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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电力资源需求量呈逐年上涨趋势,而传统煤电

供电模式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也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加快电力资源领域结构调整与

转型已成为新时期一项重要发展内容。水电资源作为一种绿色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科学合理的开发与

利用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稳定发展。基于此,必须强化水电资源的高效开发,并积极推进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从而社会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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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demand for power resource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brought by 

the traditional coal-fired power supply mode also has an adverse impact on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Therefore, accelerating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power resourc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content in the new era. As a green and pollution-free renewable energy,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hydropower resources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Based on this, we must strengthen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resources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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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利水电工程的影响角度来看,

这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工程,其建

设质量将会直接影响到所在地区的经济

发展程度。若想保障水利水电工程的积

极作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有效发挥,

为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则需要结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具体需求,

从整体角度出发,逐步提高施工技术,为

施工质量的提升创造良好条件。 

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特征分析 

1.1风险因素众多 

作为一项大型工程项目,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涉及了诸多工序和内容,任何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给工程施工质量

带来影响。与此同时,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周期长、规模大,因此在施工过程中极易

出现不可预测的风险因素给施工工作带

来影响,甚至引发安全事故的发生。风险

因素控制是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管理工作

的核心内容之一,强化相关管理工作不

仅能够规避各项风险因素的发生,同时

也有利于提高工程施工质量及保障施工

进度。 

1.2环境破坏严峻 

水利水电工程在施工建设过程中会

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

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首先,工程施工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渣,如果不能加

以科学妥善处理不仅会破坏生态环境,

同时还会因流入河流而破坏水质及堵塞

河道。其次,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还会破坏

原有植被,并一旦程度上改变工程周边

的气象条件,这时如果不能给予科学合

理的补偿则会给周边动植物生存繁衍带

来严重危害,进而带来更为恶劣的影响

与破坏。 

1.3施工环境复杂 

与一般性建筑工程不同,水利水电

工程一般建设于地势地形十分崎岖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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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区河流区域,并且地势落差也为相

