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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破损与诱因之间的关系如表 1，可以从结构，

负荷，功能，温度等方面分析，同时将其分为不同的

类型。

2.3 路基与沟槽塌陷问题

路基强度与稳定性能够保证路面强度与稳定性，而城

市路面地下部分铺设有大量的管线，因此沟槽回填工作会

对路基产生较大的影响。道路路基施工，关键部位就是路

堤填筑与沟槽回填。此环节存在的质量通病包括了倾斜碾

压与超厚回填，填土与要求不相符等。上述问题都会使填

土在密实度方面无法达到要求，从而导致路基与路面结构

沉陷，无筋管道可能会被压扁，管体上部出现破裂等。而

倾斜碾压则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发挥其有效功能，当坡度

越大时，负面影响就会更加明显。填土中如果有大粒径的

物体，会影响到土壤颗粒之间相互挤压，从而影响到整体

密实效果。而另一方面块状物体会对机械设备产生不利影

响，从而导致叠砌现象出现，使块状物体周围留有空隙。

后期可能会发生沉陷。

2.4 路面沥青破损

此种现象指的是路面竣工投入使用后一定时间内出现

了大面积的裂缝，裂缝出现的主要原因包括了不当的施工

控制措施，材料到场温度偏低，或者是低温条件下碾压过

度。材料配合比不当，基质沥青与标准不相符等，基底，

路床，路面等承载力不够。路面基层材料收缩也可能会导

致破损情况出现。原因在于雨水沿着道路裂缝渗入，从而

使路基的强度与稳定性降低，局部产生变形，扩展而形成

了网状裂缝，从而产生龟裂。

3 市政道路建设质量通病的预防措施
3.1 路面平整度问题解决

路面平整度问题解决首先需要解决底层平整度问题，

提高平整度标准，才从而为表面平整度奠定基础提供保障。

面层在摊铺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摊铺机，并且放准高程基准

线，控制烫平板稳定性与预留高。如果受到条件限制无法

使用机械设备，就需要严格依据操作规程规定的方法进行

操作，利用扣锹法。

3.2 管道渗水问题解决措施

管道渗水问题前期对管材质量进行检查，避免其表面

存在蜂窝状麻面问题。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做好接口填料

问题，并且需要确保内部组织环节能够有效协调。砌堵前

需要管口周围的环境进行清理，包括管道内壁，并且利用

水泥原浆进行涂抹，使用的砖块需要润湿备用。

3.3 路面水损害预防措施

沥青路面水损害防治可以从配料方面入手，使混合料

的空隙率减少，从而使面层整体水稳性提升。此外，面层

压实度提升也能够减少空隙率。提升集料与沥青之间的粘

附性，此种方式也可以有效防止路面水损害。

4 结语
市政道路建设工程会存在各方面的问题，并且受到较

多因素影响，而道路建设工作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工程质

量。针对质量通病问题，需要结合到其出现的原因，通过

应用新的技术工艺等从而使其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解决。通

过严格控制质量从而达成安全工作目标，确保道路投入使

用后，能够长期发挥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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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临床诊疗的成功，生物医用材料已经有了一个初

步的制造流程，生物医用材料的相关厂商形成，物医用材

料的广泛应用打下了基础。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口

老龄化现象逐渐加重，新技术的运用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发展生物医用

材料不仅是医学界所要求的事情，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

求前景下，所必须要全力以赴的事情。因此，生物医学材

料的发展便备受关注。

2 生物医用材料现状
2.1 生物医用材料的市场状况

2.1.1 高新技术水平影响材料生产  从市场形式上

看，随着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虽然发展速度令人欣喜，

但是发展程度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足。但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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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国在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上仍旧取得了可喜

的成果，从开始研究以来，我国医疗企业产业发展以

每年近 15% 的速率增加，在这种发展趋势下，仍然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人民的需求还不能全部满足，因此，

