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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分级管理、分级养护工艺匹配及应用

丁惠波 逯佳鑫
包头市市政事业发展中心 内蒙古 包头 014040

摘� 要：市政道路分级管理与分级养护工艺匹配是提升道路养护效率与质量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主干道、次干道

与支路等不同级别道路的养护需求，分析预防性养护技术、高科技检测设备等工艺的应用案例。通过分级管理，明确

养护责任与周期，结合针对性养护工艺，有效提升道路使用性能，延长使用寿命。同时环保节能技术的应用也促进道

路养护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为市政道路养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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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政道路分级管理

1.1  市政道路分类及特点
市政道路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

着城市交通、服务、景观等多重功能。按照道路在城市

道路网中的地位、交通功能及沿线服务功能等，市政道

路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快速路，又称城市快
速交通干道，是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主动脉。它通常设有

中央分隔带，全部或部分采用立体交叉与控制出入，以

确保交通连续通行。快速路的设计行车速度一般在60-
100km/h之间，单向设置不应少于两条车道，并配有完善
的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这类道路主要服务于城市长距

离出行，连接市区各主要地区、市区和主要的近郊区、

卫星城镇等，具有车速高、通行能力大的特点。规划人

口大于200万人的大城市和长距离超过30km的带状城市
通常会设置快速路。（2）主干路，又称城市主干道，是
城市道路网的骨架。它以交通功能为主，连接城市的主

要工业区、住宅区、港口、机场和车站等重要的交通节

点。主干路的设计行车速度通常在40-60km/h之间，沿线
两侧不宜修建过多的行人和车辆入口，以保证车速和通

行效率。主干路承担着城市主要交通任务，是城市交通

干道的重要组成部分。（3）次干路是市区内普通的交
通干路，它配合主干路组成城市干道网，起到联系各部

分和集散交通的作用。次干路的设计行车速度一般在30-
50km/h之间，它兼有服务功能，允许两侧布置吸引人流
的公共建筑，并应设停车场。（4）支路是次干路与街坊
路（小区路）的连接线，以服务功能为主。支路的设计

行车速度通常在20-40km/h之间，主要解决局部区域的交
通问题。支路通常与居民区、工业区、交通设施等内部

道路相连，提供便捷的出行条件，满足市民的日常出行

需求。

1.2  市政道路分级标准

市政道路的分级标准主要依据道路的功能、设计车

速、车道数、交通量等因素进行划分。快速路是城市交

通系统中的最高等级道路，具有中央分隔带，四条以上

机动车道，全部或部分采用立体交叉与控制出入，设计

车速60-100km/h。主干路是城市道路网的骨架，设计车速
40-60km/h，具有较大的交通量和较高的通行能力，是城
市交通的主要通道[1]。次干路承担主干路与各分区间的交

通集散作用，设计车速30-50km/h，兼有服务功能，允许
两侧布置吸引人流的公共建筑。支路以服务功能为主，

设计车速20-40km/h，主要解决局部地区的交通问题，与
居民区、工业区等内部道路相连。根据《城市规划定额

指标暂行规定》（虽已废止，但仍具有参考价值），道

路还可根据设计车速、单向机动车道数、机动车道宽度

等因素进一步细分等级，如一级道路设计车速60～80km/
h，单向机动车道数不少于4条，机动车道宽度3.75m等。

1.3  分级管理实施策略
市政道路分级管理的实施策略旨在通过科学合理地

划分道路等级，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街道的整体

品质。具体实施策略包括几个方面：（1）统一领导，分
级负责；明确各级管理部门的职责，形成上下联动、协

同高效的管理格局。根据街道的功能、区位、历史、文

化等因素，将街道划分为不同等级，明确各级街道的具

体标准和管理任务。（2）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充分考
虑市民的需求，提高街道管理水平，提升市民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针对不同等级街道的交通流量、拥堵状况，

制定合理的交通组织方案，提高道路通行效率，保障市

民出行安全。（3）创新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效能；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城市街道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

建立街道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实时监控、智

能调度。推广智慧停车、智能交通信号灯等智能管理措

施，优化交通组织。（4）强化监督考核，确保工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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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激发各级管理部门的工作

