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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公路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夏 伟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传统公路工程项目侧重于人工管理，此类管理模式的确成熟而有效，但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且

存在较大的管理漏洞，如工人的培训管理上时长不足，未达到国家部门规定标准；档案管理上可能会遗失或查找不方便等问

题，并且一旦出现人工匮乏，管理即瘫痪。基于此，本文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对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公路工程管理中的应用展

开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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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国家对公路基础建设十分重视，不断增加

投资额，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呈现一种跨越式发展趋势。但

公路建设在满足人民的需求，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亦付

出一定的代价。由于公路工程项目所处环境、地理位置多

较为艰苦、偏僻，存在人为因素不可控，机械设备管理疏

忽，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这表明现行使用的公路工程

管理模式、方法、手段等已经不能满足甚至阻碍了公路行

业的发展。所以，迫切需要找寻新的模式，方法或手段来

解决当前的问题。

1  应用目标

基于计算机信息技术平台的公路工程管理系统的研究

在本文中主要设定以下七个目标：第一，计算机信息技术平

台借助VR技术加强培训教育、考核评估工作，保证项目全

体人员均达到培训考核标准。第二，实现对机械设备全生命

周期的使用、维修、保养管理工作。第三，计算机信息技术

平台通过在该系统中引进AI视频识别技术实现对公路工程项

目施工现场的不规范行为、不规范状态识别、预警进而达到

监督目的。第四，利用鱼骨图分析法对公路工程项目可能出

现的风险和隐患进行统计、分析、整改。第五，根据各公路

工程项目特点，编制应急预案方案并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

演练、实施。第六，实现对事故进行管理，优化事故管理流

程，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重复发生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七，实现对公路工程项目全过程的

监督审核、评审管理。管理系统目标的设定主要是针对公路

工程项目的通点在系统的设计研发过程中明确系统的功能模

块，提高公路工程项目的管理效率，最大程度地降低事故发

生率或实现‘零事故’管理。

2  计算机系统功能模块划分

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对公路工程管

理存在的弊端统计分析得出目前存在的问题无非逃不过四大

类，即人、机械设备、管理和作业环境。根据此四类管理问

题将该管理系统主要分成培训教育管理、风险及隐患管理、

现场管理模块、机械设备管理模块及应急预案管理五个主要

的功能管理模块。根据上述对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划分，下

面分别对各个模块进行细致介绍和设计。

2.1  培训教育模块

培训教育工作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该系统中培训

教育模块将引入VR技术，项目全体人员可以在其中排练危

险任务，并提高他们的危险认知和干预技能，使工人能够更

有效地学习、记忆并回忆，以了解和评估风险，加强了公路

工程项目的管理，创建高参与度的培训计划，解决档案记录

不全、损坏、遗失等问题。该系统在进行培训教育功能模块

设计时将其分成实名制登录管理，培训教育方案管理，集中

培训管理，线上考试管理和培训效果评估管理五个子模块。

通过对培训教育管理功能模块的划分，下面对其子模块功能

进行说明：人员实名制登录管理——该子模块主要是对项目

从业人员个人信息进行实名制的录入、编辑、管理。培训教

育方案管理——该子模块主要是为项目上所有从业人员灵活

地创建培训教育方案，可以任意组合培训课程，也可以针对

不同工种选择专业的培训教育课程。集中培训管理——该子

模块主要包括入场培训、现场管理人员日常培训、不同工种

培训、季节施工培训以及分部分项危险作业培训等。线上考

试管理——该子模块主要是对培训教育课时课程完成度达标

的人员进行线上考试。试题全部采用多媒体播放和无线作答

器作答，考试结束，系统进行自动判分，可省去管理人员阅

卷工作量。培训效果评估管理——根据生产标准化工作的要

求，系统自动统计分析并生成效果评估报告，自动存入培训

档案。

2.2  机械设备管理模块

根据机械设备生命全过程管理，对机械设备管理模块进

行设计，在该模块管理中主要包括了专职人员登录、机械设

备信息管理、机械设备安拆告知与使用登记、机械设备维修

与保养和其他五个子模块。下面对这五个子模块进行解释说

明：机械设备专职人员管理子模块——该子模块首先要对人

员实名制登录信息验证，其次需要对机械设备操作管理人员

的相关证书进行验证，然后对机械设备作业人员进行培训考

核，最后考核通过者允许上岗就业。机械设备信息管理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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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该子模块主要是对特种设施设备的生产厂家、出厂日

