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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杭州市道路情况

*

管养工作体制

杭州市城市道路设施按照“两级政府（市、区）、三级管理（市、区、街道）、四

级服务（市、区、街道、社区）、多方参与”的工作体制，以属地管理为主进行管

理养护。

市级层面管理主体：市城管局

区级层面管理主体：12个主副城区为区城管局，3个县（市）为县（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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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现状和养护市场

截至2022年12月底，杭州市（12个主副城区、3个县市）纳入长效管理的道路总长为3974公里，

面积为9485万平方米，其中市属区管道路434条（段）、790公里、2456万平方米。

从2012年开始，杭州市将市属区管道路养护工作推向市场化。目前所有的市属道路均由市场化招标

确定养护企业。主城区由市路桥集团、西湖市政公司等6家养护企业进行日常养护。养护经费拨付与

城市道路日常考核分数挂钩，较为有效地增强企业紧迫感与竞争性，促进道路品质提升。

目前我市市属道路养护定额为2013年测算执行，约为10元/㎡·年 ，区属道路约为3元/㎡·年。相比

之下，广州、上海均超过20元/㎡·年，深圳约为25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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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亚运”面临突出问题

进入亚运倒计时以来，杭州市处于高速建设期，地铁、快速路、管廊等建设工程点

位多、分布广，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地铁建设项目，高峰期有190多个工地同时施工

。据统计，高峰期全市434条（段）市属道路中，多达97条（段）存在各类建设工

程施工，占比高达22%。

问题：道路破损较多，出行体验较差  VS  管养要求较高，群众期望很大



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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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亚运会圆满举办，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城

市道路管养工作短板，构建更加科学、高效、成

熟的道路管养工作体系，实现道路管养机械化、

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精细化，加快杭州“

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建设作贡献，

2019年9月杭州市城管局发布《关于开展“迎亚

运”提升城市道路设施品质工作的通知》（杭城

管局〔2019〕1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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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号文提出加强源头管

控力度、提高过程管理要

求、严抓强管设施考核、

智慧管理完善手段、多措

并举提升品质等五大类20

项具体措施，对提升城市

道路设施品质做了顶层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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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源头管控力度——制定“两案一书”
01 严把移交接收关

出台《新建市政道路工程移交接收检测实施方案》

02 严把加固修缮关
出台《市政道路加固（修缮）工程质量检测实施方案》

03 严把日常养护关
出台《杭州市市政道路养护指导书》

引入第三方检测，将管理前置、关口前移，解决道路在施工阶段存
在的面层和基层厚度不足、压实度不够等“先天不足”问题

规范工程质量检验项目、频率、标准等内容，提升加固（修缮）工程质量

通过标准化、精细化、重点性、规范性日常养护，实现市政道路“十无”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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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过程管理要求——修订地方标准

根据《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 36-2016）修订

杭州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养护规范》，并根据杭州市

道路养护工作实际以及杭州市“后峰会前亚运”特殊时

期对道路品质提升的要求，对相关条文进行补充、细化

和完善，使其具备可操作性，有效指导道路管养工作的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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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修改内容

4

增加预防性养护的章节，强调养护管

理的计划性和周期性，拓展对于道路

早期病害的认识空间，提前发现道路

的隐形病害，并施以正确的预防性养

护措施。

1

3

2
增加掘路修复的章节，针对目前杭州

市挖掘主体众多，修复质量参差不齐

的现状，给出统一的掘路修复标准以

规范指导挖掘行为。

附录中增加不同病害的修复工艺，在

满足行业规范的要求下，细化、固化

养护企业在实践中的良好做法，更好

地指导杭州市道路养护实际工作，提

升养护作业精细化水平。

增加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安

全围护设置的具体要求，规范养护作业

行为，突出安全生产的理念，并提升行

业与城市形象。



13

提高过程管理要求——建立养护综合评制价机

根据《杭州市市政养护市场诚信信息管理办法》，深

入开展养护市场诚信评价工作。根据养护企业日常工

作响应、应急抢险保障、合同履行及道路第三方检测

状况等情况，对养护企业的养护绩效进行综合评价，

将养护企业年度诚信纳入杭州市市政养护市场诚信信

息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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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过程管理要求——加大施工便道管理
p 建立机制：2018年杭州市建立全市地铁建设施工区域专项管理协调机制，形成市区两级专班，

