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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施工中水闸施工的管理措施
连振超　张恒超

（齐河黄河河务局，山东 德州 251100）

摘　要　水闸施工工作是水利施工中的关键工作，与此相关的管理措施应充分落实到水闸施工的施工前管理阶段、施工中

管理阶段以及施工后管理阶段，并应细化到各阶段的不同管理环节中。具体的水闸施工管理工作应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

特点，这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水利施工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并可充分落实相关管理规范，管理权责也可以更加分明。

以此为基础，管理部门更应分析和总结水闸施工管理经验，为后续的水利施工工作提供有效的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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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水闸施工过程中的管理工作，管理部门应从土方

开挖施工管理以及混凝土质量管理两方面进行考察，为后

续的金属结构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进而可从整

体上评价水闸施工管理工作效能，提高水闸施工管理工作

整体质量。

1 水利施工中水闸施工准备阶段管理措施分析

在工程施工准备阶段，管理部门应注意分析与本次施

工相关的施工设备和施工材料，并对此类资源的具体参数

进行分析，确保其可满足实际的水利施工环境要求。此间，

管理部门需要根据水闸施工的设计要求，对其中的材料应

用办法以及设备选用办法进行调整，并依据实际的水利工

程施工建设环境，落实具体的施工管理规范。更为关键的是，

要建立详实有效的管理制度体系，融入水闸施工质量监管

标准，将设计要求与实际施工要求对应起来，提高水闸施

工管理工作的适应性。为了提高水闸施工管理工作专业性，

在施工准备过程中，管理部门应组建专门化的水闸施工管

理小组，并要求小组工作人员参与到后续的施工管理工作

中，做好监督监管工作，监督监管的实际内容包括安全施

工规范的落实、材料选用以及设备选用质量的分析以及相

关施工工艺流程的合理性等。另外，由于在水闸施工过程

中会应用到一些标准性的结构组件，例如与闸门运行相关

的连接组件等，此类组件可在施工准备阶段进行预购，这

样可确保此类标准件能够被顺利地应用的到实际的施工过

程中，不会对施工工作进度产生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管

理部门也应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资质进行调查，这也是

确保工作人员工作能力符合水闸施工要求的基础措施。如

图 1 所示为某水利施工中水闸施工现场。

2 水利施工中水闸施工阶段管理措施分析

2.1 土方开挖施工管理措施分析

土方开挖施工管理工作是水闸施工中的关键管理工作

内容，其具体的管理工作一方面要结合水闸施工设计要求，

另一方面需要适应具体的水闸施工环境。从水闸施工设计

要求的角度分析，主要包括强度要求和施工面积要求。一

般情况下，虽然较大的施工面积会增加水闸施工的整体强

度，但由于在大面积施工的过程中，会产生较大体积的填

料需求，此间产生的运输成本、材料应用成本将会明显增

加，有可能会影响水利施工的整体工程预算质量。但如果

施工面积较小，则其可能会低于水闸施工的设计强度，不

能满足水利工程运行的强度要求。为此，管理人员一定要

合理选择具体的土方开挖面积。此时，管理人员可查询面

积施工标准，将施工面积定位在设计强度之上即可；从具

体的水闸施工环境的角度分析，土方开挖的施工环境也会

对水闸施工质量产生影响。如果环境土层的整体密度不高，

则土方开挖的强度可能不够，此间，施工人员应注意架设

强度保护措施，以免发生土方开挖安全类型的问题。另外，

管理部门应要求监管小组落实监管职责，针对土方开挖工

作进行施工质量分析，以此分析和总结其中的问题，提出

合理的修整意见。[1]

