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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交通网络的不断扩展,道路工程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

其施工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此,本文以天骄路道路工程施工为例,针对其施工管理展开分析,以

期为道路工程施工和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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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oa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Taking Tianjiao Road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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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ransportation network, road 

engineering, as a key componen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it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Tianjiao Road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it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s for roa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fiel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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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道路工程而言,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改善交通条件以及提升城市功能方面具有

重要价值。但是由于当下道路工程具有投资大、周期长、涉及

专业多与现场环境复杂等特点,导致施工过程中需要面临诸多

挑战,比如,工期延误、成本超支和质量不达标等问题。在这一

背景下,加强道路工程施工管理显得尤为重要。科学、系统的工

程管理不但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工程质量与安全,

而且还能有效控制项目进度与成本,实现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

展。因此,针对道路工程施工管理展开分析,具有一定理论和实

践意义。 

1 工程概况与施工管理难点分析 

1.1天骄路道路工程概况 

天骄路道路工程位于上海临港新片区,属城市支路标准,包

含道路、雨污水管道以及管涵三大主体工程,具有结构复杂、工

期紧张的特点。其核心工程参数如下表1所示。 

1.2施工管理难点与挑战 

天骄路道路工程受地质条件、气候环境以及多专业交叉影

响,施工管理面临诸多核心难点,详细如下表2所示。 

2 施工组织设计与资源配置管理措施 

表1  天骄路道路工程概况 

工程要素 具体内容

地理位置与范围 南起沧海路,北至万水路,全长908.24m,道路设计为城市支路标准,规划红线宽 24m。

道路工程结构

机动车道厚64.6cm(含 SMA-13细粒式沥青、AC-25C粗粒式沥青、水泥稳定碎石等)；

人行道总厚29cm。

雨污水管线工程 雨水管总长1257m,污水管总长 805m；窨井共89座。

管涵工程 管涵总长34m,并排4条D1000钢筋砼管,采用C25砼基础。

工期目标 计划工期115日历天(2020年 2月 11日开工,2020年6月5日完工)。

 

2.1构建施工管理体系  

整个工程采用三级管理体系,通过组织架构优化与责任分

工确保施工高效推进。首先在公司层面,由工程副总经理牵头组

建工程管理小组,以此来统筹技术、资金与资源保障。而项目部

由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以及安全员构成核心团队,主要负责现

场协调与质量监督。另外还下设道路、排水、管涵三支专业施

工队,依据工序实施分工作业。工程施工队伍秉持“分工明确、

责任到人”原则来开展相关工作,在这其中,道路队负责路基填

筑、基层及面层摊铺；排水队承担雨污水管道开挖、安装及闭

水试验；管涵队专项处理涵管施工与河浜回填。对于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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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周例会制度,着重协调管线交叉施工矛盾,优先突击关键段

落,动态调整施工节奏,以规避工序冲突。同时还通过三级联动

与责任细化,形成了覆盖全流程的标准化管理体系[1]。 

表2  施工管理难点与挑战 

难点类别 具体挑战

地质与环境限制 砂性土质需钢板桩支护与井点降水；施工范围内存在堆土、

绿化搬迁及地下管线交叉风险。

雨季施工压力 计划工期涵盖雨季(2020年 3-5月),需防积水、塌方,并确保

排水系统通畅。

多专业交叉协调 道路、管道、管涵同步施工,需协调土方回填、管线安装与路

基压实工序,避免返工。

交通与环保限制 施工区域临近主干道,需维持临时交通便道；需控制扬尘、污

水排放以满足文明施工要求。

施工区域临近主干道,需维持临时交通便道；需控

制扬尘、污水排放以满足文明施工要求。

道路压实度(≥95%)、沥青面层平整度(δ≤2.0)、管道闭水

试验等指标需严格达标；深基坑作业安全风险高。

 

