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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养护工程管理要点及强化路径

□  郑   杰

[摘   要] 基于当前道路养护工程中存在道路养护工程监管不到位、道路挖掘前后容易出现拥堵、道路养护机制不够合理、缺乏高水平
的道路养护团队等问题，提出在道路养护过程中加大监管的力度、制定合理的道路挖掘修复方案、建立健全我国当前的道路养护管理
机制、强化道路维护施工材料检验、提升道路工程养护团队水平等改进措施。通过科学有效的办法合理提高我国的道路养护体系，推
动我国的经济实现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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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路工程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设施之一，因

此道路建设以及养护十分重要。道路损坏再修会耗费更
多的人力财力，因此要在早期进行道路养护，延长道路
的使用寿命。提高施工人员的职业素养，加强不同人群
的思想教育，有助于实现道路的健康发展，这也是道路
养护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2  道路养护概述
2.1  道路养护的意义
近 几 年 ， 随 着 我 国 经 济 的 不 断 增 长 ， 车 辆 不 断

增多，人们对于道路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在车辆的
反 复 使 用 下 ， 道 路 往 往 容 易 出 现 损 坏 ， 自 然 灾 害 的
侵 蚀 也 会 让 道 路 受 到 一 定 的 损 坏 ， 损 坏 后 重 新 修 建
道路往往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但是如果可以提
前对道路进行养护，有助于避免道路路面过早出现损
坏，提高道路的质量，延长道路使用寿命，避免不必
要资金的使用，降低道路使用成本。事实上，对于道
路的养护，可以有效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从古
至今人们的出行和道路都分不开关系，道路养护如果
有偏差，那么会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因此养护道路可以有效避免因为道路损坏而发生的交
通事故，确保行人安全。定期开展道路养护工作，可
有效掌握道路的具体情况，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对道
路出现的问题进行改进，也可以提高道路的质量[1]。

2.2  道路养护的类别
针对道路养护工程而言，其常见养护方法分为预防

性养护、矫正性养护、应急性养护三种。其中，预防性

养护作为一种积极的养护方式，能够在道路结构强度足
够且只有表面功能衰退的情况下，有效恢复路面原来的
服务功能、承载能力，进而满足行车的需求。矫正性养
护是指在路段已经出现明显病害或丧失服务功能时所采
用的功能性、结构性的修理措施。应急性养护也是一种
被动的养护方式，是当路段发生突发状况时采取的主要
养护措施，一般运用于道路抢险、抢修、掘路修复等病
害工程。

3  道路养护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道路养护工程监管不到位
当前我国的道路工程数量较多，但是不够全面合理

的监管，导致一些偏远地区的监管不到位，出现“豆腐
渣工程”。当前我国发展较快，体制机制和监管力度都
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在道路养护的施工过程中，往往
会有施工者在施工的时候偷懒延长工期，也会有施工者
使用不达标的材料，从中谋取不正当利润。在最后进行
验收的时候，还会出现施工方贿赂验收人员或者是验收
人员的综合素养较低的情况，这些都会导致建筑市场出
现混乱，使道路的安全不能得到保障。由于当前对道路
养护工程的监管不到位，很多时候验收工作不能够严格
完成，走形式主义，导致道路在养护后依旧很快出现毁
损，对人们的出行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由于对于道路
养护的监管不到位，才造成了这一现象的产生[2]。

3.2  道路挖掘、恢复期容易导致拥堵
在城市建设中，道路的维修很重要，但是挖掘会让

道路看起来不那么整齐，影响视野，影响城市面貌。道
路挖掘时也会造成交通堵塞，道路在挖掘前需要先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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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的部分围起来进行施工，挖掘结束后恢复时也要围
起来避免车辆通过，在上下班高峰期，挖掘部分的道路
就很容易造成拥堵，导致行人的出行不便[3]。

3.3  当前道路养护机制不够合理
当前我国的公路养护管理机制还是陈旧的管理机

制，大部分是采用事业型养护，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迅
速发展，这种机制很难适应现如今的社会发展，市场的
参与程度较低，对于当前道路养护管理还是比较不科学
的。由于各个地区道路的具体情况不同，对于当前统一
的道路养护机制，不是所有的道路都适用，因此不灵活
的机制导致了道路在养护施工中容易出现阻碍，不利于
推动道路养护工程的进度。

