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建造师《市政工程》案例考点专项分析--技术部分

城镇道路工程

1、城镇道路路基施工施工技术

【2018】案例（一）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一段新建城镇道路工程，其雨水管位于非机动车道，设计采用 D800mm 钢筋混凝土管，相邻井

段间距 40m，8#9#雨水井段平面布置如图 1-1 所示，8#-9#类型一致。

问题：

2、列式计算图中 1-1 中 F、G、H、J 的数值。

【参考答案】

2．F=5.00-2.00=3.00m G=5.00＋40×1%=5.40m

H=2.00＋40×0.5%=2.20m J=5.40-2.20=3.20m

【考点分析】

识图计算：F、J 为井底深度；H 为井底高程；G 为井顶高程

2、加铺沥青面层施工技术
【2017】案例（一）

背景资料

某施工单位承建城镇道路改扩建工程，全长 2km，工程项目主要包括：（1）原机动车道的旧水

泥混凝土路面加铺沥青混凝土面层；（2）原机动车道两侧加宽、新建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3）

新建人行天桥一座，人行天桥桩基共计 12 根，为人工挖孔灌注桩。



施工过程中发生如下事件：

事件四：旧水泥混凝土路面加铺前，项目部进行了外观调查，并采用探地雷达对道板下状况进行扫描

探测，将旧水泥混凝土道板的现状分为三种状态：A 为基本完好；B 为道板面上存在接缝和裂缝；C

为局部道板底脱空、道板局部断裂或碎裂。

问题

4．事件四中，在加铺沥青混凝土前，对 C 状态的道板应采取哪些处置措施？

【参考答案】

4．应采取两种处置措施：

（1）道板局部断裂和碎裂部位：采用开挖式基底处理，凿除、换填、压实基底，重新浇筑混凝土。

（2）局部道板底脱空部位：注浆处理。从地表钻孔、注浆。

【考点分析】

基底处理方法：分开挖式和非开挖式。开挖式基底处理即换填基底材料；非开挖式基底处理即注浆填

充基底脱空部位。40

城市桥梁工程

1、城市桥梁结构与组成类型

【2018】案例（五）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一座城市桥梁工程。该桥跨越山区季节性流水沟谷，上部结构为三跨式钢筋混凝土结

构，重力 U 型桥台，基础均采用扩大基础；桥面铺装自下而上为厚 8cm 钢筋混凝土整平层+防水层

+粘层+厚 7cm 沥青混凝土面层；桥面设计高程为 99.630m。桥梁立面布置如图 5 所示：

问题：

1、写出图 5 中构件 A 的名称。



2、根据图 5 判断，按桥梁结构特点，该桥梁属于哪种类型？简述该类型桥梁的主要受力特点。

【参考答案】

1.伸缩缝。

2.刚架桥；梁和柱的连接处具有很大的刚性，在竖向荷载作用下，梁部主要受弯，而在柱脚处也具有

水平反力，其受力状态介于梁桥和拱桥之间。

【考点分析】

1、伸缩缝：桥跨上部结构之间或桥跨上部结构与桥台端墙之间所设的缝隙，以保证结构在各种因素

作用下的变位。为使行车顺适、不颠簸。42

2、桥梁按受力特点分为：梁式桥（无水平反作用力，梁内弯矩最大）、拱式桥（桥墩或桥台承受水

平推力，拱桥承重结构以受压为主）、刚架桥、悬索桥(悬索承重，自重轻，刚度大，荷载作用有较

大变形和振动)、组合体系桥。43

2、模板、支架和拱架的设计、制作、安装与拆除

【2018】案例（五）

某公司承建一座城市桥梁工程。该桥跨越山区季节性流水沟谷，上部结构为三跨式钢筋混凝土

结构，重力式 U 型桥台，基础均采用扩大基础；桥面铺装自下而上为厚 8cm 钢筋混凝土整平层+

防水层+粘层+厚 7cm 沥青混凝土面层；桥面设计高程为 99.630m。

项目部编制的施工方案有如下内容：
…

（2）上部结构采用碗扣式钢管满堂支架施工方案。根据现场地形特点及施工便道布置情况，采用杂

土对沟谷一次性进行回填，回填后经整平碾压，场地高程为 90.180m，并在其上进行支架搭设施工，

支架立柱放置于 20cm*20cm 楞木上。支架搭设完成后采用土袋进行堆载预压。

支架搭设完成后，项目部立即按施工方案要求的预压荷载对支架采用土袋进行堆载预压，期间遇

较长时间大雨，场地积水。项目部对支架预压情况进行连续监测，数据显示各点的沉降量均超过规范

规定，导致预压失败。此后，项目部采取了相应整改措施，并严格按规范规定重新开展支架施工与预

压工作。

问题：

4、根据施工方案（2），列式计算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应搭设满堂支架的最大高度；根据计算结果，

