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科技

谈超厚水泥稳定碎石（32CM）一次摊铺在沿黄一级
公路上的应用

魏宏广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辽宁 沈阳 110000）

1 工程概况

鄂尔多斯市沿黄一级公路起点位于准格尔旗大路新区准格尔互

通,与运煤高速公路前房子连接线相接,终点位于达拉特旗树林召罕台

川东岸,路线全长 124.34 公里。路线总体呈由东向西走向。设计标准采

用一级标准，设计速度 100 公里 / 小时，全幅路基宽度为 26 米，桥涵设

计荷载采用公路 - I级，设计洪水频率 1/100。
本标段（K23+000- K45+000）全长 22 千米，主要包括底基层、基

层、下面层、上面层、路肩板、路缘石等工作内容。
2 摊铺前准备工作

2.1 施工机械设备及人员。WCZ- 600 水稳拌和站 2 台，中大

DT1600 摊铺机 1 台，徐工 20T振动压路机 1 台，中大 32T振动压路机

1 台，胶轮压路机 1 台，12T洒水车 3 台，自卸重汽汽车 18 辆，施工人员

30 人。
2.2 培路肩。先培路肩后摊铺，中央分隔带填土采用种植土，路肩采

用天然砂砾，路肩压实用装载机轮胎碾压后人工修整，路肩内侧裁成垂

直，高度略高于底基层。
2.3 水泥稳定碎石的配合比确定。原材料为碎石，规格为（20~40）毫

米、（10~20）毫米、（5~10）毫米三种。中砂，水泥为乌兰牌复合硅酸盐

32.5 等级散装水泥，采用罐车运输，水采用深井饮用水。各原材料进场

时，严格进行试验检查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适宜用水泥稳定碎石的集料的颗粒组成范围。

