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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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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management scope, wide 
coverage, complex technology and great influence by natur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larifying 
the quality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participant;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check from the 
source of procurement, and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is qualified and the performance is stable; Strengthen the fine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strictly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process flow.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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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特点及质量控制办法
单瑜清

连云港市赣榆区水利局，中国·江苏 连云港 222100

摘  要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具有管理范围大、涉及面广、技术复杂以及受自然环境影响大等显著特点。通过对这些特点的分析，文
章针对性地提出质量控制办法，包括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明确各参与方的质量责任；加强施工材料与设备的管控，从
采购源头把关，确保质量合格且性能稳定；强化施工过程的精细化管理，严格把控施工工艺与工序流程等措施。旨在为水
利工程施工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保障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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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利工程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防洪、

灌溉、供水、发电等诸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施工

管理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安全、进度以及效益。由

于水利工程自身规模宏大、建设环境复杂等因素，其施工管

理相较于其他工程具有独特之处。为此，深入探究水利工程

施工管理的特点，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质量控制办法，对于

确保水利工程顺利实施、发挥预期效益以及促进区域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特点介绍

2.1 管理范围大
水利工程施工建设时，若周边施工区域广袤，易对周

边气候环境产生作用，亦可能给当地地形地貌造成不良效

应。尤其于城市交通建设进程中，需综合诸多要素考量，以

削减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的冲击。从宏观视角出发，依据当

地实际状况，于充分勘察调研基础上开展工程建设管理事

务，打造利民之优质工程。

此外，管理范围大还体现在涉及的地域跨度上。大型

水利工程往往跨越多个地区，不同地区有着各异的地理条

件、人文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就要求施工管理团

队在资源调配、人员安排、与当地各方沟通协调等方面具备

宏观统筹能力。例如，在跨流域调水工程中，要考虑水源地

与受水地的不同用水需求、生态环境特点以及沿线地区的土

地利用规划等，确保工程在满足多方面需求的同时顺利推

进，充分发挥水利工程在区域协调发展、水资源综合利用等

多方面的广泛影响力，保障工程在更大范围内的可持续性 [1]。

2.2 涉及领域广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物理学、管理学、水文学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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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知识相互交融。故而在施工阶段，相关管理人员务必进

行多领域综合考量。一名合格的水利管理人员，除需具备扎

实的专业素养外，还应全面深入地了解相关法律法规，严格

依循其要求开展工作。同时，积极主动地学习地质环境与气

象条件等知识，充分认识到地质状况对工程基础稳定性的关

键作用，以及气象变化可能给施工进程带来的各种影响。唯

有如此，方能做到精准决策，有效协调各方资源。

2.3 技术复杂
水利工程施工中应用的技术种类繁多且复杂程度高。

在基础施工环节，如大型基础的开挖与处理，需要采用先进

的岩土工程技术，以应对复杂的地质条件。而且，水利工程

还常采用先进的自动化监测与控制系统，对工程运行状态进

行实时监测与智能调控。

例如，通过传感器网络对大坝的位移、渗流等参数进

行精确测量，利用计算机控制系统自动调节水库水位、闸门

开度等。这些复杂技术的应用不仅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具备

精湛的技术水平，还要求施工管理部门能够合理组织技术力

量，做好技术交底、质量控制，以保障技术的有效实施和工

程质量的可靠性。

2.4 受自然环境影响大
水利工程施工大多在露天环境下进行，自然环境因素

对其影响极为显著。气象条件如暴雨、洪水、干旱、大风、

严寒等都会给施工带来不同程度的干扰。暴雨可能导致施工

现场积水，影响施工进度，甚至冲毁已建的临时设施和部分

工程基础。此外，水文条件的变化如河流的水位涨落、水流

速度变化等也制约着施工的开展。在枯水期可能便于某些水

下工程施工，但在丰水期则需采取特殊的防洪度汛措施。

3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3.1 相对薄弱的技术支撑环节
当前国内水利工程施工建设状况凸显出技术水准方面

