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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工程 

探析水电站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措施 
陈思齐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 

摘要：水电站工程在我国工程管理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本研究以一大型水电站
工程为案例，剖析了项目建设管理的执行情况，包括工程概况、建设管理难点等方面。通过强化技术支撑、完备安全
管理体系、坚守质量至上原则以及优化施工组织等措施，全面提升了工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旨在强调在复杂施
工环境下，全面管理安全、质量、进度和造价等方面的重要性，以确保水电站工程的卓越完成。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水
电站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核心要素，包括计划制定、组织协调、领导指挥以及过程控制等方面。通过具体案例分析，
探讨了实际应用与实践中的关键管理策略，旨在为同行学者提供经验分享和交流平台。高水平的项目建设管理对于水
电站工程的工期、成本、质量、经济效益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目标实现至关重要，有助于推动我国水电行业的稳健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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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在工程管理体系中具有关键地

位，涵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关键职能。
我国的水电站工程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其规
模巨大，施工环境复杂，工程人员众多。为确保水电站
工程能够达到工期缩短、成本降低、质量提高、经济效
益优化以及技术创新等多方面的标准和目标，必须全面
实施高水平的项目建设管理措施。 

本研究首先对水电站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核心要素
进行深入分析，包括计划制定、组织协调、领导指挥以
及过程控制等方面。随后，本文以某一大型水电站工程
作为具体案例，详细探讨实际应用与实践中的关键管理
策略，旨在为同行学者提供有益的经验分享和交流平台。
高水平的项目建设管理将有助于打造卓越的水电站工
程，实现工程进度的加快、成本的降低、质量的提升、
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技术创新的推动，从而为社会经
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1 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内容 
建设工程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包括勘测、设计、

施工、设备制造、设备安装、工程监理、业主（投资方）
和政府监管机构。由于各参与主体在工程中所承担的职
责不尽相同，其目标与任务也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可以
概括为“三控制三管一协调”。水利建设是一项对自然环
境进行改造和高效利用的工程，其建设过程受到自然、
社会、人为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该方法
在二滩水电站，三峡水电站，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中得
到了成功的运用。在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等大型水
电工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程管理理论与
方法，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的水利水电事业，促进了水电
事业的健康发展。 

2 水电站工程项目建设概况 
本研究以一大型水电站工程为案例，详细剖析该电

站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执行情况，具体如下所述： 

2.1 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一期大型工程，其正常存水量为 1690 m，

总库容 10.75 亿立方米，其主要作用是用来发电，总装机
容量为二百六十万千瓦，不涉及航运、灌溉、防洪等其
它用途。该工程主要由卵石土心墙堆石坝、引水发电系
统、1 个深孔泄洪洞、2 个开敞式进口泄洪洞和 1 个放空
区等组成。本项目地处强震区，从开工至今，已成功地
克服了多起地震、洪涝等灾害对施工造成的隐患，并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2.2 工程建设管理难点 
该项目位于高山峡谷地带，具有复杂的地质条件和

高度的施工难度，伴随着较高的施工安全风险。其中，
工程建设管理的主要难点包括：首先，项目涉及高坝（最
大坝高 240 米）建设，位于强震地区，需要解决坝体与
基础的防渗体安全连接、防震抗震等问题，但目前尚未
有可供参考的成熟高坝建设经验。其次，该地区常发生
泥石流灾害，且高边坡存在危险的岩体，增加施工的安
全风险。此外，由于项目前期准备时间较长，征地范围
广泛，涉及多个矿企，因此投资管理和管控方面面临着
挑战。项目地处深山峡谷，平坦地面主要由泥石流沟冲
积形成，因此需要进行河滩地的填筑和垫高工程。最后，
外部建设环境复杂，增加施工协调的难度。 

3 水电站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措施 
3.1 强化技术支撑，夯实工程基础 
在本水电站工程项目中，存在着多项关键技术难题

亟需解决。为应对这些核心问题，采取以下建设管理措
施： 

首先，考虑到该地区复杂的地质环境及野外调查条
件，本项目将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碎石土心
墙堆石坝、非均质砾石土混合料配制、强震区安全预警
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以期突破该领域的技术难点。 

