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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路工程施工》是路桥专业高职教学的一门重要课程。
尤其是针对路桥专业，高职教育主要培养的是面向施工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
本书注意到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内容，以实用、实际、实效为原则，同时紧密追踪公路施工技术的发展
，紧密结合现行的相关标准规范，也充分考虑到教学规律，与《公路工程技术》、《桥涵施工》等课
程教材较好地衔接和分工，以便学生系统学习。
　　本书由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张吉国和石家庄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杜玉林主编，内蒙古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翕金贵主审。
具体编写情况如下：第1、第2章由杜玉林编写；第3章、第7章由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牛洪全编写
；第4章由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刘肖群编写；第5章由张吉国编写；第6章由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周立
宏编写；第8章由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常志航编写。
　　本教材紧密结合国家及行业最新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选编了新材料、新工艺运用的成果，充分
反映了当前公路施工中的高新技术。
本书符合“路桥专业高职教材编审原则”的规定，具有新颖、专业特色鲜明之特点。
　　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和公路建设的特点均有所不同，
各院校可结合具体情况，讲授过程中可对本书内容进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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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高职高专路桥类专业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8章，主要讲述了道路工程基础知识，道路工程图识读，施工放样，路基施工，路基排水，
中低层路面及基层(底基层)、垫层施工，沥青路面施工和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等，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课程。
本书主要作为高职高专路桥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培训教材或自学用书，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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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路是供各种车辆（无轨）和行人等通行的工程设施，按其使用特点分为公路、城市道路、林区
道路、厂矿道路、林区道路及乡村道路等。
　　公路是用来连接城市、乡村和工矿基地等，主要供汽车行驶，具有一定技术条件和设施的道路。
城市道路主要指在城市范围内，供车辆及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和设施的道路。
专用公路主要包括专供或主要供厂矿、林区、农场、油田、旅游区、军事要地等与外部联系的公路。
　　道路的历史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
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创造了道路，而道路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古代道路按不同的运输工具可分步行道路、驮运道路和马车道路三个阶段。
人类最早的步行和驮运道路有摩亨约·达罗城市道路、古代亚苏道路、罗马道路、丝绸之路等。
马车的出现对道路的技术条件，诸如宽度、坡度、平整度、强度以及路线的布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马车道路在筑路技术上也具有长足的进步。
马车时代的道路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马的运力有限，速度较低，逐渐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们生
活的需要。
1886年，德国的卡尔·奔驰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在同一年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这也标志着道路
发展进入了汽车道路时代。
1919年德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这是一种新型的交通设施，可以保证汽车快速、安全、舒
适的行驶，高速公路的出现为公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中国是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国家。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道路、桥梁的修建和车辆制造以及交通管理等方面
，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就。
中国古代道路建设，在世界上曾处于领先地位，在世界道路交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有道路建设的国家。
中国古代传说中就有黄帝“披山通路”和“黄帝造车”之说。
在夏代（公元前21世纪）时对制造车辆就有确切的记载。
《史记·夏本纪》载“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撵”，在考古中还发现夏代的陶器上
画有车轮花纹，这些都是夏代用车的佐证。
　　我国古代道路的发展是非常辉煌的。
根据《史记》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中国已有了车和行车的路。
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约公元前1066年）开始出现了驿道传送。
　　到西周（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771年）时道路更加发达，已经有了以都市为中心的完整的道路体
系，其盛况如《诗经》记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据《周礼》：“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
门，国中九经九纬，径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这已说明，当时的城市道路网已有经、纬、环、野四类之分。
此外，西周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道路管理制度。
如《周礼》规定“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意思是说雨后修整养护路面，枯水季节宜修理桥梁。
在交通法规上，《周礼》还规定，“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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