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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2010年开始,在国家大力实施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的政策支持下,庄浪县河堤治理工程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开辟了良好的治河疏水局面,打造了水清、河畅、岸绿的河道生态环境。通过堤防

工程建设,河道防洪能力整体提高,既保护了两岸农田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又增添了河道两岸的生态

景观。 

[关键词] 堤防工程；建设；思考 

 

1 工程建设管理 

在工程建设初期,组建了庄浪县中

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为

项目法人。由法人代表负责安排办理工

程开工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工程建设

管理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

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四制管理。

项目办公室下设综合组、技术组、质检

组、财务组。各小组分工协作,精心配合。

综合组负责协调参建各方关系,形成工

作合力；技术组负责工程规划布置、施

工放线、技术标准制定和责任落实；质

检组负责建筑材料抽检化验、监督施工

质量和质检资料整编工作；财务组负责

工程资金筹措和结算付款。 

2 工程施工管理 

2.1施工工序 

庄浪县堤防工程的施工主要以机械

化为主,改变了过去治河主要靠人力的

方式。采用机械施工,进度快、效率高、

质量有保证。基坑开挖采用挖掘机,砂堤

碾压采用16t平板振动碾,混凝土拌合采

用强力搅拌机或拌和站,运输采用翻斗

拖拉机。混凝土护坡浇筑采用滑模成型

机,振捣采用振动棒和平板振动器组合,

养护采用潜水泵洒水。由于治河施工战

线较长,工作面比较分散,各标段在施工

组织上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

选择上下游适中,左右岸兼顾的地点集

中设立施工指挥部,组织开展多个工作

面同时展开施工。每个施工段由施工员,

质检员现场负责施工,具体承担工程放

线、质量监督、质检化验、材料调运等

工作。各施工人员坚守工地,跟班作业,

指导施工。各段施工工序为：①机械开

挖导流渠、排水渠。首先开挖导流渠,

改变河道的流水线,使河道内流水流向

施工的另一侧。其次开挖排水渠,由于基

础挖深在深泓线以下,基础底面低于河

道水位或地下水位,基础开挖时含水层

被切断,地下水会不断的渗入基坑内。利

用河道自然比降,在治理段的下游开挖

排水渠,把流入基坑内的水及时排走或

把地下水位降低,这样避免造成边坡塌

方和地基承载能力的下降。②清表。砂

砾土料开挖前先进行植被清理和表土清

挖,清除树根、表层的杂质及有机物,防

止料中混入植被有机物和弃渣。③修筑

围堰。依据河道的水流走向与流量及实

际情况,各标段先疏通河道,再修筑围堰,

后进行河堤基础的清理与施工。河道

疏通采用挖掘机根据事先测量的深度进

行开挖,挖出的砂砾石混合料一部分进

行就近河床的围堵,一部分用来填筑围

堰,围堰采用梯形断面,围堰填筑采用机

械摊铺土料,小型振动碾碾压的方法完

成,确保施工期间的安全度汛。河道内工

程施工完毕后,拆除所有围堰,确保河道

行洪畅通。④基础开挖和堤身填筑。基

础开挖施工前,要根据施工图纸测量放

线,确定开挖的边线,轴线、深度等参数,

绘断面图。不论开挖工程量及开挖深度

大小,开挖作业均按自下而上顺序进行,

配合推土机分层摊铺,厚度40—50cm,采

用16-20t振动碾分层碾压6-8次,狭窄边

角部位辅以人工平整或平板振动夯夯实,

堤身填筑总体施工工艺按照“四区段、

八流程”(即将河堤碾压填筑作业段划分

为铺料区、平整区、碾压区和检验区四

个区,各区之间按照铺料、平整、碾压、

检验的步骤进行施工,各区内则按照施

工准备、基面清理、铺料、整平、洒水

或晾晒、碾压、检验、面层修整八道流

程进行分层施工质量控制)进行；每层碾

压后在施工现场用灌沙法(或灌水法)取

样试验,若达不到干容重要求,应再碾压,

到质量合格为止,压实干容重不得低于

设计要求的值。⑤基坑验收。基坑开挖

成型后,按设计高进行控制测量,组织堤

顶高度、基坑深度、基底宽度以及边坡

验收。⑥砼生产。加强对砼原材料的检

测,按规定的砼配合比拌制。砼浇筑程

序：清基→放样→铺彩条布→支模→验

仓→开仓→浇筑→收仓→养护→拆模。

⑦现浇混凝土基础。基础部位采用插入

式振捣器进行振捣,每一振点的振捣延

续时间应使砼表面呈现浮浆且表面基本

水平为至；⑧坡面修整。挖掘机配合人

工对坡面进行整修,包括削坡、洒水等工

作反复进行,直至达到设计坡比和质量

要求后,在坡面上铺设彩条布；⑨护坡支

模及坡面混凝土浇筑。河堤治理上,率先

在全市推广试用了砼拌和楼供应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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砼、砼面板浇筑前斜坡面洒水预沉、铺

