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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也在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我国水利行业在当

前阶段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水利工程建设施工管理经历了数年的发展,现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管理体系。

但水利项目的管理工作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抑制水利行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项目管理工作未能

完全实现与信息化技术的融合,从而导致管理工作存在效率低、不准确、不及时、不到位等诸多问题。

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工程建设的发展模式与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寻找与水利项目管理的切入点,并将信息

技术进行集成,助力管理工作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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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is 

also deepening.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has also achiev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at the current stage.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management system. However,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always been in a relatively backward state. The main reason for restr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is that the project management has not fully integrated with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leads to many problem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inaccuracy, untimely and 

incompleteness in manage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law of 

China'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find the entry point with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integr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help the management work become more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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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人类文明与水息息相

关,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益于治水事业的不断发展。水利工程是

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对于目前我国水资源匮乏的

现状而言,构建水利工程,强化工程现代化管理,是十分迫切且

必要的。 

1 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绿色施工意识淡薄 

近年来,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水利领域对施工人员的数量

需求明显增多。与此同时,施工队伍综合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也

越发突显,尤其是绿色施工意识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与

施工质量,使得绿色施工理念融入水利工程管理的效果大打折

扣,甚至对水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阻碍。不仅如此,由于绿

色施工理念的宣传普及不到位,部分单位、企业以及群众对绿色

施工理念的认识不足,影响了绿色施工理念在水利工程管理中

的实际应用效果。 

1.2技术应用带有局限性 

从当前多数水利工程企业应用信息化情况看,实践应用程

度明显不足,诸多信息资源未能充分交流、整合、利用,缺乏深

层次研究。不少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使用的技术存有诸多漏洞、

误差,而相关软件开发人员由于不了解水利工程项目实际情况,

所以开发的软件与水利工程管理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误差,导致

水利工程管理人员很难真正利用技术发挥管理优势。现有水利

工程管理模式过于老旧,缺乏创新,尤其是在操作技术等方面还

存在一定提升空间。 

1.3施工人员素质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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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是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基础,需要充分提高工人

的专业素质。施工人员的素质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读图能力、组

织管理能力、分析总结能力、现场施工经验和工艺水平等。但

是高素质的施工人员数量较少,一些水利工程企业为了降低项

目成本,聘用一些缺乏施工经验的人员,很容易给工程项目埋下

隐患。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还存在一些违法的工程分包现象,

部分工程项目会分包给专业能力不强的施工队伍。这些施工队

伍中人员的工程建设素养不高,缺乏敏锐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项

目管理经验,严重影响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难以保证工程项目

的建设质量。 

2 推进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的措施 

2.1现场管理环节融入绿色施工理念 

施工单位可以采取合理高效的手段来有效推动绿色施工理

念在水利工程施工阶段的运用与落实。例如,在现场施工阶段,

施工单位可以从材料与能源、施工设备、水利垃圾管理等直接

影响施工质量与周边环境的因素入手,进一步加强绿色施工理

念的应用效果。首先,在施工材料和能源管理方面,施工单位应

严格把控施工工艺与施工材料的选择。施工单位必须以水利工

程质量和施工安全为前提,从源头控制施工工艺与施工材料对

周边环境的影响。其次,在施工设备的选择与安排方面,施工单

位可根据不同施工设备的噪声值及等级,合理选择低噪声施工

设备,并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从而有效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噪声

值。再次,在施工现场的水利垃圾管理方面,施工单位可以在遵

循绿色施工理念的基础上,对施工现场的水利垃圾进行有效管

理,通过管理模式与技术方案的创新来有效减少水利垃圾的产

生。施工单位应秉持垃圾分类回收的理念,将施工现场的废弃模

板、木枋、废纸、塑料、金属等垃圾转卖给具备废料回收资质

的单位。 

2.2网络技术收集与处理 

实现水利工程管理和信息化需要网络技术支持,结合信息

管理需求,需要开发系统结构,实现数据的快速传输和处理,提

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和发展。随着TCP/IP技术在计算机系统中的

不断更新和技术上突破,通过对远程监控、远程监控、远程监控、

远程监控等技术的综合运用,使计算机网络数据传送速率大大

加快,基础建设能够为今后建设项目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强大的

技术支撑与保证。从信息技术分析,信息收集、分析和传播是信

息的3个方面。信息的处理尤其是信息收集方面,通过网络终端

设备和遥感技术,收集包括地质和水文环境等相关的信息,从而

为后期建设提供支撑。通过对资料分析,能够得出符合水利水电

施工管理需求的高品质工程资料及施工进度资料,采用网络技

术及与有关技术人员进行数据交互,能够充分发挥数据作用。 

2.3做好施工人员的精细化管理 

第一,培养施工人员的精细化管理理念。施工团队在招聘新

人时,要全面分析其技术水平和工作态度,仔细评估新人的心理

素质,判断能否适应施工工作。在新人入职初期,要定期进行职

业技能培训,提高职业素养,并培养其精细化管理理念。第二,

对施工人员进行人性化管理。在人员管理方面,管理人员要多提

供人文关怀,促使施工人员充满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例如,在

下班后可以组织施工人员一起参加体育类的团建活动,增进员

工之间的感情。第三,将精细化管理作为一种经营策略,落实到

施工项目管理中的各个环节。管理人员在进行施工管理工作时,

要以经营者的思维来看待管理活动,全面了解施工人员的工作

表现、个人需求、个人喜好以及身体状况等,要站在施工人员的

角度去看待问题,及时解决遇到的困难。另外,要做好施工人员

的调研工作,了解并适当满足其工作诉求。只有以经营者的思维

去实施精细化管理,才能取得显著的成效。 

2.4创新信息化施工管理理念 

目前,水利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应以信息化建设为标准,并

逐步强化其施工工艺、安全管理等措施,应明确底层施工标准,

并结合人员需求,以明确施工人员及主体职责,明确其人员管理

与施工工艺管理等信息化建设方向。例如,在创新信息化施工管

理建设方案时应利用3S技术。(1)遥感技术在干旱灾害损失评

估、大面积水体水质监测、水土流失监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遥感技术主要包括空间信息采集、地面接收、预处理、地面实

