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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保证水利工程能够满足工程质量检测方面的要求，

需夯实水利工程的开展基础，加强对工程的管理，采用

精细化建设以及现代化建设的方式，积极利用水利施工

资源，才能将水利工程的效益最大化。而文中结合先进

的管理方式，创建出完整的管理体系，在维护管理工作

质量的同时，让水利行业发展需求得到满足，从而拓展

了水利工程的发展渠道。

一、工程概况

本项目以混凝土的重力坝为例，此项目在施工过程

中左岸坝肩以混凝土的刺墙段为主，而右岸为非溢流段，

也存在几个溢流坝段。其中，工程的最大坝高是42m，

坝顶的高程约为312m，共分为15个坝段，而在施工过程

中依靠明渠导流的方式进行施工。经计算，流域的总面

积为650.6km2。

二、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阶段的问题

1.工程管理机制不健全

在水利工程项目运维期间仍存在相关管理机制不健

全的情况，导致员工岗位未落实，所属权责不明，甚至

出现工作推诿的情况。这都会增加成本管控以及后续项

目建设的难度，使得项目在运维期间的突发性问题以及

潜在性风险增加。

2.管理理念不够先进

部分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存在思想固化的情况，所采

用的管理理念不够先进。因为自身的实践经验不足，或

是只注重理论知识，从而无法保证内部管理工作能够落

实到位，甚至出现岗位智能划分方面的问题，对工程的

运维效率带来直接的影响。

3.水价形成方式不合理

在水利工程中水价的形成机制仍存在不合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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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水价十几年一如既往，未结合市场供需以及成本变

化等方面进行调节。并且，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

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逐渐提高对的

关注力度。在此背景影响下，工程维护费用以及改造费

用的增加，使灌区的水价提高52%。若存在连年亏损的

情况，则设备的报废率及老化率最高能达到60%，漏跑

率可以达到40%。

三、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策略

1.健全工程管理机制

为保证水利工程的管理项目能够合理开展，应加强

对项目体系方面的分析，对工作人员进行合理的培养，

以保证其所应用的工作理念以及方法能够满足项目运维

需求[1]。首先，可以运用严谨的管理理念，组建对应的

水利设施管理部门，让部门与部门之间更好地沟通与交

流，结合管理审批流程，确保管理机制更加稳定及完善

（具体如图一内容所示）。

其次，可以针对于体制中的问题，加强对项目运维

期间的管理以及监督。通过工程建设管理系统的创建，

让项目中的事项可以在网络渠道内进行审批，创建档案，

并完成系统的设置以及综合查询工作，使工作人员可以

增加对项目规模等多方面的重视，从而适当地增加资金

的投入占比。并且，员工应坚持土方的开挖原则，确认

挖土方的实际体积[2]。

例如：通过公式：土方体积=挖土深度×挖土方底

面积确认清单内挖土方的面积，使得预制方案适用于水

利项目运维区域，以全面落实项目的管理内容（具体流

程如下图二）。

如此，则可通过健全的工程管理机制，让工作人员

做好现场内的平整场地计算规划。依照设计图纸中的内

容，计算出需要建设的建筑物的首层面积，并采用定额

规划的方式，以建筑物的外墙边线为基准，在每边上增

加2m，实现对其底面积的计算[3]。具体公式如下：

S=（A+4）×（B+4）=s底+2L外+16

其中s表示工程量；A表示建筑物长度向外边线延长

的长度；B表示建筑物宽度向外边线延长的长度；s底表

示建筑物的底层面积；L外表示建筑物外边线的周长。同

时，工作人员也应加强对施工领域内进水闸及进水流量

的关注，防止在施工过程中发生差错。例如：在工程项

目的进水闸及进水流量计算式，可采用公式：

Q=BOdem（2hH0
3
）
1/2

其中m表示灌区流量系数；e表示灌区侧收缩系数。

图二　水利工程管理系统组建流程图

图一　水利工程管理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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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工作人员通过严谨的项目运维标准，则可确认明