衬彩条布、滑模跨板浇筑、原浆收光抹

面等工艺,建成河堤堤顺河畅标准高。⑩

砂砾土回填：河堤基础及护坡砼浇筑完

成达到一定强度后进行砂砾土回填。基

坑砂砾土的回填。回填料采用附近的开

挖料,不足部分从监理工程师指定的地

方拉运。回填采用人工配合机械进行,

根据需要部分地段进行适当的夯实。 

2.2工程质量管理 

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狠抓质

量管理为中心,明确参建单位职责,制定

了质量管理办法,坚持原则,突出了工程

在建质量,切实做到了对河堤工程建设

中的“八度”(治理长度、堤距宽度、堤

身高度、边坡坡度、碾压干密度、砼浇

筑强度,面板厚度和表面平整度)控制。

按照水利基建工程规定和工程建设的需

要,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

制、施工单位保证、政府部门监督的质

量管理体系。突出“人员、技术、设备

材料”三项保证措施,加强“投资、进度、

质量、信息”四项管理。确保工程建设

质量管理机构健全,制度严格,质量保证

体系完善。 

2.2.1严格按照“四制”管理办法和

“三检制”组织施工,确保工程建设质

量。在项目管理上,实行项目法人制,招

投标制,合同制,监理制。并坚持实行施

工班组初检,兼职质检员复检、专职质检

员终检的“三检制”,严把工程施工各环

节的质量关,使工程建设管理达到规范

化、科学化的要求。坚持施工过程中的

“五不施工”和“三不交接”。“五不施

工”即：未进行技术交底不施工、原材

料无合格证及试验不合格不施工、建筑

物未经复测不施工、隐蔽工程未经监理

工程师检查签证验收不施工、图纸和技

术要求不清不施工；“三不交接”即：无

自检记录不交接、未经质检人员验收不

交接、施工记录不全不交接。 

2.2.2明确标准,制定质量管理办

法。开工初期,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织人员认真研究了工程设计及施工图

纸,特别对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及隐蔽工

程进行了讨论,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和《堤防工程质

量评定与验收规程》的相关规定,对质检

项目进行了合理划分,并制定了工序检

测及验收等办法。建设中要求质检人员

跟班作业,质量管理责任到人。 

2.2.3组建质检机构,购置设备,配

备人员。要求施工单位从开工之日起设

立质检室,购置了工程质检所需设备、仪

器和工具,配备了工作讲原则、责任心强

的专业技术人员负责质量管理的具体工

作,为扎实有效的落实质检措施和办法

提供了人员保证。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

和工序交接制度。工程质量检查从工程

初开始,逐工序进行质量检查,全过程

进行质量监控,在施工的各个环节上严

把质量关,把质量管理由事后检查变为

事前预控和过程控制。检测工作按照“跟

踪检测”、“复检”、“抽检”三个等级进

行,并做到自检、互检、交接检查等专项

质量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处理,未经

处理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2.2.4充分发挥监理单位的职能,严

格质量评定和评价工作。监理单位充分

发挥监理职能,做好对工程建设全过程

的监督和控制,更好的为建设方服务。按

照质量管理制度规定的“评定按标准,

评价重事实”的原则,正确评定各单位工

程质量,杜绝浮夸虚假,保证工程质量和

评定的统一性。已建堤防工程施工质量

均达到了合格等级,均已经顺利通过了

竣工验收。 

3 结语 

通过严格控制工程建设和施工管理,

特别是对堤防工程“八度”的质量控制,

对建成河堤的运行观测发现砂堤稳固,

绝大部分砂堤已成为村社的交通道路和

田间耕作道路；砼坡面平整无裂缝,挡水

效果好；河床面基本稳定,河堤堤身、基

础稳固,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并充分发

挥作用,全面地提高了河道的防洪抗洪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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