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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
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黄月文

（贵州省晴隆县水务局中营片区水务站，贵州 黔西南 561400）

摘　要　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偏低，水利水电工程是具有重要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基础设施。水

利水电工程普遍工程量偏大、工期长、施工技术难度高、施工环境复杂，工程管理的难度比较高。基于水利水电

工程的管理困难问题和工程本身的综合价值，本文研究提升水利水电工程管理质量的方式方法，探讨解决工程管

理中常出现问题的应对策略，旨在为改善水利水电工程管理现状提供借鉴，保证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充分发挥

水利水电工程的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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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通常指兼具防洪功能、引水灌溉、

发电、水环境保护等多种功能的工程，在我国生产、

生活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层面的大型综合性

水利水电工程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发电站遍布我国

各省市地区，为当地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工程价

值高和工程施工管理难度大是水利水电工程的特征，

提高管理水平降低工程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可能性是

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管理的价值

水利水电工程是一种涵盖水利和水电两方面功能

工程设施，既有引水灌溉、防洪、通航、维护生态平

衡等方面的社会公益功能，又有利用水资源进行发电

的经济效益功能，对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不容小

觑 [1]。水利水电工程有不同的规模和作用，大型综合性

水利水电工程如三峡工程，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如田间

农业灌溉工程，在施工标准上有较大差异，这与工程

施工量、施工环境复杂程度、施工材料等级均有关联。

在具体水利水电工程的管理中，精细化、智慧化、系

统性管理是提升工程施工质量的重要手段，可保证工

程施工达到预期设计标准、按期完工交付使用，并保

证工程在后续使用中充分发挥公益价值和经济价值 [2]。

作为水利水电工程的管理人员，应不断学习水利水电

工程管理中会用到的专业知识，提升管理工作质量和

效率，提升安全意识，将管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

上去，通过管理手段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

2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2.1 施工材料管理问题

施工材料一直是影响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的重要

因素，材料相关采购、抽检、存储、使用管理是工程

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施工材料存在质量问题，

很有可能导致工程施工不达标，或给工程埋下安全隐

患，导致严重的工程事故。即便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发

现了施工材料的问题，更换材料返工也会造成巨大的

时间浪费和成本损耗，严重影响水利水电工程的推进，

影响多个相关单位的利益。但在实际的工程管理过程

中，即便引起了管理团队的重视，关于施工材料的管

理依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漏洞。比如施工材料采购时

没有货比三家，施工材料进场时的抽检环节存在问题，

施工材料在施工现场保管过程中质量下降，施工材料

现场制备的质量不达标等。甚至在小型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过程中存在施工单位偷工减料或用低质量材料替

换材料获利的情况，严重影响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2.2 工程进度管理问题

工程进度管理是工程管理中的组成部分，是工程

如期竣工交付的保障。在复杂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过

程中，要想保证工程按期交付，就要保证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月、每一周的工程任务都能够顺利完成。有一

个环节的工期出现了拖延，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工程无

法顺利交付，导致工程的施工成本大幅度上升。抢工

期几乎是每一个工程管理团队都在做的管理动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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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1）因为工程施工问题导致不得不停工或返