期、型号等进行登记管理。机械设施设备安拆告知与使用登

记：该子模块主要功能是对机械设施设备的安装、拆卸，使

用进行详尽的登记，并保存记录。机械设备维修与保养——

该子模块主要功能是对机械设备的检查，维修，保养以及设

备报废进行信息登记管理，如：机械设备的名称，型号，检

查、维修、保养及报废的时间，地点，操作人员等。其它信

息——该子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对机械设备管理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事件进行管理。通过上述机械设备管理流程可以对其简

单地描述为：首先，机械设备的安装需要提交审核材料到

相关部门，经相关部门审核签字后对机械设备进行安装、使

用；其次，在使用过后要对机械设备进行日常的检查和保养

维护工作；然后将检查的结果生成报告提交到部门领导处审

批；最后，根据审批的指令决定对机械设备的管理工作，并

记录存档。

2.3  现场管理模块

公路工程项目建设期的管理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

现场管理。现场管理工作效率的高低首先得益于一个完善的

组织机构，为实现不间断的现场管理，该系统功能模块引入

AI视频监控技术。而且AI视频监控还可以识别简单的隐患并

预警，比如：作业人员未佩戴帽，机器运转噪音大等。根据

现场管理功能模块的划分，主要分成了组织机构管理，制度

管理、作业环境管理和现场台账管理四个子功能模块。下面

对这四个子模块功能说明：组织机构管理——在该子模块中

将对现场管理的直接负责人、间接负责人、负责部门进行细

致的责任划分，明确组织机构，并绘制组织机构图。制度管

理：在该子模块中将对现场的标识、标牌、操作规范、操作

流程等进行管理。作业环境——在该子模块中将对现场作业

环境进行噪音，粉尘等监控管理并记录。现场台账管理：在

该子模块中将对现场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的因素登记管理，形

成记录。

2.4  风险及隐患管理模块

对该管理系统的风险及隐患管理模块进行功能模块研

究设计时，将其主要分成部门自检，风险隐患汇总、上报，

隐患整改、消除，整改结果上报和复检五个子模块，对其各

子模块进行简单说明：部门自检——该子模块的主要功能是

记录各部门日常的风险及隐患的排查工作内容。风险隐患汇

总、上报——该子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根据各部门日常的风

险、隐患排查工作或在项目部进行组织的专项风险及隐患排

查工作后，对存在风险、隐患登记、汇总并上报到负责人

处。风险及隐患整改、消除：该子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在进行

风险及隐患的统计后，首先对现存的风险及隐患确定等级，

然后根据风险、隐患等级确定整改的紧急程度，最后根据紧

急程度和整改方案进行风险及隐患的整改、消除。整改结果

上报——该子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根据风险及隐患的整改结果

上报系统，等待负责人审批，签字确认。复检——该子模块

的主要功能是对现存的风险及隐患进行整改后，再次进行有

针对性地检查。查看风险及隐患的等级，确保不会造成事故

的发生。

2.5  应急预案管理模块

在本文中将应急预案管理模块主要分成预案编写、应急

预案的评审与发布、预案培训、预案演练及预案实施五个子

模块，下面对各子模块功能进行说明：预案编写——该子模

块的主要功能包括预案的编辑、生成、审核、存档。预案培

训——该子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对预案中可能发生的应急措施

进行相关的培训预案演练：该子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根据预案

的编写内容进行专门专项的培训和演练，以防应急事件发生

后，可以有条不紊地不紊地进行处理。预案实施——该子模

块的主要功能是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应急事件，根据

应急事件的种类，紧急情况等实施相对应的应急方案。根据

上述应急预案管理流程可以将应急预案管理流程描述为：首

先，根据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国内外同行事故资料以及本

单位及周边区域已有的相关资料信息编制应急预案；其次，

进行应急预案评审工作，以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合理性

以及与实际情况的符合性；然后，评审合格后，由相关责任

签发，公布；接着对应急预案的内容进行培训、演练；最

后，对实施的结果公布并存档。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基于计算机信息技术平台的公路

工程管理系统应用并对其功能模块细致的划分，旨在为公

路工程管理提供一种辅助性的工具，保证施工全过程的管

理，但由于公路工程建设期的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全过程

的、全方位的、动态的工作，在实际的情况实施中需要考

虑的因素有许多，所以本文研究尚有不足之处，敬请各位

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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