2.2 混凝土质量管理措施分析

混凝土质量管理工作可从管理混凝土原材料质量和调

配混凝土配合比例两个方面进行。从混凝土原材料质量管

理的角度分析：首先，管理人员需要对原材料的进购渠道

进行分析，确保进购厂家的生产资质安全有效；其次，在

材料进入现场之前，管理人员应对此类原材料进行复检，

避免长途运输对原材料的质量产生影响，及时剔除不符合

应用质量要求的原材料。如果原材料的质量受运输条件的

限制情况较为突出，管理人员应要求相关部门尽量选择距

离较近一些的进购渠道；另外，在原材料进入现场之后，

管理人员应对原材料的存储环境进行分析，确保原材料存

储环境满足此类混凝土材料的存放要求，避免原材料受到

降水的侵蚀。从混凝土调配比例的角度分析，各类混凝土

原材料的应用比例会对混凝土自身的强度产生直接影响，

为此，在实际的混凝土调配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合理选择

混凝土材料的含水率，并确保此类材料在施工中不会出现

离析的情况。如果在实际的施工作业过程中发现混凝土材

料的强度不够，工作人员可向其中加入一些外加剂，例如

石灰骨料等，对混凝土的含水率以及吸水性进行调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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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混凝土材料的整体质量。[2]

2.3 水闸施工中的金属结构管理措施分析

金属结构管理工作主要包含水闸施工中的钢闸门安装

管理工作和门槽预埋件安装管理工作。首先，从钢闸门安

装管理工作的角度分析，一般而言，钢闸门的面积较大，

具体的安装细节性要求较高。在运输钢闸门时，需要将钢

闸门进行拆装运输，并且需要对不同区域的钢闸门进行标

记，为后续的焊接和安装工作做好准备。在现场安装的过

程中，工作人员应对钢闸门的焊接强度进行标准性检测，

针对期间可能会出现的变形问题，工作人员应优化调整钢

闸门的焊接平台，提高此类平台的支持稳定性；其次，从

门槽预埋件安装管理工作的角度分析，门槽预埋件的形式

和结构特点应符合水闸运行的一般要求，更应符合水利工

程的初期结构设计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门槽预埋

件属于装配式组件，其实际的装配式误差可能会较为明显，

为了消除此类误差，工作人员应合理选择装配公差控制标

准，并以提高门槽预埋件装配强度为基础，优化门槽装配

件的装配形式，这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预埋件的装配

误差。另外，如果在安装门槽预埋件的过程中出现了安装

强度问题，工作人员应及时与设计人员以及材料进购部门

进行沟通和交流，从安装设计和材料质量两个方面分析产

生此类强度问题的原因，从而正确选择解决问题的角度，

避免由于安装强度不够而产生安装变形问题。

3 水闸施工完成阶段管理措施分析

在完成水闸施工工作之后，管理部门应着手开展安全检

测工作。首先，安全检测工作需要具备较为完整的检测指标，

此类检测指标需要与水闸施工期间的混凝土材料检测指标、

结构性检测指标相对应，实际的检测方式方法也应标准化。

期间，管理部门应组建专门化的检测小组，要求检测小组

工作人员依据本次水闸施工的质量管理要求，对水闸施工

的各环节以及各类结构进行质量检测，并及时记录相关检

测数据。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无论是强度问题还是结构

性问题，均应结合设计要求以水闸运行的功能性要求，对

此类问题进行修正，提高水闸基础设施的运行稳定性；其次，

安全检测工作也具备一定的经验性，这种经验性往往与水

闸施工的行业标准相关，并且需要符合水利工程的运行功

能性需求。管理部门应从区域水利工程建设的角度分析水

闸施工的最终效果，并在后续的运行和维护过程中，逐渐

完善水闸结构的功能，或者进行扩展性的施工工作，这样

即可有效适应区域性的水利工程运行要求，提高水利工程

运行持续性。

4 结语

总之，水利施工中水闸施工的管理措施应与实际的施

工建设环境相适应，并且与此相关的技术标准、施工规范

应充分落实到具体的施工环节中。此间，除了要组建专门

化的监督监管小组之外，管理部门还应根据水闸施工的实

际情况，对施工材料、施工设备进行重点的管控分析，确

保此类施工资源的应用过程安全有效。另外，管理部门也

应做好水闸施工安全阶段的管理工作，确保施工监测工作

的质量，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积极进行修整和补救，并且

也应建立周期性的检修计划，以此切实提高水利工程的运

行安全性和运行稳定性。相关工作人员也应在工作中积极

分析和总结工作经验，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水平，为水利

施工中水闸施工管理工作提供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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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某水利施工中水闸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