该支架施工方案是否需要组织专家论证？说明理由。

5、试分析项目部支架预压失败的可能原因？项目部应采取哪些措施才能顺利的使支架预压成功？

【参考答案】

4.支架高度：99.63-（0.07+0.08+0.8）-90.18=8.5（m），因为搭设高度大于 8m，所以需要组织

专家论证。

5.支架预压失败的原因：

（1）采用杂土对沟谷一次性进行回填；



（2）回填后经整平碾压在其上进行支架搭设施工；

（3）采用土袋进行堆载预压；

（4）场地积水

预压成功改进措施：

（1）杂土不均匀沉降性大，应采用好土回填。

（2）回填时应分层进行回填，同时进行压实，确保压实度。

（3）回填整平后，表面进行硬化处理之后再搭设支架。

（4）土袋吸水后增加预压荷载，应采用沙袋等透水性好的材料预压。

（5）场地要有良好的排水系统。

（6）编制雨期专项施工方案，并配备足够的排水设备设施。

【考点分析】

1、该支架搭设高度=桥面高程-桥面结构各项参数-地表高程

2、依据相关文件规定，搭设高度 5m 以上的模板工程属于危大工程，需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搭设搭

设高度 8m 以上的需组织专家进行论证。322【2019 修订】

3、地基承载力、预压荷载、预压材料均可影响支架预压工作。地基回填材料和回填碾压方式应按规

范进行，支架地基严禁被水浸泡。雨期施工，预压材料应选择透水性较好的或对加载材料采取防雨措

施。46

【2016】案例（四）

【背景资料】

某公司中标承建该市城郊结合交通改扩建高架工程，该高架上部结构为现浇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连续箱梁，桥梁底板距地面高 15m，宽 17.5m，主线长 720m，桥梁中心轴线位于既有道路边线。

在既有道路中心线附近有埋深 1.5m 的现状 DN500 自来水管道和光纤线缆。高架桥跨越 132m 鱼塘

和菜地。

项目部进场后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提出了“支架地基加固处理”和“满堂支架设计”两个专项

方案，在“支架地基加固处理”专项方案中，项目部认为在支架地基预压时的荷载应是不小于支架地

基承受的混凝土结构物恒载的 1.2 倍即可…

【问题】

2. 编写“支架地基加固处理”专项方案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3. “支架地基加固处理”后的合格判定标准是什么?

【参考答案】

2. 编制“支架地基加固处理”专项方案的主要因素是：

（1）根据上部结构预应力箱梁的断面尺寸及支架形式对地基的要求确定；

（2）支架穿越 132m 菜地和水塘区域，需要进行地基处理；

（3）区域内的管线需要进行重点保护。

3. “支架地基加固处理”合格判定标准：



（1）地基承载力满足现行标准的规定；

（2）地基沉降状况满足现行标准的规定：各监测点连续 24h 的沉降量平均值小于 1mm；各监测点

连续 72h 的沉降量平均值小于 5mm。

【考点分析】

该考点考试用书上未有详细介绍，应试人员可依据需求对《钢管满堂支架预压技术规程》JGJ/T

194-2009 进行相关内容了解。

3、预应力混凝土施工技术

【2017】案例（二）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一座城市桥梁工程。该桥上部结构为 16×20m 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每跨布置空心

