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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期间具备工程量较大、以及周期较长等方面的特征,导致水利工程建设期间易于

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则常常难以保证水利工程建设的进度,而在水利工程建设之中,若能够

良好运用导流施工技术对于河流水道进行引导,那么则利于确保水利工程建设的良好性进行,由此可见,

导流施工技术在我国水利工程建设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基于此,本文就水利工程建设的导流施工技

术的应用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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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ivers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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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engineering 

volume and long period, which makes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asy to be 

restricted and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e progr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f the divers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guide rivers and waterways, it will help ensure the sound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t 

can be seen that divers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ccupie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my country. Lo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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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效保护我国水资源,提高水资

源的利用率,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规模逐

步扩大,施工技术得到不断创新,工程施

工效率也不断提高。导流施工技术作为

水利工程建设的典型技术类型之一,为

保障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功能发挥提供了

技术支撑。在实际项目管理的过程中,

施工技术管理人员应深入研究导流施工

技术,明确导流施工技术的应用价值,为

科学施工提供坚实基础。 

1 水利工程建设中导流施工技

术内容及特点分析 

1.1水利工程建设中导流施工技术

内容 

所谓的导流,主要是指在对项目建

设期间,尽量让施工工作在一个较为安

全的氛围下进行,借助围堰来对结构进

行科学维护,以便河水可以在设定好的

措施下逐渐朝着下方流向。在工程具体

操作环节,强化运用导流施工技术,可

以保证整个施工地面干燥,有效规避了

不必要的问题,对施工质量的整体增强

有较大促进作用。在施工阶段,若想导

流施工技术科学运用,需要对施工地址

进行有效选择,明确施工现场的环境以

及施工难度,了解施工项目所花费的施

工周期,并合理地对施工人员进行安排,

细致地进行划分,以便施工作业能有序

开展。此外,技术人员需要合理地对资

源进行分配,在不对生态环境造成任何

破坏的前提下,进一步对施工质量进行

提高。 

1.2水利工程建设中导流施工技术

特点 

为了能保证水利工程项目有序进行

和开展,需要依照工程的实际情况,合理

地进行设计,科学地进行布置,针对性地

加以规划。由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涵盖

的因素相对较多,所以在施工设计过程

中,应该综合地进行分析和考量,明确施

工现场地形的具体情况。同时,在施工期

间,做好坝址考察工作,结合考察的信息

数据,对地形地貌、地质条件以及施工难

度等进行深入分析。在对施工地址明确

之后,施工方工作的开展才会顺利有序。

并且,在施工期间,应该将工程整体施工

方案为作为依据,加强对细节的管控力

度,以便施工周期质量能得到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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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合理对导流施工技术进行选择和

