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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市政公用工程管理与实务》高频考点 

 

二建市政工程项目施工管理高频考点：地铁车站工程施工质量检查与验收 

【考频分析】★★★ (2017、2016、2014 考点) 

  一、主体结构防水 

  地铁车站主体结构应以混凝土结构自防水为主，以接缝防水为重点，辅以防水层加强

防水，并应满足结构使用要求。防水混凝土的施工配合比应通过试验确定，试配混凝土的

抗渗等级应比设计要求提高一级。 

  二、接缝的防水处理 

  1.施工缝防水要求：(1)复合墙结构的环向施工缝设置间距不宜大于 24m;(2)叠合墙结

构的环向施工缝设置间距不宜大于 12m;(3)墙体水平施工缝应留在高出底板表面不应小于

300mm 的墙体上;(4)拱(板)墙结合的水平施工缝宜留在拱(板)墙接缝线以下 150～300mm

处;(5)施工缝距孔洞边缘不应小于 300mm。 

  2.施工缝处继续灌注混凝土规定 

  (1)水平施工缝：将已灌注混凝土表面浮浆和杂物清除，先铺净浆或涂刷界面处理剂、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再铺 30～50mm 厚的 1:1 水泥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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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垂直施工缝：将已灌注混凝土表面凿毛并清理干净，并应涂刷混凝土界面处理剂或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 

  3.盖挖逆作法结构板下墙体水平施工缝：宜采用遇水膨胀止水条(胶)，并配合预埋注浆

管的方法加强防水。 

  4.变形缝的防水要求 

  (1)变形缝处的混凝土厚度不应小于 300mm，当遇有变截面时，接缝两侧各 500mm

范围内的结构应进行等厚等强处理; 

  (2)变形缝部位设置的止水带为中孔型或Ω型，宽度不宜小于 300mm，顶板与侧墙的

预留排水凹槽应贯通。 

  5.后浇带防水要求 

  (1)后浇带应设在受力和变形较小的部位，间距宜为 30～60m，宽度宜为 700～

1000mm; 

  (2)后浇带可做成平直缝、阶梯形或楔形缝; 

  (3)后浇带应采用补偿收缩防水混凝土浇筑，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两侧混凝土; 

  (4)后浇带应在两侧混凝土龄期达到 42d 后再施工; 

  (5)后浇带两侧的接缝宜采用中埋式止水带、外贴式止水带、预埋注浆管、遇水膨胀止

水条(胶)等方法加强防水。 

二建市政工程项目施工管理高频考点：城镇供热管道施工质量检查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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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频分析】★★★ (2017、2015、2013 考点) 

  一、焊接工程质量检查与验收 

  1.焊接质量检验次序：(1)对口质量检验;(2)表面质量检验;(3)无损探伤检验;(4)强度和

严密性试验。 

  2.对口质量检验项目：对口质量应检验坡口质量、对口间隙、错边量和纵焊缝位置。 

  (1)有缝管道对口时，纵缝之间应相互错开不少于 100mm。 

  (2)管道两相邻环形焊缝中心之间距离应大于钢管外径，且不得小于 150mm。 

  (3)管道任何位置不得有十字形焊缝。 

  (4)管道支架处不得有环形焊缝。 

  二、焊缝无损探伤检验应符合的规定： 

  1.焊缝无损探伤检验必须由有资质的检验单位完成。 

  2.宜采用射线探伤。当采用超声波探伤时，应采用射线探伤复检，复检数量应为超声

波探伤数量的 20%。角焊缝处的无损检测可采用磁粉或渗透探伤。。 

  3.无损检测数量应符合设计的要求，当设计未规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干线管道与设备、管件连接处和折点处的焊缝应进行 100%无损探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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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穿越铁路、高速公路的管道在铁路路基两侧各 10m 范围内，穿越城市主要道路的

不通行管沟在道路两侧各 5m 范围内，穿越江、河、湖等的管道在岸边各 10m 范围内的

焊缝应进行 100%无损探伤。 

  (3)不具备强度试验条件的管道焊缝，应进行 100%无损探伤检测。 

  (4)现场制作的各种承压设备、管件，应进行 100%无损探伤检测。 

  (5)其他无损探伤检测数量应按规范执行，且每个焊工不应少于一个焊缝。 

  4.当无损探伤抽样检出现不合格焊缝时，对不合格焊缝返修后的扩大检验同燃气管

道。 

  三、强度和严密性试验 

  1.—级管网及二级管网应进行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强度试验压力应为 1.5 倍设计

压力，且不得低于 0.6MPa;严密性试验压力应为 1.25 倍设计压力，且不得低于 0.6MPa。 

  2.换热站内所有系统均应进行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应为 1.25 倍设计压力，且不得低

