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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与优化变得尤为重要。从专业角度上讲,水利

水电工程是一个周期漫长且过程复杂的庞大项目,其整个建设过程涉及到许多较为复杂的技术问题,

建成之后的维护及保养也至关重要。因此,应对其工程设计及施工技术投以高度重视,应收集并借鉴最

新前沿工程设计优化方法与技术创新经验,以全面保障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的科学合理性及安全稳定

性,进而全面强化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质量及其实用效能,从而服务人民、造福社会。基于此,本文展

开如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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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rom a professional point of view,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is a huge project with a long cycle and complex process, and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volves many complicated technical problems, and the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after completion is also crucial. Therefore,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s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vestment, collect and learn from the latest cutting-edge engineering 

design optimization method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perience, in order to fully safeguard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design, and the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practical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o as to serve the people and benefit the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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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经济建设的水利要求及民众的用水需求,实现水资

源的科学调配及合理应用,对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及技术进行

优化与创新已刻不容缓。因此,相关部门应结合我国水资源的总

体情况(水资源利用、水资源保护、水环境保护),依据水利水电

工程实际建设需求及具体施工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

的优化方案,以全面强化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的科学性、可靠性、

先进性、实用性,有效提升水利水电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充分发挥出水利水电工程的

实际价值,助力经济发展建设。 

1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与优化的关键问题 

1.1水资源利用的挑战及优化策略 

调查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乃至世界的水资源日益紧缺、

水污染日益严重、水环境的整体水质逐年下降。面对这些挑战,

为保护环境、保护水资源、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强化水

体保护、优化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及技术已成必然之势。在这其

中,切实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是为核心关键。首先,应推广节

水设备、建立科学合理水利水电工程选址规划、构建完善供水

体系,以提升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其次,相关

工作人员应不遗余力推动式资源的科学调配与调度管理。应建

立跨流域的水资源配置机制,进而通过这种形式从根本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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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的全面统筹及有效监管,有力保证水资源的合理分配、科

学调配、稳定供应、有效应用；此外,全面强化水资源保护与水

污染治理也是不可忽视的优化问题。相关部门应全面强化水资

源的实时监控、动态管理,并对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质量及其使

用效能加以严格管控,控制并严管农业及化工企业污水排放,从

而有效降低水污染、规避水体水质的持续恶化,以实现水资源的

节约与有效应用,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1.2水环境保护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相关数据表明,我国水环境保护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水污

染、生态破坏、水体富营养化、工业排污等都为水环境保护带

来极大负面影响。因此,相关部门应通过多元形式优化水利水电

工程设计、创新施工技术,以有效保护水环境。其中,水污染防

治是核心关键。鉴于此,相关部门应完善化工废水及城市污水的

净污设施及体系,从根本上有效减少重金属分子及有机化合物

的排放,避免水体污染；全面强化水环境的监测与治理,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构建严格污水排放标准及处罚机制,进而通过这种

形式全面强化水环境的污染源控制；也应落实受污湖泊、河流、

湿地等生态系统生态的修复工程,进而在最大限度上全面强化

水环境的自然修复能力及自净功能；普及并推广现代化农业科

技生产技术,有效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保护农业用地土壤

安全、保护农业用地地下水安全,从而有效遏制农业生产所形

成的水体污染,以有效改善水环境及水质,实现水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 

1.3工程可行性的考虑因素及优化方法 

从专业角度上讲,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优化及技术创新过

程中,最为首要的当属工程设计的可行性与技术创新的安全稳

定性。因此,相关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应严格管控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技术可行性。应考虑多方元素,在确保所选技术完全可行

后才可进行后续施工,以确保水利水电工程的安全稳定性及实

用效能；经济可行性。评估水利水电工程的成本投入(建设成本

及运营成本),并根据相关指标综合分析投资回报,以确保水利

水电工程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社会可行性。在进行设计优

化与技术创新时,相关部门及建筑企业应充分考虑到工程施工

及优化中心是否会影响工程项目周边的环境、民众生活、生态

效益；安全可行性。即对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优化及技术创新

进行多元多维风险评估,规避施工风险、提升工程项目施工安全

及质量安全。实践经验表明,工程优化方法主要是依靠现代化先

进科学技术及施工工艺进行施工作业,以有效提高工程质量及

施工效率,打造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工程项目,从而提升水利水电工程质量及效能、促进水利水电工

