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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管理质量和安全技术探析
钟　波，程　峰

（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黑龙滩管理处，四川 眉山 620500）

摘　要　近些年，我国水利事业快速发展，水利工程数量增多、规模扩大，促进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并且提高了人

们的生活水平，但是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质量与安全问题。为提高水利工程施工水平与经济效

益，文章结合了理论与实例分析，简单阐述了水利工程施工特征、质量与安全管理的重要性，立足于水利工程管

理现状，提出了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加强施工物资管理、建设完善的管理体系等质量管理策略，提出了排查施工

危险源、健全安全防护设施、加强信息化安全管控等安全技术，为提高水利工程施工质量与安全，防控风险事故

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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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水利事业蓬勃发展，水利工程项目的重

要性愈发显著，其工期长、任务量大、所处环境复杂

并且需要较多物资，非常容易产生质量与安全问题。

对此，应构建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体系，加强人员、

材料与机械设备管控，采取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引

进先进技术，加快水利工程建设效率，获得理想的建

设效果。

1 工程概述

某 A水利工程项目为水库，主要任务是农业灌溉，

能为灌区居民、农业生产、牲畜等提供充足的水源，并

且还能保证当地供水安全。水库总库容为 255.1万 m3，

工程规模为小（一）型、等级为Ⅳ、主要建筑物等级

为 4级，抗震等级为Ⅷ度。此工程项目主要由枢纽工

程与灌溉工程构成，前者主要由溢洪道、大坝等构成，

其中大坝为心墙风化料坝，大坝顶部高程是 2213.0m，

高度为 63.2m，宽度为 4.98m，轴线长为 203.85m。在

左岸处布设了导流输水隧洞，其长度为 379.9325m，进

口底板高程为 2035.00m，其主要由进口明渠段、渐变

段 123、出口闸室等构成。工程隧道运行过程中，其

导流最大下泄流量是 25m3/s，输水流量是 0.809m3/s，

主要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此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原有水

坝进行修复与改造扩张，能满足多样化的供水需求。

工程概预算为 16712.03万元，其中包含着工程建设

成本、征地移民成本、环境成本等，工期是 2017.03-

2020.12。因工程涉及坝基开挖与处理、坝基开挖与处理、

坝体排水工程、进口引渠段等，为保证工程质量与安

全，打造精品工程、防控环境污染、满足各方主体要求，

施工单位应加强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

2 水利工程施工概述

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中，水利工程始终占据

重要地位，其关系着社会建设、经济发展、资源调配

等方面，若水利工程运行良好能产生较为可观的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其特征如下：

首先，防洪、蓄水是水利工程的显著特征，由此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对防渗性、稳定性、安全性等要

求较高，应根据现实情况与相应要求制定施工方案、

采取合适的施工方法。

其次，相较于普通工程项目，水利工程具有较强

的复杂性，其多位于复杂地区，自然环境较为多变、

复杂，想要防控安全隐患、提高工程建设水平，施工

单位应采用正确的地基处理方法、技术工艺等。

最后，因水利工程工期长、任务量大并且易受各

类因素影响，所以施工单位应考虑多种要素、控制施

工进度、协调各施工环节与工序等，加强施工组织规

划与管控，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特征 [1]。

3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与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地质复杂且多变，蕴含着丰

富的水资源，但是其分布不够平衡，部分地区长期面

临着水资源紧缺等问题。由此，在合适地区建设水利

工程项目既能防控洪涝等自然灾害，也能满足我国国

民对水资源的需求，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保护水资源

安全。但是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因其施工现场多处

于山区、河道中游等区域，直接提高了施工难度，并

且需要多种施工技术，若操作不当会埋下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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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降低运行效益。同时，水

