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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水电站建设事业依然保持高速发展背景下,水电站建设运营环境更加复杂,对管理工作

开展提出更高要求。本文在分析水电站运行管理工作重要性基础上,分析新时期水电站运行管理中的问

题,结合实际提出对应的改善对策,以此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参考,为提升水电站运行管理水平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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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environment is more complex and put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anagement 

work.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importance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 in the new period,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work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hydropower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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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作为我国电力能源供给的基

础设施,其运行管理水平不仅对项目自

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具有直接性

影响,更是对我国电力能源结构改善,电

力供给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新时期背

景下,水电站建设运行体系更加复杂,具

体管理工作开展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

加强水电站管理工作,已经成为水利水

电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1 水电站运行管理工作重要性 

水电作为可再生的清洁性能源,其

整体发展水平对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和社

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新统计数

据显示,截止2021年6月份,我国发电装

机容量已达到22.6亿千瓦,其中水电为

3.8亿千瓦,整体占比接近17%,仅次于燃

煤发电占比。随着国家环境保护力度不

断加大,水电建设事业在我国电力能源

发展中的总体占比还将不断提升。但是

在实际运行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当

前水电站管理工作中还存在多方面问

题。具体落实在水电站运行管理层面,

必须要坚持以新型管理理念为支撑,通

过技术革新,全面提升管理工作水平,以

此才能够在水电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

确保整体运行安全性、稳定性,为我国电

力事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1]。 

2 新时期水电站运行管理问题 

2.1运行损耗管理中的问题 

水电站是以水的位能和动能转换为

基础的发电设施,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

产生水资源和电能方面的损耗。水资源

损耗水平主要是受到净水头稳定性及发

电机组运行效率影响,尤其是在较为复

杂地势和水流量变化较大季节,会使得

运行稳定性不足造成水资源消耗量过

大。而在机械设备和生产管理系统中,

同样会由于管理措施实施水平造成不同

程度的损耗。就整体上而言,当前水电站

运行管理体系中,对运行损耗控制的重

视程度还有所不足,技术支撑体系还有

待完善,对水电站运行经济效益造成较

为明显的影响。 

2.2设备维护方面的问题 

机械设备运维管理是整体运行管理

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是提升管理水平

的重要保障。在当前水电站管理体系中,

设备运维管理工作开展还存在如下方面

问题：一是设备运维工作机制相对较为

滞后,多数水电站还是被动式管理理念

为主,对设备运行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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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设备运行安全。二是设备运维管

理还是以人工处理模式为主,安全预警

系统构建不完善,设备运维工作开展不

够及时,对水电站运行效率造成影响,甚

至是出现安全运行事故[2]。三是设备维

护工作与备件库存管理、安全管理工作

衔接不畅,管理工作开展不够细化,检查

不深入,备件库存管理优化不足,造成一

定的资源浪费。 

2.3智能化管理建设方面的问题 

智能化管理已经成为新时期水电站

运行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当前多数水

电站运行管理的薄弱环节。虽然智能化

管理具有多方面优势,能够深度改变传

统管理模式,但是在实际运行中,需要大

量的设备和技术投入,需要对现有运行

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调整,因

此在智能化建设方面相对较为滞后。就

长远发展而言,智能化管理建设方面投

入不足,将对对水电站健康可持续发展

造成负面影响,对水利水电事业整体发

展造成影响。 

2.4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升 

管理落后于技术发展是我国水电站

建设运行面临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当前

水电站建设依然保持稳定发展背景下,

具有技术背景的综合性人才相对较为欠

缺。而水电站在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投

入也明显不足,缺乏完善的培训机制,多

数工作人员仅是依托日常工作和自主性

学习来提升自身工作技能。尤其是对于

新型技术应用和设备运行中出现的新型

问题,没有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以此不

仅对水电站设备运行经济效益产生影响,

甚至还会造成某些方面的安全事故,对

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3 新时期水电站运行管理工作

水平提升的对策 

3.1强化节能环保措施落实 

节能环保是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基本要求,水电站在运行管理中,也

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损耗和环保问题,因

此在运行管理工作中,首先需要做好节

能环保措施改造,有效提升水电站能耗

控制。首先来说,要做好机械设备运维管

理,提升设备运行水平,减少运行过程中

的能源损耗。其次是在办公管理制度中,

应当强化节能措施和环保制度建设,通

过对照明等系统的节能改造,更好的利

用自然光照明,尽量减少生产管理中的

资源浪费[3]。再次是要对生产管理模式

进行优化,使用温度自动控制设备和节

能通风设备,减少电力能源浪费。 

3.2强化设备运维工作重视程度 

设备运维工作对水电站运维管理工

作实效具有直接影响,因此在日常工作

开展中,还应当强化运维工作重视程度,

构建完善的运维管理工作体系。首先来

说,应当对现有巡检工作体系和交接班

工作体系进行优化,在有效提升巡检工

作效率基础上,确保检修工作深入开展,

尤其是要利用智能化技术支撑,对设备

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根据预警信号,

及时完成设备的检修和更换处理,避免

由于某一环节设备运行异常对水电站整

体运行造成影响。同时,要利用信息化平

台和管理终端,优化交接班管理模式,在

出现管理方面问题时,能够利用信息平

台的追溯功能,追踪到相关工作人员责

任,以此更好的提升工作人员责任意识,

提升设备运维工作水平。 

3.3强化智能化管理体系建设 

受到智能化体系建设资金投入和

运维管理工作开展实际情况影响,当前

多数水电站还不具备整体进行智能化

改造的基本实力,因此不同水电站企业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步骤实施,对

智能化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对于水上类

型设备,应当在遵循设备管理制度基础

上,加大巡查力度,采用智能化改造形

式,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及时对

设备运行问题进行处理。对于水下设备

和建筑中,则需要全面导入智能化监控

模式,加强设备投入和智能化管理体系

建设,通过构建完善的智能化运行网络,

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施监测,通过智

能化平台发出预警信号,及时采用对应

的措施进行处理,以此才能够有效确保

水下建筑物运行安全,确保水电站整体

运行稳定。 

3.4加强管理工作人员培训 

管理工作人员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

都会对运行管理工作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尤其是当前水利水电事业高速发展背景

下,高素质管理人员较为稀缺,因此对水

电站企业而言,必须要构建完善的培训

工作制度,加强管理工作人员培训,在全

面提升管理工作人员专业技能水平基础

上,更好的提升管理人员责任意识,将管

理工作落实到位。同时,企业层面还应当

全面优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为青年人

才、创新性人才提供良好的晋升通道,

加强梯队人才培养,为水电站可持续发

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4 结束语 

新时期背景下,水电站运行管理工

作面临形式更加复杂,对于企业层面而

言,应当全面革新管理理念,强化新型技

术应用水平,对管理制度进行深层次优

化,加强管理人员培训工作,优化整体管

理模式,以此才能在不断提升水电站运

行经济效益同时,为水利水电事业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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