城管、建设、交警、地铁、信访、环保、园文等部门协同处置机制。

p 制定标准：《杭州市在建工程建设范围开放式通行市政道路维护要求》《杭州市市政道路工程设

计指导意见》……

p 加大督查：结合“美丽杭州”与“数字城管”检查，对全市施工便道加大检查力度，采取日检查

、周排名、月分析的形式，对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抄告，落实道路养护单位和建设单位及时整改。

p 结果运用：抄告、约谈、专题报告市政府主要领导及市考评办、媒体曝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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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理完善手段——优化问题采集模式

对重要道路以每两个月为周期、主次干道三个月为
周期、支路及背街小巷四个月为周期进行全覆盖问
题普查。

数字城管

突出问题
日常采集

一般问题
定期普查

重点对车行道坑槽，人行道松动、破损、缺失，盲
道松动、破损、缺失，井盖缺失、移位、破损、沉
降，四类市政道路设施部件的突出问题进行采集，
旨在发现影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的问题，并且快
速、高效予以处置，提高通行舒适性。

云上道路 运用图像识别、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道路病害进行自动化识
别、分类评估和量化打分，以及对道路积水等现象的监测拓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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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道路设施品质——开展“迎亚运”道路修缮
p 修缮对象：

“重要场馆、主要驻地、集中商业区及景区”等区域

及重要交通枢纽的周边道路。

p 进度计划

修缮涉及道路179条，市属区管47条，区属区管132

条。

2020年底前完成86条（段）道路修缮工作；

2021年底前完成93条（段）道路修缮工作；

2022年6月底前完成所有修缮项目验收、查漏补缺工

作，为亚运会创造良好的市政道路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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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法

01 注重社情民意，坚持打造成民心工程
组织实施过程中，将广泛动员广大市民特别是沿路单位和居民理解、支持，共同参与，除完善

城市道路交通功能外，注重改善环境，加强与无障碍、景观提升、管线（管道）等相关配套建

设项目结合。

02 注重全程检测，坚持打造优质工程
在开展原材料、施工质量检测的基础上，市城管部门开展验收抽检，增加检测密度、频率，覆

盖工程全过程，造成质量问题的施工、监理及检测责任单位将纳入城管诚信评价管理。

03 注重创新实施，坚持打造精品工程

使用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努力破解项目推进、城市道路品质等方面的热难点问题，构建彰

显特色、配套完善的城市道路场景，在建设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管理经验，打造高

品质的道路修缮工程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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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道路设施品质——加大日常养护维修

p 采用集中养护形式，解决临时修复点位多、零星修复分布散、屡修屡破点位等问题。

p 2020年开展三批次150条道路，2021年开展三批次116条道路，2022年开展三批次109条

道路，2023年第一批64条道路集中养护。

p 后续视情制定第二批、第三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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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道路设施品质——消除地下安全隐患

p加强领导    成立市勘测检测消除城市地下安全隐患工作专班

p明确任务    以主城区、核心区、粉砂土地质区等重点区域，确定地铁站房及盾构影响区、

                          地下快速路、深基坑、人防工程等为重点

p加大检测    已累计检测道路（路段）276条，共计281.05公里，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即查即改，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城市道路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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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精细化管理——开展平路整治专项行动
p 修缮对象：

全市范围内城市道路（含桥梁、隧道）。

p 进度计划

原则上主干道在 2023 年 2 月底前要完成整治，达

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次干道、支路在 2023 年 3 月

底完成整治。

2022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全面排查；

2023 年 1 月 20 日前完成即查即改；

2023 年 3 月底完成全面整治；

2023 年 4-8 月进一步完成巩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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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p消除人行道“水老鼠”：落实专班专人对人行道、盲道松动、破损问题开展地毯式全覆盖检查。

p提升车行道平整度：       落实专班专人对车行道路面坑洞、裂缝、车辙等病害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全面提升车行道平整度。

p消除井盖沉降、异响：   各道路井盖产权单位按照“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全面开展所辖产