的显著特征。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水利工程技术领

域仍存在较为可观的差距。整体而言，技术人员数量匮乏且

其专业水平参差不齐，难以推动高效的创新管理实践 [2]。在

施工进程中，一旦遭遇复杂棘手的难题，往往受限于现有技

术手段而无法实现全面妥善的解决。例如在处理特殊地质条

件下的基础工程时，因缺乏先进的勘探与处理技术，可能导

致施工进度受阻、质量难以保障。并且由于技术创新动力不

足，在新型材料应用、智能化施工设备研发等方面进展缓慢，

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水利工程建设需求。这不仅制约了单个

水利工程的效益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水利工程

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不利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长远可

持续发展。

3.2 施工单位制度相对落后
施工单位的制度体系在水利工程施工质量保障中起着

极为关键的作用，然而当前许多施工单位存在制度相对落后

的情况。在人员管理方面，一些施工单位缺乏完善的岗位责

任制和绩效考核制度。岗位责任制不明确，使得员工对自身

的工作职责和权限模糊不清，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出现推诿扯

皮的现象，例如在混凝土浇筑环节，若振捣工与浇筑工职责

界定不明，可能导致振捣不密实或浇筑不均匀等质量问题。

绩效考核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难以有效激励员工积极工

作、提升工作质量，员工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利

于施工质量的提升。施工设备管理方面同样存在不足。一些

施工单位的设备维护保养制度落后，设备长时间运行后得不

到及时的维护和保养，容易出现故障。例如，大型起重机的

关键部件磨损后未及时更换，在吊运重要施工材料或设备时

可能发生安全事故，同时也会影响施工进度和质量。

4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质量控制办法

4.1 加强技术支撑
首先应加大对技术研发与引进的投入。施工企业与科

研机构合作，共同开展水利工程关键技术研究，如新型防水

材料研发、高效的地基处理技术探索等，提升技术储备。积

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与设备，并组织技术人员深

入学习与消化吸收，使其能熟练应用于实际施工。与此同时，

加强技术人员队伍建设，一方面通过高校招聘等方式扩充技

术人员数量。另一方面，开展常态化的技术培训与继续教育

活动，进一步提升技术人员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鼓励他们

在施工中积极探索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设立技术创新奖

励机制，对有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给予物质与精神奖励。

4.2 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是水利工程质量控制的基础。

首先，应制定全面且详细的质量管理制度，明确工程建设各

环节的质量标准、操作规范以及检验流程等。例如，针对混

凝土浇筑工程，规定其原材料配合比的允许误差范围、浇筑

的顺序与振捣要求，以及不同阶段的质量检验指标与检验方

法等，使施工过程中的每一项工作都有章可循。

其次，构建合理的质量管理组织机构至关重要。设立

专门的质量管理部门，如质量监督小组或质量控制办公室，

由专业的质量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对整个工程质量进行统筹

管理与监督。同时，明确各部门在质量管理中的职责与权限，

如施工部门负责按照质量标准进行施工操作，监理部门负责

对施工过程进行全程监督与检查，设计部门负责提供符合质

量要求的设计方案并在施工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等，形成各

部门相互协作又相互制约的质量管理机制。

再者，建立有效的质量反馈与处理机制。在施工过程中，

一旦发现质量问题，能够及时反馈到相关部门，并迅速启动

处理程序。比如，通过设立质量问题举报邮箱、电话热线，

以及定期召开质量问题分析会议等方式，确保质量问题得到

及时处理，避免问题扩大化影响工程整体质量。

4.3 完善人员管理制度
需要相关单位建立明确的岗位责任制，详细规定每个

岗位的工作内容、职责范围与工作标准，配套严格的绩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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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制度，根据员工工作完成质量、效率等多维度指标进行考

