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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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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城市化建设方兴未艾，经济建设步伐加速，社会大众生活质量水平相较以往有了巨大提

升。在此背景下，交通工程建设呈现蓬勃兴起之势。文中将针对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理念进行概述，认真分析交通工程施

工现场管理实际状况，深入探讨施工管理中出现的材料管理问题、监督机制问题以及安全意识问题。然后，针对这些管理问

题进行研讨结局，结合工程实践中常用的方法提出解决措施，多方面入手巩固并提升交通工程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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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Optimization Direction of Traff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WU Wei 

Qingdao Hualu Highway Engineering Co., Ltd., Qingdao, Shandong, 2664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is in the ascendant,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ublic has grea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past.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traffic 

engineering is booming.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traff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will be summarize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raff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will be carefully analyzed, and the problems of material management,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safety awareness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will be discussed in depth. Then, according to the discussion 

results of these management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methods commonly used in engineering practice, the solutions are proposed 

to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raffic engineering from many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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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概述 
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通常指借助一些管理技术，针

对工程控制环节、决策环节以及建设环节中出现在施工现

场的原料、技术等各类技术要素的集合，对其开展综合性

管理。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并不单单指管理技术，而是

在交通工程项目管理中出现的各类技术要素，比如技术要

求、技术信息、技术规程、技术人才、技术装备、技术责

任制等管理要素。交通工程施工技术活动由施工组织设计

编制、方案编制、图纸设计和会审等每个环节内的技术工

作。现场管理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保障工程项目整体质量，

帮助工程选择适合的施工技术；引入和应用新技术和新工

艺，重点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有利于各类资源合理调配，

帮助企业达成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能帮助技术人员选择

适合工程的施工技术，有助于整合工程项目各项施工条件

和相关特征，开展交通施工技术管理，明确各环节施工方

法，将科技转化为工程建设动力。高效施工技术管理对于

工程项目建设水平意义非凡。才高素质管理人才培养需要

企业加强相关培训，需要企业不断引入新技术和新工艺；

资源优化配置能够提升工程领域经济效益，开展交通施工

技术管理能够帮助工程施工方优化资源配置和改善施工

方案，帮助交通施工企业节省成本，增强工程质量。 

2 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的基本原则 

2.1 系统集约性原则 

对当前可利用空间资源进行整合，合理调整各类交通

系统工作，减少资源浪费现象。从时间上讲，科学安排施

工进度，不要让围挡无故占用时间，减少交通施工对交通

出行、高峰期影响，更好满足居民出行需求。 

2.2 环保节约性原则 

交通施工中遇到树木绿化等重要基础设施时，施工方

需要根据现场情况科学安排工程空间布局，尽可能将基础

设施和行道树保留下来，不要因为施工而影响居民出行质

量，同时还要合理控制迁改造成的资源浪费。 

2.3 经济性管理原则 

施工现场管理需要将质量管理作为核心工作，而且还

要在管理中合理掌握施工成本，所有管理活动要满足技术

性和经济性原则，以维护工程效益为基本前提，在管理前

开展详细市场调研，尽可能简化施工流程，合理安排当前

资源，做到保质量和控成本两手抓。 

3 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现状 

3.1 施工管理监督机制问题 

为推动交通工程尽快合格验收，施工方需要建立施工

管理机制。在工程施工中遭遇的各类安全问题，深究其原

因发现同多种要素有所关联。比如施工现场监督不到位，

施工管理力度不足。如果管理人员在施工期间没有根据工

程情况设计管理方案，那么各类调配就无法达到最优程度，

这时会直接影响到工程施工，无形中还会延长施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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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很多施工人员在施工现场进行检查监督期间，难免

会出现违规操作行为，如果无法立即处理这些问题，必然

会影响工程后续工作。 

3.2 施工现场存在巨大的管理问题 

交通工程施工基本都在室外，能够影响工程进度的外

界因素很多，安全管理难度相比其他工程较多。交通工程

作为大型工程，所使用的建筑材料数量较大，如果质量不

达标，那么今后运行中很大概率出现安全问题，工程材料

交付也会受到影响，工期无法得到保障。工程建设方同材

料供应方签订供应合同后，供应商无法按时履行职责，或

供应链有所变化，产品质量很难得到保障。另外，如果双

方没有开展有效沟通，交通工程施工会因为双方没有及时

对接而受到影响，难免会出现工作延误现象。工程施工遇

到恶劣天气时，如果处理不当，肯定会增加出现安全事故

的概率。如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比较成熟，但在越发

激烈的市场竞争影响下，施工方能够选择更多原料供应方，

部分企业为了争取更多经济效益，会刻意降低材料质量，

甚至会在其中掺杂假冒伪劣产品，受此影响，交通工程整

体质量根本无法达到预期。这些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是显著的，如果无法在合同中明确指明双方责任，施工方

