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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高填方边坡试验段施工
技术与质量管理探讨

●史　望

　　

[摘要]本文深入探讨了机场高填方边坡试验段的施工技术与质量管理工作.在施工技术方面,重点介绍了

清淤清表、强夯施工及土方填筑等关键环节,旨在确保边坡稳定与地基承载力.在质量管理方面,通过成立

专项质量控制机构、实施严格的管理保证措施与制度,并注重回填土压实质量控制、强夯效果监控以及预防

高填方地基下沉,全面保障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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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场高填方边坡试验段的施工是一个复杂且关键的过

程，其质量和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机场的运行安全和

长期使用效果。 随着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高填方边

坡的施工技术和质量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 本文旨在通过

探讨机场高填方边坡试验段的施工技术与质量管理，为相关

工程提供参考和借鉴。 通过深入分析施工准备、施工技术

要点以及质量保证措施等方面，以期为类似工程提供有益的

启示和指导。

工程概述

湖北省十堰竹山通用机场位于竹山县麻家渡镇的东北方

向，距县城直线距离约１８km，机场性质为 A１级通用机场，

飞行区等级为 ２B，非仪表跑道，机场跑道长 １２００m，宽

３０m。 试验段根据机场平面布置，结合场区地形、地貌条

件，水文气候和地层结构条件，对试验位置进行经济对比分

析，选取了航站区西侧土面区(A７８１５～A７６６５，B５８００～

B５９２６)作为试验场地。 该区域总填方量约１５４６２６m３，最大

填方高度 ２０．６４m，平均填方高度 ９．４m，坡脚强夯面积

约１０００m２。

施工准备

(一)施工便道

根据土方调配图及取土场位置修筑施工便道，道路路基

宽１２m。 修筑过程中先清理草皮土，清除完成后平整施工

便道，采用压路机压实土基，使用过程中根据路面情况进行

修复，保证道路始终处于通行状态。

道路两侧设置宽度５００mm，深度 ３００mm 排水沟(土

沟)，路面以道路中心向两侧设１．５％横坡，保证降雨过程中

路面雨水及时排入水沟。

(二)测量放样

１．建立测量控制网

施工前办理控制点移交手续，总包部、设计、监理、审

计、业主各方签字认可。 办理完移交手续后，进行控制网

复测，并按程序上报复测报告进行三方确认。 根据业主给

定的已知坐标点和高程点，建立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

平面控制采用 K９miniGPS建立平面三角网做静态测量，起

算数据为国家 E级 GPS点(E０５９、E０６８、E０６９)，对机场场

区内的控制点进行测量。

高程控制采用苏州一光DSZ２水准仪对机场场区内的已

知高程点进行两两附合测量。 控制网要避开建筑物、开挖

回填区等，保证通视和不易受破坏，并有保护标志，其中重

要的控制点要做成相对永久性的控制点。

２．设置土方测量方格网

施工区域测设１０m×１０m方格网，作为计算挖、填土方

量的依据。 每块施工区域施工前，总包部必须会同监理、

审计、业主进行测量，确认标高，表面植被情况(包括树

木，经济作物情况等)，经三方签字认可后方可进行施工。

３．土工试验

施工前，应对填方段原地面土层及填筑土进行取样做重

型击实试验，确定各区域最大干密度及最佳含水量等参数，

并将试验结果报监理工程师批复，为填土工程提供依据。

４．施工临时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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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方区清表完成后，在填挖零线处开挖排水沟宽度