板 30 片…

进场后，项目部编制了实施性总体施工组织设计，内容包括：

（1）根据现场条件和设计图纸要求，建设空心板预制场。预制台座采用槽式长线台座，横向连续设

置 8 条预制台座，每条台座 1 次可预制空心板 4 片，预制台座构造如图 2-1 所示。

图 2-1 预制台座纵断面示意图

（2）将空心板的预制工作分解成①清理模板、台座，②涂刷隔离剂，③钢筋、钢绞线安装，④切除

多余钢绞线，⑤隔离套管封堵，⑥整体放张，⑦整体张拉，⑧拆除模板，⑨安装模板，⑩浇筑混凝土，

⑪养护，⑫吊运存放等 12 道施工工序，并确定了施工工艺流程如图 2-2 所示。（注：①～⑫为各道

施工工序代号）



图 2-2 空心板预制施工工艺流程框图

问题

1．根据图 2-1 预制台座的结构型式，指出该空心板的预应力体系属于哪种型式？写出构件 A 的名称。

2．写出图 2-2 中空心板施工工艺流程框图中施工工序 B、C、D、E、F、G 的名称。（选用背景资料

给出的施工工序①～⑫的代号或名称作答）

【参考答案】

1．（1）空心板的预应力体系属于预应力先张法体系

（2）构件 A 的名称：预应力筋（或钢绞线）

2．施工工序 B、C、D、E、F、G 的名称：

B－② 涂刷隔离剂 ；C－⑦ 整体张拉； D－⑤ 隔离套管封堵；

E－⑩ 浇筑混凝土 ； F－⑪ 养护；G－⑥ 整体放张

【考点分析】

先张、后张看是否安装管道。后张法先浇混凝土后，再进行管道内进行预应力筋穿束。

【2016】案例（五）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一座城市互通工程…

主线跨线桥Ⅰ的第 2 联为（30m+48m+30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其预应力张拉端钢绞线

束横断面布置如图 5-2 所示。预应力钢绞线采用公称直径φ15.2mm 高强度低松弛钢绞线，每根钢绞

线由 7 根钢丝捻成而成。代号 S22 的钢绞线束由 15 根钢绞线组成，其在箱梁内的管道长度为 108.2m。



…

事件三、编制了主线跨线桥Ⅰ的第 2 联箱梁预应力的施工方案如下：

（1）该预应力管道的竖向布置为曲线形式，确定了排气孔和排水孔在管道中的位置；

（2）预应力钢绞线的张拉采用两端张拉方式；

（3）确定了预应力钢绞线张拉顺序的原则和各钢绞线束的张拉顺序；

（4）确定了预应力钢绞线张拉的工作长度为 100cm，并计算了钢绞线的用量。

【问题】

4. 事件三中，预应力管道的排气孔和排水孔应分别设置在管道的哪些位置？

5. 事件三中，写出预应力钢绞线张拉顺序的原则，并给出图 5-2 中各钢绞线束的张拉顺序。（用图

5-2 中所示的钢绞线束的代号“S11~S23”及“→”表示）

6. 事件三中，结合背景资料，列式计算图 5-2 中代号为 S22 的所有钢绞线束需用多少米钢绞线制作

而成？

【参考答案】

4. （1）排气孔应设置在曲线管道的波峰位置（最高处）。

（2）排水孔应设置在曲线管道的最低位置。

5. 预应力张拉原则：采取分批、分阶段对称张拉。宜先中间，后上、下或两侧。张拉顺序为：

S22→S21→S23→S11→S12 或 S22→S23→S21→S12→S11。

6 . S22 钢束需要钢绞线数量：（108.2+2×1）×15×2=3306（米）。

【考点分析】

1、预应力管道，高端走气、低端走水。

2、预应力筋张拉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时，可采取分批、分阶段对称张拉。宜先中间，后上、

下或两侧。

3、预应力钢绞线在张拉千斤顶中的工作长度，一般是指在张拉千斤顶装入钢绞线后，从工具锚锚环

中心至预应力混凝土工作锚锚环中心的距离。

4、桩基础施工方法与设备选择

【2017】案例（一）

背景资料

某施工单位承建城镇道路改扩建工程…



施工过程中发生如下事件：
…

事件三：专项施工方案中，钢筋混凝土护壁技术要求有：井圈中心线与设计轴线的偏差不得大于

20mm，上下节护壁搭接长度不小于 50mm，模板拆除应在混凝土强度大于 2.5MPa 后进行。

问题

3．补充事件三中钢筋混凝土护壁支护的技术要求。

【参考答案】

3．应补充：护壁厚度、拉结钢筋搭接长度、混凝土强度等级均应符合设计要求，每节护壁必须保证

振捣密实，并应当日施工完毕。

【考点分析】

采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支护孔壁技术，护壁的厚度、拉结钢筋、配筋、混凝土强度等级均应符

合设计要求；井圈中心线与设计轴线的偏差不得大于 20mm；上下节护壁混凝土的搭接长度不得小

于 50mm；每节护壁必须保证振捣密实，并应当日施工完毕; 应根据土层渗水情况使用速凝剂；模板

拆除应在混凝土强度大于 2.5MPa 后进行。 72

5、现浇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连续梁施工技术

【2016】案例（四）

【背景资料】

某公司中标承建该市城郊结合交通改扩建高架工程，该高架上部结构为现浇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连续箱梁…

在“支架地基加固处理”专项方案中，项目部认为在支架地基预压时的荷载应是不小于支架地基承

受的混凝土结构物恒载的 1.2 倍即可，并根据相关规定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专家组提出了应补充

该工程上部结构施工流程及支架地基预压荷载验算需修改完善的指导意见，项目部未按专家组要求补

充该工程上部结构施工流程和支架地基预压荷载验算，只将其他少量问题做了修改，上报项目总监和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审批时未能通过。