于 0.6MPa。 

  3.强度试验应在试验段内的管道接口防腐、保温施工及设备安装前进行;严密性试验应

在试验范围内的管道工程全部安装完成后进行，其试验长度宜为一个完整的设计施工段。 

  4.供热管网工程水压试验应以洁净水作为试验介质。 

二建市政工程项目施工管理高频考点：施工安全检查内容与方法 

  【考频分析】★★★★ (2017、2016、2014 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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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施工安全检查内容 

  安全检查应包括施工全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人员活动、实物状态、环境条件、管理行

为等内容。 

  二、施工安全检查方法 

  (1)实行总承包施工的，应在分包项目部自查的基础上，由总包项目部组织实施。 

  (2)安全检查分为综合安全检查、专项安全检查、季节性安全检查、特定条件下的安全

检查及安全巡查等。 

  (3)从时间安排上可将安全检查分为日、周、月检查。 

  (4)各类安全检查大致的检查时间、内容与出席人员的组成。 

  1)综合安全检查可每月组织一次，由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带

领，对项目现场进行安全检查。 

  2)专项安全检查可在特定的时间段进行，也可与季节性安全检查一并实施。 

  3)季节性安全检查。 

  4)特定条件下的安全检查。由项目负责人组织实施。 

  5)专业分包队伍、班组每日开展安全巡查，活动由分包队伍负责人、班组长实施。 

  6)项目部每周开展一次安全巡查活动，由项目部指定当周安全值岗人员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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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项目部所属上级企业每月开展一次安全巡查活动，由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或

安全主管部门负责人组织实施。 

  四、安全检查标准的选用 

  在国家、地方无新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出台前，可先按以下方法处

理： 

  (1)在安全管理、文明施工、脚手架、基坑工程、模板支架、高处作业、施工用电、施

工机具这八大项安全检查中可选用《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2011 中检查表式。 

  附表： 

  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其重大危险源(市政公用类) 

  附表 1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其重大危险源(市政公用类) 

  附表 2 市政公用类检查表式 

  1.雨、污水管线施工安全检查评分表 

  保证项目：挖土、堆土、还土;支撑(1)横列板;支撑(2)钢板桩;作业通道与防护设施;材料

管理。 

  2.桥梁施工安全检查评分表 

  保证项目：施工方案;套箱施工;围堰施工;水上和潜水作业;梁运输与架设。 

  挂篮法桥梁施工保证项目：制作要求;承重架;安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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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起重吊装安全检查评分表 

  保证项目：施工方案;大型设备装拆;钢丝绳与地锚;吊点;司机、指挥。 

  4.个人防护检查评分表 

  (1)防毒措施：下窨井、下污水池不戴防毒面具;从事沥青操作不戴防毒口罩;不涂防护

膏。 

  (2)防电措施。电气作业不戴绝缘手套;电气作业不穿绝缘鞋;高压电气操作无绝缘地

毯。 

  (3)防尘措施。粉尘作业不戴防护眼镜;粉尘作业不戴防护口罩。 

  (4)防灼措施。电焊、司炉以及接触明火作业不穿白帆布工作服;不戴防灼手套;不戴防

灼脚盖。 

  (5)防坠措施。高空作业不戴安全带;水上作业不穿救生衣;不戴安全帽(不穿防滑鞋)。 

二建市政工程项目施工管理高频考点：施工监控量测内容与方法 

  【考频分析】★★★ (2016、2015、2014 考点) 

  一、施工监控量测内容 

  1.明挖基坑常规监测主要有：地表沉降、地下管线沉降、围护桩顶垂直位移、建筑物

沉降、建筑物倾斜、围护桩水平位移、土体水平位移、地下水位、支撑轴力、锚固力、地

表(建筑物、支护结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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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坑必测项目：地表沉降、地下管线沉降、围护桩顶垂直位移、围护桩水平位移、

建筑物沉降(倾斜)、支撑轴力、锚固力。 

  3.暗挖隧道常规监测项目有：地表沉降、地下管线沉降、建筑物沉降、建筑物倾斜、

拱顶下沉、净空收敛(位移)、围岩压力、岩体垂直位移、岩体水平位移、衬砌应力应变、

隧道内观测。 

  4.隧道必测项目：地表沉降、地下管线沉降、建筑物沉降(倾斜)、拱顶下沉、净空收敛

(位移)、衬砌应力应变、隧道内观测。 

  二、监测方法 

  1.全自动电子水准仪、铟钢尺：地表沉降、地下管线沉降、围护桩顶垂直位移、建筑

物沉降、拱顶下沉; 

  2.全站仪、反射片：建筑物倾斜; 

  3.测斜管、测斜仪：围护桩水平位移、土体水平位移; 

  4.水位孔、水位计：地下水位; 

  5.应力计、应变计：支护结构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