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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根据农村公路建设的特点，论述了健全农村公路质量监控网络的重要性，详细阐述了在农村公路建设中完善

政府监督、社会监理、企业自检三级质量保证体系的具体实施措施、工程质量控制方法和控制要点。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highwa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perfecting the 
rural highway quality monitoring network, and expounds in detail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engineering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and control points of perfecting the three-leve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social supervision and 

enterprise self inspection in rural highwa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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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公路建设的特点是项目多、分布散、涉及面广、技

术标准低、资金缺口大、基层和一线技术力量比较薄弱、工

程管理难度较大。要确保农村公路建设质量，把农村公路建

设成民心工程、阳光工程、精品工程，必须健全质量监管网

络，完善政府监督、工程监理、企业自检的三级质量保证体

系，抓好工程实施过程中质量控制的各个监管环节。

2 加强监督队伍建设，确保监督工作实效
2.1 充实监督人员，完善监督机制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分散、零散，规模空前庞大，工期紧

迫，情况复杂，管理难度大，原有监督人员远远不能满足监

督工作的需要。要确保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就必须加强监

督队伍建设，本着人员精干、务实高效的原则，聘任施工和

监理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到监督队伍中。

2.2 加强监督人员培训，提高监督人员素质
必须加强监督人员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特别是对新标

准、新规范、新规程和政策法规的培训，使其熟练掌握有关

农村公路建设规范、标准和上级文件指示精神，熟悉质量监

督业务，不断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专业技能和现场处理问

题的能力。

2.3 加大监督力度，确保监督实效
成立专职工程质量巡视检查组，定期对在建项目巡视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下发工程质量监督整改通知单，施工单

位整改后，监督人员跟踪复查，确保把工程隐患消灭在萌芽

状态；加强对原材料的抽查检测，不合格的材料不得进场使

用；对工程的重点部位、隐蔽工程和关键工序跟踪检测，旁

站监督；加强对分项工程和竣工项目的质量检测控制，在进

行质量鉴定时，以数据为准，坚持标准、严格评定、实事求

是，在平时施工抽查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做出质量鉴定，

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性 [1]。

3 突抓监理队伍建设，提高监理人员素质
施工监理是工程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监理工作开展得

好与差，直接影响到工程质量的优劣。因此，必须抓好农村

公路监理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监理人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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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强监理队伍建设，形成监理网络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分散，资金紧张，实行社会监理比较

困难，为确保农村公路建设质量，必须加强县级农村公路监

理处建设。监理处人员主要由县级交通主管部门工程技术人

员组成，技术人员不足的，可聘请政治素质高、业务素质强、

施工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缓解工程量过大、监理人员

严重不足的矛盾。

3.2 加强监理人员培训，提高监理人员素质
要做好监理工作，监理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

必须加强监理人员特别是乡镇监理组现场监理人员的业务

培训，使广大工程监理人员掌握农村公路建设技术标准和施

工质量控制方法，熟悉监理程序，明确自己的职责，提高专

业技能，考核合格后，配发给《农村公路建设现场监理员证》，

并签订《工程质量责任状》，持证上岗，明确分工，分片包

干，责任到人，使监理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

消除隐患。

4 选好施工队伍，建立自检体系
施工单位必须成立有技术负责人牵头的工程质量自检小

组，根据工程规模和合同要求建立工地试验室，配备足够的

仪器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使企业自检工作能够及时到位、

准确可靠，确保干一项合格一项。对自检体系不健全，人员、

机械设备无法满足施工要求的施工单位，不允许开工。对技

术力量薄弱、管理混乱、施工质量较差，多次督促整改而仍

无改进的施工单位，坚决清除出场。

5 强化工程试验检测，掌握质量控制要点
5.1 注重工程试验，强化质量检测 

工程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质量控制，要搞好质量控制，必

须加强质量检测，做好工程试验，对各项工程质量的评定，

以试验为依据，用数据来说话。

5.1.1 加强监理处中心试验室建设
由于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分散、零散，有些项目施工单位无

法建立工地试验室，为做好质量检测工作，加强工程质量控制，

必须加强县级监理处中心试验室建设，加大人员和试验设备投

入。监理处试验室试验人员一般不少 5 人，试验室主任必须具

有试验检测工程师执业资格，其他试验人员必须经过正规的工

程试验检测培训并考核合格。试验设备配备一般应达到丙级试

验室标准，并能满足农村公路试验检测的需要 [2]。

5.1.2 加大试验检测力度，确保工程质量
认真做好路基土工击实试验，确定最佳含水量和最大干

密度，做好路面基层、沥青路面面层混合料击实试验，确定

混合料的最佳级配和最大干密度，做好水泥混凝土路面配合

比设计等前期各项工程试验。对路基压实度，路面基层的强

度、厚度，沥青面层的厚度、密实度、油石比，水泥混凝土

路面的配合比、厚度等控制指标，严格按照规定的抽检频率

抽查检测；对各项工程的重点部位、关键工序、隐蔽工程（如

桥梁灌注桩工程）进行跟班检测，旁站监理。发现不合格部

位坚决推倒重来，决不姑息迁就，确保工程质量。

5.2 农村公路工程质量控制要点

5.2.1 路基工程质量控制要点
路基填筑必须使用合格材料，严禁使用生活垃圾和腐殖

土。路基填筑前，对填筑材料必须进行标准击实试验，确定

其最佳含水量和最大干密度。路基填筑必须分层填筑，分层

碾压；严格控制含水量和摊铺厚度，并逐层检查压实度。

5.2.2 路面基层质量控制要点
基层、底基层施工时必须保证计量准确，拌和均匀，保

证厚度，并在最佳含水量下进行碾压，使其达到最大干密度；

路拦法施工时，必须保证拌和深度，不得留有夹层；基层完

成后要及时养生，控制交通。

5.2.3 路面面层质量控制要点
路面面层施工质量应突出强调强度、均匀性及耐久性的

质量管理。当采用沥青碎石或沥青混凝土路面时，要严格控

制材料配比和沥青用量；严格控制沥青混合料的拌和温度、

摊铺温度和碾压温度；通过试验路段，选择合理的压路机组

合方式及碾压步骤，以达到最佳压实结果。采用水泥混凝土

路面时，应加强配合比、水泥用量、拌和、养生、切缝、灌

缝的质量控制。

5.2.4 桥涵结构物工程质量控制要点
加强原材料控制，不合格的材料不得进场使用。加强水

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制备、运输、浇筑的质量控制；混凝

土制备必须以重量法计量，保证振捣、养生质量。模板应有

足够的强度、平整度，支撑牢固不漏浆；钢筋直径、数量、

间距，钢筋加工、焊接、使用焊条质量均应满足规范规定。

对钻孔灌注桩基础等隐蔽工程，梁板、桥面浇筑、预应力结

构张拉等关键工序，要实施跟踪监理，全方位、全过程旁站 [3]。

6 结语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分散，涉及面广，资金紧张，技术标

准低，一线技术力量薄弱，但质量要求不能降低，因此必须

加强质量控制，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健全质量监管网络。同

时，农村公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工程，需要各级政

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所以在建设过程

中，要依靠各级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形成上下联动、齐抓

共管的良好局面，确保农村公路建设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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