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基础开挖面积大，需要运用大量

材料、多种机械设备等，还会遭遇各种意外情况，如

暴雨后发生供水等，由此应加强质量与安全管理，施

工单位应针对施工对象、现场情况等调整管理形式，

制定安全管理方案，提高应急处理水平，将工程损失

降到最低 [2]。

4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与安全管理的现存问题

4.1 人员问题

根据上文可知，多数水利工程施工现场处于偏远、

复杂区域，建设过程中多从当地居民中招纳施工人员，

其未经过专业培训，不能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无法

认识到质量与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同时，工程各主体

看重经济效益，希望加快施工进度、缩短施工工期、

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忽略了质量与安全管理工作，

仅希望不要产生严重的安全隐患风险，未能意识到此

项工作与工程进度、成本之间的关系。再加上未能制

定与落实责任制度，导致工程各单位、部门及工作人

员态度积极敷衍，发现问题后不能及时追责，阻碍工

程后续开展，无法满足工程建设要求与标准等。

4.2 物资问题

水利工程建设需要运用大量材料、机械设备等，

若物资管理不到位，既会降低工程质量，还会因资源

大幅浪费而提高工程成本。例如，水利工程施工材料

主要包括建材、半成品等，其详细分为坝体填筑土料、

反滤料、水泥、管材等，其质量与性能直接决定着工

程质量，若施工单位未能做好采购、管理与检测等工作，

容易出现钢筋锈蚀、石料污染等问题，从而影响工程

质量。使用机械设备时，若施工单位未能根据建设情

况选择合适的机械设备，会拖延施工进度，并且还会

提高设备运维与养护成本，阻碍后续施工 [3]。

4.3 方法问题

施工方法主要指施工措施、施工方案与图纸、施

工工序等，若方法不当会降低施工效率与质量。当前，

其主要分为人为方法不当与施工方法不当等。例如，

工程输水隧道混凝土施工时，若混凝土强度不足会降

低工程结构强度、硬度等，从而产生较为严重的安全

事故，究其原因，施工单位浇筑措施不当，导致混凝

土离析，或混凝土配比不合理，砂率等数值错误，降

低了混凝土强度。

4.4 环境问题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主要需要面对工程质量管理

环境与工程技术环境，若施工单位未建设完善的质量

管理体系或其可行性较差，未能成立专门的管理组织

机构、落实相应职责，缺乏长效机制或者反馈机制等，

难以及时发现质量与安全问题，导致此类问题频发。

若施工单位未能根据当地地质地理条件、气象条件、

水文条件等进行技术准备，相关资料掌握不足，易产

生各类风险、提高工程成本。

4.5 管理问题

近些年，我国加大了工程项目质量管理力度，要

求提高质量控制水平，减少重大型质量事故。但是因

水利工程具有特殊性，非常容易产生质量与安全问题。

究其原因，相关机制体系不够完善，施工单位未建设

科学、合理的质量管理系统，直接降低了质量控制效果。

当前，虽然多数工程项目成立了管理部门或组织，但

是多为临时性机构，管理人员由其他部门抽调或临时

借用，其缺乏责任意识、主体意识，既未能掌握专业

的管理知识与技能，也不能有序开展日常管理、运维

工作等，其管理多属于事后把关模式，忽略事前预防、

事中控制等。同时，虽然制定了管理制度，但是其流

于形式，缺乏实效性与可操控性，未能明确管理流程、

任务、内容等，同时也未建设质量管理台账、落实三

检制等。开展质量与安全管理工作时，一方面缺乏有

力监理，非常容易产生质量问题、安全风险等。另一

方面，因缺乏强而有力的管理，所以各项工作开展不

到位，例如技术交底不全面、细致，施工控制点管理

不到位，检查时常发现混凝土蜂窝麻面现象。

5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管理的有效策略

想要实现质量管理目标，施工单位应转变管理理

念，制定科学的质量管理目标并进行拆解，掌握质量

控制要点、重难点等，制定质量管理方案并增强其可

行性，坚持领导作业、过程方法、持续改进等原则，

其具体措施如下。

5.1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随着水利工程行业持续发展，智能化、自动化技

术等引入其中，改善了水利工程建设模式，提高了建

设效率与质量，但是也对工程工作人员提出更高要求。

对此，施工单位应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一方面应制定

人力管理制度，提高选拔标准，要求施工人员持证上岗

并且经过岗前培训、资格检验等。另一方面，施工单位

应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工作，强化其质量管理意识、增强

其技术实力，通过质量交流会议、图纸审核等进一步掌

握工程建设要求，能熟练运用新理念、操控新技术等 [4]。

5.2 加强施工物资管理

根据上文可知，以施工材料、机械设备等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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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直接决定着水利工程质量与效益等。对此，施工

