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单项选择题（共 20 题，每题 1 分，每题一分，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

1、可作为二级公路路床填料的是（）。

A.湿粘土 B.重粉质粘土 C.红粘土 D.弱膨胀土

2、在地形艰险及爆破量较小地段（如打水沟、挖基坑等），应优先选择以下爆破方式是（）。

A.钢钎炮 B.深孔爆破 C.药壶炮 D.猫洞炮

3、袋装砂井施工工艺流程中，最后一步工艺是（）。

A.埋砂袋头 B.机具移位 C.摊铺上层砂垫层 D.拨出套管

4、（）适用路基压实度检测，不宜用于填石路堤等有大孔或大孔隙材料的测定。

A.灌砂法 B.环刀法

C.核子密度湿度仪法 D.击实试验法

5、坐标法放样目前主要采用的仪器是（）。

A.经纬仪 B.红外线测距仪

C.全站仪 D.GPS

6、公路无机结合料稳定碎石基层施工中，其拌和工艺和摊铺工艺推荐采用（）。

A.集中厂拌和摊铺机摊铺 B.人工路拌和摊铺机摊铺

C.人工路拌和推土机摊铺 D.集中厂拌和推土机摊铺

7、沥青路面按组成结构分类中，密实-骨架结构的典型是（）。

A.SMA B.AC-I

C.AN D.OGFC

8、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中，需要的试验仪器不包括（）。

A.液压千斤顶 B.温度计

C.夯锤和导管 D.脱模器

9、公路面层水泥混凝土可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的交通等级是（）。

A.极重交通荷载等级 B.特重交通荷载等级

C.重交通荷载等级 D.中交通荷载等级

10、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桥梁基础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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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刚性基础 B.桩基础

C.管柱 D.墩柱

11、预应力钢筋钢绞线应进行的试验不包括（）。

A.表面质量 B.直径偏差

C.化学性能 D.力学性能

12、不属于桥头跳车的原因的是（）。

A.台后地基强度与桥台地基强度不同 B.台后压实度达不到标准

C.台后填土材料不当 D.采用小型压实机械夯实

13、隧道监控量测中，属于必测的项目是（）。

A.围岩体内位移 B.钢支撑内力及外力

C.拱顶下沉 D.围岩弹性波

14、季节性施工一般主要是指工程在（）的施工。

A.冬季和春季 B.冬季和夏季

C.冬季和雨季 D.夏季和雨季

15、路面工程各结构层之间的施工是（）。

A.平行作业 B.依次作业

C.流水作业 D.线性流水作业

16、（）含等步距异节拍流水、异步距异节拍流水两类情况。

A.无节拍流水 B.有节拍流水

C.异节拍流水 D.等节拍流水

17、沥青混凝土面层的实测项目中不包括（）。

A.平整度 B.弯沉值

C.强度 D.压实度

18、在分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设计图纸错误引起分包商的权益受到损害，分包商应向（）提出索
赔要求。

A.业主 B.监理

C.设计方 D.承包商

19、不用于路基土方工程的施工机械和设备是（）。

A.平地机 B.凿岩机

C.压路机 D.挖掘机

20．针对危险性较大的工程编制的专项施工方案必须由（）进行现场监督实施。

A.技术负责人 B.班组负责人



C.监理工程师 D.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二.多项选择题（共 10 题，每题 2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符合题意，至少