利用,依照地质条件,不断对事故方案进

行完善,科学对厂房进行建设。在工程建

设期间,施工计划在实际的编制过程中,

应该充分考量各项影响因素,加强分析,

深入了解导流施工技术类别,结合工程

的具体情况,高效选择和运用。 

2 水利工程建设中导流施工技

术的应用 

2.1明渠导流 

明渠导流技术是较为成熟的,也是

应用较为广泛的技术。在实践过程中,

如果是宽广滩地或者平原河道,那么技

术人员应该挖设相应渠道,在基坑上下

游设置围堰,阻断水流流入基坑,并引导

水流绕过基坑进入下游,这种技术就是

明渠导流。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要充分

整合区域内的自然条件以及实际环境等,

以此来切实有效地提升这一技术的应用

成效,更好地实现高效导流。比如在施工

过程中,若区域内存在废弃的河道,可以

将这一河道进行相应的修整以及改善等,

利用这一河道来实现导流。依托于这一

高效化的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导流的难度,同时也能够整体提升导流

的质量与成效,还能够有效节省成本投

入。同时,在水利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当

需要使用明渠导流技术时,应该科学精

准地分析以及研判导流量。一般导流量

比较大的时候,才会使用到明渠导流技

术。此外,在利用明渠进行导流的过程中,

要保障明渠的深度符合规范,一般条件

下,深度不宜过深。 

2.2隧洞导流 

在水利工程的施工过程中,隧道导

流也是较为常见的施工技术。在实践过

程中,这一导流技术主要应用在地势较

为险峻的区域,利用科学的导流技术来

实现有效的倾泻。隧洞导流在应用过程

中,其整体的技术含量比较高,而且整体

的技术难度也比较大,还需要涉及大量

的人力物力投入。为此,在进行隧道导流

的过程中,应该科学精准地进行周边环

境的研判以及分析等,科学精准地制定

具体化的技术方案以及导流技术体系,

切实有效地提升以及优化导流的整体力

度,更好地优化导流水平。同时,在进行

隧洞导流的过程中,要做好必要的防护

设施,尤其是在开山凿洞的过程中,要做

好必要的技术交底,确保相关人员能够

严格按照技术方案来科学施工。 

2.3基坑排水 

在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过程中,导

流施工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有效的截

流,同时,也利于科学全面地保护好河床

等。在实践应用中,基坑排水是非常重要

的举措。在实施以及利用基坑排水作业

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结合水位的高低程

度来确定。一般情况下,在利用基坑排水

时,水位要明显低于地平面的。在排水过

程中,需要对基坑内的水进行相应的排

水作业,以此来有效降低基坑内多余的

水,将渗水情况降低至 小程度。当然,

在实践过程中,基坑排水作业也是较为

系统且复杂的。为此,在进行基坑排水的

过程中,应该科学精准地制定详细的排

水方案,应该充分全面地应用高效化的

排水技术措施,切实有效地提升基坑排

水的整体成效。 

2.4涵洞导流 

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涵洞导流

技术的应用同样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为

切实有效地提升涵洞导流的整体技术成

效,应该在实践过程中,明确涵洞导流的

方向,细化涵洞导流的流程,科学精准地

利用高效化的施工技术,切实有效地提

升涵洞导流的整体成效。在实践过程中,

涵洞导流技术方法是主要被应用于水

闸、中小型的土坝施工项目中,是较为常

见的一种施工方案。同其他导流技术相

比,这种导流技术方案具有明显的优势。

比如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它的应用成效

比较高,同时应用力度也整体比较强。同

时,在施工过程中,它的整体施工成效也

相对比较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其

施工的便捷且高效性。 

3 水利工程建设中提高导流施

工技术的策略 

3.1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完善的施工管理制度体系是水利工

程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也是水利施工

质量的重要保障。因此,在运用导流施工

技术时,应该建立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促

进水利施工人员科学的施工,提高水利

施工的工作效率。随着导流施工技术运

用的范围越来越广,相关的技术人员应

该认真分析技术中存在的问题,主动解

决其中存在的不可靠因素,进行严格监

管,提升我国的水利施工技术。 

3.2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水利建设过程中,水利施工人员的

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对水利施工质量产

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水利工程部门应该

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积极组织各种形

式的学习活动,讲解与水利施工技术有

关的知识,提高水利施工人员的专业素

质和专业能力。其次,水利施工单位应该

建立奖励机制,对于在工作学习中取得

较大进步的人员,应该给予精神或者物

质的奖励,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使他

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水利施工建设中去。

水利施工人员应该认识到水利施工的重

要性,积极学习与水利施工相关的知识

和技术,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提高自身

的专业能力,为水利工程事业做贡献。 

3.3创新技术,深入研发 

近年来随着水利工程的增多,传统

的水利导流施工技术存在很多不足,已

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水利施工的需求。

因此,施工人员应该与时俱进,加大对导

流施工技术的创新和研发工作,促使导

流施工技术能够满足现代水利施工的要

求。在进行创新研发工作中,应该以科学

发展为重心,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

术,改良传统导流施工技术中存在的弊

端,确保水利工程的稳定运行。 

3.4注重生态保护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

的生态环境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在采

用导流施工技术的过程中,往往也会对

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相关施

工人员应该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落

实科学发展观。比如水利施工单位在应

用导流施工技术中,可以规划设计绿色

工程、景观工程等,这样不仅能够推动水

利施工的顺利进行,而且能够保护生物

多样性,进而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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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导流施工

技术的应用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作用。

为切实有效的提升导流施工技术的应

用成效,应该充分明确它的相关制约因

素,精准全面地把握好水利工程的建

设特征,科学且高效地利用导流施工

技术, 大程度提升导流施工技术的

应用成效,更好地满足水利工程的建

设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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