表 1

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混合料筛分试验（试验室）。
试样质量：6000g

表 2

最佳含水量、最大干密度采用重型击实法和振动压实法两种方法

对比确定。
水泥稳定碎石最佳含水量与最大干密度试验结果，如表 3。
采用振动压实法确定的最大干密度为ρ振动压实 /ρ重型击实

=1.029。
3 试验段确定各参数

摊铺机采用陕西中大 DT1600 摊铺机，摊铺机行走速度为 1.2~2.0
米 / 分钟，配置自卸重汽 18 辆，虚铺系数为 1.25，最佳含水量为 4.6%，

压实方法为：先采用 20T压路机静压一遍，然后微振一遍，之后采用

32T压路机先微振一遍再强振一遍，后用 20T压路机静压一遍。最后用

自重 25T胶轮压路机进行补压收光。
表 3

4 施工工艺及注意事项

4.1 修整垫层。摊铺底基层之前由质检人员对已交付合格的垫层进

行高程、压实度、弯沉值等的检测，并请监理工程师旁站。并对垫层修

整、洒水。
4.2 施工放样。首先在路基上恢复中线，直线段每 20 米设一桩，曲

线上每 10 米设一桩，并在对应断面路肩外侧设指示桩，然后进行水平

测量，在两侧指示桩上用红笔标出底基层虚铺的标高，并拉线。
4.3 拌和与运输。底基层水泥稳定集料采用厂拌法拌和，主要的机

械设备有生产能力为 600 吨 /小时厂拌设备。按照经监理工程师批准

的混合料配合比生产底基层混合料，拌和时的含水量应比最佳含水量

大 0.5%~1.0%，以补偿施工过程中水分蒸发损失；实际采用的水泥剂量

应比室内试验确定剂量多 0.5%。拌成的混合料应尽快运送到铺筑现场。
如运距较远，车上的混合料应覆盖，以防水分过多损失。卸料时，应注意

卸料速度、数量与摊铺的厚度、宽度相适应，拌和后的混合料应尽快摊

铺。第一次在拌和机内加水拌和到完成压实工作的时间不应超过 2 小

时，并小于终凝时间。
4.4 摊铺。采用陕西中大摊铺机进行摊铺，摊铺前应对垫层上的车

辙或松软部位、压实不足的地方进行整形，并洒水压实至规定的压实度

和线形、坡度等，对路基应清除所有浮土、杂物，并严格整形和压实，过

于干燥段路基应适当洒水，过湿段需晾晒。
根据试验路段确定的摊铺厚度和宽度、混合料的含水量控制范围、

压实遍数等要求进行摊铺压实。摊铺机摊铺时，通过感应两侧挂线来控

制高程及方向，并进行初步压实。在此作业过程中，人工帮助找平，及时

反馈信息给施工员。同时人工配合小型斗车对摊铺机摊铺不到或摊铺

不均匀的地方进行人工整培边缘料、补遗，确保底基层平整度。施工时

要注意松铺厚度、最佳含水量。要求表面平整，并具有规定的路拱。摊铺

时应跟踪测量并随时检查，发现异常及时调整。
4.5 压实。摊铺机摊料后，先用 20T压路机跟在摊铺机后及时进行

碾压，后用中大 32T振动压路机、轮胎压路机继续碾压密实，压实遵循

先慢后快的原则，按静压—振压—静压光面的程序进行，直线段由路肩

向路中心碾压，即先边后中；超高路段由内侧向外侧进行碾压，每道碾

压与上道碾压轮迹重叠 1/3，直至底基层无明显压实轮迹，压实度不小

于 97%。同时，碾压速度与摊铺速度保持一定的比例，使其匀速连续而

不停滞，实现流水作业，循环前进。碾压时应控制混合料的含水量处于

或略低于最佳值。碾压应及时并连续地进行，并检测压实度，直到全宽、
全厚范围都均匀地达到要求为止。

4.6 养生。碾压完成后应立即养生，养生时间不应

摘 要：本工艺的推广能够大大的缩短施工周期，使工程项目提早的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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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7 天，采用洒水车洒水、薄膜覆盖养生，养生期间

始终保持湿润状态。在养生期间，不允许任何车辆在路上行驶，养生用

洒水车其行车速度不得超过 15 千米 / 小时，同时不得急刹车及小范围

内调头，并应使车辆在该层全宽上均匀分布。
5 施工小结

超厚水泥稳定碎石一次性摊铺在公路上的成功应用，能够加快工

程的施工进度，大大提高施工效率，同时还可以混合料的离析现象，使

公路的平整度和压实度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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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设造价的成本控制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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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不单是经营部门的事情，而是项目每名管理人员的法定职

责。成本控制亦然，不是单一人员的，而是各部门的。成本控制也并

不仅仅是开源，向业主争取到合理的利润，更包括截流，要求所有管

理人员尽最大努力节省费用，控制消耗。施工过程中，对于涉及增加

工程量、变更材料做法的时候，项目技术部及时与经营部门沟通，结

合合同条件，及时办理变更洽商和确认单，为二次经营创造了空间

和有利条件。对于分包商和供应商，通过招标、比价，择优选择；结算

时严格按照公司结算制度，控制分包结算工程量，使量、价都压到最

底线，努力降低分包商使用和供应商供货成本。
建筑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a.成本管理意识不强。在项目成本管理中，公司级管什么，项目

部管什么，责任不明确，虽然企业要求项目部要做到先算后做，但实

际经常是干了后算或边干边算。虽然项目部都配有预结算人员，但

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财务、材料、合同、计划统计等部门工作脱

节，有预算无核算，大部分无项目经济分析比较，没有具体的节超建

议和措施，即使能从结算上反映项目盈亏，但弄不清盈亏原因。尤其

是有些管理人员受传统观念影响，成本管理意识不强，缺乏法律意

识、责任意识，把业主———总包———分包关系理解为建设单位与施

工单位双方友好合作关系，没有合同观念、经济意识，或者因没较大

切身利益关系，要钱不着急；有的虽然意识到要找建设单位办理签

证手续，但遇到建设单位不愿签或有意拖的情况，无及时采取措施，

干完了活甚至多干了活因无完善必要手续和证据而收不回工程款。
b.人员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有部分具有施工管理和组织经

