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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倡导下,水资源是清洁可再生能源,也因此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开发,随之而来水利工程建设项

目也呈现出上升态势,这对于水利规划设计而言无疑是提高了技术要求与标准。故此,本文主要以水利规划设计的技术创新进

行以下几点分析,以期为水利工程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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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水利规划设计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直

接影响水利工程建设的整体质量与效果。水利规划受设计技

术、技术管理等多方面制约影响,以至于在水利规划过程中

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对水利规划设计效果造成不利影响。为

此,水利规划相关部门应该引起重视,运用有效地方法实现

水利规划设计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进一步增强水利规划设计

技术水平,才能为水利工程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1 水利规划设计的技术创新点 

1.1 着手于水利规划设计的优化参数创新 

及运作环节技术的创新设计着手,进而对水利工程整体

管理加以整合[1]。基于此种背景下,为了实现水利规划设计

的技术创新,需要从基层部门开始,有效管理水利工程的施

工材料,为水利规划设计创新提供必要的保障,进而实现水

利规划设计的优化参数创新,使整体的规划设计处于稳定的

状态,并发挥水利规划管理的切实作用。 

1.2 着手于水利规划设计与水利管理层面的创新 

为了在水利管理中发挥水利规划设计创新的促进作用,

在实施水利规划设计过程中,水利规划设计部分应该立足于

整体水利工程建设,促使水利工程管理能适应于新时代水利

管理的根本要求,为水利工程管理体系的制定奠定良好的开

端。另外,水利规划设计创新过程中要确保其处于平衡状态,

因此,需要在创新水利规划设计中,要合理优化改进举措,调

整内部结构方式,并调动设计技术工作人员的工作兴趣,才

能提高水利规划设计技术创新水平。 

2 水利规划设计的基本流程 

水利工程状况是水利规划设计的基础条件,在实际的水

利规划中需要突出其针对性特点[2]。因此水利工程施工企业

应该对建筑物类型进行合理的优化布置,而选择水利工程施

工地点与施工地质因素、气候因素等多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

系,基于此种状况,工程施工企业在选择建筑物时要综合考

察其周围的水源情况、地质情况以及整体环境情况等,确保

水利规划设计与工程施工能有序进行。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具

有较强的灵活性、多变性特征,才能适应与面对不同的工程

施工问题,进一步整改水利工程规划方案,确保水利规划设

计方案合理、可行。 

3 水利规划的注重环节 

3.1 注重水体污染的规划与治理 

通常情况下,污水都源自于生物性污水以及工业生产性

污水。为了治理水体污染的问题,需要注重水利污染的规划与

治理,提高水利规划设计创新的实效性,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

状况,控制水污染物的排放量限值数,同时还提升水污染物的

考核标准；并运用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手段,建立完善的污水

排污管网设置以及污水治理机制；针对河流两岸需要侧重于

生态建设,遏制过度捕捞现象,并在休渔期间加大监督管理力

度,才能有效地保障河流两岸的绿色生态环境,促使河流内部

生物种类的品种更加丰富,缓解水体污染的现状；适当引入活

水,增强水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提高水体污染的治理效果。 

3.2 实施监控水体生态环境 

为了整治水体环境,需要对水体生态展开实施监控工

作。因此,水利管理部门应该加强水体生态监控网建设,合理

运用水文监控措施、水质监控措施等,进而实现水体生态环

境的全面监控,水利规划设计需要对水体分布的实际特征与

数量变化情况,展开细致的分析,便于全面的了解河水情况,

为水利规划设计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3.3 合理规划水文化建设 

我国大多数沿河城市、沿海城市的环境都十分的美观、

植被非常丰富,也因此可以发挥水资源的利用优势条件,构

建特色的水文化体系。水文化在我国众多风景名胜的古迹中

都得以体现,如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优美的扬州古邗沟等。

为此,在水利规划设计过程中,不仅要高效利用水体资源,还

要重视水文化建设,如水利规划设计沿河风光观景区、观景

亭等。在水利风景区域建造中,需要遵循水文化建设,在不破

坏现存的生态植物、水体生态的基础上,合理优化水体资源,

同时在水利规划设计过程中还要融入一些特色文化元素,才

能提高水体资源的保护环节、利用环节、开发环节的有效性,

促进水利工程建设发展。 

4 水利规划设计技术创新的具体措施 

4.1 优化水利规划的厂址选择 

在水利规划设计中,厂址的选择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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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规划设计人员要全面的了解与掌握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的

