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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机械设备在工程施工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日常运行管理与维护可以有效减少机械耗损、降

低故障率、提升机械使用寿命。然而现阶段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水利机械设备的运行管理与维

护中仍然缺乏高效、标准的工作机制,导致机械设备运行中的能耗成本增加。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机械设备管理与保养中存在难点及问题进行分析,同时提出相关的优化策略,为实现水利

机械设备的正常使用,间接性的确保工程进度,提升工程经济效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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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ts 

daily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mechanical wear and tear, reduce failure 

rate, and improve mechanical service life.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at present stage,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efficient and standard working mechanisms in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resulting in increased energy consumption costs in the operation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and proposes relevant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normal use of water conservancy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ndirectly ensure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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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机械设备的运行管理与日常维护包括设备安装验收、

运行过程中的管理与养护以及设备维修、拆装监督三大部分。

全面的管理制度可以对机械设备的运行、养护及维修等全过程

管理,确保设备安全稳定。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不仅需要对设备

本身进行管理,还需要制定相应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与养护日

志,强化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提升管

理效率、优化管理质量,为水利工程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1 研究意义 

1.1有利于提升机械设备的运行效率 

随着机械设备功能的不断增加,其安装与使用也趋向于复

杂化。机械设备操作过程中会出现耗损,不进行相应的机械维护,

将大大缩短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给单位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通过对机械设备进行有效管理与定期养护,可以提升机械设备

的运行效率。这就要求遵守机械设备的操作说明外,还应充分重

视机械设备运行的管理和维护。在采购和使用机械设备时,应制

定机械设备的使用计划,包括管理、操作、维护计划、使用寿命、

使用日志等,一旦机械设备出现安全隐患可以及时察觉与维修,

才能 大限度地延长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单位的经济成

本。除此之外,机械设备管理研究在优化运行效率的同时,也降

低了设备能耗,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工程节能降耗已经成

为新的发展目标。水利工程机械设备作为耗能的主要部分,其管

理与维护可为减少能源消耗提供基础,缓解现阶段机械能耗高、

污染大的问题。通过研究机械设备管理与维护,为水利工程机械

管理提供新的思路,打破传统的运行模式,开放崭新的工程管理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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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为水利机械设备管理机制的发展提供参考 

