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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的监测是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评价的重要手段。在水利工程建设

过程当中,我们要对项目的每一部分进行严格的监测,保证工程建设的每一部分都符合标准。水利工程建设的监测要引进专业

的技术队伍,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根据法律法规制度标准进行监测,提高监测人员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规范,从而保障水利

建设工程监测质量。水利工程建设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发展计划。本文主要是根据水利工程

建设工作中出现的监测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水利工程建设；监测问题；解决措施 

 

水利工程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对社会的发展有

着重要的作用。水利工程在我国的水资源中扮演着调配水资

源的角色。水利工程建设一般情况规模大,施工难度系数高,

对工程的安全施工也有很高的要求。如果水利工程在施工过

程当中质量监测出现问题,就会发生更多的安全事故,对当

地经济社会安全稳定运行会造成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希

尼尔水库工程为例,探讨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监测问题,掌

握其中的监测要点,提高监测的质量,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1 希尼尔水库施工过程当中存在的主要监测问题 

1.1 水库建设工程量大,质量监测困难 

由于希尼尔水库处于新疆塔里木地区,是沙漠地区平原

型水库,大坝长度 7.6 千米,最大坝高 20 米。建筑规模比较

大,施工难度系数高,质量监测十分困难。 

1.2 水库地形条件复杂,防渗监测困难 

新疆塔里木盆地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受地质条件影响,

将希尼尔水库大坝分为西副坝、主坝和东副坝,分层次的对

其进行防渗,但是受地形条件影响,防渗监测仍旧出现许多

的失误,对水坝质量的检测造成严重的影响。 

1.3 渗流监测系数高 

希尼尔水库工程建设渗流观测断面有 11 个,并且这些

观测断面在东、西、主坝都有分布,水库的渗流观测在水库

未蓄水之前进行实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并进行渗流观测。

经过对多年积累的坝基渗透压力图和数据分析,坝基渗透压

力仍旧存在不稳定现象,对渗透的监测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在断坝后形成大面积的散侵现象。 

2 开展水利工程质量监测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水

利工程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保护和利用地表水资源,为水资源

的调配提供支撑。我国的国土面积大,地域资源比较广阔,

需要的水利工程项目数量多。我国要想提升整个水利工程的

实施质量,就要加强对水利工程质量监测,有效的控制工程

质量,才能在施工过程当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对水资源进行

优化配置。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水利工程建设

的质量监测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对整个水利工程的造成安

全隐患,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水利工程的质量出现问题,主要和施

工材料的管理,施工质量的监测有关。比如说在实际的施工

过程当中,企业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大量的购买不合格的

材料,质量监测不到位,将这些材料进行施工,出现许多的质

量问题。还有就是在承包过程当中承包的价格比较低,施工

过程中就出现了偷工减料的现象。 

综上来看,为了能够提升水利工程的质量,将水利工程

建设达到更好的效果,应该对水利工程进行质量监测,对实

施过程中的材料进行合理的监督,掌握好监测的要点,制定

严格的监测方案,找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当中存在的质量问

题,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提高水利工

程的质量监测。 

3 水利工程质量监测的要点分析 

3.1 制定合理的质量监测计划 

为了能够使水利工程质量监测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在

水利工程实施之前要制定水利工程质量监测的计划和方案。

对施工过程当中的材料的使用以及质量进行有效的监测。当

然在实际的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在方案中没有出现的细节也

要进行监测,避免产生质量问题。同时我们在制定质量监测

方案过程当中还要对风险问题进行评估,将水利工程实施方

案进行合理的分析,找出其中应该监测的要点,对实施过程

当中计划当中没有的要点也要归纳到其中去。 

3.2 施工方要加强对自身的监测 

当制定完监测方案之后及时的告诉建设方和施工方,让

他们也对监测要点予以更多的关注。同时还要与施工方进行

合作,与施工方共同监督施工的质量。施工方这样就可以加

强对自身的施工监测,按照相关合同规定,购买符合标准的

原材料,不要让没有合格证和不符合标准的原材料进入施工

现场。施工方也要派自身的工作人员对施工过程进行监测,

对原材料的使用情况以及购买情况进行合理的监督,避免对

施工质量造成影响,引发质量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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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根据地形结构和环境特点制定监测要点 

我们在对希尼尔水库施工过程当中主要关注地形结构

和环境特点对施工质量的影响,根据当地的地形结构和环境

特点制定合理的监测要点,以免出现在施工完成之后的质量

问题。新疆塔里木盆地地形结构复杂,水坝周围的环境变化

明显,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环境对施工质量的影响,制定不同

的施工监测方案。还要对渗流现象进行合理的监测,东、西、

主三个方向的水坝进行分层次的监测,避免出现渗流现象对

水库施工造成相应的影响。 

3.4 对施工人员进行合理的监测 

我们在水库施工建设过程当中发现,许多的工作人员因

为工作规模比较大,工作枯燥无味,缺乏对工作的积极性,对

于材料的使用不合理,出现了许多浪费现象,为此我们要加强

对施工人员的监督,如若出现浪费原料的工作人员要进行相

应的惩罚,加强对原料的合理控制,控制对原料的成本投入。 

3.5 加强对施工管理人员的监督 

施工过程当中有的管理人员为了增加自身的收入,减少

自身的工作量,增加施工的进度,对浪费原料的工作人员不

进行管理和监督。还有的管理人员对原料的使用情况进行假

的记录,管理不到位。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要加强

对管理人员的监督,对管理人员进行制度考核,提升管理人

员的综合素质,增强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 

3.6 对坝基填筑的质量监测 

水利工程的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坝基的填筑。在

坝基填筑过程当中地基夯实工作是重要的环节,我们要对整

个过程进行监测。首先的监测内容是前期的准备工作,要严

格的监督工作人员是否将坝基压实部位的杂物清除干净,利

用手动和自动相互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压实。将压实部位完成

之后就要根据压实参数和技术标准来进行监测,还要采取专

业的测量仪器来对数据进行记录。对压实区域的坝基表面的

光滑度以及石块是否有松动进行监测。并且用仪器检测压实

面的含水量,分析出密度与水量的关系。 

在填坝筑基过程中首先我们要将地基填实,对填筑的地

方进行有效的清理,填筑过程中需要的原料填放好。因为自

动压实和手动压实自身都存在一定的弊端,自动压实冲击力

大,压实的位置不够精确,手动压实冲击力度不大,但是冲击

位置精确。所以我们在压实的过程当中需要重复多次才能够

对效果进行评价和对数据进行整理。在压实过程当中,我们

还要对压实区域的程度进行监测,对于不合格不结实的地方

要进行检查。压实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对图样进行分析,以压

实效果和数据为基础,为压实密度和水量关系提供支撑,判

断压实效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水利工程建设在实施过程当中

存在许多的质量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监测,可以提高

水利工程实施的效果,节省大量的资本投入。水利工程建设

实施之前, 根据当地的地形环境来制定合理的监测要点,减

少在实施过程当中出现安全事故的频率,还要对管理人员和

工作人员进行合理的监督,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提升工

作人员的整体综合素质。根据水利工程建设施工的要点,制

定科学合理的监测方案,提升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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