地质状况以及水文状况等内容,同时还要将当地的气候状况

考虑在内,由于实际的水利工程施工中不相同的区域所拥有

的建筑物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在水利规划设计与工程

施工技术也各有不同。水利工程施工企业如果对较远渠道的

水利工程实施规划,那么就需要对水利工程施工建筑的基础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为其实施加固,缓解水土流失的问题。

为了实现水利规划设计技术创新,在此阶段水利规划设计要

发挥灵活性、多变性作用优势,要结合实际的施工厂址状况展

开深入的分析与探索。水利规划、厂址选择以及水利工程施

工管理方面都要加大管理力度,同时也包含水利工程完工后

的养护环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水利规划设计技术

的创新与完善,为后期的水利工程投入使用打下牢固的基础。 

4.2 降低险情发生运用加固技术 

降低险情加固技术设计在整体水利工程建设中发挥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效果,实际的水利工程施工设计环节能展现

水利工程施工的实用性、有效性特征,因此,运用加固规划设

计技术,确保水利工程施工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

水利工程施工险情的发生几率,从而实现水利规划设计技术

的创新。在水利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需要对防渗透墙体的

结构展开计算,本身防渗透墙体的负载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如果当负载能力大于实际的承受能力时,就会影响对坝

体的支撑效果。水利规划设计技术创新需要将这一现状问题

融入其中,从而对防渗透墙体与坝体土间进行有机结合,并

做出适当的整合调整,实现防渗透墙体的规划设计技术的创

新,运用膨润土浆对防渗透墙体实施浇筑,同时还要确保防

渗透墙体能发挥其本质作用效果；在此基础上,实现帷幕灌

浆规划设计技术的创新,将防渗透墙体底部的演示风化现象

有效地遏制,确保混凝土能成为一个相互融合的整体建筑,

促进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提升。 

4.3 合理整合基坑降水规划设计 

在水利规划设计技术创新中要合理整合基坑降水方案,

明确基坑降水深度,确保基坑在开挖施工环节中能将填土整

体土层挖穿,并使其渗透到较强水性的砂层之中,从而发生

涌水现象,为了有效地防治流沙以及涌水问题的发生,需要

保障整体坑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这就需

要水利规划设计人员需要合理整合基坑降水问题,实现规划

设计的创新,并综合性考虑其整体基坑的效果,保持低下水

位在基础性状态 0.5 米之下的范围内[3]。另外,在实际的水

利工程施工中,需要做好深基坑降水工作以及排水工作,落

实基坑开挖施工前期阶段,需要水利规划设计人员对实际的

施工区域内地下水位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才能确保深基坑降

水工作与防止水工作有序开展,只有在此基础上实现水利规

划设计技术的创新,才能有效地避免在实际的水利工程施工

中发生新问题、新故障,提高整体水利工程施工的效果。 

4.4 促进水利规划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 

由于水利工程建设是便民、利民、惠民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相比于其他有关产品,

水利产品与其有着较大的差异特性,需要不断的水利规划设

计技术的创新与完善,才能将产品消耗到各项环节之中,并

从中彰显水利规划产品以及水利规划设计的作用与特性。为

了促进水利规划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加强注重水利规

划设计技术的创新性,从而使水利相关产品符合现代化的应

用需求,从整体的水利平稳状态着手,有效利用水利相关产

品,实现水利规划设计创新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良

性发展。 

4.5 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再利用 

根据水利工程建设实际发展状况,对水利规划设计技术

实施创新建设,重视水资源的可持续再利用,规避过度开发、

盲目利用的问题发生,才能实现水利院开发与水资源利用的

均衡发展。为此,利用水利规划设计的创新技术,实现水资源

的可持续再利用,从综合的层面考量水资源的重生性,需要

优化与创新环节,在水利规划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水资源实

施有效保护,避免水体污染的现象出现。 

4.6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为了提高水利规划设计创新能力,

需要依托于先进的科学创新技术手段,同时还要注重高素养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这就要求水利规划设计部门需要加大资

金投入力度,组建水利规划设计创新研究队伍,从而吸引与

培养高素养创新型人才。与此同时,在水利规划设计管理方

面要积极运用先进的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技术的创新能力,

另外可以举办一些水利规划设计的创新比赛,并对获奖人才

提供物质奖品,从而调动水利规划设计工作人员的参与性,

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水利规划设计过程中,要加强注重规划设

计技术的整体水平,将创新技术应用到水利规划设计中,使

水利规划设计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提高水利规划设计的有

效性与实效性,为水利工程建设提供安全性、可靠性保障,

才能实现水利规划设计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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