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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城市的建筑面积在持续地扩张和提高，而在此过程中，交通工程也在持续地增加。但是，在

市政道路工程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会出现某些施工上的不足，从而对市政道路的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如果要确保城市的持

续发展，那么必须加强对市政道路的检测控制，对市政道路工程的施工质量进行严密监督。城市道路拥有施工周期长、涉及

范围广等特性，要想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就可以选择一种合适的实验检测技术，从而避免出现一些普遍存在的施工质

量问题。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construction area of the city is continuously expanding and improving, and 
in this process, the traffic engineering is also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municipal road 

projects, there will be some construction deficiencies, which will adverse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municipal roads. If we want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n we must strengthen the inspection and control of municipal roads and closely supervis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municipal road projects. Urban road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 construction cycles and wide 

coverage. In order to conduct deeper research on them, a suitable experimental detection technology can be selected to avoid some 

common construction qualit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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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市政道路工程的检测工作，其工作的内容是以设计参数

为依据，来对施工质量进行控制，并提供工程质量验收数据，

制定维护管理方案等。检测的内容包括工程材料、结构、性

能等方面，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和规定，对数据进行收集、

分析、处理和评价，从而生成一份数据资料，为市政道路工

程施工进程提供数据借鉴。市政道路工程检测结果将对市政

道路施工进度、质量和收益产生重要影响。市政道路工程检

测中可以让各个参与方对工程施工质量有更好的了解，可以

积极地发现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及

时解决，以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

2 市政道路施工的特点简述
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市政道路工程是由国家投资施工的，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由于施工给市民带来的冲击，政府

对工程工期会提出比较苛刻的要求，所以，施工队伍需要在

一定的期限之内将其施工完毕。所以，对施工队伍来说，他

们在收到工程之后，就要立刻开始进行规划，并尽快地进

行施工，这使得他们的前期工作和施工周期都比较短，这就

难免会出现很多问题。施工市政道路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

人口密集的区域，所以，在狭窄工地上进行拆除是无法回避

的，这不但会对施工进程造成影响，还会对交通造成一定干

扰，从而加大对工程质量的控制，还会对工程进程造成不良 

影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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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政道路工程检测的作用
在市政道路施工中，进行工程检测是非常重要的，其具

体体现为：首先，市政道路工程检测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所

使用的材料满足道路施工的要求。为了提高市政道路的整体

质量，需要对道路原料进行科学、合理检测，这是提高道路

质量的前提。唯有确保检测工作顺畅，才能确保对工程质量

进行有效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工程质量问题。其次，在市

政道路上进行检测，能够大大节约施工资金。伴随着科技的

发展，各种新材料和新工艺层出不穷，将其运用到检测中，

可以降低各种成本，为建筑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最后，在

进行检测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对工程进行全方位控制，在施

工过程中，可以对工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

的改进方案，提高道路质量。

4 市政道路工程检测存在的问题
4.1 检测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市政道路施工质量有