工时，有提前抢出来的工期作为缓冲，如能顺利解决

问题继续施工，可避免工程拖延导致的施工成本上升

问题；（2）为工程施工的漫长周期中可能因为天气原因、

疫情原因而导致的停工提供缓冲期；（3）如果工程进

展顺利，没有因为施工原因、不可抗力原因出现停工

或返工，提前交付工程也能够提升业主方对于施工单

位的评价，维护好施工单位的口碑。但在具体的工程

施工过程中，仍然会有各种各样意料之中或之外的情

况影响工程的工期，导致后期施工团队不得不加班加

点施工，使工程质量安全问题出现的可能性不断上升。

2.3 工程安全管理问题

“安全第一”等有关安全的口号、标语是工程施工

现场的常见元素，保证工程施工安全是工程管理的组

成部分 [3]。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现场环境通常比较复杂，

施工团队需要在复杂的水环境中开展施工工作，稍有

不慎可能出现安全事故。但实际上，很多工程管理团

队的安全意识尚且薄弱，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普遍更

低，缺乏定期检查安全保障设施的习惯，导致施工现

场始终存在导致安全问题的隐患。

2.4 工程管理团队问题

管理工作归根结底是管理人的工作，工程管理团

队普遍存在管理理念、管理手段上的落后问题，导致

无法有效推动各环节管理人员、施工人员向着需求的

方向前进。工程管理团队管理能力的弱势，不仅影响

着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质量、进度和安全，还影响着

施工单位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3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的应对

策略

3.1 把好施工材料质量关

严把材料质量关是水利水电工程质量得以保证的

基础，也是工程管理团队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首先，

在施工材料采购阶段。管理团队需要严格管理负责采

购工作的工作人员，对其提报上来的采购方案、采购

信息对比对象、意向商家、采购订单等内容进行严格

审核，避免在采购环节出现高价购买普通质量、低质

量材料的行为。其次，在施工材料进场阶段。管理团

队应做好对进场材料的资料检查和抽检工作，确保施

工材料的质量合格证书等资料齐全，确保其各项尺寸、

质量指标符合工程需求，并在随机抽检中严格审核该

批次材料的质量情况，对于达标材料给予准入资格，

对于不达标材料进行退换或更换合作商家的处理。做

好入场环节的抽检工作，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团队能够

有效避免劣质施工材料成为工程的一部分，为工程的

施工质量做基础保障。最后，在施工材料场内存放和

使用阶段。管理团队应为工程选择合适的施工材料存

放地点，做好防潮、防火等保障措施，避免施工材料

因为外界环境影响而受损 [4]。材料的存取和使用需要详

细记录，这是施工材料被合理应用于工程现场施工的

重要凭证，是工程竣工核算时需要的核算参数来源。

3.2 把好施工进度控制关

不同大小规模的水利水电工程所需施工工期不同，

大型综合性工程往往需要数年方能竣工投入使用，小

型农田水利水电工程则可能只需要在下一个丰水期到

来之前完工即可。工程管理团队需要结合实际的工程

量、工程工期要求和现场环境制定合理的施工进度控

制方案，将整个工程施工时间划分为季度、月度，并

为每一个工程环节制定相应的施工工期，并明确各环

节施工进度把控的负责人，要求负责人严格把控施工

进度。明确责任到人是管理团队保障工程进度的重要

手段，施工质量、成本、安全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也应

采用相同的办法，避免管理责任模糊带来的管理空白

区域，提高管理工作实施效果。为了避免因为施工问

题或不可抗因素导致的停工返工而不能按期交付，管

理团队在制定工期时应预留出工期缓冲时间，避免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在具体施工进度管理中，管理团队

不能将进度管理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时间控制上，应更

多关注施工质量管理、施工技术工艺管理、安全管理

等方面，尽量排除可能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这是保

证施工进度的有效思路。一旦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发现

了质量问题、技术问题应及时进行处理和解决，比如

申请进行工程变更，尽可能在工程环节的施工节点到

来前解决问题，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工期和成本损失 [5]。

3.3 把好施工安全管理关

想要提升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安全管理质量，仅

靠施工现场的安全口号、条幅作用不大，工程管理团

队和施工人员需要将安全意识牢记心中、贯彻到日常

工作当中去，才能真正提升工程的施工安全水平。工

程管理团队应定期组织有关安全问题的培训活动，结

合工程施工现场的施工设备、安全措施开展培训，使

管理和施工人员心中的安全警示灯常亮。培训活动中，

同类安全事故可作为警示案例出现，使管理团队和工

作人员都认识到安全隐患的危险程度，使管理和工作

人员都打心底重视起安全问题。预防是降低安全事故

发生数量、避免因为安全问题影响工程推进的重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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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安全培训必须引起工程管理团队的重视 [6]。

