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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safety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balance,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rovide solid support for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a comprehensiv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zation and wisdom of project 
manage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ees, and introduce digital twi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all elements of the project, so as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operation safe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full play of 
project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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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不仅能保证水资源的安全与高效利用，维护生态平衡，还能显著提升水利工程的质量和效益，为区
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实施过程中，需制定全面的标准化体系机制，加强工程管理信息化智慧化，提升从业人员素
质，并引进数字孪生智能技术，达到工程全要素实时监测，进而有效实现水利工程运行安全，保证工程效益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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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疆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西北边陲，拥有独特的自

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水资源，但同时，也面临着水资源分布

不均、生态环境脆弱等挑战。水利工程在这里扮演着尤为关

键的角色，不仅关乎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更是维护区域生

态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 [1]。但是，传统水利

工程管理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需求，向更加标准

化、规范化的管理转变。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对于新

疆地区而言，意味着能更有效地整合区域资源、提升管理效

能，进而保障水资源的有效可持续利用。

2 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重要意义

2.1 提高水利工程质量和安全性
通过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能够保证水利工程设

计、施工等环节符合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在设计阶段就

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地质、气候等自然条件，制定出科学合理

的设计方案；在施工阶段，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标准进行施

工，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性。标准化管理还能够加强对水

利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监管，在新疆地区，水利工程建设往往

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的协作，监管难度较大。通过推行标准

化管理，可以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权

限，加强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

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性。标准化管理可以提升水利工程从

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水平。由于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复杂

性，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水平要求较高。通过推行标准

化管理，可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增强他们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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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管理意识和技能水平，为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提供有力

的人才保障 [2]。

2.2 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对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

保护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在新疆这样的地区，水资源尤为

珍贵。通过标准化管理，可以实现对水资源的统一规划和合

理调度。在水利工程的规划和设计阶段，根据当地的水资源

分布、水量和水质等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水资源评估，制

定合理的用水计划。标准化管理可加强水源地的保护，通过

制定严格的水源地保护政策和措施，防止污染物的排放和非

法采矿等活动对水源地造成破坏，如图 1 所示。同时，加大

对水源地周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力度，维护水生态系统的平

衡和稳定。通过加大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力度，提高

污水处理效果和处理能力，减少污水对水环境的污染。同时，

积极开展水域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恢复水体的自净

能力，维护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图 1 新疆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程图

2.3 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信息化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中可引入和应用先进的技术和管

理理念。通过制定和执行统一的标准，可以引导水利工程建

设和管理单位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提高水利

工程的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不仅可以提升水利工程的性能

和质量，还可以提高建设效率和管理水平，推动水利工程

建设和管理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标准、

规范和管理制度，可以保证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各个环节

都有明确的操作指南和要求，减少随意性和主观性，提高工

作的规范性和制度化水平，进而提升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

整体效率和质量，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现代化。随着

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先进技术应用于水

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已成为必然趋势。通过推行标准化管理，

可以统一数据格式和信息交换标准，促进信息共享和交流，

实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信息化和智能化。通过制定和

执行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可以明确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人

才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为人才培养提供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另外，通过加强培训，可以提高现有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

能力水平，为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人才 

保障。

3 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具体对策

3.1 制定全面的标准体系
在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过程中，需制定全面标准

化体系，在体系中涵盖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

运行、维护等各个环节，保证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

都有明确、统一的标准。第一，制定水利工程规划导则，明

确规划编制的程序、内容、方法和要求，保证规划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明确制定水利工程规划导则，包括规划编制的程

序、内容、方法和要求，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二，

制定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规程，需明确施工工艺、施工方法、

施工质量控制等方面的要求，还需确定水利工程的验收标

准，比如工程质量验收、安全鉴定验收、环保验收等的标准

规定。第三，制定管理规程，明确工程运行调度、设备操作、

安全检查等，明确工程维修养护标准，包括设备维护、设施

修复、更新改造等，保证工程在使用过程中保持良好的状态

和性能。第四，建立标准体系的动态更新机制，定期对现行

标准进行审查、修订和补充，适应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

的发展需求。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乌斯满枢纽启闭机房如图

2 所示。

图 2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乌斯满枢纽启闭机房

3.2 加强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
在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过程中需建立标准化管理体系。

第一，需建立清晰、完整的标准化管理框架，明确标准化管

理的方案、目标、内容和方法，范围、划分管理层次，管理

职责等。第二，需制定标准化管理工作手册编制大纲，《大

纲》分为标准化管理手册、制度手册和操作手册，进而提高

标准化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以及规范性。第三，建立专门的标

准化管理工作专班，负责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组织、协调

和监督工作，专班工作人员要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和管理能

力，能够承担起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实施和维护等职责。

第四，根据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需要，及时制定和修订相

关标准。在制定标准时，应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第五，定期对现有标准进行审

查，及时修订或废止不适应工程实践的标准。第六，建立健

全的标准实施机制，明确标准实施的责任主体和具体要求。

加强对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各项标准得到有效执

行。对于违反标准要求的行为，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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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3.3 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培训

根据水利工程从业人员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详细

的培训计划，计划内容主要包括标准化管理的五个目标任

务，即工程状况、安全管理、运行管护、管理保障、信息化

建设等内容，保证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性。组织水利工

程从业人员参加专业知识培训，包括水利工程基础知识、专

业技能、创新技术等。通过培训，使从业人员掌握水利工程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提高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组织技术人

员到标准化管理先进单位开展现场观摩和交流互动，聚焦短

板、精准对标，重点围绕水利工程标准化评价细则及其评价

标准及管理单位标准化体系的建立，管理人员工作要求等内

容开展学习培训，培养一批推进标准化创建的业务骨干 [3]。

针对水利工程从业人员的具体岗位，实施岗位技能培训。培

训内容应涵盖岗位职责、工作流程、操作规范等，使从业人

员熟悉和掌握本岗位的基本技能和要求，提高工作能力和效

率。鼓励水利工程从业人员参加学历教育和职业资格认证考

试，提高自身学历水平和职业素养。

3.4 引入数字孪生技术

数字孪生技术是一种前沿的信息技术，在水利工程标

准化管理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中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可提高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建设、

运营和维护的智能化水平，实现水利工程全生命周期的数字

化管理，以及提升水利工程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等。根据水利工程的物理特性和运行规律，利用先进的传感

技术（如图 3 所示）、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构建精准的水

利工程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模型能够实时反映水利工程的运

行状态、性能变化以及潜在风险，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

结合数字孪生技术的特点，梳理并完善现有的水利工程管理

制度和流程。保证数字孪生技术在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建

设、运营和维护等各个环节中都能发挥最大效用，同时明确

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和协同机制。

图 3 水利工程的设备图

4 结语

在新疆这样的干旱地区，水利工程具有农业灌溉、生

态补水、城市供水等方面的作用。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可提升工程运行效率、提高水利工程质量和安全性、促进水

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现代化。

在标准化管理过程中，需制定全面的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化

管理体系建设，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引入数字孪生技术，不

断提升新疆地区水利工程的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为新疆的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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