【问题】

1. 写出该工程上部结构施工流程。（自箱梁钢筋验收完成到落架结束，混凝土采用一次浇筑法）。

4. 项目部在支架地基预压方案中，还有哪些因素应进入预压荷载计算？

【参考答案】

1. 该工程上部结构施工流程：钢筋验收→地基处理→搭设支架→安装并调好底模、侧模→底、腹普

通钢筋绑扎及预应力管道设置→安装内模→顶板普通钢筋绑扎及预应力管道预设→浇筑混凝土→混

凝土养护→穿预应力筋束→张拉预应力→孔道压浆→封锚→拆除模板→落架。

4. 进入预压荷载计算的因素还有：支架自重，模板重量，施工人员和机具行走、运输荷载，浇筑混

凝土产生的冲击荷载，风雪荷载以及特殊季节施工保护措施的荷载。

【考点分析】

支架地基预压方案其中确定预压荷载是重要环节。预压荷载因素应结合背景进行考虑。



【2016】案例（五）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一座城市互通工程，工程内容包括①主线跨线桥（Ⅰ、Ⅱ）、②左匝道跨线桥、③左

匝道一、④右匝道一、⑤右匝道二等五个子单位工程，平面布置如图 5-1 所示。

事件一、为限制超高车辆通行，诛仙跨线桥和左匝道跨线桥施工期间，在相应的道路上设置车

辆通行限高门架，其设置的位置选择在图 5-1 中所示的 A~K 的道路横断面处。

事件二、两座跨线桥施工均在跨越道路的位置采用钢管-型钢（贝雷桁架）组合门式支架方案，

并采取了安全防护措施。

【问题】

2. 事件一中，主线跨线桥和左匝道跨线桥施工期间应分别在哪些位置设置限高门架？（用图 5-1 中

所示的道路横断面的代号“A~K”表示）

3. 事件二中，两座跨线桥施工时应设置多少座组合门式支架？指出组合门式支架应采取哪些安全防

护措施？

【参考答案】

2. （1）主线跨线桥施工期间应设置限高门架的位置：G。

（2）左匝道跨线桥施工期间应设置限高门架的位置：D、K。

3. （1）应设置 3 座组合门式支架。

（2）组合门式支架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①门式支架的两边应加护桩；



②门式支架夜间应设警示灯；

③门式支架应设牢固的防撞设施；

④门式支架应设安全网或防护遮盖，保护地面作业安全。

【考点分析】

1、限高门架是设置在门洞支架前规定高度为保护施工支架二设置的保护装置。

2、组合门式支架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参考交通疏导部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1、深基坑支护结构与边坡支护

【2018】案例（二）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的地下水池工程，设计釆用薄壁钢筋混疑士结构，长×宽×高为 30m×20m×6m，池

壁顶面高出地表 0.5m。池体位置地质分布自上而下分别为回填土(厚 2m)、粉砂土(厚 2m)、细砂土(厚

4m)，地下水位于地表下 4m 处。

水池基坑支护设计采用Φ800mm 灌注桩及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第一层钢筋混凝土支撑，第二

层钢管支撑，井点降水采用Φ400mm 无砂管和潜水泵，当基坑支护结构强度满足要求及地下水位降

至满足施工要求后，方可进行基坑开挖施工。

【问题】

1.本工程除了灌注桩支护方式外还可以采用哪些支护形式?基坑水位应降至什么位置才能满足基坑开

挖和水池施工要求?

