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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 21世纪以来,在社会经济稳健发展的大背景下,

我国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水平及管理水平日趋成熟, 社会对

于水利工程施工技术及施工管理提出全新的要求及标准。

为了主动迎合时代发展潮流满足日益严格的技术要求及管

理要求, 水利工程施工重心逐步向分析技术要点及提出具

体管理措施转变[1]。同时,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深受施工工

艺、地质结构、气候环境、设计水平、技术能力及场地条件等

因素的影响, 一旦技术水平不足则存在出现混凝土脱落或

裂缝等问题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扩大水利工程管理力度综

合考虑工程特点、工程要求及设计标准等因素,合理配置施

工材料、施工设备及施工技术,确保工程施工安全、施工质

量、施工进度及施工成本符合相关标准。鉴于此,本文针对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及管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要点

要想提高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 便有必要掌握水利工

程施工技术要点。总结起来,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要点包括：

1.1坝坡混凝土板面技术

一般说来, 坝坡混凝土板面以无轨滑模为主要施工方

法,其板面由中心条块依次向 2侧实行跳仓浇筑,并且每层

面板混凝土厚度均明确规定不得超过 25至 30厘米进行分

层布料, 其卸料口与滑膜上口间距离不得超过 1米且其插

点间距不得超过 40厘米,客观上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控制振

捣深度, 以抵达全新浇筑混凝土层底部以下 5厘米为主要

标准,不得于模板上口处堆放大量混凝土[2]。同时,必须保持

平衡、同步及匀速进行 2端提升,尤其是脱模后混凝土,及时

进行面板修整, 通过压面及抹平等方法完成混凝土抹面处

理,覆盖粘有绒毛保温被进行早期保温养护,做到早期保温、

中期洒水及后期流水。

1.2预应力锚固技术

按技术类型, 预应力锚固技术可分为预应力岩锚及混

凝土预应力拉锚, 而预应力锚固技术性能相对优越且被广

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尤其适用于维护及加固工程结构,对于

新建的工程项目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水利工程角度来

看, 预应力锚固技术主要通过降低或缓解施工区域受力荷

载等方法避免出现裂缝、沉降及损害等情况,并且预应力锚

固技术能与 GPS技术相结合,实现全面高效精确工程控制,

便于及时调整锚固施工位置、施工深度及施工方向,以达到

改变局部受力条件及调整锚固施工位置的目标[3]。此外,应

用预应力锚固技术必须结合水利工程坝型差异性全面分析

其实际情况,确保基础性结构施工安全性。

1.3坝体填筑技术

由于坝体填筑施工占据水利工程施工环节极其重要的

作用及地位, 客观上要求相关施工单位填筑时明确划分工

作阶段及作业方向,综合考虑坝体面积大小,以确保大型施

工机械设备正常进入施工现场顺利作业为前提条件, 并且

划分坝体作业阶段时尽可能以大型碾压机械设备施工条件

为技术参照, 控制其宽度不得低于碾压机械设备压实作业

及错车作业的间距[4]。同时,填筑坝体过程中施工流程及施

工顺序必须结合施工标准及设计要求进行划分, 尤其是温

度要求相对严格, 针对低温施工时必须严格控制作业时间

尽可能减少生产时间及循环操作时间, 降低施工材料流失

热量,确保坝体划分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1.4导流围堰技术

导流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直接决定水利工程施

工进度、成本投入、施工安全及施工进度,并且大部分水利

工程倾向于利用修筑围堰方法切实解决导流问题。受水利

工程施工现场普遍处于河流上方的影响, 其施工现场土体

稳定性不足且岸坡土壤不够干燥, 不符合水利工程施工建

设标准[5]。为了达到水体引流至预定位置的目标,施工单位

必须应用围堰技术实现水体导流, 并且工程施工时综合考

虑施工区域气温条件、水文特点及地质结构等方面因素,尽

可能于水流量少的阶段进行工程建设, 不止能大大减轻导

流工程施工作业难度, 更一定程度上提高施工作业速度控

制总体成本投入。

2水利工程施工管理措施

在水利工程整体施工作业过程中, 不单单需要掌握施

工技术,还有必要加强水利工程施工管理,这样才能够确保

水利工程整体施工质量水平的提升。总结起来,水利工程施

水利工程技术施工及管理研究

张磊 陈晓军

渭南市洛惠渠管理局

DOI:10.18282/hwr.v2i6.1365

摘 要：伴随社会进步及经济发展,水利工程数量不断增多,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得到越来越多从业人员的关注及重视。为了

