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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闸是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目前的水闸建设和管理现状进行分析发现,重建轻管的问题非常明显,从这一角度分析,水闸

管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也是促进水利工程管理建设和科学化运转的突破口。引入 BIM 技术,对水闸实行全过程、系统管理,对提高水闸管

理水平,确保水闸安全、经济运行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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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闸工程在水利水电工程的重要意义 

河道特别是一些骨干河道都兼具通航功能,通常会在其中设立水闸,

通过水闸的开放和闭合来控制河道中船只的通行方向和数量,确保水上交

通有序、安全。由于不同地区气候特点、地貌特征差异较大,南方地区降

水量普遍较多,北方地区降雨较少,地势上总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点。对

于降雨较多或上游来水较多的低洼地区如江苏里下河地区来说极易产生

洪涝灾害,通过修建水闸、圩堤、泵站等一系列水利工程能有效防止洪涝

灾害的发生。可以通过设立水闸增高河道中的水位,利用高位水能转化为

电能,进行水力发电。不仅能够降低其他发电能源的消耗,更做到了绿色环

保,同时,使发电的效率有所提高
[1]
。 

2 BIM 技术在水闸全过程管理中的应用 

BIM是英文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的缩写,其含义是利用数

字模型对建筑项目进行设计、施工和运营的过程,是为建设项目从概念到

拆除的全生命周期中的所有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的过程。在水闸管理中引入

BIM技术能极大的提高水闸管理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2.1图纸绘制阶段 

在水闸工程设计阶段,图纸绘制阶段属于整体设计阶段的初始环节,

其绘制质量也会直接影响到工程的施工效果。BIM技术在图纸绘制阶段进

行应用时,设计部门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对水闸工程施工中所用的施工原

材料类型、施工结构类型、水闸相关参数等内容进行确定。可以利用云计

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对采集的参数信息进行分析,指出存在错误的应用信

息,对其进行更改。并且BIM技术采集到数据也可以构建为不同的数据库,

便于后续施工活动的应用。 

2.2设计协调阶段 

在水闸全过程管理当中,BIM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数据的信息化管

理,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数字化应用平台。在应用平台中分布多种数据

构建模型,可以根据相互间的应用关系,使其可以形成全新的数据分析

模型,提高数据分析结果的科学性。BIM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结合节点数

据信息的相关内容对后续施工活动内容进行调整,从而有效提升工程结

构施工的可靠性。 

2.3施工组织阶段 

为了确保水闸施工工程各环节施工衔接的有序性,施工单位需要做好

施工组织工作。就水闸工程而言,施工组织主要包括图纸设计与前期工作

两方面内容。需要注意的是,施工组织阶段作为工程全过程管理的基础环

节,其管理水平也将影响到工程推进的有序性。
[2]
BIM技术在此环节的应用,

能够为施工单位提供可靠的分析数据,对提高设计方案的科学性有着积极

的意义。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施工单位应与设计单位建立合作,及时进行

设计方面的沟通工作,同时还需要提前做好现场勘查工作,借助BIM技术对

数据参数内容进行确定,从而提高方案的可操作性。 

2.4运行维护阶段 

水利工程完成建设之后,为了延长工程的使用寿命,需要对工程做好

相应的维护工作。在水闸应用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便是结构松动、结构裂

缝等。为了提高实际维护效果,施工单位可以借助BIM技术对工程运行数据

进行采集,将采集数据与拟定运行数据信息进行比对,分析数据差异较大

的问题原因,那么需要对BIM技术的初始参数进行调整,提高参数的应用效

果。利用BIM技术对各环节运行数据进行采集,将采集数据应用到实际维护

当中,借此降低工程运行维护阶段产生的能源损耗。 

3 加大水闸巡查力度 

水利站管理属于开放式管理,为了在管理当中及时发现实际问题,调

整管理方案,促进管理体系的优化完善,必须制定专门的管理制度,完善机

制。第一,加大对水闸的巡查管理力度,确保国家财产安全,避免不法分子

破坏相关设施设备,保证水闸管理的整体安全。可以建立专门的巡查小组,

确定巡查职能,完善巡查方案,提高巡查工作在优化水闸管理中的价值。第

二,制订专门的考勤记录表,通过评估巡查人员对水下记录仪、配电房、机

器设备维修保养等工作的记录情况来了解巡查工作的落实情况,强化对巡

逻人员的约束。 

4 建立统一远程控制网络 

就目前而言,水闸所处的位置具备分散性特征,而这样的位置特点让

水闸管理部门在贯彻管理方案和相关管理决策时,不能快速反应和达到管

理目的,为了转变水闸分散管理和监管不力的情况,可以加强对现代技术

手段的应用,尤其是建设远程化控制网,利用信息技术把各个水闸联系起

来,促进信息的沟通与共享,实现更加便利和全面的水闸管理
[3]
。 

5 结束语 

水利工程作为一项惠民工程,在水资源合理调配方面有着非常重要

的应用价值。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水闸工程属于非常重要的应用环

节。BIM技术的应用,一方面能够有效提升水闸全过程管理水平,减少施工

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可以确保工程推进的有序性,提升工程的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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