【参考答案】

1.钢板桩支撑、SMW 桩、地下连续墙。降至基坑底部 0.5m 以下才能满足基坑开挖和水池施工要求。

【考点分析】

1、基坑开挖深度 6m 左右、有地下水、需设支撑围护结构，要求支护桩必须是刚性支护，且相关位

置可以设置支撑。122

2、一般要求地下水降至坑底以下 0.5m。

【2018】案例（四）

背景资料

某市区城市主干道改扩建工程，周边有多处永久建筑，临时用地极少，环境保护要求高；现状道

路交通量大，施工时现状交通不断行。各工种施工作业区设在围挡内，临时用电变压器可安放于图

4-2 中 A、B 位置，电缆敷设方式待定…



问题：

2．根据图 4－2，地下连续施工时，C、D、E 位置设置何种设施较为合理？

4．本工程基坑的施工难点是什么？

5．施工地下连续墙时，导墙的作用主要有哪四项？

【参考答案】

2. C 应为集土坑、D 为钢筋加工区、E 为泥浆系统。

3. 施工难点为：

（1）对于基坑开挖及降水工程均会引起周边地层位移，导致周边建（构）筑物如永久建筑物、地下

管线、道路等变形或破坏；同时基坑出土、与管线所属单位等协调均是难点。

（2）现况道路交通量大，施工现状交通不断行，因为确保交通导行顺畅及交通安全是难点。

5.（1）挡土；（2）基准作用；（3）承重；（4）存蓄泥浆

【考点分析】

1、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327

2、地下连续墙施工前先做导墙，是为了满足其垂直度、平整度、地下浇筑工艺的需求。125

【2017】案例（四）

背景资料

某城市水厂改扩建工程，内容包括多个现有设施改造和新建系列构筑物…



图 4 混凝沉淀池施工横断面示意图（单位：m）

问题

3．找出图 4 中存在的应修改和补充之处。

【参考答案】

3．（1）图中应修改之处：边坡的坡度（1︰1）不符合（或陡于）规范的规定。如果条件不容许修

改（放缓）坡度，应补充土钉、挂（金属）网喷混凝土等护坡措施。

（2）图中应补充之处：池壁内外施工脚手架、坡顶阻水墙、池壁模板确保直顺和防止模板倾覆的装

置。

【考点分析】

1、土质边坡坡率允许值（表 1K413022-3）128

2、模板安装过程中，必须设置防倾覆设施 46

2、超前预支护及预加固施工技术

【2016】案例（二）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一段区间隧道，长度 12km，埋探（覆土深度）8m，净高 55m，支护结构形式采

用钢拱架钢筋网喷射混凝土，辅以超前小导管…

区间隧道施工采用暗挖法，施工方案中开挖方法选用正台阶进尺为 1.5m…【问题】

4. 根据背景资料，小导管长度应该大于多少米？两排小导管纵向搭接不小于多少米？

【参考答案】

4. 小导管长度应大于 3-3.5m，因为小导管的长度应大于每循环开挖进尺的两倍，本工程开挖进尺每

循环为 1.5m，两排小导管纵向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m。

【考点分析】



超前小导管注浆加固技术

(一)适用条件：可作为暗挖隧道常用的超前预支护措施。在软弱、破碎地层中成孔困难或易塌孔，且

施作超前锚杆比较困难或者结构断面较大时适用。

(二)技术要点

(1)应沿隧道拱部轮廓线外侧设置，可采用单层、双层超前小导管。

(2)超前小导管应选用直径为 40 - 50mm 的钢管或水煤气管，长度应大于循环进尺的 2 倍，宜为 3

-5m，具体长度、直径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3)应从钢格栅的腹部穿过，后端应支承在已架设好的钢格栅上，并焊接牢固。前后两排小导管的水

平支撑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m。

(4)端头应封闭并制成锥状，尾端设钢筋加强箍。

(5)注浆浆液应根据地质条件、并经现场试验确定。注浆材料可采用普通水泥 单液浆、改性水玻璃浆、

水泥-水玻璃双液浆、超细水泥等注浆材料。

(6)浆液的原材料，水泥强度等级 P. O42.5 级及以上的硅酸盐水泥。

(7)注浆施工

1) 在砂卵石地层中宜采用渗入注浆法；在砂层中宜采用挤压、渗透注浆法；在新土层中宜采用劈裂

或电动硅化注浆法。

2) 注浆顺序应由下而上、间隔对称进行；相邻孔位应错开、交叉进行。

3) 渗透法注浆压力应保持在 0.1 - 0.4MPa， 每孔稳压时间不小于 2min。劈裂法注浆压力应 大于

0.8MPa。

4) 注浆速度应不大于 30L/min。

5 )注浆施工期应进行监测，监测项目通常有地(路)面隆起、地下水污染等，特别 要采取必要措施防

止注浆浆液溢出地面或超出注浆范围。 171

城市给排水工程

1、现浇（预应力）混凝土水池施工技术

【2018】案例（二）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的地下水池工程，设计釆用薄壁钢筋混疑士结构…

施工前，项目部编制了施工组织设计，基坑开挖专项施工方案，降水施工方案，灌注桩专项施工

方案及水池施工方案，施工方案相关内容如下：

(1)水池主体结构施工工艺流程如下，水池边线和与桩位测量定位→基坑支护与降水→A→垫层施

工→B→底板钢筋模板安装与混凝土浇筑→C→顶板钢筋模板安装与混疑土浇筑→D(功能性实验)

(3)混凝土池壁模板安装时，应位置正确，拼缝紧密不漏浆，采用两端均能拆卸的穿墙栓来平衡

混凝土浇筑对模板的侧压力；使用符合质量技术要求的封堵材料封堵穿墙螺栓拆除后在池壁上形成的

锥形孔。



【问题】

2.写施工工艺流程中工序 A、B、C、D 的名称。

4.施工方案(3)中,封堵材料应满足什么技术要求?

