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交通技术研究 4 卷 10 期

ISSN: 2661-3697(Print); 2661-3700(Online)

129

道路施工存在的质量问题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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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路施工是公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公路的安全和交通的畅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

道路施工中存在着许多质量问题，如路面平整度不够、路基稳定性不足、路面耐久性差等。这些问题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和安

全隐患的发生，严重影响公路的使用效能。因此，本文对道路施工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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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ad construction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highway development, and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directly affects road
safety and traffic flow. However, for various reasons, road construction encounters numerous quality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road
smoothness, inadequate subgrade stability, and poor pavement durability. These problems can lead to traffic accidents and safety
hazards, severely impacting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highway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quality issues in road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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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道路施工作为公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直是

公路安全和交通畅通的重要保障。然而，无论是在城市道路

建设，还是在农村公路建设中，道路施工质量问题一直存在，

给公路使用带来了安全和舒适度上的威胁，甚至造成了不可

挽回的损失。路面平整度不够、路基稳定性不足、路面耐久

性差等问题是道路施工过程中常见的质量问题，它们的存在

不仅会导致公路使用寿命缩短，也会对行车安全和乘客的乘

坐舒适度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这些质量问题也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公路维护成本，严重影响了公路使用效益。因此，

本文将对道路施工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

应的解决措施，旨在提高道路施工的质量，保障公路安全和

交通畅通。

一、道路施工存在的质量问题

1.1 路面平整度不够

在道路施工中，路面平整度是一个重要的质量指标，对

于保障行车安全和提高行车舒适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

而，由于道路施工过程中的疏漏或者人为原因，导致路面平

整度不够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容易导致车辆行驶过

程中出现颠簸，对车辆和乘客产生不良影响，同时还会增加

车辆损坏的风险。举例来说，如果在道路施工过程中，施工

人员没有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施工，或者使用了质量不达标的

材料，就很容易导致路面平整度不够的问题。当车辆行驶在

这样的路面上，会产生明显的颠簸和震动感，不仅会影响行

车的舒适性，还可能导致车辆的损坏和事故的发生[1]。例如，

路面平整度不够的区域可能会出现凸起或凹陷，如果车辆行

驶速度较快，就很容易导致轮胎爆胎、方向失控等情况的发

生，从而危及行车安全和乘客生命财产安全。

1.2 路基稳定性不足

路基稳定性是道路施工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质量指标，

它对于公路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足或者施工

材料的质量不好等原因，导致路基稳定性不足的情况时有发

生。这样的情况容易导致路基发生沉降或者路面出现龟裂，

严重影响公路的使用效能[2]。

路基稳定性不足通常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1）可能是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不够。在路基施工过

程中，如果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足，就很容易造成路基稳

定性不足的情况。例如，当施工人员没有按照规范要求进行

施工、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挖土填筑、没有进行充分的

夯实等操作时，都会导致路基稳定性不足。

（2）可能是施工材料的质量不好。如果选用了质量不

好的路基材料，或者材料在储存、运输、使用过程中出现了

问题，也会导致路基稳定性不足的情况。例如，如果路基材

料中掺杂了大量杂质，或者材料的密实度不够，都会导致路

基稳定性不足[3]。

（3）可能是施工管理不当。如果施工管理不当，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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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路基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例如，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施

工监督和检查、没有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施工记录和档案管理

等，都会导致路基稳定性不足的情况。

1.3 路面耐久性差

路面的耐久性是公路使用寿命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对于

减少公路维护成本和提高公路使用效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然而，在道路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材料的选择、施工

质量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路面的耐久性较差，使得公路使

用寿命大大降低。

路面耐久性差通常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1）可能是施工材料的选择不当。在选择路面材料时，