对风险防范重视程度无疑会大幅度下降，会加重施工期间

出现安全隐患的概率，交通工程根本无法有序开展，且很

多难以管控的风险因素潜伏其中。 

3.3 缺乏一定的质量控制措施 

交通工程施工中如果某个环节出现疏忽，都可能会造

成交通工程质量事故。第一，如果施工单位无法根据现场

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管控方案，施工质量同样无法得到保

障；第二，针对建筑材料的进场检验和采购流程不够规范

化；第三，质量管理专业人员在管理期间无法发现或找到

工程安全隐患。 

3.4 施工人员安全意识问题 

增强施工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很有必要，员工安全意识

高低直接关乎工程施工安全性。如果交通工程施工中管理

人员对安全问题不够重视，在施工期间根本就不顾相关规

章制度，或者是直接出现偷工减料行为，那么工作人员也

不会正视施工安全问题，后续的各环节施工工作也会潜在

安全隐患，这时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3.5 原材料质量不合格 

社会经济推动下国内城镇化速度不断增加，在现如今

的市场上出现品类众多的施工材料。材料市场中各类市场

主体激烈竞争，很多建材生产厂家为了能够在市场博弈中

取得发展优势，往往会在材料生产中偷工减料，以此来控

制生产成本，材料质量无形中受到负面影响。部分施工单

位盲目追逐利益，不合理使用施工材料，导致后续生产中

问题频发，严重威胁所有出行居民生命安全。 

3.6 安全文明管理不足 

安全文明建设是交通工程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受到可

持续理念影响，社会各界非常关注工程中安全文明施工，

而这也是社会给交通工程安全性提出的最基本要求。不过

在交通工程建设期间，很多管理人员根本就不考虑安全文

明施工，导致施工现场物品杂乱无章，各类物资随意摆放，

尘土飞扬，机械设备持续运转，这种施工环境既不符合施

工要求，也会给周边居民正常生活带来困扰。同时，在复

杂多变的工程环境内很难保证施工安全系数，安全事故出

现概率有所提升。从安全管理方面考虑，管理人员缺失情

况较为严重。很多施工行为直接触犯安全管理条例，例如，

现场施工人员没有规范佩戴安全户籍，在机械吊装区域内

经常出现闲散人员，电力设备周围没有设置隔离措施，很

多区域都在威胁人员安全。另外，在部分交通工程施工现

场还存在消防隐患，真实的消防器材数量根本达不到规定

数量要求，如果这时在现场出现火情很难及时扑救，即会

影响交通工程建设，又会威胁公共财产安全。 

3.7 施工工艺及技术较为传统 

现如今，我国建设的大量交通工程都在积极引进先进

技术和新型工艺，所以，施工人员还需要在开工前尽早熟

悉并掌握这些新工艺、新技术，能够在施工中依靠这些新

激素后建设高质量交通工程。当前，很多交通工程中施工

人员工艺和技术落后守旧，根本无法达到新时期交通工程

建设要求，导致在交通工程建设期间一些施工技术价值无

法得到发挥，工程整体品质也无法得到保障。交通工程建

设过程中，每个施工人员所使用的施工技术都要符合工程

建设标准，要在施工现场规范化施工，高标准施工降低意

外事故出现概率；做好安全防护，确保施工人员生命安全，

综合各方有利因素建设高品质交通工程。 

4 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优化方向 
4.1 建立完善的施工现场监管制度 

施工现场管理作为交通工程关键环节，管理水平直接

关系到交通工程施工质量。交通工程作为大型建设型工

程，因为期间会使用到很多财力、人力和物力资源，因

此施工方就需要安排专人管控资源，避免因不合理管控

导致资源浪费，同时还可以简化工作流程，控制经济损

失，依靠管理为交通工程带来经济效益。因此，从提升

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水平的目的出发，施工方应该立

足于交通工程实际需求，建立符合工程状况的施工现场

监管制度，每个施工环节都要安排监督和管理工序进展，

让每个工序都可以按照设计要求顺利进行，这样才能将

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水平提升几个台阶，才可以不断

建设高水平工程。 

4.2 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的管理力度 

交通工程现场施工包含很多工作环节，施工单位如果

想要巩固和提升质量管理工作效果，强化工程施工水平，

那么就需要不断加强现场管理力度。当现场施工质量提升

后，整个工程质量也会同步提升。所以，施工单位应该高

度重视施工现场管理工作。在施工现场，施工单位可以安

排专门巡查小组，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巡视检查交通工

程施工现场。在巡查期间要仔细排查施工现场潜在的安全

隐患和质量问题，发现后立即排除，保证问题解决时效性。

施工现场管理者需要针对现场的部分隐蔽性工程、细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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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进行严格检查，确保这些特殊工程质量过关，坚决不