【参考答案】

2. A-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B-防水层施工，C-池壁及柱浇筑，D-满水试验。

4.在池壁形成的螺栓锥形槽，应采用无收缩、易密实、具有足够强度、与池壁混凝土颜色一致或接近

的材料封堵，封堵完毕的穿墙螺栓孔不得有收缩裂缝和湿渍现象。

【考点分析】

1、整体式现浇钢筋棍凝土池体结构施工流程

测量定位→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垫层施工→防水层施工→底板浇筑→池壁及柱浇筑 →顶板浇

筑→功能性试验。

2、单元组合式现浇钢筋棍凝土水池工艺流程

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中心支柱浇筑→池底防渗层施工→浇筑池底混凝土垫层→池内防水层施

工→池壁分块浇筑→底板分块浇筑→底板嵌缝→池壁防水层施工→功能性试验。 190

【2017】案例（四）

背景资料

某城市水厂改扩建工程，内容包括多个现有设施改造和新建系列构筑物。新建的一座半地下式混

凝沉淀池，池壁高度为 5.5m，设计水深 4.8m…池壁竖向分两次施工，施工缝设置钢板止水带，模

板采用特制钢模板，防水对拉螺栓固定。

池壁混凝土首次浇筑时发生跑模事故，经检查确定为对拉螺栓滑扣所致。

池壁混凝土浇筑完成后挂编织物洒水养护，监理工程师巡视发现编织物呈干燥状态，发出整改通

知。

【问题】

4．试分析池壁混凝土浇筑跑模事故的可能原因。

5．监理工程师为何要求整改混凝土养护工作?简述养护的技术要求。

【参考答案】

4．池壁混凝土浇筑跑模事故的可能原因：对拉螺栓间距大、对拉螺栓直径小、对拉螺栓质量不合格、

浇筑速度过快、浇筑布料集中、料管端距浇筑面过高。

5．（1）原因：因为编织物干燥表明洒水不足，且池壁属于薄壁、防水混凝土结构，养护不到位会

导致混凝土裂缝，降低防水效果。

（2）防水混凝土养护技术要求：应加遮盖物洒水养护，保持湿润并不应少于 14 天，直至混凝土达

到规定的强度。

【考点分析】

混凝土的养护 192

1、混凝土浇筑后的 12h 以内，对混凝土加以在覆盖保湿养护，采用塑料薄膜养护，应紧贴混凝土裸



露表面，膜内应保持有凝结水。

2、洒水养护直在混凝土裸露表面覆盖麻袋或草帘后进行，也可采用直接洒水、蓄水等养护方式；洒

水养护应保证混凝土表面处于湿润状态，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14d。当日最低温度低于 5℃时，不应采

用洒水养护。

3、后浇带混凝土的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14d。

4、大体积混凝土应进行保湿养护，持续时间不得少于 14d。

5、控制浇筑混凝土内外温差不大于 25℃。

6、混凝土强度达到 1.2MPa 前，不得在其上踩踏、堆放物料或安装模板及支架。

2、构筑物满水实验的规定

【2017】案例（四）

背景资料

某城市水厂改扩建工程，内容包括多个现有设施改造和新建系列构筑物。新建的一座半地下式混凝沉

淀池，池壁高度为 5.5m，设计水深 4.8m…

【问题】

6．写出满水试验时混凝沉淀池的注水次数和高度。

【参考答案】

6．满水试验时，混凝沉淀池的注水应分四次，第一次施工缝以上 0.5m，第二次水深 1.6m，第三次

水深 3.2m，第四次水深 4.8m

【考点分析】

池内注水 195

（1）向池内注水应分 3 次进行，每次注水为设计水深的 1/3。 对大、中型池体，可先注水至池壁

底部施工缝以上，检查底板抗渗质量，当无明显渗漏时，再继续注水至第一次注水深度。

（2）注水时水位上升速度不宜大于 2m/d， 相邻两次注水的问隔时间不应小于 24h。

（3）每次注水宜测读 24h 的水位下降值，计算渗水量，在注水过程中和注水以后，应对池体做外观

检查和沉降量观测。当发现渗水量或沉降量过大时，应停止注水。

（4）设计有特殊要求时，应按设计要求执行。

3、水池施工中的抗浮措施

【2018】案例（二）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的地下水池工程，设计釆用薄壁钢筋混疑士结构…

