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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对水资源加强管理是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水资源的基层管理部门,基层水管单位承担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主要职责。本文

从水利工程实际出发,对水利工程运行和管理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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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水利工程的建设更是取得了

很大的进展,水利工程的管理也不断

迈向现代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优

化水利工程的运行与管理,变重建设

轻管理为建设与管理并重,提高水利

工程的管理效率,成为基层水管单位

关注的重要话题。 

1 水利工程概况 

水利工程就是指为保护、利用水资

源和生态环境而兴建的一系列工程,包

括蓄水池、水利灌溉设施、大坝、水库

等。这些水利工程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

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如蓄水池承担着

储备、净化水资源,满足居民用水需要；

水利灌溉设施则有防洪、抗旱、灌溉的

功能,大坝的 主要的功能是发电和拦

蓄洪水。水利工程要想充分发挥出预想

的功能,做好水利工程的运行与管理就

是重中之重。为此,要结合水利工程的功

能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以科学的方式方

法对管理进行改善优化。 

2 当前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2.1对管理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 

当前,我国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还

处于传统的管理方式之下,管理理念陈

旧,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无法满

足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要求。如在当前

还在执行的水利工程管理制度,很多内

容还是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制定的,

而现在,科学技术已有很大发展,设备等

也得到更新,对管理、经济和安全方面也

有了新的要求,旧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

环境的管理需要。 

旧制度和管理规范强调按部就班的

管理流程,在强调竞争、鼓励进步的今天,

这些旧的内容就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急

需增添新的内容,以通过制度上的规定

来鼓励竞争,提升管理水平。对管理工作

缺乏正确的认识还体现在管理人员有

等、靠、要的意识,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一味依赖上级的视察、指示,管理的质量

和效率低,安全意识也不充分。 

2.2缺乏健全的运行管理制度 

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 大

的问题是缺乏健全的的管理制度。在水

利工程的具体运行中,很多新技术、新设

备被采用,水利工程的运行方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为此,就迫切需要建立起新

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但是到目前为

止,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模式,仍是旧有

的传统方式,这已与行业发展规律背道

而驰,必须做出改变。 

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技

术密集度的提高,水利运行管理的内容

也在增多,涉及的部门和环节也日趋复 

保护装置技术说明书上表述为UA、

UB、UC为三相电压输入,额定电压为

100/√3V,Uxa、Uxb、Uxc为三相线路抽

取电压输入,当“单相重合闸检线路有

压”时,要接三相,常用方式检无压或检

同期只要接一个即可,接在任意一个线

路抽取电压输入都可,同期电压的额定

值、相别和极性,重合闸能够自适应。

我厂重合闸为三相重合闸,重合闸方式

为检同期,线路抽取电压只取A相电压,

抽取电压取线路PT二次剩余绕组da、dn,

二次额定电压为100V。按说明书上所说

重合闸同期为自适应,实际是没有表述

清楚,按照设计图纸接线,线路抽取电

压正好与母线电压相差180度,说明抽

取电压极性da、dn反向,因为此时北母

线为空充,一次相序应为同相序,不应

存在角度差。将da、dn调换后,Uma为0

度,Uxa为0度,相序相同。所以同期抽取

幅值是自适应的,但极性并非自适应,

因为二次的接线形式不唯一,保护装置

内部参数无法修改,不可能有自适应极

性这一说。所以根据实际测量、接线及

投运,完善了此类型线路保护线路同期

合闸的二次回路接线方式,保证装置可

靠进行重合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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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而传统的管理方式造成环节不明、管

理职责不清,造成实际管理混乱、管理流

于形式,一旦出现问题则互相推卸责任。

因此,管理制度的不健全、职责不清也是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问题之一。 

2.3缺乏应急处理能力 

水利工程设备复杂、种类繁多,保养

维护难度大。对于一些需要进行维护或

者更换的设备不能进行及时的维修和更

换,造成设备超龄使用,提高了设备的故

障率,极易引发事故。同时,很多基层单

位没有建立危机处理机制,没有制定面

对紧急情况的应急预案,以致发生突发

事件时不能进行及时、科学的处置,导致

损失扩大。 

3 基层水管单位提升运行管理

水平的对策 

3.1更新管理理念 

我国的水利工程的建设、运行和管

理虽有很大的进展,但是总的来说,管理

理念还很落后僵化。因此,转变管理理念

就成为基层水管单位首先需要面对的问

题。管理单位为此要克服传统的管理思

想和理念,克服等、靠、要的想法,增强

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自身的思

想建设和学习,统一认识,做好相关的管

理工作。 

3.2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监

管体系 

(1)实行分级管理,明确各级岗位的

职责；(2)要及时跟上时代和技术发展的

脚步,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辅

助管理工作,提高管理的效率,优化管理

环节；(3)简化上下级的联系沟通机制,

建立和各方定期的交流机制,完善统计

控制体系,提高交流的效率,为及时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做好保障；(4)加强管理

人员的学习培训活动,鼓励开展管理的

创新,增加管理的技术含量。 

此外,加强管理工作还需要完善监

督体系。通过加强监督体系建设,督促管

理部门加强管理制度的落实,将岗位负

责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让管理人员

各司其职,增加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和使

命感。加强监督体系建设还表现在完善

各项管理规定,制定各项规章条例,实现

依法依规管理水利工程的各项管理活

动。要加强动态化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提高管理的质量,保证水利工程正常

运行。 

3.3完善应急处理体系 

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水利工程应急处

理体系,建立信息处理统计控制系统,及

时采集、整合、分析和反馈水利工程事

故或者突发事件,为发生紧急情况准备

处理依据。及时更新设备、进行技术升

级,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资源损

耗。编制应急处理预案,确保管理工作人

员在突发事件面前做到有法可依、能够

采取及时有效的办法进行处理。 

4 结语 

总之,若想更好的发挥水利工程

的作用,就要科学分析和研判水利工

程运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建立健全

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体系,实行严格

的岗位责任制,提高管理工作的技术

含量,降低管理难度,进而提高水利工

程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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