2.2优化施工资源配置 

为实现工期目标,工程通过科学规划与动态调配实现资源

高效利用。在临时设施领域,租用红线外场地搭建办公生活区,

并沿道路东侧铺设DN50临时供水管线,同时架设三相五线制配

电系统,另外在每百米还设置标准化配电箱,且配备150kW柴油

发电机应对突发停电。而对机械配置,主要按工序需求实施差异

化部署,即：道路工程,投入摊铺机、压路机以及沥青拌和设备；

管道工程则采用挖掘机、吊车及井点降水设备。对于劳动力管

理,采取弹性调配措施,土方阶段以机械操作为主,管道安装则

以技术工人为核心,各项施工前会开展安全与技能专项培训。针

对材料方面,采取严格的分级管控,水泥稳定碎石、沥青混凝土

采用资质合规厂家商品供应,管材、窨井盖按施工进度分批进场,

避免现场堆积。通过资源整合与动态监控,形成了“设施-机械-

人力-材料”四位一体的管理保障体系。 

3 施工进度控制与动态调整策略 

3.1进度计划编制与实施 

由于工程总工期为115天,所以采取分段施工与关键节点

控制实现进度精细化管控。依据施工部署,整个工程划分为六

个阶段： 

第一,施工准备(2020年2月11日—28日)； 

第二,管涵及河浜回填(2月25日—3月15日)； 

第三,雨污水管线施工(3月1日—5月15日)； 

第四,道路相关管线协调(4月15日—5月15日)； 

第五,道路主体施工(4月10日—6月5日)； 

第六,竣工清理(6月5日—20日)； 

基于雨污水管线施工与道路基层铺筑是关键路径,需通过

南、北、管涵三段流水作业缓解工期压力。另外在施工过程中,

测量组每日复核轴线与标高,技术组动态优化工序衔接,以确保

各阶段按计划推进。 

3.2进度保障措施 

为更好地应对施工中的不确定性,工程采用了工艺优化、资

源调配与实时监控相结合的综合保障策略。首先在工艺技术上,

优先采用厂拌水泥稳定碎石、商品沥青混凝土等成熟工法,以此

来减少现场作业时间。而针对雨污水管道施工,采用了“开槽埋

管-井点降水-钢板桩支护”标准化流程,助力效率提升。对于资

源配置,机械按“一用一备”原则进行部署,而劳动力实行弹性

调配,同时在高峰期增加技术工人。监控层面,利用周例会分析

进度偏差,采用“关键线路法”动态调整非关键工序资源投入,

例如,将管线回填与路基施工交叉进行,避免机械闲置[2]。 

3.3雨季施工应对方案 

上海地区的3-5月为雨季,为更好地解决雨季施工的诸多困

难,工程采取“防、排、避”三位一体应对策略,具体策略如下

表3所示。 

表3  雨季施工应对方案 

应对层面 具体方法

防汛准备

1组建专职防汛队,储备沙袋、抽水泵等物资。

2加固临时围挡、电杆等设施,防止倒塌风险。

排水系统强化

1沿道路两侧设置底宽1m、深0.8m 的排水明沟,接入现况河浜。

2沟槽内每30m设集水井,配置2寸水泵强制排水。

工序动态调整

1暴雨预警时暂停土方开挖与混凝土浇筑。

2优先进行管涵闭水试验、窨井砌筑等室内作业。

3雨后排查翻浆路基,采用砾石砂换填处理。

 

4 质量管理体系与技术控制要点 

4.1质量管理目标与组织体系 

工程以“创优良工程”为管理核心,为保障质量,针对性地

构建了“公司-项目部-班组”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公司层面主

要制定质量目标,比如,验收合格率100%、无重大质量事故等,

同时监督资金与技术资源投入。而项目部则设立专职质检组,

主要负责编制分项工程质量控制计划,明确道路压实度、管道闭

水试验等关键指标。施工班组负责落实“三检制度”,即：自检、

互检和专检,每日详细记录工序质量数据。对于材料管理,严格

实行“进场复验-分类标识-追溯管理”流程,对于水泥、沥青等

主材需要提供出厂合格证及第三方检测报告,任何材料的相关

指标不合格都一律退场处理。通过目标分解与责任绑定,形成全

员参与的质量管理网络。 

4.2过程控制与工艺规范 

工程主要通过标准化工艺文件与动态监控保障施工质量。在

道路工程中,路基施工执行“分层回填-机械碾压-密实度检测”

的标准化流程,而管道安装实行“轴线复核-接口密封-闭水验

收”三步控制法。面对雨季施工等特殊工况,工程专门制定了专

项工艺预案,比如,水泥稳定碎石摊铺遇雨立即覆盖防雨布,雨

后复测基层含水率。另外项目部每周定时召开质量分析会,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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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翻浆、管道渗漏等典型问题,实施技术交底与工艺优化,以