施工前,项目部编制了施工组织设计,基坑开挖专项施工方案,降水施工方案,灌注桩专项施工方案

及水池施工方案,施工方案相关内容如下：
…
(4)为防止水池在雨季施工时因基坑内水位急剧上升导致构筑物上浮,项目制定了雨季水池施工抗



浮措施。

【问题】

5．写出水池雨期施工抗浮措施的技术要点。

【参考答案】

5.(1)基坑顶四周设防汛墙，防止外来水进入基坑；

(2)基坑底四周埋设排水盲管(盲沟)和抽水设备，一旦发生基坑内积水随即排除；

(3)备有应急供电和排水设施，并保证其可靠性。

(4)引入外来水进入构筑物内减小浮力。

【考点分析】

当构筑物无抗浮设计时，雨期施工过程必须采取抗浮措施 199

(1)雨期施工时，基坑内地下水位急剧上升，或外地表水大量涌入基坑，使构筑物 的自重小于浮力时，

会导致构筑物浮起。施工中常采用的抗浮措施如下:

1)基坑四周设防汛墙，防止外来水进入基坑;建立防汛组织，强化防汛工作。

2) 构筑物下及基坑内四周埋设排水盲管(盲沟)和抽水设备，一旦发生基坑内积水 随即排除。

3)备有应急供电和排水设施并保证其可靠性。

(2)当构筑物的自重小于其承受的浮力时，会导致构筑物浮起，应考虑因地制宜措施：引人地下水和

地表水等外来水进入构筑物，使构筑物内、外无水位差，以减小其浮力，使构筑物结构免于破坏。

城市管道工程

1、不开槽管道施工技术

【2017】案例（三）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接一项供热管线工程，全长 1800m…其中 340m 管段依次下穿城市主干路、机械加工

厂，穿越段地层主要为粉土和粉质黏土，有地下水，设计采用浅埋暗挖法施工隧道（套管）内敷设…

项目部进场调研后，建议将浅埋暗挖隧道法变更为水平定向钻（拉管）法施工…

【问题】

1．与水平定向钻法施工相比，原浅埋暗挖隧道法施工有哪些劣势？

【参考答案】

1．浅埋暗挖法施工套管敷设与水平定向钻敷设相比，其劣势主要有：需考虑降（阻）水措施、施工

速度慢、造价（成本）高、不安全因素多。

【答题思路】

逆向思维，问与水平定向钻法施工相比，原浅埋暗挖隧道法施工有哪些劣势，思考水平定向钻法施工

的优势。



2、管道功能性实验

【2018】案例（一）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一段新建城镇道路工程，

施工前，项目部对部分内容规定如下：

（1）由 A （技术人员）具体负责：确定管线中线、检查井位置与沟槽开挖边线。

（2）由质检员具体负责：沟槽回填土压实度试验；管道与检查井施工完成后，进行管道 B 试验（功

能性试验）

（3）管道施工工艺流程如下：沟槽开挖与支护→C →下管、排管、接口→检查井砌筑→管道功能性

试验→分层回填土与夯实。

（4）管道验收合格后转入道路路基分部工程施工，该分部工程包括填土、整平、压实等工序，其质

量检验的主控项目有压实度和 D 。

【问题】

1、根据背景资料写出最合适题意的 A、B、C、D 的内容。

【参考答案】

1．A：施工员（测量员）；B：严密性（闭水、闭气）；C：管道基础；D：弯沉值。

【解题点拨】

施工工艺流程需要整体把握，明确怎么做、谁来做、做完标准是什么。

3、供热管道施工与安装要求

【2017】案例（三）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接一项供热管线工程，全长 1800m…其中 340m 管段依次下穿城市主干路、机械加工

厂，穿越段地层主要为粉土和粉质黏土，有地下水，设计采用浅埋暗挖法施工隧道（套管）内敷设…

项目部进场调研后，建议将浅埋暗挖隧道法变更为水平定向钻（拉管）法施工…

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了如下事件：

事件三：钻进期间，机械加工厂车间地面出现隆起、开裂，并冒出黄色泥浆，导致工厂停产。项目部

立即组织人员按应急预案对冒浆事故进行处理，包括停止注浆；在冒浆点周围围挡，控制泥浆外溢面

积等，直至最终回填夯实地面开裂区。

【问题】

4．事件三中冒浆事故的应急处理还应采取哪些必要措施？

【参考答案】

4．还应采取必要措施有：

（1）将可用泥浆集中回收再利用；

（2）将已凝固泥浆集中运输到指定地点统一处理。



【考点分析】

水平定向钻施工技术：泥浆液应在专用的搅拌装置中配置，并通过泥浆循环池使用，泥浆的循环要经

相关处理，多余的泥浆遵循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妥善处理。

4、燃气管道的分类

【2018】案例（三）

背景资料

A 公司承接一城市天然气管道工程，全长 5.0km，设计压力 0.4MPa，钢管直径 DN300mm，

均采用成品防腐管。设计采用直埋和定向钻穿越两种施工方法…

【问题】

2．本工程燃气管道属于哪种压力等级？根据《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33－2005