权井地毯式全覆盖检查，排查井盖破损、下沉、弹跳、异响等问题。

p整治桥头跳车：     全面检查辖区内所有城市桥梁伸缩缝、桥台接坡存在的跳车、异响等问题，采

取桥头路面接顺、路基加固、轻质材料换填等措施，全面消除“桥头跳车”现象。

p推进地下空洞检测：      行政区域内亚运场馆周边道路、宾馆驻地周边道路、通勤保障道路及其

他重点路段的地下隐患全覆盖检测工作。根据检测结果科学研判病害问题，分类开展复测、验证、修

复、观测、比对等工作，及时整改问题，防范道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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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p规范道路隔离设施：对机动车道、慢车道上设置的道路交通隔离设施，绿化带上设置的隔离设施，

人行道上及红线外公共空间上设置的隔离设施等按标准整改落实，并加强道路隔离设施的长效管理，

严控新增，规范报批。

p做好道路建设、整治项目回头看：重点推进“迎亚运”道路承诺移交问题整改，梳理形成问题

清单，督促各建设单位按期完成整改并移交，对“迎亚运”道路通车运行动态管理，落实相关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在质保期内按合同完成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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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

1

3

4 2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二是强化部门联动；
三是积极沟通协调。

加强组织协调

一是市城管局每 周 对 上 一 周 问 题 整 改
进展及整改效果 进 行 现 场 检 查 通 报 ，
检 查 结 果 纳 入 市 政 府 综 合 目 标 考 评
（城市管理专项考核）；
二是市建委加强 对 各 建 设 单 位 管 理 检
查并纳入市政府 综 合 考 评 （ 城 市 重 大
基础设施建设考核）。

严抓督查考核。

全面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装备。

全面推广“四新”

2023 年  2 月份和  5月份开展两次  
“平路整治”专项行动“赛马”活
动，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形成比
学赶超浓厚氛围。

“赛马”比拼。



专项行动检查标准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标准要求

1 车行道

车行道无破损、坑洼、沉陷、网裂、裂缝、
拥包、车辙、翻浆、修复处飞料啃边等。

快速路和主干路：标准差δ值≤1.5mm。次干
路和支路：标准差δ值≤2.4mm。

2 人行道
人行道板无破损、松动、下沉、缺失，盲道、
缘石符合无障碍规范要求。

3 检查井

检查井无缺失、破损、沉降等。

亚运重点保障道路井框高差不大于 5mm；其
他道路井框高差不大于 7mm。

4 桥头跳车 路桥过渡段无明显跳车现象、伸缩缝无异响。



杭州市市政道路养护指导书
①工作目标

②适用范围

③养护评价

④工作要求



03 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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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p 车行道无坑洞、无沉降、无裂缝、无积水；

p 人行道无缺失、无破损、无松动；

p 井盖及道路附属设施无缺失、无破损、无沉降。

质量第一 品质保证

重点提高道路平整度、行车舒适度，
打造市政道路管养“杭州样本”。

市政道路设施实现“十无”
目标

建设目标



03 适用范围

车行道  人行道

附属设施无障碍
设施

      杭州全市范围市政道路及附属设施的日常养护，主要包括车行道（沥青混凝土路

面、水泥混凝土路面）、人行道、盲道、无障碍坡道、各类检查井、道路名称指示牌

等设施。



03 养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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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01

02

03

Ⅰ等养护道路（快速路、主干路、商业繁华街道、游览路线）

Ⅱ等养护道路（除Ⅰ等养护以外的次干路、步行街、支路中的商业街道）

Ⅲ等养护道路（除Ⅰ、Ⅱ等养护以外的支路），

道路养护 PQI（路面综合评价指数）要求：

PQI 评价结果为 B 级及以上的道路数量≥95%

PQI 评价结果为 B 级及以上的道路数量≥92%

PQI 评价结果为 B 级及以上的道路数量≥90%



03 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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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精细化养护。管理方式由“粗放式”到“精细化“，对道路问题进行精准施策，做到规