有 1 个错项。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 0.5 分）

1、质量检查控制的主要方法有（）。

A.交底 B.测量

C.试验 D.观察

E.改正

2、属于大型公路工程项目“单位工程”的有（）。

A.路基 B.路面

C.桥梁下部 D.桥梁承台

E.涵洞

3、石方开挖可能需要用到的机械有（）。

A.凿岩台车 B.挖掘机

C.推土机 D.羊足碾

E.移动式空气压缩机

4、《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试行）将公路工程划分的内容不包括（）。

A.高速公路各工程类别 B.桥梁工程

C.隧道工程 D.大型工程

E.小型工程

5、不宜安排路基在雨期施工的选项有（）。

A.丘陵和山岭地区的砂类土 B.丘陵和山岭地区的岩石地段

C.平原地区的盐渍土地段 D.丘陵和山岭地区的重黏土地段

E.岩石的弃方地段

6、关于软土的工程特性错误的有（）。

A.天然含水率高 B.孔隙比小

C.透水性差 D.压缩性低

E.有触变性

7、冬期施工开挖路堑表层冻土可采用的方法有（）。

A.爆破法 B.冻土锯

C.日光暴晒 D.热水开冻

E.深孔破冻法

8、沥青混合料摊铺时，应采用走线法施工的结构层有（）。

A.下面层 B.磨耗层



C.上面层 D.中面层

E.表面层

9、沥青路面的施工中，沥青混合料的压实步骤包括（）。

A.初压 B.复压

C.反压 D.限压

E.终压

10、桥梁的下部结构包括（）。

A.桥跨结构 B.桥墩

C.桥台 D.基础、

E.桥面结构

三.案例分析题（共四题，每题 20 分）

案例（一）

【背景资料】

某施工单位，设施精良，技术力量雄厚。承接了一段 35km 二级公路的旧沥青路面再生，施工单

位施工前对旧沥青路面的破损情况进行调查，路面基层承载能力良好，面层因疲劳而出现大面积坑槽

现象，且深度达到 5cm。

事件 1：施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拟定了施工方案，并采用现场热再生中的重铺再生法施工，其施工