对较大,由此也给工程施工建设带来更

高的难度。与此同时,山区地区在极端气

象环境中更易诱发地质灾害,如洪水、滑

坡、泥石流等,给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带来

严峻的安全隐患。在此背景下,工程施工

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复杂施工环境给施工

建设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危害,并采取科

学合理的管理控制举措来推动工程施工

的安全有序推进。 

1.4质量要求严格 

水利水电工程不仅承担着合理开发

水电资源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周边区

域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水利水电

工程对于施工质量有着极为严格的标准

和要求。与此同时,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又

存在着上述三方面客观特征,并且施工

质量又深受施工人员能力等方面的影响

和制约,为此需要在施工过程中严格做

好施工质量管理工作,并采取科学合理

的管理控制措施来提高工程建设质量,

如此才能为水利水电社会服务功能的发

挥奠定坚实的质量基础。 

2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及其

要点 

2.1地基处理技术 

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中,会遇到

不同种类的地基,地基结构会有很多差

异,为了保证水利水电工程的正常施工,

应该仔细地分析地基的结构,针对不同

的地基结构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地

基处理中,最常用的方式是处理掉地基

的外部结构,还有一些被风化的碎石,在

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会采用以下方法：第

一是灌浆的方法,灌浆的形式有很多种,

其中最经常使用的就是帷幕灌浆、接触

灌浆和固结灌浆这三种方式。第二是混

凝土防渗墙。这种施工方式可以有效地

阻断地下的渗流。第三种方式是针对地

基比较脆弱的地方进行加固处理,一般

会涉及到换土的施工环节,并使用沉箱、

桩基础以及砂垫层的方法来加固地基,

还有的会用到爆炸压密的方式来加固地

基。将砂石一层一层的铺到下边,再对这

些砂石进行振压,让砂石变得更加的密

实,还要增强桩体的稳定性。这样的地基

处理方式,施工流程相对而言不太复杂,

对于施工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不太高,并

且这样的地基处理方式,其成本也不高,

因此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地基处理中

会经常的用到。 

2.2土石坝技术 

这项施工技术是把石料、土料和其

他的混合料等进行很多次的碾压,以此

来增加这些材料的密度,在处理好这些

材料后被用在挡水坝的施工中,通常是

采用抛填的方式进行施工。结合实际的

施工情况还可以分为土坝、堆石坝和土

石混合坝这几种。其中土坝的主要用料

是泥土和砂石,堆石坝的主要原料是卵

石和石渣,还有一些混合料体。而土石混

合坝就是将上边的两类材料进行混合使

用建设成的坝体。这样的施工技术在应

用中可以结合当地的施工环境,充分使

用当地的资源,因此比较便利,还可以降

低施工成本,并且施工的方式很简单,对

于施工的要求也不会太高。 

2.3混凝土坝技术 

混凝土坝技术是一种标准的施工技

术,已经在很多国家的水利水电建设中

被使用,并且这种技术适用于很多类型

的水利水电工程,在经过不断的改进和

优化之后,这项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

升。在施工中使用混凝土坝技术的时候,

一般会涉及到集中施工环节,在浇筑中

会使用柱状的浇筑法,在对混凝土表面

进行保护时会使用低热水泥和很多降温

的施工技术,还会结合坝体的不同区域

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标记。 

2.4施工导流以及围堰技术 

在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要

使用导流技术,这项技术是闸坝施工过

程中,会经常使用的一项技术。在使用的

过程中,普遍会受到施工现场的地质条

件和环境气候等问题的影响,同时这项

技术对建筑施工的质量产生直接的影

响。所以,在施工的过程中,应严格控制

这项技术的使用,尤其是要协调好建筑

施工过程中的人力和物力以及财力等多

个方面的工作,保障导流施工方案的准

确性和合理性以及严格性,同时要根据

实际的建筑环境去制定施工方案。围堰

技术是建立在地面上临时挡水的建筑,

是解决导流问题的主要方式,在修建的

时候,经常会占有河床的面积,因此在实

际的建筑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检查其结

构的稳定性以及复杂性,以减少水流对

围堰的冲击,保障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

效果。 

3 加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

管理的措施 

3.1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控制体系 

首先,按照企业内部的质量控制标

准,规划内部控制细则,对特定岗位工作

责任划分明确,针对水利水电工程项目

组建监管小组,按照岗位职责明确工作

内容,在特定工作环境中履行相应责任

和义务。小组成员明确分工,对自身掌握

的权利及义务详细了解,按照人员培训

规则,提高全体工作人员责任意识。其次,

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复杂,涵盖内容广泛,

工程人员要严格履行自身责任和义务,

将理论与实际充分结合,遇到问题从多

个角度对问题进行结果探究,调控工作

内容。最后,对于相应的制度管理内容进

行逐步完善,以更好的规范和严格的标

准,对员工的思想进行引导,建立健全相

应控制管理体系,最终发挥质量控制体

系的价值。 

3.2加大水利水电设施的投资力度 

水利水电建设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

才能完成,政府部门在未提供相应资金

支持的前提下,多数企业无法顺利开展

工程项目,所以,为鼓励企业完成相应工

程的建设,政府会积极利用相关政策进

行引导和帮持,比如：土地租金和买卖过

程中,对税款进行调整,根据目前建设标

准履行义务和利益保障政策。为吸引更

多有能力的企业参与投资活动,政府部

门会带头进行技术调整,并提供对应的

技术保障。 

3.3强化施工工序的管理 

水利水电工程开展前,提前对内部

施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了解整体施工

工序和工作细则,对于已完成的工作内

容及时进行验收和检查,将具体的验收

标准明确。根据工序的把控标准,出现问

题时应及时进行解决,进一步保证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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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顺利执行。监管部门有责任对上道

工序的全部流程做进一步优化,其中包

含水利水电工程的多项隐蔽工程内容,

虽然整体监管难度较大,但为了保证质

量,各方面应多多配合,在自检、互检的

同时,及时上报问题信息,由设计单位和

建筑单位共同进行数据汇总,避免在施

工阶段出现安全和质量问题。 

4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水电工程作为一种

大型工程项目,其施工建设必然具备着

建设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因此为确保工

程建设质量必须高度重视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技术的落实和应用。为推动我国水

利水电工程领域的科学稳定发展,这里

需要相关从业人员高度重视施工技术的

发展与创新,并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

促进工程施工技术应用水平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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