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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施工中包含的技术分类分析

1.1水利工程中的地基处理类技术

水利建设中所面临的基础形式差异很大，要根据实

际情况采用相应的措施，才能达到高效的建设效果。目

前最常见的方法是对基础表层和已被腐蚀的岩层进行加

固。第一部分为注浆工作，包括触头、回填、帷幕和加

固注浆等；第二个部分，就是修建一道混凝土隔离墙，

它的关键在于阻止地下水的流动，保证墙体的防水性能；

第三个步骤，就是对一些比较脆弱的基础进行强化，通

常可以使用砂垫层或者爆破夯实法，或者更换土壤，或

者使用沉井喷射混凝土，然后在分层过程中填充增强物

质，对其进行振动压实，这样就可以达到增强效果，该

工艺操作简单，在水利建设中常用。

1.2水利工程中的导流及截流技术

在水利建设中，通常采用分段引流的方法，而在实

际工程中，通常采取的是围堰拦水。一般来说，围堰和

截流的常用方式都是用泥土和水泥来进行围堰。在水利

工程建设中，截流是最重要的一环，只有保证了截流工

作的成功，后续的工程才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相反，一

旦截流不成功，就必须再次进行截流，不然的话，工程

将不能按照计划如期完成，而且还会因为截流不当，对

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危险。所以，在水利工程中，

要重视截流技术的运用，在施工前就要做好相应的人力

和物资的准备，以保证截流工作的成功进行。在进行截

流时，通常采用立堵或平堵两种方法，根据周围的环境

及具体条件，选用适当的措施，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

2　水利工程监理质量控制工作要点分析

本项目以混凝土面板堆石坝为研究对象，采用由上

到下依次划分为：上游盖重区，混凝土面板及垫层区，

特殊垫层区，过渡料区，堆石料区，混凝土格栅及面板

堆石坝，其下游采用混凝土网格，中部砌筑混凝土六棱

柱。分为浇注期间的养护及注浆后的养护，在施工期内，

使用一根 φ20 的长胶管，由底向上，随着浇筑面的升

高，由下往上进行连续喷水养护；混凝土面板浇注完毕

后，将一条 12 米、两头紧闭、以 20cm 为间距的硬质塑

胶管道，由大坝顶部的小孔向下引流水进行养护。

2.1混凝土浇筑及振捣施工技术

在搅拌完毕之后，将其运送到工地进行浇筑，在工

地上必须要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并且要在其达到终凝前，

将整个建筑物的浇筑工作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内。

砼的浇注次序和施工方式，要严格按批准的设计

图纸执行。在进行振捣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振捣的

密实程度。插杆要快速插拨，每一次插拨的间隔应该在

20-30 秒之间，以混凝土停止沉降，没有产生泡沫为标

准。若整个振捣的周期太久，就会加大砂石脱离水泥浆

的危险，使砼表层出现沙层，进而影响到整个砼的浇筑

品质，并产生废料。

2.2混凝土的温测技术

在使用中，由于其与水泥水化作用，会释放出热

量，因此，在建筑施工中，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当使

用时，热量得不到完全的释放，就会导致其内部温度变

化，进而导致混凝土开裂。因此，要想改善混凝土的浇

筑质量，就必须要在工程实践中，对其进行有效的温度

检测，采用科学的方式，对其进行合理的温度控制，防

止出现开裂问题。工作人员可以借助一种专门的温度测

试装置，对其进行实时监测，通常在实践中使用的是电

水利工程监理质量控制工作要点分析

霍允成

新疆泽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北屯分公司　新疆北屯　8360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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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式温度计，这种方法相对于其它装置来说，更具针对

性。可以根据现场的具体施工条件，对各测点进行测

温，利用测温线路对砼的温度进行有效监测，从而保证

了工程的质量。

2.3混凝土养护技术措施

在对混凝土进行养护时，其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

控制混凝土的内部温度。通常情况下，在混凝土浇筑后

12 个小时之内，根据具体的施工环境和施工要求，进行

一系列的养护工作，例如用塑料布进行覆盖，冬天则要

在塑料布覆盖的情况下，做好相关的防寒保暖工作。在

进行养护工作时，要根据具体的混凝土特点，对其进行

合理的养护，防止因表层失水而产生开裂问题，导致其

强度达不到施工标准。

2.4加强水利工程裂缝施工预防

在实际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应采取人工防治的方法，

以增强防治的总体成效，从而达到对墙体开裂的有效防

治。首先，根据有关的建设管理规定，对整个水利工程

的墙壁开裂进行处理，预估出现的开裂问题，并对其加

载问题进行有效的控制，使整个水利工程达到运营规范，

达到结构的强度。其次，必须重复测定并校正最大施工

缝隙的宽度，以保证施工缝隙的宽度满足有关规范的规

定，防止出现蔓延现象。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局部构件

的加固，合理地设置筋的均匀性，保证小直径小间距的

配筋满足工程要求。

2.5对坝基和坝体进行有效加固

在水利坝体的建设过程中，容易出现裂缝问题，因

此为了有效解决水利坝体的裂缝问题，设计人员需要在

设计阶段对整体的建设质量进行良好的控制，保障坝体

施工方法、碾压实验和后期验收过程中相关数据和指标

符合实际的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标准。关于水利工程水利

的坝基设计，设计人员可以结合覆盖层的深浅和实际的

水利库区情况，对水利工程建设周围的黏土料源开展相

应的垂直渗透和水平铺盖实验。如果铺盖层厚度较大，

并且黏土料源较为丰富，可以针对性地选择水平铺盖方

式。如果附近的黏土料源较为稀缺，覆盖层较为浅薄，

可以选择垂直防渗的方式，提高整体水利工程水利建设

的质量。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建设了大量水利工程，而且规模不

断扩大。水利工程具体施工期间，水利工程施工企业要

想提高自身竞争力，确保能够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必须依据水利工程具体建设情况，以及施工中可能

面的各种难点，创新施工监理，做好管理工作，保证水

利工程建设中，每一个施工环节都合理，以免由于施工

不合理，导致水利工程竣工后，无法满足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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