规定，指出定向钻穿越段钢管焊接应采用的无损探伤方法和抽检量。

【参考答案】

2.（1）管道设计压力 0.4MPa，属于中压 A 级别。

（2）定向钻穿越段钢管焊接应采用射线检查，抽检数量为 100％。

【考点分析】

低压
中压 次高压 高压

B A B A B A

<0.01 ≥0.01,≤0.2 >0.2,≤0.4 >0.4,≤0.8 >0.8,≤1.6 >1.6,≤2.5 >2.5,≤4.0

无损探伤一般均为 100%检验。

5、燃气管道施工与安装要求

【2018】案例（三）

背景资料

A 公司承接一城市天然气管道工程，全长 5.0km，设计压力 0.4MPa，钢管直径 DN300mm，

均采用成品防腐管。设计采用直埋和定向钻穿越两种施工方法…

定向钻施工前，项目部技术人员进入现场踏勘，利用现状检查井核实地下管的位置和深度，对现

状道路开裂、沉陷情况进行统计。项目部根据调查情况编制定向钻专项施工方案。

定向钻钻进施工中，直管钻进段遇到砂层，项目部根据现场情况采取控制钻进速度、泥浆流量和

压力等措施，防止出现坍孔，钻进困难等问题。



【问题】

1．写由图 3 中工序 A，B 的名称。

4．为保证施工和周边环境安全，编制定向钻专项方家前还需做好那些调查工作。

5．指出坍孔时周边环境可能造成哪些影响？项目部还应采取哪些防坍孔技术措施？

【参考答案】

1.A-导向孔钻进；B-强度与严密性试验

4.掌握施工地层的类別和厚度、地下水分布和现场周边的建（构）筑物的位置、交通状况等。

5.（1）坍孔时会造成现状道路路口段路面塌陷，影响交通。

（2）项目部还应采取以下措施来控制坍孔：

①采用分级、分次扩孔方法；

②扩孔应严格控制回拉力、转速、泥浆流量等技术参数，确保成孔稳定和线形要求。

【2016】案例（一）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的市政道路工程，长 2km…道路下方设计有一条 DN 1200mm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

道，该管道在道路交叉口处与现状道路下的现有 DN 300mm 燃气管道正交。

【问题】

1. 排水管道在燃气管道下方时，其最小垂直距离应为多少米？

【参考答案】

1. 排水管道在燃气管道下方时最小垂直距离应为 0.15m。

【考点分析】



地下燃气管道与构建筑物等最小水平间距表 1K15032-1

施工测量与监控测量

1、监控测量的方法

【2017】案例（五）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城区防洪排涝应急管道工程，受环境条件限制，其中一段管道位于城市主干路机动车

道下，垂直穿越现状人行天桥，采用浅埋暗挖隧道形式…

施工前，项目部编制了浅埋暗挖隧道下穿道路专项施工方案…

【问题】

3．给出下穿施工的重点监测项目，简述监测方式。

【参考答案】

3．（1）重点监测项目：道路路面沉降、路面裂缝；人行天桥墩柱沉降、墩柱倾斜。

（2）监测方式：应实行施工监测和第三方监测，设专人现场巡视，发现险情及时报警。

【2016】案例（二）

【背景资料】

某公司承建一段区间隧道…

【问题】

3. 隧道施工中应该对哪些主要项目进行监测。

【参考答案】

3. 隧道施工过程中应对地面、地层或围岩、建构筑物或市政管线进行动态监测并及时反馈信息。具

体监测项目：洞内拱顶下沉、拱架收敛、围岩压力。

【考点分析】

暗挖隧道施工

1）工程开工前，应核对地质资料，调查沿线地下管线、各构筑物及地面建筑物基础等，并制定保护

措施。

2）隧道喷锚暗挖施工应充分利用围岩自承作用，开挖后及时施工初期支护结构并适时闭合，当开挖

面围岩稳定时间不能满足初期支护结构施工时，应采取预加固措施。

3）隧道开挖面必须保持在无水条件下施工；降水施工按有关规定执行。

4）采用钻爆法施工必须先编制爆破方案，报城市主管部门批准，并经公安部同意后方可施工。

5）隧道施工过程中应对地面、地层或围岩、建构筑物或市政管线进行动态监测并及时反馈信息。应

按照设计要求及有关规定，分别进行施工监测和第三方监测。具体监测项目，如洞内拱顶下沉、拱架

收敛、围岩压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