程的可持续发展。 

2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优化及技术创新路径 

2.1 CAD技术 

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过程中,CAD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一

环。传统模式下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图纸都是由设计师手动画

图制作的,不仅操作困难、且无法将最为精细的设置点体现出

来。而CAD技术的应用,则能够确保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图纸保持

画面整洁,操作便捷、效率高超且CAD技术所绘制出来的设计图

纸精确度较高,并可将其以联网的形式传送到施工队伍中,便于

修改保存。在CAD系统运行的过程中,其整个模块拥有较多附加

功能。CAD不仅能够进行图纸绘制,也能够科学合理且精准无误

的计算绘图周长、面积和长短,以确保水利水电工程整体设计图

纸的每个线条及物体都能够精确的跃于纸上,并且能够在图纸

上清晰标注相关数据信息,如图纸比例、工程设计的各种参数

等。实践经验及调查研究表明,CAD技术的根本优势在于能够切

实有效提高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人员的工作效率、降低设计图纸

的失误率。而随着时代进步,CAD技术也应做到与时俱进,应与计

算机系统的其他软件进行联合工作,如Office软件。在水利工程

实际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需要根据水水电工程实际建筑需要及

相应强制性指标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设计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会

涉及到许多参数数据,这些参数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就是通过

office软件来完成的。由此可见,Office软件与CAD技术的有效

融合是推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创新的有效渠道,也是提高水利

水电工程设计图纸精确率、提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及整体

质量的关键载体。 

2.2 BIM技术 

对于水利水电工程设计而言,其设计原则在于统筹全局、各

模块和谐协调、特色鲜明、主体突出、节约简朴、持续发展,

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进行工程设计时应根据工程实况及其施工场

地的地理条件进行多维多元考虑,以确保设计图纸及设计方案

科学合理、行之有效。而BIM技术具有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

优化性、可出图性的优良特征,能够帮助设计人员实现方案的三

维设计及3D模型呈现,实现不同专业设计之间的信息共享、虚拟

设计和智能设计,进而有效规避施工错误、全面强化工程质量及

其安全稳定性。 

实践经验及调查研究表明,通过对BIM技术进行科学合理的

应用,设计师可以依托BIM软件进行三维建模进而生成精准无误

的坝工程各部分剖面图,能够实现整个工程设计的所有视图、剖

面以及三维图的联动功能,确保一处更改之后,其他部分自动更

新,方便设计修改。且水电站设计中各专业的最新设计成果都能

够依托互联网技术实时反映在同一BIM上,任何错误碰撞、交叉

干扰的问题都显而易见,以便于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针对性整

改。由此可见,BIM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的可

视化交流、联动化设计、多专业协调、标准化设计,能够从根本

上提升设计图纸的质量,对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有着十分重要的

促进作用。如南北水调中线工程及云南金沙江阿海水电站的建

成就是依托BIM技术建设完成的。 

2.3遥感技术 

在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查中,遥感技术的应用优势非常明

显。遥感技术可以为工程设计提供大量的准确、完整、实时的

地理信息,进而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帮助设计人员科学合理规划

和设计工程。遥感技术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影像数据,对于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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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地质灾害、水文地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有力支持。同时,

遥感技术还可以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环境变化进行监测,及时

预警环境风险,为环保提供有益数据。 

具体来讲,遥感技术能够为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提供成像效

果模拟、三维显示以及各种数据保障,能够有效提升工程施工的

精准度及安全稳定性。能够精准无误的对工程设计因素(污染因

素、自然环境、农业状况、建筑状况、流域分布、居民分布等)

进行精准获取,以此为工程设计的科学和理性提供有力数据支

撑。而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3S技术已趋于成熟,并已被广

泛应用到水利水电工程设计过程中,如微波辐射计、合成孔径测

试雷达、成像光谱仪、多光谱扫描仪、机载地物光谱仪等高科

技、高性能的传感器也纷纷出现,为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的综合

性、高效性、科学性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3 结语 

总之,对水利水电工程进行设计优化及技术创新已成必然

之势。相关部门及建筑企业应通过多元形式对工程设计进行优

化创新,以提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及实用效能,促进工程项

目的高效运行,推动水资源的合理应用、科学调配,打造“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

人类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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