单位应加强物资管理，不能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一味

降低采购成本，从而导致虚假、劣质的材料与机械设

备等进入施工现场，降低工程质量并埋下安全隐患。

对此，施工单位应加强对物资采购、运输、管理、应

用等环节的控制，例如，要求采购人员根据国家相应

规范与标准、工程建设要求等采购，应严格审查供应

商、生产商资质等，保证材料与机械设备的数量、规格、

功能等符合要求，同时也要积极开展入场前、入库前

检测工作，登记相应信息，以免不合规物资进入现场。

管理人员应根据其特性、使用顺序与要求等进行分类

管控，优化储存环境，合理调配，提高物资利用率。

5.3 建设完善的管理体系

第一，建设企业与施工单位应制定科学、完善的

管理制度，如质量管理制度、质量培训制度、监管制

度等，应成立由总工程师、项目经理等组成的质量领

导小组，优化组织结构，形成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落实责任制度，要求施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严格遵守

施工计划、方案等，实施全面、动态管控，配备专业

质量人员，执行三检制度，重点检查隐蔽工程等，定

期开展检查与检测工作。

第二，应建设质量管理考评体系。因水利工程项

目施工周期长、项目繁杂并且极易产生质量与安全问

题，所以应定期开展考评工作，将建设单位、监理单

位等纳入其中，建设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评估机制，

量化各项标准，如施工期间发生重大质量事故与一般

质量事故、是否制定质量目标与规划、是否进行三交

与三查等，进行全程跟踪考评，根据现实情况调整考

评频次等，以此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6 水利工程施工的安全技术

6.1 排查施工危险源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常见危险源具有连带性、

隐蔽性、复杂性等特征，在特定条件下会转变为事故，

影响水利工程施工质量与安全等。对此，施工单位应

加强安全管理，具备危险源辨识能力，应立足于水利

工程项目实际分析常见危险源，将作业环境、施工材

料、机械设备等设为辨识线索，成立专门的辨识队伍，

将具有丰富经验的施工人员、专业知识的专家等纳入

其中，广泛搜集工程信息，选择合适的辨识方法，例如，

对于能直接判定的危险源，例如化学品危险源等采用

风险评估导则，若不能直接判定，可采用事件树法、

安全检查表法等。

6.2 健全安全防护设施

施工单位应根据水利工程常见风险采取相应的防

护手段，完善安全防护设施。例如，工程建设过程中

需要强弱电结合施工，所以施工单位应安装漏电保护

器，保证用电安全、稳定。技术人员应分离照明配电

系统和动力能源配电系统，避免出现突然断电或夜间

电力事故等。针对配电箱开关等，应采取接地处理措施，

并且为全部电气设备安装漏电保护器，实现快速断电，

将损失降到最低 [5]。

6.3 加强信息化安全管控

随着我国水利事业发展，水利工程功能愈发多样，

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服务水平，能满足多样化运行需求，

但是也产生较为复杂、多变的安全问题。对此，施工

单位应引进 BIM技术、AR技术等，建设可视化工程模

型，从多方面、多层次搜集信息数据并进行动态分析，

利用信息平台实施动态监控，借助人工智能辨识违规

行为，有效防控施工风险。同时，此模型还能为工程

筹划、设计、施工等环节提供充足的信息数据，搭建

数字化信息安全管理应用平台，管理者既能借助此模

型进行单独分析，也可进行全面分析与监测，发现问

题时提出解决方案。并且借助此模型还能监测水利工

程周围环境变化，如坝体形变、水位变化等，提高安

全评估的科学性与精准性。

7 结语

综上，我国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质量与安全管

理是非常重要、有效的手段，直接影响着工程质量与

效益。施工单位应立足于工程建设实际，深入了解各

项要求、勘查周边环境，健全管理制度体系，培养优

秀的施工人员并且管控施工材料、机械设备质量，提

高危险源辨识水平并且完善安全防护基础设施，利用

先进技术实施动态管理与监测，将质量问题与安全风险

消灭在萌芽阶段，提高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　禹晓霞 .农村水利工程施工中的质量控制与安全隐
患管理 [J].农家参谋 ,2022(14):168-170.
[2]　胡伊玲 .探讨某地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安全质量
控制 [J].石河子科技 ,2022(06):52-53.
[3]　马涛 .试论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安全管理及质量控制 [J].
四川建材 ,2022,48(06):223-224.
[4]　李晓作 .水利工程中水闸泵站的施工质量管理与技
术运用 [J].珠江水运 ,2022(24):47-49.
[5]　韩伟青 .探究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安全和质量控
制 [J].智能建筑与工程机械 ,2022,04(09):6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