１m，深度０．５m，纵向设宽度１m，深度０．５m 排水沟，保证

降雨时开挖平台及坡面雨水由排水沟汇聚至原有河谷或者河

道。 填方区严格按照设计纵横坡进行施工，同时在坡脚外

开挖纵横向临时排水沟，纵横向沟贯通，以便于雨水排出

场外。

试验段施工技术要点

(一)清淤、清表

本试验段位于航站区西侧土面区，具体区域为(A７８１５
～A７６６５，B５８００～B５９２６)，试验段面积约１８９００m２，平整范

围至围界外２m并向原地面放坡，航站区挖方区与原地面１
∶２接坡，填方区均向原地面１∶２接坡。 土方回填前先进

行清表，试验段表层最大腐殖土厚度为０．６０m，最小腐殖土

厚度为０．４０m，平均厚度为０．５０m。

采用卡特４００挖掘机、ST１４０型推土机并人工配合，奥

龙自卸车运输。 将用地范围内的表面植被、树木、耕植

土，淤泥质土清除。 土方回填时先将基底整平压实，压实

度不小于９３％。

(二)强夯施工

根据设计文件要求对试验段填方区坡脚零线内１５m，坡脚

零线外５m范围进行强夯地基处理，夯击能为２０００kN·m，夯

点间距为４m，正方形布点，第二遍夯点穿插于第一遍夯点之

间。 强夯施工时采集了相关的施工参数，粘土第一遍点夯及第

二遍点夯强夯间歇期为７天，红砂岩第一遍点夯及第二遍点夯

强夯间歇期为３天，施工工艺为“两点一满”。 施工结束后，

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地基承载力及压实度满足设计要求。

单点夯沉量与夯击次数关系图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１　第一遍点夯单点夯击次数和沉降关系曲线

图２　第二遍点夯单点夯击次数和沉降关系曲线

　　从强夯施工记录可以看出，第一遍点夯在第８击时夯沉

量为６６mm，第９击时夯沉量为４６mm，第１０击时夯沉量为

３０mm，根据最后两击平均夯沉量不大于５０mm 的标准，在

第１０击时达到收锤标准；第二遍点夯在第７击时夯沉量为

６３mm，第 ８ 击 时 夯 沉 量 为 ５０mm，第 ９ 击 时 夯 沉 量 为

３０mm，根据最后两击平均夯沉量不大于５０mm 的标准，在

第９击时达到收锤标准。 为确保施工质量，施工中单点夯

击第一遍按第１０击控制，第二遍按第９击控制。

按照设计要求，在强夯前对原地面高程进行了采集，并

且在每遍夯击完成后进行了高程测量，实际测得，第一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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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之后平均夯沉量为５０cm，第二遍点夯之后平均夯沉量为