范化、标准化养护，以“精、准、细、严”控制养护作业，不断提升市政道路养护质量。

二、突出重点问题解决。坚持问题导向与结果导向，切实抓好道路热难点问题。通过加强预养护

工作，做到早发现早解决，及时消除病害隐患，提升市民群众幸福感与满意度。

三、提升掘路修复质量。进一步规范掘路修复，确保道路开挖施工质量。一是严把道路挖掘审批。

做到关口前移、加强源头管理。二是加强批后监管加强过程管理，确保施工质量，不断提升道路

品质。

四、强化安全文明施工。做到安全文明作业，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点。



03 沥青混凝土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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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平整度 路面平整，人工摊铺不大于 7mm，机械摊铺不
大于 5mm 3m 直尺量

接茬

1.接茬密实，无起壳、松散；
2.与平石相接不低于平石，高不大于 5mm；
3.新老接茬密实，平顺齐直，不低于原路面，高
不大于5mm

1m 直尺量

路框差 1.各类井框周围路面无沉陷；
2.各类井框与路面高差不大于 5mm 1m 直尺量

横坡度 与原路面横坡相一致,无积水 目测

积水 雨天路面无积水，尤其是公交车站、人行横道线
处无积水 目测

灌缝/
封边

修复区域新老接茬处封边表面应平整、密实、均
匀、直顺、美观；灌缝处表面光滑，无颗粒状胶
粒、无轮迹、无划痕；灌缝和封边处应与原路面
接顺，宽度不宜大于5cm，平整度不大于 5mm

目测/3m直
尺量

验收标准养护施工要求
• 维修时限：发现病害应及时处理。
• 维修材料：应采用相应材质的沥青混

合料。
• 沥青温度：应保持沥青混合料施工温

度，运输、施工时应采用保温设备；
冬季（气温连续 5 天低于零下 5℃）

• 施工，必须做好防冻、保暖的准备。
• 铣刨范围：在病害范围的基础上延伸，

按既有车道合理布局
• 边线切割：边线应使用机械切割。
• 铣刨深度：主要进行路面面层铣刨。
• 维修施工：施工作业应做到卸料快、

摊铺快、接平快、碾压快。
• 灌缝封边：路面线裂病害可采用灌缝

处治；养护修复封边宜和路面修复同
步实施，特殊情况下间隔不大于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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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取最大值)范围 点数

井框与周边
路面吻合 ±5mm 每座 1  用直尺考

量

雨水口与路
边线间距 ≤20 每座 1  用钢尺量

安装质量 车辆通过时无异响、无弹跳 目测

验收标准
养护施工要求
• 维修施工：应优先选择防沉降井盖；

检查井井盖、井筒、井座破损或强度
不符合要求的应及时进行更换维修；
检查井高出或低于周边路面或人行道
板面时，可采取降低或抬升处理。

• 标识要求：检查井盖必须安装铝制身
份证标识牌，标识牌统一安装在井内
壁井口向下 10cm 处，用水泥钉四角
固定；由养护专业人员绘制道路示意
图标识检查井位置，统一制成表格备
查。

• 防护要求：检查井内必须设置防坠网。
安装于井口下 0.2-0.5 米范围内。防
坠网采用耐腐蚀、高强度的聚乙烯材
料制作，网绳直径不小于 6mm，边
绳直径不小于 8mm，呈网状结构，
网目小于 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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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市政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管
理理念，通过技术检测手段，切实把好市
政道路设施移交接收关，强化建管衔接，
避免“带病移交”，提升道路品质，确保
道路设施高品质安全运行。

工作目标    检测依据及判定标准

1.《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
2.《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 3450
3.《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F80/1；
4.《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
5.《混凝土路面砖》GB/T 28635；
6.《天然饰面石材试验方法》GB/T 9966；
7.《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
8.《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9.《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
10.其他相关标准规范及设计文件。
（注：以上标准规范版本以最新版本为准）

适用范围

       杭州全市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
的市政道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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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车行道（含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

排水管道

（一）检测项目

主控项目为沥青混合料面层压实度、面层（基层）厚度、弯沉、平整度。

主控项目为平整度、沥青混合料铺筑人行道厚度、沥青混合料压实度；一般
项目为料石、混凝土预制砌块铺砌人行道强度和料石铺砌人行道外观尺寸。

开展管道CCTV检测、潜望镜检测，为主控项目，必要时对管道材质进行抽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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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方法

p 新建、改建、扩建的市政道路移交前，由城管部门（接收部门）委托有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现场抽检，根据抽检报告，城管部门及时组织建