其次，充分构建包括泥石流、 GPS 监测预警、边坡
应急监测自动化预警、水情自动测报、地震监测预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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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施工工地安全预警体系，从而将地质灾害对工程
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 

最后，鉴于本项目大坝填筑量庞大（超过 3400 万立
方米），坝体的迅速升高，为确保工程质量的可靠性，建
立实时监控系统，其中包括各种监控模块，如表 1 所示，
以全面分析和解决质量问题，以确保大坝填筑的质量。 

表 1 监控模块 

 
3.2 完备安全管理体系，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进程 
首先，我们致力于完善水电站的安全管理体系，坚

决践行安全至上的原则，实施一岗双责制，全面强化安
全监管，并严格执行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全
面应用安全预警系统，定期进行紧急情况演练，以确保
有效的防灾和应急管理。我们还聘请专家在施工现场常
驻，负责对大型施工起重设备进行安全咨询和管理，以
及对安全隐患的及时整改、安全检查和设备维护，以实
现零事故目标。 

其次，我们优化了施工方案，以提高施工的安全性。
通过调整泄洪洞轴线和建筑物进口塔体位置，有效降低
了边坡的开挖高度。例如，泄洪洞进口和放空洞进口边
坡高度分别降至 105 米和 155 米，不仅提高了安全性，
加快了施工进度，还实现了工程投资的节约。 

最后，我们加强了安全生产的考核工作，成立了安
全督导队伍，负责现场巡视，协调现场的日常安全文明
施工、防火防爆措施，以及机械安全管理，全面排除各
类安全隐患。 

3.3 坚守质量至上原则，严格掌控工程质量 
首先，在制订完善的项目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

项目业主负责制、招投标制、施工监理制、施工监理制
等项目管理体制。我们制订了质量创优计划，对机电工
程、土建等项目进行了质量控制，例如：单位工程一次
验收通过率大于 95%，土建工程优良率大于 90%，机电
安装工程质量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在 95%以上。 

其次，引入第三方监管组织，利用数字电子信息技
术搭建质检平台，引进安全监测中心、测试中心和独立
第三方检测公司，对项目施工全过程实施全程监管，构
建一套完整的质量控制系统。 

在此基础上，构建质量控制责任体系，实行“品质
亮点”和“品质瑕疵”曝光体系，组建“24 小时轮班”
的巡检队伍，并组织督导小组对“质量控制”的关键环
节进行督查。针对已发生的质量问题，我们要求参与方

组织问题分析会，如有需要，及时将存在的问题通知承
建方母公司，以保证质量不断提高。 

3.4 优化施工组织，缩短工期、降低造价 
为迎接工程设计与建设难度的挑战，采用了一系列

施工组织优化措施，以实现工程工期缩短和造价降低的
目标。具体措施包括： 

首先，通过精心制定的工期计划优化，成功缩短了
工程建设周期。对主要项目和移民进度进行跟踪记录，
并制定了工期管理计划。这一优化举措使大坝工程提前
9 个月完工，机组投产提前 7 个月，极大地提高了工程进
度的可控性，实现了显著的优化效果。 

其次，通过设计方案的优化，成功降低了工程的总
造价。在招标阶段，减少了石料场的数量，合理调整了
石料采掘，避开了不良地质区域，降低了石料场支护工
程的数量。同时，减少了土料场的数量，调整了泄洪放
空系统进口处边坡，有效控制了工程造价。此外，改进
了尾水出口控制闸室的布置，减少了作业难度，增强了
围堰的度汛能力。 

最后，在此基础上，对工程的施工组织进行了周密
的规划，从而提高了工程的效率。在工程建设中，对场
地内的土石进行了合理的挖掘、利用。为保证坝体的顺
利进行，在坝体填筑期间，设置了堆料场及临时公路。
为应对雨季，提前储备了心墙砾石土料，并对洞内进行
排查和修复，为工程蓄水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通过
增加临时堵头数量和优化材料配置等方式，进一步提高
了工程的效率。 

4 结语 
综合考虑水电站工程的特点，本研究强调了项目建

设管理的关键性，追求精品工程目标是实现工期缩短、
造价降低、质量提高和效益优化的关键。通过先进的管
理手段和科学方法，确保项目全面管理安全、质量、进
度和造价等方面，有助于推动水电行业的稳健发展，为
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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