了很大提升，各种管理体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从实践来看，

尽管检测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仍有一些改进的余

地。有些中小型市政道路工程施工单位，在承接当地的道路

施工工程时，由于检测面管理制度不健全，因此，现场管理

人员对各个工作的控制并不严密，很可能会造成最后的检测

结果出现偏差 [2]。如果不健全市政道路检测管理体系，就会

造成工作不能按照程序进行，如果将有问题的物质运用到市

政道路工程中，那么必然会使市政道路工程质量下降，出现

较大的问题还会引发二次施工、返工，这不但会拖延时间，

还会造成资源浪费，使市政道路工程不能按时完成。

4.2 检测设备存在问题
在市政道路的检测过程中，许多检测机构对检测设备的

关注不够，没有主动进行检测设备配备。使用优良的检测设

备，可以节省原料、能源和人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费用。

市政道路工程检测工作的开展需要高精度、高性能的设备支

撑，如果不及时更新和购置新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将会造成

较大的成本。很多市政道路的检测机构所用的设备比较陈

旧，不能与新情况下的检测相匹配。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检

测部门没有对检测设备进行全面运用的情况。

5 市政道路工程检测方法
5.1 超声波检测技术

在对市政道路进行的检测过程中，经常会使用到超声波

检测技术，这种技术主要是对超声脉冲传播速度、波幅、

主频率等参数进行测量和分析，从而找到其中的一些缺点，

对市政道路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做出判定并进行排查，这种方

式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流程很容易而且很安全。在实际应用

中，超声不受钢筋混凝土构造的干扰，具有更高的精度 [3]。

其中，以超声探伤为代表的渗透试验法为探伤手段，因

受探伤技术水平及我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尚有一些不

足之处。将超声技术用于市政道路施工中，要求有两个测量

表面。对市政道路中的潜在质量问题进行评价。

5.2 地质雷达检测技术及声波检测技术
地质雷达勘探又称“勘探雷达”，其特点是精度高，成

本低，方法直观。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利用电磁波对路面的

内部构造进行检测，利用地震雷达获取路面的反射信号，从

而判定路面的内部构造。这种检测方式的程序是：首先，操

作人员通过电子器件发出操作指令；其次，对反射天线和接

收天线的发送信号等进行操作；最后，由侦测器根据所获得

的信息资料，来判定市政道路的内部构造状况。

在市政道路施工过程中，使用到的材质比较多，经常会

出现一些内部的结构问题，通过声波的探测技术，可以确定

出建筑的内部应力集中的部位。声波检测技术的工作过程也

比较稳定：工作人员在被检测结构顶部，将声波检测设备进

行安装，之后将所反射的声波进行采集，从而确定声学差异，

最后以数据结果为依据，来对结构内部的损坏展开判定和分

析 [4]。利用声波检测技术可以对城市路面的深层结构性损坏

进行精细定位，并精确判定裂缝的位置、类型和大小。

5.3 红外热像检测技术
红外热像检测技术是通过对市政道路路面的红外线探测

来探测路面内部构造的差别，从而判断路面的构造是否有问

题，这种技术具有很高的温度分辨能力，可以通过红外线热

成像检测器来精确定位，这项技术的检测能力非常强。与其

他方法比较，它具有很好的通用性，适用于静态结构，动力

结构等。不过这项技术也会随着气温的变化而变化，它使用

的多为红外光，因此一般都会在 0℃以下使用。

5.4 数字化分析快速强度检测方法
数字分析快速强度检测方法主要是收集和分析道路的强

度指数，并将各地区的数据进行比较，找出数据差异的原因。

在当前市政道路工程中，混凝土作为主要的施工材料，其强

度直接影响到道路的硬化程度及路面的使用寿命。在进行混

凝土强度检测时，可采用回弹装置驱动重锤，通过重锤敲击

路面，采集重锤的反馈信息。回弹仪是将能量注入锤子中，

迫使锤子砸在地面上，地面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形，最终

将能量传递给锤子，再传递给回弹仪。

5.5 分层检测方法
分层检测方法是对故障点进行定位的一种手段，能使故

障点的检测工作得到进一步的改进。一般情况下，检测工作

主要包括路面、基层、底基层，有些路段还会有钢筋保护层

的检测。在路面、基层和底基层的中，通常采用芯样测试的

方式，对各层路面的芯样进行抽样，以直观地了解被测地区

的路面情况。钢筋保护层主要存在于某些桥面路面上，通过

对路面进行加固，以增加路面的强度及承载力。其检测方法

也是比较困难的，这不仅需要使用一些信号探测手段，还需

要对钢筋层的内部构造设计有一定的了解，对钢筋的走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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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进行分析，确定其位置、直径、保护层厚度。

6 市政道路工程检测要点

6.1 工程检测概述
本文所研究的市政道路施工工程其施工内容主要有地基

加固、主体框架涵施工、线路加固和基坑挖掘等。在进行深

埋工程的围挡及止水工程时，采用钻探及高压旋喷两种技

术。在支护基坑的时候，要运用到单排钻井桩支护技术，要

对桩径、桩中心间距、桩顶设置等进行合理设置，其大小分

别为 1.0m、1.2m、1.0m，在支护桩施工结束后，可以对其

进行浇灌，使其形成整体。

6.2 对工程材料质量的检测要点
对工程进行材料检测可以主要包含土方材料、沥青材料、

混凝土材料、钢筋材料、石灰材料等，在检测时遵守有关的

检测原理和检测要求，并对其进行严密检测，确保全部建筑

材料都与工程的有关标准相符，按照该规范，对建筑材料进

行抽样，相关检测工作要严谨、负责，确保材料的质量关，

要将其立即清理出施工场地，从材料的角度确保工程的质

量。图 1 为某工程材料检测中灌砂压实法设备结构示意图。

图 1 材料检测中灌砂压实法设备结构示意图

6.3 完善路基检测
在市政道路施工中，地基是市政道路施工的基石，它的

好坏直接关系到市政道路施工的成败。对于地基进行的检

测，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展开：①针对土石工程的开展，

要制定一套特殊的施工计划，从整个道路工程的总体出发，

按照有关的规范，对施工的质量进行严格的管理。②路基

回填土料，应在工程开始之前取样保存，并作分析、检测。 

③在路基工程开始之前，应综合分析各种内部和外部条件，

制定相应的工程计划，以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6.4 工程质量检测措施
工程的质量检测，是确保市政道路施工工程疗效的重要

步骤，其主要内容有：①要建立完善的有关法律制度，从为

工程的检测工作提供合法的基础；②加大对市政道路施工工

程的检测监管，要按照全国和地方的检测规范，选取具有检

测资质，检测水平较高的单位，采取多种检测手段，比如集

中检测，或者抽样检查，或者二者同时检测，防止检测过程

中发生舞弊、贪污受贿等，如果发现违反工作原理和工作规

范的情况，应立即予以纠正，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和法律

法规，从而使工程质量得到切实保障。

6.5 完善市政道路工程检测管理制度
在中国市政道路工程施工不断增加的新时期，大力加强

对市政道路工程质量的控制及检测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

因此，健全市政道路工程检测管理制度是提升城市道路工程

检测质量的根本，市政道路工程检测管理制度可以保证检

测工作按照规定的次序进行，还可以规范工作人员的各种行

动，合理地处罚检测工作。市政道路工程检测管理制度的建

立，是为了使检测工作能够按照规则进行，并做好相关的协

同工作。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及市政道路工程施

工模式的迅速发展，所制定的管理体制与新的形势相脱节，

因此，企业要根据这一状况，对所制定的体制做出相应的改

变，从而为提升城市道路工程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施

工企业的领导一定要具备灵敏的意识，并能对检测技术进行

快速的调整、改进，进而使检测技术可以有效地发挥出来。

7 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使得

市政道路工程的数量不断增加，对道路工程质量也提出了更

高的需求。在市政道路施工中，检测工作有着无可取代的地

位，并且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体工程质量检测和竣工验收

产生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在开展检测工作的时候，必须科

学、合理地使用多种检测方式，确保各项资料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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