3.4 提升团队的管理水平

3.4.1 加强员工培训

提高工程管理团队的专业水平需要从培训入手，

施工单位内部结合具体工程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总结

的经验教训开展交流讨论，从中学习可学习的知识和

经验，完善施工单位的管理制度，改善施工团队的施

工管理模式和方法。施工单位可鼓励管理团队去考取

工程相关的资格证，鼓励优秀的施工技术人员考取技

术类别证书，不断提升在工程专业上的知识和技能水

平。对于成功获取相关资格的员工，施工单位可给予

奖金、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奖励，鼓励员工再接再厉。

3.4.2 应用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与建筑工程领域的融合诞生了诸如 BIM

技术等高新科技产物，能够为施工管理团队提供可视

化的管理工具，辅助施工管理团队实现准确、精细的

工程管理。

1.三维数字建模。GIS地理信息系统、BIM技术软

件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可帮助工程管理团队将尚未启

动的建筑工程通过虚拟手段呈现，直观呈现出符合工

程施工需要、完成工程设计的完成体状态，为工程施

工管理提供可视化帮助。有了 BIM技术软件的帮助，

工程设计人员能够在设计阶段完成对工程各环节的碰

撞试验，提升工程设计方案和图纸的施工可行性，降

低工程因为设计问题出现变更的概率，降低工程进度

的把控难度。在可视化工程模型的辅助下，设计和施

工人员之间的技术交底工作能够更有效地进行，避免

因为交底不清导致施工质量或安全问题。在三维模型

的辅助下，工程管理团队可有效掌握工程各环节施工

中的关键坐标点，还可以根据工程施工进度在工程模

型上填充相应的颜色、纹理来表示工程进度，提升管

理人员对工程施工的把控程度。以某水利水电工程为

例，根据工程设计三维模型显示，工程主坝、副坝、

岸边坡的面板采用沥青混凝土+粘土的方式进行防渗，

防渗面积为 13.6万 m2。工程管理团队可结合工程模型

和工程施工实际用料情况准确判断该环节施工的完成

情况，判断是否达到下一环节施工的启动时间点，提

升管理工作有效性。

2.安全自动化监测。安全自动化监测是一种利用

摄像、传感等设备对水利水电工程主体及周边环境进

行监测，综合监测结果评价工程施工进度以及施工环

境变化的技术手段。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受到水系环境

的影响较大，丰水期、汛期的施工难度大且危险系数高，

水底情况复杂的流域施工技术突破难度大，管理团队

需要更详实的数据来辅助判断。应用安全自动化监测

技术及设备，管理团队可提前发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中存在的问题，或环境正在发生的变化。比如通过连

续的摄像头观测和记录，观察工程主体混凝土面板的

颜色变化，提前发现工程主体的防渗施工环节出现了

问题，及时进行补救处理，避免因为防渗不到位导致

工程主体质量下降。又比如通过水位传感器监测水利

水电工程上游水情，结合气象部门提供的降雨信息数

据，判断环境的变化趋势，及时进行工程施工的调整，

保证工程顺利度过汛期 [7]。

综上所述，水利水电工程是一种综合社会公益、

经济效益的建筑工程，是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要

基础设施之一，其工程管理直接关系到工程施工质量

和安全，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针对水利水电工

程管理中存在的材料问题、进度问题、安全问题及管

理水平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工程可通过加强

针对材料采购、抽检、使用管理，保证施工材料质量；

通过落实进度管理责任到岗位，提前做好缓冲准备，

重视工程施工、安全等方面的管理，保证工程如期交付；

通过进行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提高管理层和普通施

工人员的安全意识；从内部培训和信息技术应用两个

角度来提升工程管理水平。工程施工质量得到保证，

工程的功能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为现代社会

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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