如果没有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材料，或者使用了劣质材

料，就会导致路面的耐久性不足[4]。例如，如果选择了没有

经过足够耐久性测试的路面材料，或者材料中掺杂了大量杂

质，都会导致路面的耐久性不足。

（2）可能是施工质量不高。在道路施工过程中，如果

施工质量不高，就会导致路面的耐久性较差。例如，如果施

工人员没有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施工、没有进行充分的夯实等

操作，都会导致路面的耐久性不足。

（3）可能是施工管理不当。如果施工管理不当，就会

导致路面的耐久性不足。例如，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施工监

督和检查、没有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施工记录和档案管理等，

都会导致路面的耐久性不足。

二、解决措施

2.1 加强监管和检查

加强监管和检查是确保道路施工质量的关键步骤。针对

道路施工中的质量问题，相关部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完善的

监管体系，包括建立监管部门、制定监管规范和标准、开展

监督检查等措施，确保监管工作有序开展。

（2）加强施工过程的监管和检查。监管部门应该对道

路施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全程监管，加强对施工现场的

巡查和监督检查，发现质量问题及时纠正。同时，还应该对

施工企业和施工人员进行管理和考核，对违规行为进行惩处，

以达到强化监管和检查的效果[5]。

（3）建立施工档案和质量追溯制度。监管部门应该建

立施工档案和质量追溯制度，记录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数据和

施工质量信息，并定期进行评估和检查。这样可以有效地监

督和检查施工质量，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提高道路施工的

质量和安全性[6]。

2.2 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

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是提高道路施工质量的重要

措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完善的

培训体系，包括制定培训计划、开展技能培训、组织考试和

评估等。通过不断提高施工人员的技能水平，提高施工人员

的工作能力和质量水平。

（2）提供有效的培训内容。相关部门应该制定符合实

际需求的培训内容，包括施工规范、安全标准、工作流程和

技能培训等方面。同时，应该采用多种培训方式，如在线培

训、实地培训、模拟演练等，以确保培训效果。

（3）加强考核和评估。相关部门应该对施工人员进行

定期考核和评估，以评价施工人员的技能水平和质量水平。

同时，对考核结果进行奖惩，并建立施工人员信用评价制度，

以鼓励施工人员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水平[7]。

2.3 优化施工材料的选择

优化施工材料的选择是提高道路施工质量的重要措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完善的标准体系。相关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

标准和规范，规定施工材料的质量要求和使用要求，并对使

用的施工材料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管。

（2）优化施工材料的选择。施工材料的选择应该根据

实际需要和使用环境，选择质量优良、性能稳定的材料，例

如优质水泥、钢筋等材料，以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要求。

（3）加强施工材料的检查和质量管理。相关部门应该

加强对施工材料的检查和质量管理，确保施工材料的质量符

合要求，并建立相应的质量追溯体系，对施工材料的来源和

使用情况进行记录和追溯。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优化施工材料的选择，提高

施工材料的质量和稳定性，保证道路施工的质量和安全性。

2.4 加强施工管理

加强施工管理是保证道路施工质量的重要措施。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完善的

施工管理制度，包括施工流程、管理规范、安全标准等，确

保施工过程规范有序，施工质量符合要求。

（2）加强施工现场管理。施工现场是道路施工质量的

重要环节，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管理和监督，包

括人员管理、施工流程管理、材料管理等方面。通过对施工

现场的全程监管，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要求[8]。

（3）加强施工质量的检查和评估。相关部门应该定期

对道路施工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并

建立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对施工质量进行全过程的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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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2.5 建立激励机制

建立激励机制是提高道路施工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通

过对符合要求的道路施工企业进行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企

业进行处罚，可以鼓励企业提高道路施工质量，减少质量问

题的出现。

对于符合要求的道路施工企业，可以给予表扬和奖励，

例如在评选“道路施工质量优秀企业”时，对表现优异的企

业进行奖励和认可，以激励企业积极开展优质道路施工。同

时，也可以在相关政策和财政支持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以

帮助企业提高施工质量[9]。对于不符合要求的道路施工企业，

可以进行处罚和惩戒。例如，在道路施工过程中，如果发现

质量问题，可以要求企业进行整改，并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复

查，对于无法达到要求的企业，可以进行处罚和惩戒，例如

罚款、暂停合同等。

建立激励机制可以激发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企业提高道

路施工质量，从而减少质量问题的出现。同时，也可以对市

场进行引导，鼓励企业在道路施工方面注重质量和效益，为

公路建设和交通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2.6 加强科学管理

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加强科学管理：

2.6.1 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相关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包括施工流程、管

理规范、安全标准等，确保施工过程规范有序，施工质量符

合要求。同时，要及时更新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

求和技术发展。

2.6.2 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通过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管理和监督，包括人员管理、施

工流程管理、材料管理等方面，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要求。同

时，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减少事故的发生。

2.6.3 引入先进技术和设备

现代化的施工技术和设备可以大大提高道路施工的效

率和质量，如数字化技术可以减少人为因素和提高施工精度，

从而保障道路施工质量。

2.6.4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素质，是保证道路施工质量

的重要保障。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要求。

2.6.5 加强质量监督和评估

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道路施工质量的监督和评估，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建立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对施工质量

进行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同时，要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监督，

加大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施工企业的诚信意识[10]。

三、结论

综上所述，道路施工质量问题是公路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本文对道路施工中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路

面平整度不够、路基稳定性不足、路面耐久性差等方面。为

了保障公路安全和交通畅通，我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包括

加强监管和检查、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优化施工材料

的选择、加强施工管理等方面。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才

能保证道路施工质量符合要求，实现公路的安全和高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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