3.4  缺乏高水平的道路养护团队
高水平的道路养护团队能够及时发现道路问题，

有效解决道路中的病害，并通过运用各种施工机械做好
道路维修养护工作。然而，纵观我国现阶段的道路养护
情况，存在道路养护团队缺乏、道路养护人员管理意识
弱、养护技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道路的养护工作
难以正常开展。除此之外，道路养护团队管理能力低下
也是导致团队专业水平不高的关键原因。部分施工单位
在进行道路养护人员招聘时，往往只招聘低价的农民
工，并且没有对其进行专业的培训，无法发挥道路养护
的真正作用。

4  常见道路养护措施
4.1  灌缝
经过长时间的使用，道路往往会产生不同程度的

反射裂缝，不均匀沉降、荷载过大、温度变化而产生的
裂缝都是常见的反射裂缝。路面一旦出现裂缝，车辆的
通行、雨水冲刷都会导致路面的沥青和集料被侵蚀，长
此以往还会对路基造成损害。因此，为了避免裂缝的扩
大，养护人员需要先将裂缝中的积水用细管排出，再运
用与路面相同配比的沥青进行填缝，这就是灌缝操作。

4.2  就地热补
当某一路段的局部出现了裂缝、松散、龟裂、沉

塘等问题，一般采用就地热补方法：首先将破损区域的
旧沥青全部剔除，然后将热沥青混合料填入破损部位并
进行压实。该方法还适用于冷接缝中，由于冷热相同的
沥青调补后极容易留下缝隙，因此需要保障碾压工作落
到实处，避免道路该部位再次受损。现阶段，就地热补
有了新的方式，即红外线养护修补法，其通过红外线设
备，对破损路面进行快速修补，有效减少了施工量，提
高了施工效率，同时也降低了沥青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3  稀浆封层
稀浆封层作为一种被广泛运用的封层技术，其能够

有效解决道路出现裂缝的问题，同时还能高效提升道路
的平整度以及增强防水、防磨、防滑等性能。

4.4  道路再生密封
交通压力较大的路段容易受到交通荷载与温度膨胀

的作用，加剧沥青的老化、油脂的碳化胶质，致使道路
的各项指标都呈现下降趋势。在这一情况下，养护人员
需要采取道路再生密封技术来对沥青路面进行养护，
以达到补充油质、增加沥青活性的作用，从而提高道
路功能。

5  强化道路养护工程管理的路径
5.1  在道路养护过程中加大监管力度
面对当前监管力度较弱的情况，施工单位应该加强

监管，不断反思，制定新的方案解决问题才能有助于道
路养护的发展。施工单位在道路养护前应该先制定符合
当前发展的道路养护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中，也要加
强施工期间的管理，避免出现投机取巧，既要保证施工
工期的顺利完成，也要保证施工质量过关，只有过硬的质
量才能为施工单位取得更好的口碑。在验收的时候，注重
对验收人员及验收过程的监督，避免出现贿赂情况，同时
要提升验收人员和施工人员的专业知识，保证施工工作
的顺利开展和施工结束时的顺利验收。

5.2  制定科学合理的挖掘修复方案
尽量避免道路挖掘，如果出现必须挖掘道路的情

况，为了方便车辆和行人，在施工前要先确定场地再进
行挖掘，用石灰粉在施工现场进行标记确定场地的范
围。在确定开挖的范围之后，可以拆除挡土墙，在这个
过程中，要不断用水进行冲压，可以有效控制施工现场
扬尘污染。在确定施工方案后，发布公告让人们知道这
一段时间哪里修路，让人们避开这一段路，减轻交通拥
堵的压力，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5.3  建立健全道路养护管理机制
当前道路养护的机制是属于事业型的管理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有助于道路工程的稳定性，但是会造
成道路养护行业缺少竞争，导致施工单位毫无竞争压力
且缺少对道路养护质量的追求。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
展，应改变一成不变的道路养护管理机制，根据不同地
区的不同情况，建立符合这一地区的道路养护管理机
制，提高施工单位的竞争意识，让施工单位在合理健全
的机制下良性竞争。这有助于提高道路养护的质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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