核，考核结果与薪酬、晋升直接挂钩，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

极性与责任心，实现制度约束。还需健全材料管理制度，构

建科学的供应商评估体系，对供应商资质、产品质量、信誉

等进行全面评估，确保材料质量可靠。规范材料存储、领用

流程，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材料管理台账，实时监控材料使

用情况，防止材料浪费与错用。进一步优化设备管理制度，

制定详细的设备维护保养计划，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保养

与维修，需要建立设备更新专项资金，根据设备使用年限、

技术性能等因素制定合理的更新计划，同时加强设备操作人

员培训，确保其熟悉设备操作规程，持证上岗。

4.4 加强施工材料与设备管控
第一，在采购环节，应严格筛选供应商，选择信誉良好、

产品质量可靠的供应商进行合作。对于重要材料如钢筋、水

泥等，要对供应商的生产资质、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等进行详

细审查，并进行实地考察。例如，在采购水泥时，要确保供

应商的生产工艺符合国家标准，其产品具有稳定的强度和耐

久性指标。

第二，材料与设备的检验工作不容忽视。建立严格的

检验制度，对进场的材料与设备进行抽样检验或全面检验。

对每批次进场的钢筋进行拉伸试验、弯曲试验等力学性能检

测，对大型施工设备如起重机、挖掘机等进行性能测试与安

全检查，只有检验合格的材料与设备才能投入使用。

第三，在存储与使用管理方面，根据材料与设备的特

性进行妥善存储。如水泥应存储在干燥、通风良好的仓库内，

避免受潮结块影响质量；钢材应分类存放并做好防锈处理。

对于设备，要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建立设备维护档案，确保

设备在施工过程中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4.5 强化施工过程精细化管理
施工过程的精细化管理是确保水利工程质量的关键环

节。在施工工艺控制方面，要求施工人员严格按照设计要求

和施工规范进行操作。例如，在水利大坝的防渗处理施工中，

对于防渗墙的施工工艺，要精确控制泥浆的配比、成槽的深

度与宽度、混凝土浇筑的速度与高度等参数，确保防渗墙的

防渗性能达到设计标准。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与工艺，不断

提高施工质量水平，如在混凝土浇筑中推广使用滑模施工技

术，可提高混凝土表面的平整度与密实度。

工序流程控制同样重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施工工序流

程，明确各工序之间的先后顺序与衔接要求，并严格执行。

例如，在水利工程的基础施工中，每一道工序完成后都要进

行质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避免因工序颠倒

或质量不合格而返工，影响工程进度与质量。

4.6 加强分项工程及重点工程的施工质量管理
加强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工作至关重要。

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依据国家相关标准与规范来把控各

分项工程质量。水利工程中存在一些常见的质量隐患区域，

例如地基不均匀沉降，这可能源于地质勘查不准确或基础处

理不当；土体渗透变形，多是由于土体压实度不够或防渗措

施不完善；混凝土裂缝，可能因水泥水化热控制不佳、养护

措施不到位等因素所致。这些质量问题在众多水利工程中屡

见不鲜，成为制约工程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

为有效应对，可采用不定期、随机抽查的方式对重点

工程展开巡查。检查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的工程制定详细

的检查清单，如对混凝土工程检查原材料质量、配合比、浇

筑振捣工艺等；对土方工程检查开挖坡度、回填压实度等。

同时，建立严格的质量反馈机制，一旦发现质量问题，立即

责令施工单位整改，进行跟踪复查，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从而保障水利工程的质量与安全，使其在长期运行中稳定发

挥各项功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可靠支撑 [3]。

5 结语

经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特点决

定了其质量控制的复杂性与重要性。通过对涉及面广、周期

长、技术复杂以及受自然环境影响大等特点的深入认识，文

章构建了包括质量管理体系完善、施工材料与设备管控、施

工过程精细化管理以及人员素质提升等多方面的质量控制

办法，这些措施有助于保障水利工程质量，使其更好地发挥

在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的功能，为社会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改善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

进步，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应积极引入新技术与新方法，进一

步优化质量控制体系，提高管理效率，推动水利工程建设事

业迈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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