渠在恒定状态下的均匀流量，通过公式，实现对流速，

流量的计算。具体如下：

U= c Ri
Q=Au=A c Ri
式中U表示水流的流速；Q表示水流的流量；c表示

谢才系数，R表示水力半径；i表示渠道纵坡；A表示过水

的断面面积。这样一来，依靠项目运维标准不断地拓展建

设规模，投入较大的资金并运用贯彻落实的方式，防止在

施工现场内频繁发生安全事故，运用复核、测试以及检查

的方式，加快水利工程进度并提升工程的整体质量。

2.融入先进管理理念

为保证水利工程项目运维成本的降低，可以分别设

置养护以及维修人员，运用专业的养护方式，使工程的

管养工作可以分开进行。使得财务部门积极地在市场中

进行调研，从而衡定工程的维修及养护标准，以防止在

施工现场内发生管理工作不合理的情况。

首先，通过内部监督小组的构建，让工程在运维前

期对材料设备的质量进行监督及管理，预测在施工过程

中可能发生的问题，确保前期准备工作落实到位后，实

现对工作人员技术能力以及素质能力的评估，只有达标

的工作人员才能上岗。若存在某项操作未达标的情况，

应采用培训的方式，在强化员工技术水平的同时，能够

让其积极地参与到施工过程中。如此，则可防止后续项

目在运维期间发生差错。

其次，应增加在施工领域内的防护，让工作人员在

施工现场周边设置警示牌，加强对现场的监督以及保护，

使每位工作人员进入现场后，必须穿戴安全设施，以防

止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监督小组还应加强对现场内

水库蓄水容积分析，了解本工程运维期间的具体蓄水容

积，并运用公式进行计算，具体如下：

V=BLH/K

式中V表示水库的总库容；B表水坝址区域内的河

谷宽度；L表示完成蓄水后，库区内的延伸长度；H表示

大坝前端的水深；K表示坝址蓄水断面和库尾蓄水断面

之比。如此，则可保证工程的管理成效。

最后，可以将高科技应用于管理项目当中。例如：

凭借地理信息系统的创建，实现对地形特点、水文特点

等内容的分析，明确现场内需要进行填方、挖方以及建

筑施工区域的形态，运用特定的空间组织管理方法，在

第一时间内将地形等空间变化信息递交到施工人员的手

中。这样一来，则可检索更多的动态信息，把控建设项

目的质量。也可将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应用于此，让工

作人员依靠平遥完成数据信息的传递，让流量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以及压力传感器等多方面信息可以进入到监

控系统当中，在整合完毕后，将该部分内容传输给管理

人员，给到项目质量一定的安全保障。

3.做好水价改革工作

在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当中，应按照成本进行收费，

使得水价顺利改革，使得水利项目能够产业化。同时，

可以充分利用价格杠杆的作用，让水资源可以合理地进

行应用，从而采用以水养水的方式，完成统筹规划以及

税费改革操作，使得灌区水费实收率可以高达95%。

也可采用一体智能化管理的方式，融合水价、水费

以及水权等内容。如此，整合灌区内的用水、供水、水

费、管网以及水权等内容，让信息监控中心可以完成综

合部署操作，使得智能化系统成为中枢神经，组合云服

务器、软件平台以及数据库，以实现对水利项目的综合

管理。同时，系统可以向分支发送指令，辅助供水站点、

供水管网的运行，也可采用水权支配的方式，检索实时

的灌溉信息以及用水档案内容，利用远程操控的方式，

使阀门、水泵等设备能够被操控，以确认管网预警、水

流量以及水压等数据信息内容，保证水利工程的建设管

理工作效率。

并且，也可采用智能刷卡的方式，让供水终端能够

顺利安装管网，使得智能水量控制器能够得到充分地使

用，若用户出现余额不足的情况，就会通水。所以，可

以及时提醒用户充值买水，以提高水费的收取率，防止

拖欠水费等问题的发生。

4.加强先进管理技术的应用

在水利工程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先进技术的

融入，依靠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融

合，强化项目的现代化管理能力，使得信息化建设活动

能够顺利开展。

首先，依靠信息系统完成日常的监督以及管理，让

输水的过程可视化运行。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内也可采用

网络化的操作方式，运用智能化决策等方法，实现对工

程项目中管理系统的利用、开发以及建设，充分地掌握

设备机组的状况，例如：运行状态，工情以及水位等，

确保工作人员明确调度内容的作用，以辅助水利项目实

现自动化。

其次，可以通过视频检测系统的应用，实施对大坝、

水位以及闸门的监测。管理人员应及时创建防洪决策方

案，以了解当前水资源的调用数据并通过往期的数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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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数据资源、视频资源、音频资源以及图像资源

等内容，发挥出远程的视频监督功能。在全面掌握现场

状况的同时，充分利用智慧水务数据资源（具体如图三

所示）。

据此，通过微服务架构的创建，从底层架构上明确

企业所需执行的数据服务项目治理、可视化编排等内容，

运用综合一体化平台的应用，将不同的业务系统进行集

成，从而加快数据服务工作的开展效率，让API集成中

台能够将自己的价值向着外企单位以及应用端进行延伸。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为保证水利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顺利

开展，应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让工作人员统一工作目

标，坚持施工标准，在保证工程效率及管理质量的前提

下，从而运用精细化管理的方式，节省企业的运维资金，

使得水利工程在精细化、现代化建设环节不会出现问题，

以延长水利建筑的应用寿命，实现对水利工程管理模式

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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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智慧水务API集成中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