）挖补的病害路段与老路强度存在一定差异。

（2）单个病害修补面积较小，且数量较多，工作

量较大。

第二，老路路面就地冷再生处理。

优点包括：

（1）彻底解决老路病害，处治后道路整体性较好。

（2）利用旧路面和路基材料，大大减少了新材料

的用量。

（3）施工工艺简单，施工进度快。

缺点包括：

（1）施工工艺较为复杂，且需要单独施工设备。

（2）造价相对较高。

（3）工期相对较长。

第三，老路路面铣刨处理。

优点包括：

（1）铣刨废料可回收利用，大大节约了成本。

（2）铣刨工程造价较低。

缺点是对原有老路基层病害处理不够彻底。

3 结语

为了切实提升市政道路管理效率，需要我们将全

寿命周期体系严格落实下去，同时，对道路工程管理

相关制度加以完善，以及对与管理保障相关的各项措

施加以强化，以使市政道路工程的重要作用得以充分

发挥，塑造出更好的城市整体形象，使城市生活品质

得到提升，使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均

能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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