原理：用两台加热机分次对旧沥青路面进行加热。第一次加热的表面温度可达 160〜180℃，第二次

加热的表面温度将达到 180〜250℃。通过两次加热，将旧路面沥青材料软化，再由再生机主机翻松，

将翻松材料收集到再生主机的搅拌锅中，加入适量的沥青再生剂搅拌，将拌和均匀的再生混合料摊铺

到路面上作为路面下面层，其上再铺设一层新的沥青混合料作为磨耗层，形成全新材料的路面，最后

用压路机碾压成型。其施工工艺流程为：加热→翻松→（A）→搅拌→摊铺整型→（B）。

事件 2：结合沥青路面再生特点，施工单位配置了摊铺机、压路机、自卸车、拌和机等。

事件 3：为保证工程施工质量，施工单位对旧沥青路面再生作了如下控制：

（1）在开工前进行试验段铺筑，目的是确定松铺系数、施工工艺等。

（2）按照初压、复压严格控制碾压温度及碾压重叠宽度。为了保证沥青混合料碾压过程中不粘轮，

施工单位采用雾状喷水法。



（3）纵缝采用热接缝，梯进式摊铺。具体做法：首先采用人工顺直刨缝或切缝，铺另半幅前必须

将边缘清扫干净，并涂洒少量粘层沥青。摊铺时应重叠在已铺层上 50～100mm，摊铺后将混合料

人工铲走。碾压时由边向中碾压留下 100～150mm，然后压实新铺部分，再跨缝挤紧压实。

【问题】

1、结合背景，除了采用现场热再生方法外还有那些方法可进行旧沥青路面再生？

2、事件 1 中，写出旧沥青路面再生工艺流程中 A.B 工序的名称。

3、完善事件 3 中沥青混合料铺筑试验段的主要目的？

4、事件 3 中关于纵缝采用热接缝的具体做法是否有错？如有错，请改正。

5、施工单位配置施工机械是否完整？如不完整，请补充。

案例（二）

【背景资料】

某施工单位承包了二级公路某合同段路基工程，其中 K16+000～K18+360 为填方路基，填料主要

来自于邻近路段的路堑挖方碎石土，其石质成分是强～弱风化片岩、千枚岩和板岩，石料含量占总质

量 40%～70%。施工中发生如下事件：

事件一：施工前，在路基填料区获取相应的土样，根据公路土工试验过程中的标准方法来进行击

实、塑限、液限试验，对土样的颗粒进行分析，取得土样的塑性指数、液塑限、最大粒径等相关

的物料力学性质的数据。

事件二：在施工现场的填筑试验中，采用松铺厚度为 30cm、40cm 分别进行填筑，在每一种松铺

厚度进行填筑的时候，在路基的表面设置多个固定的测点，在这些测点上进行高程测量和灌砂法

的检测，对其沉降差进行计算，以此获取沉降差、压实度随着压实遍数的变化规律，最终得到松

铺厚度以及碾压遍数等施工工艺的参数，其中压实的质量采用沉降差≤2mm 和压实度来作为其标

准。



事件三：填筑过程中，主要采用分层填筑，局部路段采用混合填筑。土石混填路基的边坡采用码

砌施工工艺成型，采用先填筑后码砌的施工方式，即先在超过路基宽度要求的一定范围内将填料

摊铺、压实，然后再按照路基宽度要求进行刷坡，最后将边坡码砌好。

【问题】

1、K16+000～K18+360 可否按土石路基进行填筑控制？说明理由。

2、通过事件一中的试验，还应得出哪些物料力学性质的数据？

3、事件二中还需要获取哪些施工参数？

4、指出事件三中路基填筑过程中的错误做法。

案例（三）

【背景资料】

某沿海大桥是一座跨径为 28、5m+3×40．5m+28、5m 的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桥，分上下

两幅，每幅单箱顶宽 14、50m，底板宽 7m，梁高由支点的 2、75m 渐变到跨中的 1、80m。根据桥位

处的地质情况和大桥本身的特点，采用逐段现浇，每段有一超过墩身 8、5m 的长度，末端浇筑长度

为 20m。支架纵梁采用六四军用梁，为减小纵梁在混凝土重量作用下的过大变形，在每个边跨设一排

临时支墩，3 个主跨各设置两排支墩，支墩均为摩擦桩，卸落设备采用砂箱。在安装模板时，全面计

算并设置了预拱度值。为减小支架变形，混凝土分两次浇筑，第一次浇筑底板和腹板，第二次浇筑顶

板和翼缘板。为防止桥墩与支架发生沉降差而导致墩顶处梁体混凝土开裂，采用自两边墩台向跨中分

段浇筑的方法。因管道较多、钢筋密，决定采用大直径振捣器直接运送混凝土并振捣，以确保有预应

力管道下的混凝土密实。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张拉预应力筋，按要求和规定压浆。

【问题】

1、混凝土浇筑顺序是否合理？请说明理由。

2、混凝土振捣是否合理？为什么？

3、施工单位在计算施工预拱度时，应考虑哪些荷载？



4、如何对管道进行压浆？

案例（四）

【背景资料】

某二级公路路基工程施工。其中 K22+100～K42+100 路段以填方为主，合同段附近地表土主要是

高液限黏土（液限值在 38-49 之间），为此，施工单位针对高液限黏土填筑路堤做了试验路段，以确

定其最大干密度和松铺厚度等措施。场地清理完毕后，对路基横断面进行了测量放样，动力触探，并

绘制出横断面图，提交监理工程师复测，确认后开始填筑路堤。

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试验段提供的数据指导施工。经过 2 个月填筑发现按试验路段数据控制施工，