能让隐蔽性工程出现安全隐患，从而影响到整个交通工程

质量。另外，管理者还需要对施工人员操作流程加强监管。

施工单位综合考虑现场具体施工环节，设置针对性管理岗

位。不同施工环节会应用到不同施工技术，施工单位依靠

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认真监管每个环节内施工操作是否正

确，如果某个工位上出现技术操作失误趋势，就应该及

时纠正，在保质量前提下，定期检查每个施工技术操作

规范性。 

4.3 建立交通工程施工质量保证体系 

在提升交通工程施工质量的过程中，施工方需要在开

工前建设现场质量保证体系。建立此体系的基本前提之一

就是具备较为全面的交通工程支持，比如交通工程关键施

工点部位、地基类型、流水节拍方案等，交通工程建设需

要较高水平的施工工艺，应重点关注难度较大的区域，针

对此区域提前制定相应措施，筛选专业施工人员施工。另

外，施工方还要重视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环境状况、气候状

况等问题，如果有必要可以按照施工进度计划安排每个工种

进入现场时间，可以设计成流水节拍，避免因为某个工种消

极怠工而引发连锁现象，全力保障交通工程施工顺利流畅。 

4.4 提高交通工程施工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 

时代发展离不开人才队伍支持，人才培养是每个时

代不断前进的基础条件。交通工程管理人员应该在工作中

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学习工程专业技术，在学习中与企

业共同成长。另外，交通工程应该为每个管理人员安排培

训渠道，定期组织专业学习活动。施工方要认真考察、考

核交通工程管理人员道德素养，建立完善激励机制，通过

高福利、大晋升空间留住人才、激励人才自我发展。 

4.5 加强现场施工材料管理 

交通工程建设期间施工单位应该着重加强材料使用

管理。每一批材料的采购都要详细备案，认真检查每个进

场的施工材料，只有材料质量达标才允许进场进库。材料

管理人员要全面登记入库施工材料，设计合理的材料报表。

预算部门要根据工程进度提供材料性能、数量等信息，经

过监理、施工等部门审核后才可以投入使用，要第一时间

处理不合格材料。另外，企业还需要根据交通工程状况制

定材料采购方案，对于购入的施工材料，要确定材料性质，

要调查施工区域盐碱度。技术人员全面分析材料数据，尽

可能减少施工误差。在钢筋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应该合理

控制每个环节工作，定期抽检钢筋质量，严格审查材料搭

接距离和使用量，做好预留作业。 

4.6 加强安全文明管理 

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生产理念，

优化完善现场管理工作安排，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建立文

明施工培训机制，增强项目施工文明性，建设安全文明的

交通工程项目。在具体操作中，管理人员应确保施工现场

已设置安全设施，特别是消防设备，这些安全设备必须要

数量充足，质量过关，时刻处在正常状态。施工人员安全

护具，比如安全鞋、安全帽等要齐全，特殊工种要配备特

殊安全护具，为每个施工人员提供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

开展文明施工，交通工程可以将施工区域进行合理划分，

施工现场整洁无污染，做好降噪除尘工作，减少施工现场

噪声、扬尘污染。具体来看，针对施工现场内物料堆积处

应该使用遮挡物进行覆盖，车辆进出场地要保持湿润，避

免带进烟尘，另外，考虑到周边居民作息，施工方要尽量

避免夜间施工，真正落实文明施工理念，打造交通工程文

明形象。 

4.7 运用新型的施工工艺以及施工技术 

施工工艺、施工技术是交通工程核心要素，是影响交

通工程质量的基础要素。国内交通工程施工技术在实践中

积累丰富经验，自动化施工技术正逐渐成为施工方新宠，

并被社会群众了解。所以，在交通工程实际建设中，施工

方可以考虑引入新型施工技术、施工工艺，简单来看，新

型施工技术可以直接理解为自动化施工技术。由此可见，

交通工程管理人员应该重视新型施工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选择适合工程类型的施工技术，确保施工技术可以在工程

建设中发挥高效作用。另外，监管交通工程施工，施工方

同样可以选择一些先进的信息化技术，依靠智能化、信息

化技术监测施工，避免意外状况影响工程进度，降低施工

人员不当操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这些先进技术还可以

缩减工期，并严格管控资金使用量。 

4.8 重视绿色施工管理 

绿色施工是国内工程建设的发展方向之一。交通工程

作为基础性工程，同样需要践行绿色环保理念，管理者应

引导施工人员转变工作理念。绿色施工管理一方面能增强

结构施工质量，另一方面还可以在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基

础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一，施工方要树立全局意识，

开展绿色施工期间，要从施工现场实际状况出发，设计科

学施工方案，并依靠制度确保方案落实。第二，要合理利

用所有资源，严格管控材料使用量，杜绝材料浪费。第三，

施工中产生的废料要及时分类回收。 

5 结束语 
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可以将一些先进信息技术应

用进来，为交通工程转型升级奠定技术基础。从交通工程

施工现场管理状况看，还有很多部分需要优化，施工方应

深入分析，建立一个系统性、信息化管理机制，做好材料、

人员、安全、工程质量、养护等多环节管理工作，提升现

场施工质量控制，在改善、优化交通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模

式基础上，增强交通工程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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