验的人，成本管理能力有限，文化水平及专业理论知识水平不高；具

有理论知识水平的大学生经验又不足；具有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及

成本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不多。尤其是项目没有责任制、没有目

标成本分解、责权利落实不到人，则更滋长了项目部人员的消极怠

工情绪。加上现场人员流动较频繁，工作不连续，干多干少收入差不

多，责任心不强。
c.材料管理不严，浪费现象严重。材料费用占整个工程造价的

60%，材料费用的盈亏直接影响到整个工程的盈亏。有些项目部没

有严格执行领料用料制度，从仓库领料有数，但余料无回收，失窃浪

费严重，尤其是计件承包只包工不包料，工人班组只顾出产值，材

料、物资过量消耗，机械设备过度磨损；小型手动工具更无人爱护，

有时借出有手续，返还无验收；或下料计算不准确，损耗率超标。钢

材看管不严，遗失时有发生；材料型号不对，造成闲置浪费，材料供

应量与实际不符；监督机制不健全，出了问题往往追不到责任人，这

是造成成本失控的主要原因。
加强施工项目的成本管理控制，是一项很细致且复杂的工作。
a.施工方案管理。方案的编制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科学合理，便

捷施工；二是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b.人工成本管理。在项目施工中，应按部位、分工种列出用工定

额，作为人工费承包依据。在选择使用分包队伍时，应采用招标制

度。由企业劳务管理部门及项目部组成专门的评标小组，小组成员

由项目部经理、生产副经理、核算、预算、质量、技术、安全、材料等相

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对参与投标的多家分包队伍进行公正、公平

的打分，选择实力强、信誉好、工人素质较高的分包队伍。在签订人

工承包合同时，条款应详细、严谨、明确，以免结算时出现偏差。每月

末进行当月工程量完成情况核实，须经有关负责人签字后方能结算

拨付工程款。同时应注意对零工、杂工的结算，控制每一分人工成本

的支出。
c.材料成本管理。加强材料管理是项目成本控制的重要环节，一

般工程项目，材料成本占造价的 60%左右，控制工程成本，材料成本

尤其重要。如果忽视材料管理，项目成本管理就无从谈起。材料管理

必须是全方位、全过程管理。首先，工程从中标后，公司和项目部组

织施工技术人员编制施工预算，经过审批后的施工预算作为项目部

编制材料需求量计划的依据，同时也是项目部对操作层限额领料的

依据。施工预算报材料部门，由材料部门根据项目部编制的采购计

划和企业的资金情况采购材料，如施工过程中发现超额用料，材料

管理人员必须立即查核原因，如属工程变更造成，必须有工程变更

证明材料方可领用，强化材料计划的严格性。
归纳起来，对工程成本的控制可以从组织、经济、技术、合同等

各方面采取措施。
a.组织措施。在项目管理理论联系实际中落实从投资控制角度

进行施工跟踪的人员、任务分工和职能分工；编制本阶段投资控制

工作计划和详细的工作流程图。
b.经济措施。编制资金使用计划，确定、分解投资控制目标。对

工程项目造价目标进行风险分析，并制定防范性对策；进行工程计

量；复核工程付款帐单，签发付款证书；在施工过程中进行投资跟踪

控制，定期地进行投资实际支出值与计划目标值的比较，发现偏差，

分析产生偏差的原因，采取纠偏措施；协商确定工程变更的价款。审

核竣工结算；对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投资支出作好分析与预测。
c.技术措施。对设计变更进行技术经济比较，严格控制设计变

更；继续寻找通过设计挖潜节约投资的可能性；审核承包商编制的

施工组织设计，对主要施工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
d.合同措施。做好工程施工记录，保存各种文件，特别是注有实

际施工变更情况的图纸，注意积累素材，为正确处理可能发生的索

赔提供依据。在合同修改和补充时，着重考虑它对投资控制的影响。
严格审核工程施工图预算。根据施工图设计的进度计划和现场施工

的实际进度，及时核定施工图预算。对于预算超出相应概算的施工

图设计部分，要加以详细分析，找出原因，并及时与项目负责人沟

通、调整或修正控制目标，对工程造价实施动态控制。择优确定专业

分包单位，防止少数垄断性行业任意抬价。深入现场，收集和掌握施

工有关资料。在施工过程，经常深入施工现场，对照图纸察看施工情

况，了解、收集工程的有关资料，及时掌握现场施工动态；协助业主

及时审核因工程变更、现场签证等发生的费用，相应调整控制目标，

并为最终的工程总结算提供依据和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摘 要：成本控制，不是单一人员的，而是各部门的。成本控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合理掌控，只有这样才能在经营上创造一定的盈

利空间。
关键词：成本控制；管理；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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