设等单位，邀请建设主管部门召开移交检测会议。

p 按照项目每标段、每200米、每半幅为一个检测单元（不满200米按一

个单元计，每标段至少一个单元），检测单元进行编号，现场随机抽取

10%-20%的单元进行检测。

p 检测过程由检测单位采用录像拍照等方式记录留档，检测样品做好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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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方法
序
号 部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1

车行道（含非
机动车道）

★沥青混合料面层压实度 每1000㎡测1点（不满1000㎡的按1000㎡测）。
2 ★面层（基层）厚度 每1000㎡测1点。
3 ★弯沉 每车道、每20m，测1点。

4 ★平整度 路宽＜9m，每100米1条测线；路宽9m-15m，每
100米2条测线；路宽＞15m，每100米3条测线。

5

人行道

料石、混凝土预制砌块铺砌
人行道强度 每标段工程对应样品检测1组。

6 料石铺砌人行道外观尺寸 每标段工程对应样品检测1组。
7 ★平整度 每单元每20米测1点。

8 ★沥青混合料铺筑人行道厚
度 每单元每100米测1点。

9 ★沥青混合料压实度 每单元每100米查1点。
10 排水管道 ★排水管道检测 每单元范围内所有排水管道。

注：带★为主控项目，其余为一般项目。

检测项目抽检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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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测项目判定标准
序
号 项目名称 判定标准

1 ★车行道弯沉值 实测弯沉值不应大于设计规定。

2 ★车行道结构层厚度

1.符合设计规定；2.沥青混合料面层厚度允许偏差为+10— -5mm；3.基层厚度根据不同
类型确定允许偏差：石灰稳定土类基层及底基层和沥青碎石基层允许偏差为±10mm；级
配砂砾石（碎石）及级配砾石（砂碎石）基层和底基层中砂石允许偏差为+20— -10mm，
砾石允许偏差为+20mm— -10%层厚；沥青贯入式碎石基层和底基层允许偏差为
+20mm— -10%层厚。

3 ★车行道平整度 快速路和主干路：标准差δ值≤1.5mm。
次干路和支路：标准差δ值≤2.4mm。

4 ★沥青混合料面层压实度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不应小于96%。
次干路及以下道路不应小于95%。

5 人行道材料强度 符合设计规定。
6 人行道材料外观尺寸 符合设计规定。

7 ★人行道平整度
料石铺砌人行道：允许偏差≤3mm。
预制砌块铺砌人行道：允许偏差≤5mm。
沥青混合料铺筑人行道：沥青混凝土允许偏差≤5mm，其他类型允许偏差≤7mm。

8 沥青混合料铺筑人行道厚度 符合设计规定，允许偏差为±5mm。
9 ★人行道沥青混合料压实度 不应小于95%。
10 ★管道CCTV 符合规范要求。
注：带★为主控项目，其余为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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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资料

01

02 检测资料存档：市、区两级城管部
门（接收部门），应做好资料的整
理归档工作，存档期限不得少于三
年，重要资料应长期保存。

各项检测内容出具书面报告。
检测报告应包含：工程概况、检测
范围、检测依据、检测设备、检测
结论、分项检测报告等。

检测报告

检测资料存档



05 工作要求

39
39

各区城管局（接收部门）应结合城区实际，建立并

落实市政道路工程移交接收检测工作机制

• 一是主动与住建部门对接；

• 二是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开展检测；

• 三是检测合格项目及时办理移交；

• 四是检测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城市管理目标考核。

建立机制

项目检测经费由各级相关部门统筹安排。

• 一是市本级投资建设的道路，检测工作由市

政中心负责，经费争取市财政保障；

• 二是其他建成后移交城管部门管养的道路，

检测工作各区城管部门（接收部门）负责，

经费争取区财政保障。

保障经费

• 市本级投资建设道路检测发现的问

题，由市城管局抄送市建委；

• 区级财政投资建设道路检测发现的问题，

由各区城管局部门（接收部门抄送属地住建

部门，并上报市城管局。

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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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接收检测结果未经城管部门认可的工程不予接收，不合格问题经整改销项，征得城管部门（接
收部门）同意后方可接收。必要时城管部门（接收部门）将组织专家对整改销项完成情况进行论证。