施工周期长，无法满足工期要求。业主在了解情况后，书面要求监理工程师指示施工单位在半个月后

变更路堤填料。经过现场考查并征得监理工程师同意和设计单位确认后，选择了粉土和砂性土两种路

堤填料，施工单位随即组织施工直接填筑，同时考虑到砂性土强度不够，故两种填料混合使用。由于

变更后取用的路堤填料需增加较长运距，费用增加，施工单位向业主提出了变更工程价款的报告。碾

压时，施工中填石作业从最低处开始，分层填筑，每一分层先是人工摊铺主骨料，平整作业铺撒嵌缝

料。填筑过程中，发现存在一些质量缺陷，施工单位及时确定了质量缺陷的性质，并采取了应对措施。

土方路基施工完成后，施工单位实测了压实度、中线偏位、平整度、宽度和边坡，各项指标均满足相

应规范要求，施工单位提请监理验收。

【问题】

1、指出施工单位在路堤施工中的错误，并给出正确做法。

2、根据公路工程变更后合同价款的确定方法，结合背景资料，请写出填料变更的变更价款程序？

3、质量缺陷性质确定的方法有哪些？

4、补充土方路基的实测项目，并指出关键项目。



案例（一）

1、现场冷再生法、厂拌热再生法。

2、A：添加再生剂。B：罩新面工艺（或压入碎石）。

3、机械配备、人员组织、压实遍数。

4、有错。热接缝的具体做法应该是：施工时将已铺混合料部分留 100～200mm 宽暂不碾压，作

为后摊铺部分的高程基准面，后摊铺部分完成立即骑缝碾压，以除缝迹。

5、不完整。加热器（红外线加热器）、铣刨机。

案例（二）

1、可按土石路基进行填筑控制。因为石料含量占总质量 40%～70%。

2、还应得出土样的最佳含水量、土的最大干密度。

3、压实机械型号及组合、压实速度。



4、“主要采用分层填筑，局部路段采用混合填筑”错误。

案例（三）

1、不合理。为防止桥墩与支架发生沉降差而导致墩顶处梁体混凝土开裂，可采用自跨中向两边

墩台连续浇筑的方法。

2、不合理。对管道多、钢筋密的区域，应选用小直径振捣器振捣才能保证密实。

3、（1）梁体混凝土重量；

（2）模板及支架重量；

（3）施工荷载(人、料、机等)；

（4）作用于模板、支架上的风力；

（5）其他可能产生的荷载(如雪荷载，保温设施荷载)等。

4、（1）预应力筋张拉锚固后，孔道应尽早压浆，且应在 48h 内完成，否则应采取避免力筋诱蚀的

措施。压浆用水泥浆的强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2）压浆时,对曲线孔道和竖向孔道应从最低点的压浆孔压入;对结构或构件中以上下分层设置的

孔道，应按先下层后上层的顺序进行压浆。同一管道的压浆应连续进行，一次完成。压浆应缓

慢、均匀地进行，不得中断，并应将所有最高点的排气孔依次打开和关闭，使孔道内排气通畅。

（3）压浆应使用活塞式压浆泵，不得使用压缩空气。应保持不小于 0.5MPa 的一个稳压期，该

稳压期不宜少于 2min。

（4）压浆后应从检查孔抽查压浆的密实情况，如有不实，应及时处理和纠正。

案例（四）

1、①错误之处：粉土和砂性土两种路堤填料，施工单位随即组织施工直接填筑；

正确做法：砂土，可用作路基填料，但由于没有塑性，受水流冲刷和风蚀时易损坏，使用时可

掺入粘性大的土。

②错误之处：考虑到砂性土强度不够，故两种填料混合使用；



正确做法：性质不同的填料，应水平分层、分段填筑、分层压实。同一水平层路基全宽应采用

同一种填料，不得混合填筑。

③错误之处：碾压时，施工中填石作业从最低处开始，分层填筑，每一分层先是人工摊铺主骨

料，平整作业铺撒嵌缝料。

正确做法：每一分层先是机械摊铺主骨料，平整作业铺撒嵌缝料，将填石空隙以小石或石屑填满

铺平，采用重型振动压路机碾压，压至填筑层顶面石块稳定。

2、承包人收到变更指示或意向书后 14d 内，向监理工程师提交变更报价书。监理工程师收到承

包人变更报价书后 14d 内，根据合同约定商定或确定变更价格。

3、质量缺陷性质确定的方法：观察和查阅记录资料；检验与试验；专题调研。

4、土方路基的实测项目补充如下：纵断高程、弯沉值、横坡。关键项目为：压实度、弯沉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