稳步推行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灵活运用水利工程施工技术重视施工管理环节能保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对于帮助施工单位

谋求更多经济利益及推动水利工程行业规模扩大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作用。本文以水利工程为切入点分析其施工技术要

点,就提出具体的管理措施进行深入探究,旨在为相关从业人员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

关键词：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施工管理

96- -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水电水利
第 2卷◆第 6期◆版本 1.0◆2018年 6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工管理具体实施措施如下：

2.1保证施工质量

在实际管理的过程中, 相关施工单位秉持实事求是的

工作原则,做好前期施工现场实地调研工作,开展放线测量

及时复核相关参数, 结合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施

工方案及施工计划,纳入枢纽工程、围堰工程及坝体工程全

面评估施工团队的技术水平及施工能力, 立足于水利工程

设计要求及技术标准, 划分出施工安全及施工质量的薄弱

管理环节,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及整治措施,同时,严格检查

工程施工所需原材料, 材料入场时组织相应的资格检验环

节,确保所有施工原材料具有合格证书、使用说明书及出厂

证明等文件, 一旦发现材料出现问题则立即返厂不予以验

收。

2.2控制成本投入

一般说来, 水利工程施工成本管理以人力资源及物质

资源为主体对象, 尤其是物资采购环节时必须全面调查分

析不同市场中材料价格, 做好原材料供应商对比优选工作,

纳入运营规模、生产能力及行业信誉等指标选择出最为适

宜的材料供应商,并且综合考虑材料供应经济性、安全性及

可靠性等因素,确定出最终材料供应商。同时,工程施工使用

材料过程中, 必须结合施工班组及施工工序的实际需求量,

制定每日施工材料应用标准, 预防施工环节出现浪费原材

料的问题。此外,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时通过计量及计件等方

法进行工资结算,大大激发职工工作积极性及主动性,进一

步提高工作效率控制总体成本投入。

2.3把握施工进度

在实际管理的过程中, 相关施工单位结合水利工程项

目工期要求,综合考虑施工能力、技术条件、技术水平及工

程量等因素,制定具体的工程施工方案及施工计划,以工程

项目施工设计要求及技术标准为出发点, 合理规划工程项

目作业进度及作业顺序, 尽可能定期审查工程项目施工成

效,对比施工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间差异性,一旦二者差异

过大则全面分析影响工程进度的原因不断调整施工方案及

施工计划[6]。同时,加大对于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

通过正规渠道批量购买数量充足、功能完善及质量合格的

防护设备或防护用具,积极开展施工人员技术培训,树立施

工人员安全施工的意识, 并且及时标注施工现场危险物品

划分相应的施工区域。

2.4注重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管理系统的应用

为了确保水利施工工作人员能够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施

工作业,有必要注重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管理系统的应用。明

确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潜在的问题, 加强施工技术管理,使

施工作业能够顺利有序地进行。与此同时,对水利工程施工

技术管理体系加以完善,促进水利工程施工效率的提高。加

强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对施工设备加以完善,通过系统了

解施工机械设备是否完善,是否正常、安全,从而确保水利施

工作业的可靠性及安全性。此外,本人认为还有必要加强水

利工程技术管理人员的管理、培训,加强理论、实践双方面

的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够处理好各方的利益

关系,并严格执行水利工程施工合同,加强施工全过程管理,

进一步为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全面提升奠定扎实的基础。

3结语

通过本文探究, 认识到由于水利工程建设质量高低与

经济发展及周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其

施工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因此,相关施工

单位秉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 全面了解水利工程施工技

术要点, 从根源上认识到实行施工管理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通过构建管理机制、扭转错误认知及丰富管理手段等方法

做好施工管理工作, 确保施工技术应用合理性及有效性,进

一步提高水利工程施工效率, 为推动我国水利工程施工技

术及管理水平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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