况调查和信息分析应用。(2)地理信息系统在水利信息资源管

理、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等领域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它具有区域空间分析、多要素综合分析、动态预报

等功能,是水利信息管理与分析的重要手段。(3)卫星定位,主要

由空间数据输入、空间数据存储管理、数据处理与分析、数据

输出等子系统组成,利用该数据进行空间建模,及时提供空间、

动态、多尺度的信息；该系统由空间、控制、用户三大部分构

成,在防洪减灾、水情测报、水资源实时监测、水土保持监测、

水利设施建设和安全监测等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2.5用BIM技术实施进度控制 

第一,做好施工进度预估。在水利模型中能够清楚地了解具

体的工程量数据,工程量的估算能够得到预期的施工进度。以往,

在估计施工进度时,通常会结合以往的施工经验进行分析,使施

工进度计划的制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BIM模型则让施工进度

的预估和计划变得更加科学、合理,它可以结合不同施工环节的

具体工程量制定有针对性的施工进度管控计划。第二,分析进度

管控影响因素。管理人员可以预测的日期为基础,并对施工活动

进行模拟,在模拟过程中观察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以此制定合

理的解决措施,避免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出现进度延误的现象。在

施工流程模拟过程中,可以直观地了解具体的影响因素,及时发

现施工进度管控风险,有利于规避风险事件。第三,及时分析进

度管控问题。在施工过程中可以将BIM软件制定的施工计划和具

体的施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预期进度和实际进度存在的差异,

从而及时调整施工进度管控计划,有效提升施工进度管控。 

2.6科学建立数据库,强化具体应用 

在水利工程的管理规划设计环节,在传统水利数据的基础

上,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结合工程实际位置和周围地形,建立起

智能化应用模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具有周期较长、投资规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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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等特点。因此,在水利工程施工准备阶段,施工资源的配置难

度大,合理的物资储备是水利工程成功建设的重要保障。在实际

工作中部分物资的储备过少会导致工程施工进度缓慢；临时采

购,不仅成本高,还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储备过多又会占用过多

资金,增加管理人员工作难度。利用大数据技术将物资的购买时

间、使用期限、推荐更换时间等详细登记到数据平台上,可以让

仓储管理工作人员有计划地采购,降低工作难度,达到降低采购

成本的目的。研究表明,在水利工程施工建设阶段,利用大数据

技术,构建智慧大坝,合理调控和安排水利工程项目实施的阶段

和进度。此外,还可以将施工进度、物资储备等信息记录在构建

的大数据云平台上,建立项目进度模型图,对有安全隐患或进度

缓慢工区或标段精准定位,有助于管理人员及时掌握施工进程

和状态,加强工程建设风险控制,确保水利工程项目有序进行。 

2.7加大水利信息化与自动化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在我国水利信息化与自动化工程建设中,需要不断通过信

息技术的发展,去实现水利信息化与自动化的要求,通过信息化

与自动化的建设,助力我国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当

前阶段,需要强化信息技术的应用,如：在信息技术建设的过程

中,可以加强对大数据与云计算内容的应用,使相关信息内容与

工程质量发展相适应,为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更促进工程信息

化与自动化的能力。传统的3s技术是对水利信息化与自动化设

备进行维护,这样的技术方式将会加大数据应用的成本。而将云

计算与大数据应用到水利信息化与自动化工程之中,可以从根

本上解决3s技术成本过高的问题。同时,云技术与大数据技术都

是依托于网络才能实现相关应用与决策工作,所以,现有的工作

可以实现水文工作中数据收集的需求,并对收集的数据作为信

息资源,满足共享需求,在共建与共用方面为不同地方的水利资

源数据整合带去福音,高效解决数据整合与共享的问题,提升工

作效率。 

2.8对智慧水利智能应用的拓展作用 

智慧水利智能应用的主要内容包括:智慧河流湖泊管理、水

体检测管理、防洪防沙预警管理、山洪灾害监测与预报等。智

慧水利的应用并不应该局限于水利应用,其所涵盖的各项管理

数据可以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被拓展应用到社会生产与经济发

展的各个领域中。例如通过区块链技术与智慧水利的融合应用,

构建多个独立功能区块链,通过搭建其数据化应用场景,实现对

数据的多元化应用。例如水资源均衡调度区块链的建设,其区块

链所包含的数据与信息,既可以被广泛应用在水资源的日常管

理活动中,也可以为区域内水需求形式、经济政策的农业应用方

案或者是工业应用方案等各项决策提供数据支撑,进一步提升

智慧水利的经济性与社会性目标效益,进一步发挥智慧水利建

设的社会性宏观调控作用。 

2.9要采取新技术新方法进行建设管理工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采用现代化技术进行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工作,保证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因此应该借助于各种新

技术进行建设管理。比如,进行视频监控管理,通过接触与视频

监控,实现对施工现场管理的全覆盖,不仅能够起到有效监督管

理作用,而且也能够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所在,及

时进行整改,确保管理的实际效果。在进行管理的过程当中也可

以借助于微信、QQ等通讯工具,不仅能够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

而且也能够确保有效沟通,确保文件的有效传输,实现水利工程

建设的有序推进。 

3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需要兼顾在施工技术、施工管

理、周边环境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并针对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问题进行有效改进,实现水利工程项目的现代化建设,保障其使

用寿命,提高其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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