作为移交接收依据

市、区城管部门（接收部门）组织召开道路移交接收管理工作例会，邀请建设和财政部门、行业专
家参加，通报市政道路设施移交接收检测和整改工作情况。

组织召开例会通报

一是对涉及道路建设质量问题的建设、施工、监理、检测等责任单位，在后续其他道路设施移交检
测中增加抽检频率；对道路移交接收检测工作积极配合、检测结果较好的相关单位，可减少检测频
率或免检。二是将涉及道路建设质量问题的责任主体纳入城管系统信用管理，限制进入城管相关投
标项目。三是对检测发现不合格问题拒不整改、未按规定时间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城管部门（接
收部门）将有关情况抄送建设主管部门。

纳入信用管理体系

对检测发现存在严重建设质量问题的道路，城管部门（接收部门）将有关情况抄送有关部门，建议
取消该项目参加行业相关奖项的评选资格。

建议取消评奖资格

经检测发现存在严重建设质量问题或在抽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责任单位、相关人员等情况，城管部
门（接收部门）将向有关部门及时通报。

及时通报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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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迎亚运”为契机，以全面提升道
路品质为内容，强化主体责任落实，建立
健全工作机制，切实严控市政道路加固
(修缮)工程质量，不断提升我市道路加固
工程管理水平。

工作目标    检测依据及判定标准
1.《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2.《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3.《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4.《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 36;
5.《沥青路面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092；
6.《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
7.《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
8.《城镇道路特种沥青路面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DB33/T 1080；
9.《城市道路防沉降检查井盖和雨水口技术管理规范》
     DB3301/T 0213；
10.其他相关标准规范及设计文件。
（注：以上标准规范版本以最新版本为准）

适用范围

       杭州市市政设施改善项目中的道路
加固及“迎亚运”道路修缮行动等工程，
其他市政道路加固(修缮)工程可参照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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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明确专项经费

明确主体责任

明确整改时限

（一）检测要求

区级城管部门（建设主体）应在招标文件及合同中明确该项检测费用纳入工程经费；
并明确检测费用拨付程序及检测不合格的相关处罚措施等内容。

区级城管部门（建设主体）应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建立健全相关检测工作机制，落
实专人负责，确保主体责任履责到位。

针对检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建设主体督促施工单位应在5个自然日内完成整改，涉
及较重大事项，须在5个自然日内提出整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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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项目
p原材料质量
主要包括沥青混合料、水泥混凝土、水泥稳定碎石、人行道道板、检查井盖、雨水箅子等。

p施工质量
• 车行道（含非机动车道）：主控项目为结构层压实度、结构层厚度、料石铺砌面层用砂浆抗压强

度；一般项目为弯沉（面层和基层）、面层平整度、料石铺砌面层平整度、路面抗滑。

• 人行道：主控项目为料石、混凝土预制砌块、沥青混合料铺砌人行道路床与基层压实度，料石、

混凝土预制砌块铺砌人行道用砂浆强度，料石、混凝土预制砌块强度，料石铺砌人行道外观尺寸，

沥青混合料铺筑人行道厚度，沥青混合料压实度；一般项目为平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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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测频率（车行道）
序
号 部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1

车行道（含非
机动车道）

★结构层压实度 每1000㎡测1点（不满1000㎡的按1000㎡测）。

2 ★结构层厚度 每1000㎡测1点。

3 弯沉（面层和基层） 每车道、每20m，测1点。

4 面层平整度 全路段每车道

5 ★料石铺砌面层用砂浆抗压
强度 同一配合比，每1000㎡1组，（不足1000㎡取1组）

6 料石铺砌面层平整度 每20m，测1点

7 路面抗滑 每200m，测1点

注：带★为主控项目，其余为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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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测频率（人行道）
序
号 部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1

