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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识别与控制研究 
段少杰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  810006） 

摘要：本研究专注于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识别与控制，通过系统性地分析项目全周期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建立一套

有效的风险识别机制与控制策略。结合实际情况，深入探讨风险的来源、特性和控制方法，并为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风险管理提供

操作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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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的快速发展，项目管理中的

风险问题逐渐凸显。这些风险不仅可能延误项目进度，
增加成本，还可能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为此，有效的风险识别和控制成为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
理的核心任务。然而，当前在这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
迫切需要系统性的研究来指导实践。基于此，本文开展
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识别与控制研究，为项
目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一、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识别 
（一）资料收集与初步分析 
在项目初期，管理团队进行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

包括地质勘察报告、气候数据、设计方案、施工计划等。
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初步分析，管理团队识别出与地质条
件、水文气象、工程设计、施工技术等相关的潜在风险。 

（二）专家咨询与现场踏勘 
为确保风险识别的准确性和全面性，管理团队邀请

多位水利水电工程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专家们根据自
身的经验和知识，对项目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和讨
论。同时，管理团队还组织现场踏勘活动，对项目的实
际环境进行深入认知，从而更准确地识别潜在风险。 

（三）风险清单的制定 
经过资料分析、专家咨询和现场踏勘，管理团队整

理出一份详细的风险清单。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地质条
件复杂导致的施工难度增加、极端气候事件对施工进度
的影响、工程设计变更带来的成本增加、施工技术难题
可能导致的工程质量问题等。 

（四）风险等级的评估 
针对风险清单中的每一项风险，管理团队进行等级

评估。评估的依据包括风险发生的概率、可能造成的损
失以及风险的可控性等。例如，地质条件复杂导致的施
工难度增加被评为高等风险，因为其发生的概率较高，
可能导致的损失也较大；而工程设计变更带来的成本增
加被评为中等风险，因为其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且可
以通过加强合同管理和沟通协调来降低损失。 

（五）风险应对策略的制定 
根据风险等级评估结果，管理团队制定相应的风险

应对策略。对于高等风险，管理团队采取严格的监控和
预警措施，如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密切关注极端
气候预测等；对于中等风险，管理团队采取预防和缓解
措施，如加强工程设计的审查和优化、加强与施工方的
沟通协调等。 

（六）风险监控与更新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管理团队持续对已识别的风险
进行监控和更新。一旦出现新的风险因素或原有风险发
生变化，管理团队会及时调整风险应对策略，确保项目
的顺利进行。例如，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某处地质条件与
预期不符，管理团队立即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调整施
工方案和加固措施，从而成功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 

因此，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识别是一项
系统性、复杂性的工作。通过对项目潜在风险的预判和
鉴别，管理团队可以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在实际操作中，管理团队应注重资料收集与初步分析、
专家咨询与现场踏勘、风险清单的制定、风险等级的评
估以及风险应对策略的制定等环节，确保风险识别的准
确性和全面性。同时，还应持续关注项目推进过程中的
新风险和风险变化情况，及时调整风险应对策略，确保
项目的安全和顺利进行。 

二、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控制研究 
风险控制是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中的核心环节，

基于对风险的识别、分析，进一步采取应对措施以最大
限度地降低风险对项目造成的不良影响。例如，以某大
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为例，该项目位于复杂的地质环境
区域，存在多种潜在风险。经过风险识别阶段，项目团
队已经识别出主要的风险因素包括：不良地质条件、水
文气象灾害、技术实施难题等。 

（一） 不良地质条件风险控制 
1. 详细地质勘察：针对初步勘察发现的不良地质

区域，项目团队增加地质钻探点，进行更为详细的地质
调查。共布置 20 个钻探点，每个钻探点深度达到 50 米，
以获取更为准确的地质信息。 

2. 地质数据分析：基于钻探得到的数据，项目团
队进行地质结构和地层稳定性的分析。结果显示，断层
的影响范围比初步估计的大 30%，而溶洞分布则比预计
的更为密集。 

3. 设计方案调整：根据详细地质数据，工程师调
整工程设计方案。例如，为避开断层区域，大坝轴线向
北移动 100 米；针对溶洞区域，增加桩基深度，并使用
特殊材料填充溶洞，以确保工程稳定性。 

4. 施工过程监控：在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使用
地质雷达和地震监测仪等设备，实时监测地质变化，确
保施工不会对周围地质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在风险控制效果中，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1. 投资节约：通过调整设计方案，避免在不良地

质区域进行大量工程开挖，从而节约大约 8%的工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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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2. 工程安全性增强：详细的地质数据和施工监控