积极性。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对街道管理水平进

行评估，提出改进建议，加大对市政道路的维护力度，

确保道路设施完好，提高道路使用寿命。（5）坚持可持
续发展，注重生态保护；在城市街道管理中，充分考虑

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市政道路建

设和维护过程中，注重环保材料的应用和生态修复技术

的推广，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2 市政道路养护工艺概述

市政道路养护是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延长使用寿

命的重要环节。养护工艺主要包括日常巡查、病害检

测、维修加固及预防性养护等措施。日常巡查通过定期

检查道路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问题；病害检测则

利用专业设备和技术手段，对道路结构、路面材料等进

行深入检测，准确判断病害类型和程度。维修加固针对

已出现的病害进行针对性修复，如裂缝修补、坑洞填补

等，恢复道路使用功能。预防性养护则通过定期维护、

保养，如路面封层、排水系统清理等，提前预防病害发

生，延长道路使用寿命。养护过程中，还需注重环保和

节能，采用低噪音、低排放的施工设备和材料，减少对

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的影响。通过科学的养护工艺，可

确保市政道路长期处于良好状态，为城市交通提供有力

保障。

3 市政道路分级养护工艺匹配

3.1  各级道路适用的养护工艺
市政道路作为城市交通的动脉，其养护工作至关重

要。快速路作为城市交通的主动脉，其养护要求极高，

通常采用机械化、自动化的养护设备，如路面清扫车、

裂缝修补机等，以提高养护效率和质量。针对快速路车

流量大、车速快的特点，养护工作应尽量安排在夜间或

交通低峰时段进行，以减少对交通的影响。快速路的养

护还需注重预防性养护，如定期进行路面封层、排水系

统清理等，以延长道路使用寿命。主干路承担着城市交

通的主要任务，其养护工艺需兼顾效率和质量，养护工

作应定期进行，包括路面修补、标线更新、交通设施维

护等。对于主干路上的大型病害，如严重裂缝、坑洞

等，需采用快速修补技术，确保道路尽快恢复通行能

力。主干路的养护还需注重美观和协调性，保持道路与

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2]。次干路和支路作为城市交通的

毛细血管，其养护工艺需更加灵活和细致。养护工作应

注重细节处理，如路面平整度的提高、排水系统的完善

等。对于次干路和支路上的小型病害，如轻微裂缝、磨

损等，可采用局部修补技术进行处理。次干路和支路的

养护还需注重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如绿化带的修剪、路

灯的维护等，以提升道路的整体品质。

3.2  路面损坏类型与养护工艺匹配
市政道路的路面损坏类型多种多样，包括裂缝、坑

洞、车辙、磨损等。针对不同类型的损坏，需采用不同

的养护工艺进行处理。裂缝是市政道路常见的损坏类型

之一。对于轻微裂缝，可采用裂缝密封技术进行处理，

如灌入密封胶、贴裂缝贴等。对于严重裂缝，需采用裂

缝修补机进行修补，确保裂缝得到彻底修复。坑洞是市

政道路上的另一种常见损坏，对于小型坑洞，可采用冷

补料或热补料进行填补。对于大型坑洞，需采用挖掘机

等设备进行挖掘，然后填入新的路面材料，并进行压实

处理。车辙是由于车辆长期行驶在同一位置而形成的路

面凹陷，对于车辙修复，需先对车辙区域进行清理，然

后填入新的路面材料，并进行压实处理。同时还需对车

辙区域进行加强处理，以提高路面的承载能力和耐久

性。路面磨损是由于车辆行驶、风吹日晒等因素导致的

路面表面材料脱落。对于路面磨损处理，可采用磨耗层

修复技术进行处理，如铺设新的路面材料、进行封层处

理等，还需加强路面的日常保养和维护工作，以延长路

面的使用寿命。

4 市政道路新工艺与技术的应用

4.1  预防性养护技术
市政道路预防性养护技术是在道路结构尚处于良好

或基本良好状态时，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对道路进行

保养和维修，以延缓道路损坏、延长使用寿命、提高道

路使用性能。预防性养护技术因其经济、高效的特点，

在现代市政道路养护中占据重要地位。沥青灌浆技术是

一种有效的预防性养护手段。该技术通过高压设备将特

制沥青材料注入道路基层或面层的裂缝、空隙中，填充

并固化这些缺陷，从而提高道路的密实度和承载能力。

沥青灌浆技术不仅能够修复已存在的裂缝，还能有效预

防新裂缝的产生，保持道路的平整度和行车舒适性[3]。微

表处技术则是另一种广泛应用的预防性养护技术，该技

术采用聚合物改性乳化沥青、集料、填料、水和添加剂

等按一定比例拌合成稀浆混合料，并利用专业摊铺设备

进行封层施工。微表处技术能够迅速恢复道路表面的平

整度和抗滑性能，同时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有助于延