通过对水利机械设备,尤其是特种机械设备管理与维护进

行专题研究,从水利机械的特点、施工规模、机械应用规律等方

面探索水利机械管理的新路径,可为水利机械设备管理机制的

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也可以不断丰富相关机械设备管理经验的

研究成果,应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促使机械设备管理更加便捷、高

效,为今后机械设备管理机制提供新的模式。同时,也有助于打

破传统的人工巡查模式,促进信息化技术管理的改革与创新,逐

步寻找新的管理机制与养护模式。 

2 研究内容与难点 

机械设备运行管理与日常养护是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的重要

保障之一。为提高设备管理的质量和效率,采取严格的约束机制

和利用高新技术,尽可能地消除机械设备常见的事故隐患,有效

保证水利工程建设的安全顺利进行。然而在管理过程中存在诸

多影响因素,导致机械设备管理与养护存在一定的漏检问题。 

2.1机械设备管理内容繁琐 

在工程机械设备的实际管理过程中,现场检查、养护常常利

用纸质记录。在检查过程中,检查员通过填写相关检查表,用以

防止机械设备的安全隐患出现。然而纸质记录有时会出现重复

记录甚至漏检等现象。此外,在检验后的数据处理过程中,需要

处理大量数据。查找机械设备的历史检验记录和相关数据需要

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机械设备的检查管理是一项非常细致

和严格的工作。包括机械使用时间、使用频率、设备零件检查、

养护记录等数据,一旦管理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出现纰漏,就存在

安全风险。总的来说,水利工程规模相对较大、难度高、施工时

间较长,一次需要使用的机械设备的数量也较多,且类别复杂。

管理人员经常根据机械设备检查经验和常见的安全隐患进行检

查,采用各种常规检查方法检查机械设备的运行状态和风险因

素。其管理模式也较为死板,无法灵活、迅速地对机械设备异常

做出反应。以水利工程为例,传统的机械设备包括水利围挡设

备、运输设备、电气设备、起重设备等。临时用电设备包括箱

式变压器、配电箱、特种设备。然而,由于检查员数量、工作量

和检查内容的限制,传统设备管理的成本很高。 

2.2机械设备管理技术落后 

现阶段,机械设备管理能力不足、养护能力较差、相关技术

人员经验不足等问题都导致机械设备管理落后。此外,单位本身

不重视机械设备的管理与养护,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培训制度,无

法解决机械设备的问题。当机械设备发生故障时,只能通过外聘

维修人员进行维修,这一模式增加了设备养护维修时间,不利于

水利工程的有序进行。这也充分体现了,现有的管理技术存在的

缺点,当前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不断多元化的机械设备发展,

因此对机械设备管理的智能化、信息化进步提出了要求。 

2.3机械设备管理机制隐患 

管理机制是确保管理效率的重点,机械设备管理直接影响

水利工程施工进度与效益。然而现阶段很多单位没有完善的机

械设备管理机制,对机械设备维护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尤其是

相关制度不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投入不足。受传统生产观念的影

响,许多单位管理者认为,只要购买质量过硬的设备,使用中抓

好设备维修,不影响正常生产就行,导致机械设备因维护和保养

不到位而过早老化,安全生产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不重视机

械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已成为安全生产中的一大隐患。 

3 优化水利机械设备的运行管理与日常维护的措施 

3.1细化管理数据 

水利机械设备的运行管理与日常维护数据的获取需要对设

备运用与隐患进行充分地了解与分析。首先,设备的隐患分为三

种,一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损坏,尤其是遇到化学品产生腐蚀,

可以导致设备弱化变形；二是正常运行造成的设备损耗,包括零

件摩擦、发动机磨损、施工摩擦产生的损坏；三是自然因素导

致的设备老化,设备在使用或停用期均会接触水与氧气,这也会

导致零件氧化。因此,应根据机械设备的使用情况,把管理工作

细化到各个部门与个人,将机械设备的管理和维护作为管理系

统的一部分,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使设备管理和维护真正有效。 

细化管理数据还需要借助高新技术手段,使数据收集更加

便捷。例如通过二维码获取设备相关数据。与传统的机械设备

条形码相比,二维码不仅可以存储设备基本信息,还可以获取更

多的数据类型。例如：信息采集、信息记录、信息管理等功能。

且其识别率高,即使二维码部分损坏或模糊,扫描设备也可以快

速准确地识别二维码。为了保证信息安全,采用了加密技术,使

该技术在机械设备检测中的应用成为可能。高新技术还可以利

用到远程巡检中。通过该技术,检查员可以对不同位置的机械设

备进行检查,在机械设备上安装监控装置,并通过移动通信网络

与安全监控信息系统连接。监控系统可以实时采集机械设备运

行的关键信息,以便检查员在监控系统上了解机械设备的运行

参数和运行状态。当监控系统通过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对比分

析,检测到机械设备运行异常时,系统直接发送异常信息。巡检

人员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对机械设备的异常情况进行分析处理,

并记录在异常处理台账中。该技术还可用于机械设备关键部件

的在线检测和可视化,以及事故隐患的实时管理。 

3.2优化管理与养护技术  

水利机械设备的管理需要相关人才与技术的投入,特别是

机械设备管理和维护专业人才,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组建人才

团队,利用团队技术提高机械设备管理人员的整体管理和维护

技术水平,同时加大机械设备管理维修投入,就能提高维修生产

效率。只有重视机械设备的管理和维护,才能提高单位的生产效

率和水平。因此,在实践中不断优化管理和养护技术,是提升机

械设备运行下安全与效率的重要部分。 

3.3完善管理制度 

为了提高机械设备的管理和维护水平,必须从完善相关制

度入手。只有当相关管理具有明确的要求和制度约束,才能使管

理和维护工作更加规范。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机械设备管理和

维护制度,加强监督,以确保实现内部的制度约束。对不能合理

管理和维护机械设备的,给予批评和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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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提高员工的积极性,确保管理任务顺利完成。管理领导要转

变观念,建立有效的机械设备管理维修养护机制,保持积极态度,

充分认识机械设备管理对单位生产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强机

械设备管理维护保养宣传,在单位内部营造以机械设备管理养

护为主的氛围,自上而下形成良好的机械设备管理机制。 

3.4特种设备的管理与养护 

对于水利特种设备的管理,不能完全按照普通的管理制度

来实施,需要制定整套系统的管理措施。首先,从本质上讲,特种

设备的管理是在基本的管理条例上不能出现任何的违规行为。

关键点为：进场验收合格,操作人员不违章,维修人员不敷衍,

安装拆除人员经验丰富。其次,特种设备管理应以人员管理为基

础。特种设备管理员和安全员,需要按照水利施工现场零事故的

原则进行风险识别,建立一至二级风险检查表,对存在的隐患由

易到难逐一整改,杜绝一切安全隐患的存在,有效保证特种设备

安全运行。 后,特种设备管理的每一步都要有责任感和必要的

技能。技能专业不能仅靠个人或单位资质来判断,而是需要阶段

性评估。只有经过多次技能审核与评估才能进行管理委派。需

要注意的是,特种设备管理人员的职责非常重要,因此技能评估

需要定期复核,确保管理人员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一旦出现问

题需要及时纠正。同时,要认真贯彻相关特种设备管理文件精神,

严格、从快、迅速地处理特种设备隐患,督促各工段设备部门加

强特种设备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以

保持设备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4 总结 

综上所述,水利机械设备管理与日常养护对工程项目的顺

利进行十分关键,对相关管理存在的重点难点进行分析是十分

必要的。本文主要通过对管理数据的获取、管理技术的优化、

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对特种设备管理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

可以为水利机械设备管理与养护工作提供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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