人行道

★料石、混凝土预制砌块、沥
青混合料铺砌人行道路床与基
层压实度

每100m测2点

2 ★料石、混凝土预制砌块铺砌
人行道用砂浆强度 同一配合比，每1000㎡1组，（不足1000㎡取1组）

3 ★料石、混凝土预制砌块强度 按规格型号批次检测1组。

4 ★料石铺砌人行道外观尺寸  按规格型号批次检测1组。

5 平整度 每20米测1点。

6 ★沥青混合料铺筑人行道厚度 每100米测1点。

7 ★沥青混合料压实度 每100米测1点。

注：带★为主控项目，其余为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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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判定标准
序
号 项目名称 判定标准

1 ★车行道弯沉值 实测弯沉值不应大于设计规定。

2 ★车行道结构层厚度

1.符合设计规定；2.沥青混合料面层厚度允许偏差为+10— -5mm；3.基层厚度根据不同
类型确定允许偏差：石灰稳定土类基层及底基层和沥青碎石基层允许偏差为±10mm；级
配砂砾石（碎石）及级配砾石（砂碎石）基层和底基层中砂石允许偏差为+20— -10mm，
砾石允许偏差为+20mm— -10%层厚；沥青贯入式碎石基层和底基层允许偏差为
+20mm— -10%层厚。

3 ★车行道平整度 快速路和主干路：标准差δ值≤1.5mm。
次干路和支路：标准差δ值≤2.4mm。

4 ★沥青混合料面层压实度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不应小于96%。
次干路及以下道路不应小于95%。

5 人行道材料强度 符合设计规定。
6 人行道材料外观尺寸 符合设计规定。

7 ★人行道平整度
料石铺砌人行道：允许偏差≤3mm。
预制砌块铺砌人行道：允许偏差≤5mm。
沥青混合料铺筑人行道：沥青混凝土允许偏差≤5mm，其他类型允许偏差≤7mm。

8 沥青混合料铺筑人行道厚度 符合设计规定，允许偏差为±5mm。
9 ★人行道沥青混合料压实度 不应小于95%。
10 ★管道CCTV 符合规范要求。
注：带★为主控项目，其余为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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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资料

01

02
建设主体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将所
有检测报告纳入竣工资料中存档。

各项检测内容出具书面报告。
检测报告应包含：工程概况、检测
范围、检测依据、检测设备、检测
结论、分项检测报告等。

检测报告

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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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竣工验收前，由杭州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检,应与区

级城管部门（建设主体）委托的检测机构非同一家。

抽
检
项
目
及
频
率

l 抽检单元
按照项目每标段、每200米、每半幅为一个抽检单元
（不满200米按一个单元计，每标段至少一个单元），抽
检单元按序编号，现场随机抽取10%-20%的单元进行检测。

l 抽检人员
抽检人员应包括市政中心、区级城管部门（建设主体）、
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检测机构及该道路养护单位。

l 记录存档
抽检过程由市政中心会同检测单位采用现场录像拍照等
方式记录留档，抽检样品按规定做好留存。

应  用  价  值 序
号 部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1 车行道
（含非
机动车
道）

结构层厚度 每1000㎡测1点
（不满1000㎡的按1000㎡测）

2 沥青面层压实度 每1000㎡测1点
（不满1000㎡的按1000㎡测）

5

人行道

料石、混凝土预制砌
块铺砌人行道强度 按规格型号批次检测1组。

6 料石铺砌人行道
外观尺寸  按规格型号批次检测1组。

7 沥青混合料铺筑
人行道厚度 每100米测1点。

8  沥青混合料压实度 每100米测1点。

抽检项目判定
同施工质量检测判定标准。
成果资料
各项抽检内容均须出具书面报告，按规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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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市政道路加固（修缮）工程检测合格、抽检认可后方可进行竣工验收；二是检测、抽检中
发现的问题须逐个整改销项。

作为竣工验收依据

区级城管部门的检测工作开展情况和市政中心随机抽检情况纳入市城市管理工作目标（道桥管
理）考核，并进行通报。

纳入城管目标考核

一是对检测、抽检结果较差的施工单位，应提高其参与的其他工程的检测、抽检频率；
造成质量问题的施工、监理及检测责任单位应纳入城管诚信评价管理；
对存在质量问题且拒不整改、未按规定时间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施工单位，城管部门将抄送建设主
管部门予以严肃处理。
二是对检测、抽检结果较好的施工单位，可相应降低检测、抽检频率，并抄送建设主管部门予以表
扬。

建议取消评奖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