确保工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经过一年运行，大坝未出
现任何由地质问题引起的损坏或渗漏。 

3. 施工效率提高：虽然在设计阶段花费更多时间
进行方案调整，但在施工阶段避免不必要的返工和修复，
整体施工效率提高 10%。 

（二） 水文气象灾害风险控制 
1. 气象数据监测：与当地气象部门建立紧密合作，

实时获取气象数据，特别是关于降雨量和台风轨迹的信
息。 

2. 洪水预测模型：利用历史气象数据和工程设计
参数，建立洪水预测模型。该模型可以预测不同降雨强
度下的洪水规模和到达时间。 

3. 制定应急泄洪方案：根据洪水预测模型的结果，
制定多个应急泄洪方案。这些方案明确不同洪水规模下
的泄洪策略，包括泄洪量、泄洪时机等。 

4. 泄洪设施检查与维护：定期对泄洪设施进行检
查和维护，确保其在极端气象事件下能正常运作。 

在风险控制效果中，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1. 减少洪水损失：通过精确的洪水预测和及时的

应急泄洪，工程在最近三年内成功避免三次可能的洪水
灾害，每次潜在损失估计为 1 亿元人民币。 

2. 提高运营效率：通过合理的泄洪策略，水库在
暴雨后能快速恢复到正常水位，减少对发电和灌溉的影
响。 

3. 增强防灾意识：与当地气象部门的紧密合作也
提高周边社区对极端气象事件的防范意识，形成一种综
合防灾的合力。 

（三） 技术实施难题风险控制 
1. 技术调研与专家咨询：项目团队进行广泛的技

术调研，咨询多位岩土工程专家，以认知最新的支护技
术和解决方案。 

2. 方案设计与评估：基于调研结果，项目团队设
计多种支护方案，并通过数值模拟和实验室试验等手段
对方案进行评估和优选。 

3. 施工技术培训：为确保施工队伍掌握先进的支
护技术，项目团队组织专门的技术培训，提高施工人员
的技术水平。 

4. 施工过程监控与调整：在施工过程中，项目团
队密切监控基坑变形和支护结构性能，及时根据监测数
据调整施工方案和参数。 

在风险控制效果中，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1. 解决技术难题：通过采用先进的支护技术和方

案调整，成功解决深基坑支护的技术难题，确保工程建
设的顺利进行。 

2. 减少工程事故风险：合适的支护方案和技术培
训降低基坑塌方和变形等事故的风险，保障施工人员和
工程安全。 

3. 节约投资成本：通过方案优选和施工参数调整，

减少不必要的工程变更和浪费，节约大约 5%的工程投资
成本。 

4. 提升工程技术水平：技术调研和培训活动提高
项目团队的整体技术水平，为后续类似工程提供宝贵经
验和技术储备[1]。 

三、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控制效果 
（一）确保工程安全与稳定 
通过全面而精确的风险识别、评估和控制，该水利

水电工程在过去五年内未发生重大事故，确保工程的安
全和稳定运行。例如，在一次预计会出现的特大洪水中，
由于及时启动应急泄洪方案，成功避免大坝溢洪的风险。 

（二）提高投资回报 
通过风险控制，工程避免多次可能导致重大经济损

失的事故，估计为投资者节约近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例
如，在技术实施方面，通过优化设计方案和施工技术，
项目团队成功降低工程建设成本，进一步提高投资回报。 

（三）优化资源配置与工期 
通过风险控制，项目团队能更准确地预测潜在风险

并提前制定应对措施，从而更合理地配置资源，避免不
必要的浪费。例如，在面临技术难题时，项目团队及时
调整施工方案，确保工程在预定工期内完成，避免工期
延误可能带来的各种附加风险。 

（四） 提升团队风险管理能力 
在整个风险管理过程中，项目团队的风险管理能力

得到显著提升。这不仅为当前项目提供坚实保障，也为
团队未来承接其他项目积累宝贵经验[2]。通过与气象、地
质等外部专家的紧密合作，项目团队也建立广泛的专业
网络，为今后的项目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因此，水利
水电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控制效果显著，不仅确保工
程的安全与稳定，提高投资回报，优化资源配置与工期，
还全面提升项目团队的风险管理能力。这些效果的实现，
都有赖于项目团队对风险的精准识别、科学评估和有效
应对[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中

的风险进行深入的系统性研究，建立一套针对性的风险
识别与控制框架。这不仅有助于项目经理更加精准地预
测、应对风险，也为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未来，随着项目环境的日益复杂，风险管
理的研究与实践仍需不断进步，期待更多的学者和实践
者共同致力于这一领域，为水利水电工程的稳健发展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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