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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是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相较于传统发电技术而言,可以降低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近些

年来水利水电工程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水利水电工程自身特性,滑模技术的应用,施工难度大大增加,涉及到众多复杂的环节,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影响到水利水电工程整体质量。基于此,本文就水利水电工程中滑模技术的应用展开分析,结合工

程具体情况规范化施工,打造高质量的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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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中,水利水电工程规模

不断扩大,凭借着清洁发电优势,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和重视,工程建设取得了可观成果。出来另外,水利水电

工程具有防洪抗旱和保持水土作用,为了打造高质量的工

程项目,灵活运用滑模技术很有必要,加快施工速度同时,

提升施工机械化水平,维护施工质量和安全,对于打造高

质量的水利水电工程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水利水电工程中

滑模技术应用研究,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便于后续工程建

设和发展。 

1 花滑模技术的优劣势特点 

1.1 优势 

滑模技术是一种前沿的施工工艺,核心为水泥混凝土浇

筑,施工效果可观,以其独特的优势广泛应用在现代工程建设

中。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应用滑模技术,具有操作空间小、施工

便捷、安全性高和抗震性高的优势,有助于精简水利水电工程

复杂的施工环节,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降低施工成本,创造

更大的经济效益[1]。 

就滑模技术优势来看,在工程中应用采用机械化施工,

相较于人工施工方式效率更高,缩短施工周期,相较于传统

施工技术而言适应性更强,满足施工需要同时,保证工程质

量和安全。在水平施工缝施工中,实现不同结构板连续施工,

大程度上规避客观因素影响,加快施工进度,在不影响到

施工质量前提下,采用较少材料完成施工活动,降低材料成

本费用。后期施工活动结束后,工程整体较为美观,为后续的

修缮维护奠定基础,规避安全问题的出现。 

1.2 劣势 

滑模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应用,尽管具有可观的优势,

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容易受到复杂因素影响,加剧施

工质量和安全问题出现。由于滑模技术水平较高,施工单位

是否可以合理运用此项技术,并且配备专业人才显得十分关

键[2]。相较于传统施工技术而言,滑模技术施工效率更高,精

简复杂的施工环节, 大程度上降低安全隐患,保证施工质

量。如果施工过程中出现失误,将会对工程带来不利的影

响。故此需要把握滑模技术要点,加强滑模技术管理,配备

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操作和管理,为滑模技术应用效果提供坚

实保障。 

2 水利水电工程中滑模技术的应用 

2.1 优化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应用滑模技术,首要一点是结合工程

实际情况,优化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多次反复的试验来确定

佳的混凝土配比,进而为后续工程质量提供坚实保障。通

过大量实践可以了解到,混凝土的坍落度对于水利水电工程

质量影响较大,严格控制混凝土坍落度,保证材料传输时间、

初凝时间和施工温度符合设计要求,在不影响施工质量前提

下加快施工进度[3]。与此同时,混凝土浇筑期间需要把握注

意事项,避免钢筋被油渍污染,清理污染时延误工期,影响到

混凝土的 佳浇筑时间；滑模提升期间,严格控制提升速度

和混凝土浇筑速度一致性,并且采用分层振捣方式来规避漏

振问题出现。浇筑期间,不允许将混凝土拌合料直接投入到

滑模中,否则会影响到整体的振捣效果,为后续施工埋下质

量隐患。 

2.2 滑模控制技术 

滑模控制技术包括滑模水平控制技术和滑模中线控制

技术,其中滑模水平控制技术是施工质量控制重点所在,可

以通过水准仪来检测滑模前进水平方向,如果不符合设计要

求,立刻停止施工,经过校正和调整无误后方可进行施工；使

用千斤顶同步器进行滑模水平控制。而滑模中线控制技术,

可以规避滑模结构中心偏移问题出现,出线竖井测量前,合

理使用掉线和激光照准仪,确保滑模位置准确同时,规避模

板位移变形。推行竖井结构进行滑模中线控制,将三台激光

照准仪分别设置在竖井圆弧段和直线段连接处,竖井井口位

置,圆弧段中心区域[4]。通过激光照准仪的合理布设,获取可

靠的数据,为滑模施工质量和精准提供保障。 

2.3 模板滑升控制 

在模板滑升控制阶段,根据施工标准适当降低滑升行

程,采用整体滑模装置检验负荷,规避粘膜问题出现。检验

模板强度,确定出模时间和滑升速度。一般情况下,滑升阶

段的根据每层 20cm～30cm 浇筑分层浇筑,浇筑高度滑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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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9～10 行程,滑升速度控制在 20min～30min 滑升一两个

行程,保证混凝土行程质量,滑升速度和出模强度符合要

求。对于钢筋制作和安装,需要根据质量要求来制作和安装

钢筋,合理配置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把握模板滑升环境,

协调各个工种之间的关系,协调配合下有效提升施工效率

和质量。 

2.4 模板拆除 

在模板拆除阶段,应该及时将闸墩顶部多余的钢筋穿

过千斤顶多余钢管,便于后期拆模活动顺利展开。滑模上

的电气设备和照明灯具拆除时,尽可能降低滑模牵引力。

拆除固定滑模墩头上的螺栓,然后拆除滑模底部吊篮；使

用吊机缓慢提升滑模墩尾,固定吊臂后,及时拆除吊篮和

下放滑模。 后,使用专门的吊机来调出滑模, 后拆除墩

尾结构。 

3 滑模技术应用注意事项 

3.1 降低平台自重和施工负荷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应用滑模技术,平台自重和施工负荷

对于整体施工影响较大,应该适当的提升平台刚度,充分掌

握系统平台荷载大小。注意材料堆放问题,少堆放、勤取料。 

3.2 滑升平台刚度和易变性 

模板滑升过程中,需要综合考量筒仓直径,如果不符合

要求,受到平台自重和施工荷载力作用下,可能出现滑升平

台变形为之一,影响到滑模施工质量。使用液压千斤顶和提

升架施工,根据施工需要和场地大小合理布设,选择相应的

设备数量,并将各个千斤顶间距控制在 135mm 左右即可。 

3.3 强化混凝土浇筑强度 

结合水利水电工程结构浇筑强度,配备数量充足的搅拌

设备,浇筑前计算浇灌强度,依据施工现场具体情况来确定

具体的搅拌机数量,为施工活动顺利展开奠定基础[5]。 

3.4 控制滑模装置组装偏差 

滑模装置组装期间,需要遵循标准和流程规范化进行,

各个环节有效控制, 大程度上降低安装偏差。 

滑模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应用效果可观,有助于规避

传统技术的缺陷,提升施工质量。而在自动化技术和智能化

技术应用下,实际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有助于更大范围应

用,打造高质量的工程项目。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应用滑模技术,有助

于整合工程资源,改善传统技术不足,实现各个环节有效控

制,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降低施工成本,为工程施工安全提

供保障,对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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