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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设施是保证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也是确保我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

素。如何做好大中型水库的安全运行管理上,是保证水利工程为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稳定运行的重要部

分,本文通过对做好大中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的重要性进行阐释,对目前大中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析做好大中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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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re not only the infrastructure to ensure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also the key element to ensure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saf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reservoirs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ensure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saf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reservoir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af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reservoirs, and probes into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saf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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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纷纷加大水利工程的

建设力度和资金投入,从而解决枯水期、干旱时的农业生产缺水

问题。水库作为水利工程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是确保水利工程

顺利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水库的安全运行管理是确保人

民群众农业生产、工作生活的基本保障,水利部门只有确保水库

安全管理运行稳定,才能够实现水利工程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辅

助。因此,各地需要高度重视大中型水库的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避免因管理不到位造成水库安全运行出现问题,给人们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威胁社会发展的安全稳定。 

1 大中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的重要性 

大中型水库的建设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也是确保当地水资源正常供给的重要保障。因此,

在水库后期的安全运行管理工作,是保证水库能够正常稳定运

行的关键,在水库运行过程中需要构建完善的安全运行管理体

系,从而避免因管理不当造成投入成本无法收回,对地方政府造

成经济损失的情况出现。此外,水库安全运行管理不当也会导致

因洪涝天气雨水过大导致决堤的情况出现,威胁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与之相反的是如果做好大中型水库的安全运行管

理工作,就能使水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如：蓄水抗旱、发电、

灌溉等,这些功能的发挥不仅能够造福一方水土,还能够提高水

库所在区域的经济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水库的安全

运行管理工作不仅关系到水库的综合效益发挥,还关系到地方

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大中型水库

安全运行管里工作,保证地方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2 大中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水库工程管理力度不够 

水库工程管理是保证水库安全运行,水库发挥其经济作用

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各地水库在建设过程中已经构建了较为

完善的水库工程管理制度,但在竣工后的水库运行过程中,其安

全运行管理条例仍待完善。由于我国水库大多建在远离城市中

心的区域,其周围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相对较差,部分大中型水库

在竣工投入使用过后,周围的生活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等

情况导致专业的管理人员缺乏,其安全运行管理人员的业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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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整体较差,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责任感较弱,导致水库安全运行

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影响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2.2水库工程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水库作为解决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重要基础设施,其大