保障施工全程可控[3]。 

4.3质量监控与验收机制 

工程采用“试验检测-资料归档-第三方验证”全链条监控

手段。对于试验管理方面,设立现场试验室,并按规范开展路基

压实度、混凝土试块以及沥青混合料等检测,同时相关数据会实

时录入信息化平台。而针对资料的管理,则实行“一工序一档案”,

其中涵盖材料合格证、施工日志和检测报告等,保证可追溯性。

在竣工验收阶段,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道路弯沉值、管道闭水

效果等关键指标进行复测,并将结果与施工方数据交叉比对。基

于这种内部管控与外部验证结合,有效实现了质量管理闭环。 

5 安全管理与文明施工路径 

5.1建立安全管理机制 

工程以“零事故”为目标,通过“责任-制度-教育”三位一

体的机制来落实安全管理工作。项目部明确项目经理为安全第

一责任人,并下设专职安全员全程监督高风险作业。特种作业人

员需持证上岗,同时在施工前还需通过安全交底与实操考核。对

于安全制度层面,专门制定了《施工现场安全操作规程》,要求

工作人员每日针对机械接地保护、临时用电线路实施岗前检查,

另外每周组织全员安全培训并记录台账。针对雨季、夜间施工

等特殊场景,专门设立防汛应急小组与照明巡查机制,保证安全

管理全覆盖[4]。利用责任绑定与制度约束,形成了“人人管安全、

层层抓落实”的安全管理格局。 

5.2防控施工现场风险 

针对高危环节,工程采取分级管控。例如,沟槽开挖深度超

2.5m时,采用钢板桩支护并设置防护栏杆,同时每日由安全员

检查支撑稳定性。而对机电设备实行“一机一闸一箱”制,定

期检测接地电阻与绝缘性能,在暴雨后,需经过重新验收才可

启用。在临时用电管理方面,严格执行三相五线制,每个配电箱

编号对应供电回路,电缆架空高度不低于2.5m。面对地下管线交

叉风险,施工前会通过物探与人工开样洞双重确认位置,当管线

暴露后,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并派专人监护。此外,还建立了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配置急救物资并开展季度演练,确保突发情况

下快速响应。 

5.3落实文明施工与环保管理 

工程通过标准化措施来落实绿色施工。为应对施工扬尘,

针对土方作业区配备了专门洒水车,对于易扬尘材料采用封闭

式运输。对于噪声方面的管理,针对性地采用低噪音设备,夜间

施工需提前报批并公示。废弃物实行分类回收,建筑垃圾集中堆

放并覆盖防尘网,污水经沉淀池过滤后排入市政管网[5]。现场交

通管理方面,设置钢板便道保障车辆通行,围挡外侧张贴工程信

息与安全标语,减少对周边居民干扰。除此之外,工程还通过文

明施工考评制度来激励班组落实环保措施,最终使得工程获评

上海市“文明标化工地”。 

6 成效分析与经验总结 

6.1天骄路道路施工管理成效 

天骄路道路工程通过系统性管理实现“进度-质量-安全”

三大核心目标。首先在工期方面,实际施工周期严格控制在115

日历天内,各阶段节点均按计划完成,未出现因协调不力导致的

延误。而在质量方面,根据质量验收结果显示,各方面均无质量

问题。安全层面,整个施工生命周期未发生伤亡或机械事故,此

外,文明施工措施还通过上海市“文明标化工地”验收,充分印

证了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6.2经验总结与优化方向 

本工程的核心管理经验可归纳为三点： 

(1)结合分段流水作业与动态资源调配来化解工期压力。 

(2)依托“三检制”与第三方检测结合的质量双控机制,确

保质量严格达标。 

(3)建立“责任-制度-教育”三位一体安全体系,实现有效

风险防控。 

未来类似工程可探索BIM技术辅助管线碰撞检查,并优化物

资储备预警机制,进一步提升管理效能。   

7 结束语 

总而言之,道路工程是城市发展的动脉,它的施工管理水平

高低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进度及安全。本研究通过对天骄路

施工管理的深入剖析,有效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做法。这不仅为提

升道路工程施工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路径,同时也为

类似项目的施工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和思路。未来,通过对

该领域的更深入的研究,有望进一步推动道路工程施工管理水

平的提升,为构建更加安全、高效、环保的交通网络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博.市政道路工程施工阶段的成本控制与管理[J].现

代企业,2025(1):21-23. 

[2]陈荣鹏.市政道路工程施工现场质量管理的策略研究[J].

门窗,2025(6):163-165. 

[3]王浩,柳子尧,刘鹏.城市道路交通工程施工质量控制分

析[J].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工业A,2025(2):102-105. 

[4]唐均.道路工程施工质量缺陷的预防和处理分析[J].中

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工业A,2025(1):165-168. 

[5]陈志良.市政道路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研究[J].中文科技

期刊数据库(引文版)工程技术,2025(1):069-072. 

作者简介： 

张晓峰(1987--),男,汉族,上海人,上海临港现代物流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工程师,从事开发建设目前是现场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