要在现有情况下，需要根据自身条件，加快发展速度。

高新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增加生物医用材料产值促进

作用明显，同时能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提供更大的

发展空间。

2.1.2 生物医用材料组成和市场  生物医用材料的组

成材料比较广泛，它包括了高分子、金属、陶瓷、天然材

料等，但其中个别材料由于本身缺陷，导致使用频率已有

降低，例如其中的医疗金属，它的抗腐蚀性以及加工上的

缺陷，使得该材料使用频率减少。同时，这部分材料用量

的减少，也使得其它优良材料的用量增多。

在当前的市场上，对于生物医疗材料的使用比较广泛。

但受到我国医疗水平以及医疗普及范围、局部地区生活水

平限制，除了呈现出一种供求不均的现象外，还呈现出使

用量与需求量相差较大的局面。随着我国科学技术逐步提

高，生物医用材料用量不断增加，而生产技术人员就更需

要通过这个方面去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将国外的先进技

术充分学到，以扩大国内产品的占有率。

2.2 第一代生物医用材料和第二代生物医用材料

在 20 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通过对工业化材料进行

生物相容性研究，开发出了第一代生物医用材料。第一

代生物医疗材料主要包括骨钉、骨板、人工关节等，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生物医用材料的类型增多，

已有逾 50 种应用于临床医学当中。但是这些生物医学材

料在生物层面上的意义不高，这是因为这些材料普遍都

具有生物惰性，然而正是如此，这些材料才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被生物体接纳，将异物反应降低。因此，该材料

在二十年中，就已经有了上千万患者植入了这些材料，

截止到目前，仍然有大量第一代生物医用材料在大量使

用。

到后来，即二十世纪八十到就是年代，惰性材料的生

产逐渐减少，活性材料的研发力度逐渐增加，在这种条件

下，第二代生物医用材料产生，这种材料由于能够发挥生

理作用，一旦这种生理作用产生，就能够将该作用发挥于

人体。例如，其中的生物活性玻璃，该生物材料涵盖了

十一个反应，从最开始材料表面发生的反应，一直到后面

的几个细胞反应，它们的良好连接使得人新生骨得到良好

保护。截止到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不仅生物活性玻璃

得到了良好应用，其他生物材料，例如生物陶瓷、玻璃 -

陶瓷及其复合物等多种生物活性材料。

除了活性，第二代生物医学材料具有可控制降解的优

点。随着人体组织的逐渐生长，植入物会不断地退化，最

终被新的组织所取代，植入生物医学材料和宿主组织之间

并没有明显的分别，可吸收缝合线就是其中一个良好的例

子，它由聚乳酸和聚羟基乙酸合成的可以被生物降解的材

料制成，最终可水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中期，使用可降解的聚合物作为缝合材料已经成为常规

的临床治疗手段之一。在整形外科和药物输送系统中，最

初开发了可生物降解材料的内固定板和螺钉，但后来经过

慢慢的使用才得到逐渐发展。

2.3 第三代生物医用材料和再生医学

直到二十世纪末，第三代生物医用材料的研发开始，

第三代生物医学材料的核心是将生物活性材料与可降解这

两个理念相互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生物医学材料，通过这

种材料，促进细胞重新开始增值分化、使得机体再生，因

此，它已经不单单是生物医学材料的制造，还包含着再生

医学的运用。

再生医学就定义上说尚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当普

遍意义上说，他就是使人类原本就拥有的自然治愈能力

重新焕发生机，从而让原本受到伤害的组织和器官重新

生长，而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干细

胞与克隆技术、组织工程、生物医用材料产品、异种器

官移植。

3 生物医用材料的发展趋势
生物医用材料不知是一门生物学科，它还涉及到力学、

工程学等诸多领域，已经不单单是生物学的课程。对于

目前世界范围出现的问题，通过生物医用材料，已经可以

解决其中因为器官损坏而影响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部分问

题，而在以前，这方面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的数量不

多。

结合目前生物医用材料的研发情况，笔者认为，未

来的生物医用材料可能会在以下方面得到发展。首先，

对于第一二代生物医用材料，将会提高第一二代生物医

用材料的使用寿命，同时提高生产第一二代生物医用材

料的装置的性能，制造更加优质的产品。其次，对于第

三代生物医用材料，将会加快这方面材料的研发，再生

医学对人的好处很大，因此它的良好开发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结合组织工程技术，建立有特定功能和形态的新

的组织及器官。

4 结语
生物医用材料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交叉，二者之

间形成的联系使得人类生命质量得到提高。目前，针对生

物医用材料的开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而在生物医用材料

开发中的第三代生物医用材料以及组织工程技术结合开发

的材料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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