部分水库的使用周期和使用寿命都较长,其经过长期的使用或

多或少都会存在溢洪道两侧的导墙、底板破损的情况,如果不能

够及时进行整修,就会影响水库的安全泄洪工作开展。同时,由

于部分水库修建的年代较为久远,其溢洪道的宽度设置不够,其

设计的泄洪量也无法满足现代的洪水泄洪量,导致泄洪道的堰

顶与坝顶的高度差距较小,影响水库在丰水期的正常泄洪工作。

另外,水库放水涵的管道经过多年的使用,大多存在漏水的情况,

这些渗漏的水源不断冲刷管道周围土体,造成水土流失的同时,

导致水库坝体出现空洞的情况,严重还会造成坝体坍塌,对水库

正常运行带来影响。 

2.3病险水库问题 

水库病险问题也是影响水库安全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出

现病险的水库大多兴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普遍存在防洪

标准偏低,设计规范不达标、年久失修、工程质量差等问题,长

期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水库就成为了病险水库。严重的病险水库

不仅不能正常运行,还会对水库中下游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

来隐患,不利于水库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农业发展,影响人们的正

常生活。 

3 做好大中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的有效措施 

3.1建立健全安全运行管理制度 

为了确保大中型水利的运行稳定,发挥水库对农业生产和

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水库管理单位需要根据我国《水库

大坝安全运行管理条例》和水库建设区域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

分析融合,制定符合水库安全运行的管理条例,其中对水库安全

运行的管理制度、控制运行制度、安全检查制度、闸门闭启操作

规程等进行详细规划,确保安全运行管理制度符合水库运行的实

际情况。同时,对水库运行的各项环节进行详细规划,从整体上保

证水库安全运行管理的有序开展,确保水库能够运行稳定。 

3.2加强安全巡查和养护工作 

水库工程是我国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保证人民生长生

活的基础设施,其安全运行、巡查、养护等工作是确保水库运行

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库管理单位需要明确水库安全巡查、

养护工作细则,制定应急处理预案确保对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

间进行处理,保证水库的正常运行。同时,通过安全巡查掌握水

库安全运行中各项基础设备的工作情况,及时发展设备中存在

的隐患,并第一时间上报进行处理。通过日常的运行管理、安全

巡查、设备养护等工作的开展,确保水库设机电设备始终处于安

全稳定运行中,从而使水库的综合效益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3.2.1安全巡查。安全巡查工作是保证水库安全运行的重要

环节之一,能够提前发现影响水库安全运行隐患的重要措施。安

全巡查主要是巡查人员通过仪器的辅助对水库堤坝进行目视、

耳听、手摸等措施,对水库工程表面和出现异常区进行检查。巡

查的内容主要包含土石坝的坝体、坝基、坝端、泄洪道、泄洪

设备等,尤其是对土石坝周围的近坡岸的土体需要重点巡查。水

库负责单位需要严格落实水库安全巡查工作,严格规范巡查记

录制度,及时掌握水库基础设备、建筑物的基础情况,将影响水

库安全运行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确保水库能够安全稳

定运行。 

3.2.2养护修理。水库的基础设备在长期运行过程中,会受

到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为水库的安全

运行带来隐患。因此,在水库安全运行管理中,需要明确规定对

水库基础设备、建筑物的养护修理工作,保证水库的建筑物、基

础设备能够在完好的状态下进行工作,从而确保水库能够安全

稳定运行,发挥水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2.3工程观测。水库需要完善安全监测设施的建设,按照

大中型水库安全监测的技术规范要求和水库的观测制度,对

水库运行的各项环节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监测数据定期上传

到技术部门,技术人员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使水库管理人员

能够充分掌握水库整体运行情况,及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解

决,大幅度降低水库不安全运行的因素出现,确保水库正常安

全稳定的运行。 

3.3做好水库安全度汛的应急准备 

水库是在运行过程中,是保证所在区域汛期安全度过的重

要设施。因此,水库安全运行管理中需要做好水库安全度汛的应

急准备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准备： 

3.3.1落实防汛物资。各地方政府需要按照各省制定的防汛

物质 低限额,做好防汛物质的存储工作。尤其是在交通条件不

好的水库,需要将防汛物质提前运送到水库大坝上,从而确保防

洪抢险工作能够第一时间启动。 

3.3.2组建抢险队伍。各地要根据水库抢险难度,结合汛期

的实际情况,组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汛期抢险队伍。其中要求

人员明确、责任落实到位、防汛培训到位,从多方面提高水库抗

洪抢险的能力。 

3.3.3全面进行设备检修。在汛期来临之前要做好水库基础

设施、建筑物的巡查检修工作,在检修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

进行解决。同时,对水库的泄洪设备、抢险供电、交通保障等进

行全面检查和安排,为抗洪抢险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3.3.4落实水库上下游联防措施。在防汛工作开展前期各地

要做好水库上下游的联防措施,组织协调预警机制的完善,对抗

洪抢险措施进行细化,保证抗洪人员的安全。 

3.3.5加强水库防汛技术指导工作。各地要组成防汛指挥部,

邀请防汛抢险的专家组对防汛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并对已经安

怕的防汛工作进行技术指导,明确防汛任务,分工包干,提高水

库的防汛工作水平,保障水库中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结论 

综上述所,大中型水库的安全运行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也

复杂的工作,不仅需要保证水库基础设备、建筑物的运行稳定,

还需要逐渐提升水库管理人员的安全管理水平。因此,水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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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有的安全运行管理条例,结合水库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条

例进行完善；加强对水库基础设施、建筑物的安全巡检工作,

并对影响水库安全运行的隐患进行及时消除；做好汛期的防汛

工作安排,明确防汛责任,加强水库上中下游的联动协调工作,

全面提升水库的防汛能力。同时,管理人员要认真落实水库安全

管理条例,从而推动我国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群众

的生活质量,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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