缓道路老化过程，微表处技术还具有施工快捷、环保节

能等优点，是现代市政道路预防性养护的重要选择。

4.2  高科技检测与诊断设备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高科技检测与诊断设备在市政道

路养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雷达探测技术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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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常用的高科技检测设备，该技术利用电磁波在介质中

的传播特性，对道路内部结构进行非破坏性检测。雷达

探测技术能够准确识别道路内部的空洞、脱空、裂缝等

缺陷，为道路养护提供重要信息。雷达探测技术还具有

检测速度快、精度高、适用范围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

市政道路、高速公路等道路的检测工作。激光扫描仪则

是另一种重要的高科技检测设备，该技术通过发射激光

束并接收反射信号，对道路表面进行三维扫描，生成高

精度的道路表面模型。激光扫描仪能够准确测量道路的

平整度、车辙深度、裂缝宽度等参数，为道路养护提供

详细的数据支持。激光扫描仪还具有检测效率高、数据

准确度高、可视化效果好等优点，有助于提升道路养护

的精准度和效率。

5 分级管理与分级养护的应用案例

5.1  案例分析一：主干道养护管理
在某大型城市的中心区域，有一条贯穿东西的主干

道，承担着连接城市东西部的重要交通功能。由于该主

干道车流量大、交通繁忙，路面损坏情况时有发生。为

了提高养护效率和质量，该市采用了分级管理的策略，

对主干道实施了重点养护。首先，该市建立了完善的主

干道养护管理体系，明确了养护责任单位、养护标准和

养护周期。通过定期巡查和检测，及时发现并处理路面

裂缝、坑洞等损坏情况。对于轻微损坏，采用快速修补

技术进行局部处理；对于严重损坏，则进行整体修复，

确保道路通行能力不受影响。该市还注重主干道的预防

性养护，通过定期铺设微表处封层、加强排水系统维护

等措施，提高道路的防水性能和抗滑性能，有效延缓道

路老化过程。该市还利用高科技检测与诊断设备，对主

干道进行精准检测，为养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经过分

级管理和重点养护，该主干道的使用性能得到显著提

升，路面平整度、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均得到有效保

障。市民对主干道的满意度不断提高，城市交通状况也

得到了明显改善。

5.2  案例分析二：次干道与支路养护
在另一座城市的居民区周边，分布着多条次干道和

支路。这些道路虽然交通流量相对较小，但承担着连接

居民区、商业区和学校等重要节点的功能。由于长期

使用和缺乏有效养护，部分次干道和支路出现了路面破

损、排水不畅等问题，影响了市民的出行和生活质量[4]。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该市采用分级养护的策略，对次干

道和支路实施有针对性的养护措施。首先该市对次干道

和支路进行了全面排查，根据损坏程度和交通流量等因

素，将道路划分为不同的养护等级。对于损坏严重的道

路，优先进行整体修复；对于轻微损坏的道路，则采用

局部修补或预防性养护措施进行处理。在养护过程中，

该市注重采用环保、节能的养护技术和材料。同时该市

还加强了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和互动，听取市民对道路养

护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设立养护公示牌、开展社区养护

宣传等活动，提高市民对道路养护的认识和支持度。经

过分级养护和有针对性的处理措施，该市的次干道和支

路使用性能得到显著改善。路面更加平整、排水更加顺

畅、交通更加便捷，市民的出行和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提

升，该市的道路养护工作也得到市民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结束语

综上所述，市政道路分级管理与分级养护工艺匹配

是保障城市交通顺畅、提升道路品质的重要途径。通过

科学规划与精细化管理，结合先进养护技术的应用，

能够更有效地应对道路损坏问题，为市民提供安全、舒

适、便捷的出行环境。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

新，市政道路养护工作将迎来更多挑战与机遇，我们将

持续探索与实践，为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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