２０cm，满夯之后平均夯沉量为７cm，由此得出强夯施工总夯

沉量为７７cm。

(三)土方填筑施工

试验段主要涵盖粘土与红砂岩两种填料，其中粘土占据

主导地位，且普遍具有较高的含水率。 其填筑流程细分为

卸土、粗平、精平及碾压四大步骤，采用水平分层填筑法，

通过分层控制填土标高，先利用推土机进行初步铺展，再由

平地机精细平整，辅以人工拣除杂质。 各断面(每１０m 设

置一个)均设有标杆，用于记录各层松铺标高，最终使用２６t
压路机进行叠辐碾压，确保每层表面平整、坡度适宜且排水

顺畅。

针对不同压实度(９０％、９３％、９４％、９５％、９６％)，试

验段进行了详尽试验，从而确定了两种填料在各异压实度需

求下的施工工艺。

施工前，取土场位于航站区挖方段，平均运距不超过

１km，并事先进行了草皮土清理。 基层已进行碾压并经监

理检验合格，利用 GPS以１０m×１０m 方格标记灰点，通过

水准仪测量控制桩的填铺厚度标高。 挖方区的两种填料均

进行了重型击实试验，以确定其最大干密度和最佳含水率。

填筑时，虚铺厚度分别控制在３５cm和４０cm，自卸汽车

每车装载２０m３ 土壤。 根据虚铺厚度，每车卸料面积分别为

５７m２(３５cm)和５０m２(４０cm)，并在填土范围内设置白灰控制

线以引导卸土。 标高及平整度通过推土机粗平、平地机整

平及人工修补来控制。 碾压过程中，先采用压路机静压，

再振动碾压至达到规范要求的压实度，确保均匀无遗漏，速

度控制在２～３km/h。 碾压开始后，试验工程师每完成一遍

碾压便检测压实度，并将结果及时通报现场负责人记录，以

获取最优数据。

施工质量保证措施

(一)成立试验段专项质量控制机构

试验段开始之前，在项目部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成

立以项目经理为组长的高填方试验段质量控制小组。

(二)管理保证措施

(１)加强质量教育，增强全员质量意识，严格按照《民

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MH/T５０３５—２０１７)及《民用

机场飞行区土 (石)方 与 道 面 基 础 施 工 技 术 规 范》(MH

５０１４—２００２)要求组织施工。 开工前由项目总工向全体参加

施工人员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使施工人员熟悉本工程设

计、质量标准和施工工艺要求。 (２)各班组专职技术人员，

检查施工质量，严把每道工序质量关。 (３)强化工序管理、

严格工序控制。

(三)制度保证

为确保工程质量，本项目实施了一系列严谨的制度保障

措施。 首先，建立了全面的质量自检体系，要求施工中的

每一道工序均须经过自检合格后，方能提交至项目部进行复

检，并最终上报三检及监理单位进行验收。

其次，严格执行工程监理制度，配备专职质检工程师，

与监理工程师及业主紧密合作，对工程质量进行全方位监

督。 在此基础上，赋予质检工程师“一票否决权”，一旦发

现施工质量问题，立即制止并责令整改，必要时下达停工令

并予以处罚。 此外，项目还认真执行多项质量管理制度，

如技术交底制、测量复核制、三检制等，并将其具体落实到

施工合同中，确保质量控制贯穿施工全过程。 为明确责

任，项目实行质量责任制，逐级落实到班组，建立质量奖罚

制度，以杜绝质量事故的发生。 同时，严格施工规范，确

保上道工序合格后方能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并对工艺流程

的每一步进行认真检查，实现施工作业标准化。

最后，坚持质量检查制度，进行日常、定期及不定期检

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纠正，确保施工质量的持续提升。 在

施工过程中，对每个操作人员、工种及工序，均落实质量工

作要求，强化施工人员的质量意识，确保工程质量得到全面

保障。

(四)回填土压实质量保证措施

为确保回填土压实质量，采取了一系列严格措施。 在

施工前，地基填料的种类和技术条件需严格符合设计要求，

填筑前应对取土场的填料进行详尽的取样检验，并在填筑过

程中对运至现场的填料实施抽样检查。 同时，取土活动必

须在设计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且需先清除草皮、树木及表面

腐殖土等杂质。 若土源发生变更，则必须依据规定重新执

行击实试验，以确保回填土的质量稳定可靠。

(五)强夯质量控制措施

在强夯质量控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施工质

量和效果。

首先，在正式施工前，进行试夯试验，通过实践确定单

击夯点的夯击次数等关键参数，为后续施工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开夯前，严格检查夯锤的质量和落距，确保单击

夯能完全满足设计要求，从而保证施工质量。 在夯击过程

中，采用满夯锤印搭接为 D/３的方式，以确保夯击效果。

同时，安排专人全程记录各项参数和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并

解决问题。 施工结束后，对测量记录进行综合分析，做出

初步评价，并总结经验教训，为后续施工提供参考。

此外，还要注意对施工环境进行清理，如清除草皮、树

木及表面腐殖土等，以确保施工质量不受外界因素影响。

若土源发生变化，将严格按照要求重新进行击实试验，以确

保施工质量稳定可靠。 施工质量检验和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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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施工质量检验和检测项目规范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检查方法

１ 夯锤落距 ±３００mm 钢尺量

２ 锤重 ±１００kg 称重

３ 夯击遍数及搭接 按设计要求 计数法

４ 夯点间距 ５００mm 用钢尺量

５ 点夯最后两击沉降量 ≤５cm 水准仪

　　(六)防止高填方地基下沉应采取的措施

为防止高填方地基出现下沉现象，需采取一系列科学合

理的措施。 首要的是必须严格遵守地基填筑工艺的施工流

程，实施层层验收制度，确保地基的压实度完全满足规范及

设计要求。 在此基础上，针对高填方段，应适当提高其基底

压实度，以增强地基的稳定性。 在填筑层碾压前，需确保地

基表面平整，以保证碾压的均匀性和密实性。 对于工程地质

条件较差的地段，应组织设计人员和监理进行现场勘查，共

同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 此

外，取土场的清理与掘除工作同样至关重要，需加强填料的

检测工作，确保填料的质量符合规范要求。 最后，应高度重

视地基排水工程的施工，确保水流畅通无阻，避免地基长时

间浸泡在水中，从而有效防止地基下沉现象的发生。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机场高填方边坡试验段施工技术与质

量管理的全面探讨，不仅深入理解了这一复杂工程领域的核

心要素，还明确了各项关键措施对于保障工程质量与安全的

重要性。 随着机场建设的不断推进与技术的持续创新，高

填方边坡的施工与质量管理将面临更多挑战与机遇。 因此

需要继续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不断探索与实践，为机场建

设领域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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