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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最基础的建设工程之一,在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等方面有着至

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重要环节。水闸作为水利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项目的功能,了解水闸的运营管理模式,提升水闸的运营管

理水平不可忽视。在此条件下,本文在探究水闸工程运行管理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并针对性地研究了构建

合理的管理系统,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转变水闸运营管理模式等诸多优化水闸工程运行的相关策

略,旨在为我国水闸工程运行管理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及日常维护检修能力的不断提高带来更多参考和

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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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can be said to be one of the most basic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our country. It has a vital significance and role in improving my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and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link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of sluices, 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sluices cannot be ignored. Under this condition,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importance 

of sluice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asonable management 

system, the use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luic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s, and many other related factors to optimize the operation of sluice projects. The strategy aims to bring 

mor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my 

country's sluice engineering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daily maintenance and repair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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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建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环

节,其量大、面广、点多的特点使得水利

工程运行管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同时,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实施,能够对

我国经济发展起到较强促进作用。水利

工程项目建设具有地质水文环境复杂、

投入资金数额多、施工难度大、维护保

养难等特点,在施工过程中需要采取必

要的质量管理措施以确保质量可控。当

前,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水闸工程

的施工质量管理存在一定缺陷,需要持

续对其质量控制措施进行改进,从而实

现高质量建设的目标。 

1 水闸工程运行管理的重要性 

水闸是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利用水闸闸门控制水位和水流速度,

达到减轻甚至消除自然水旱灾害的目的,

满足人们正常的生产需要和生活需要,

在农业灌溉、水力发电、自然灾害防治

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

的重要作用,而水闸工程运营管理模式

和维护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水闸功能

发挥持效,在水闸工程的日常运行和管

理过程中,对水闸工程的控制、管理、应

用、监测以及日常维护保养、安全管理

和档案留存等是水闸工程运行管控的重

要内容,上述管理工作对充分发挥水闸

功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也是保

证水闸安全高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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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管理工作过程中任意环节的任何疏漏,

都可能造成水闸保护功能失效,最终影

响水利工程的防洪灌溉功能,因此,在水

闸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工作中,要加强对

混凝土工程、电气设备以及水闸等的监

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相关措

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或在发生危险事

故后及时采取措施减轻不良后果。 

2 水闸工程管理的实践及思考

措施 

2.1管理责任体系 

管理责任体系中,对水闸管理单位

运行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管理责任落

实和管理经费落实情况提出了要求。从

最基本的方面看,要求一座水闸有管护

主体,由哪个单位来管,要有相应文件支

持,有些水闸未能引起相关单位的重视,

无明确的水闸管护主体,仅交付附近的

自然村代为看护,实际长期未开展管理

和养护。有明确的管护单位之后,需要配

备管护人员,配备的管护人员需要经过

岗位相关培训,具备一定的岗位操作能

力。近年来,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大量

的基层水利工作需要工作者懂一定的理

论,并且具备操作计算机的能力,部分基

层管理单位职工老龄化严重,迫切需要

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工作者,同时,也

迫切需要能留下年轻人的环境,这也是

编者走访中发现的不少基层水闸管理单

位存在的问题。水闸管理单位的管理责

任人方面,要求水闸工程必须配备相应

的防汛行政责任人,涉及水利工程的防

汛行政责任人,如水闸、水库、堤防等,

一般是当地政府的行政首长担任,这就

要求防汛行政责任人对水利工程的防汛

工作履职到位。水闸管理单位配备了水

闸管护人员,对于水闸管护人员的基本

支出经费需要管理单位提供保障,足额

到位,对工程维修养护的经费,也需要有

相应的保障。 

2.2管理责任体系 

管理责任体系中,对水闸管理单位

运行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管理责任落

实和管理经费落实情况提出了要求。从

最基本的方面看,要求一座水闸有管护

主体,由哪个单位来管,要有相应文件支

持,有些水闸未能引起相关单位的重视,

无明确的水闸管护主体,仅交付附近的

自然村代为看护,实际长期未开展管理

和养护。有明确的管护单位之后,需要配

备管护人员,配备的管护人员需要经过

岗位相关培训,具备一定的岗位操作能

力。近年来,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大量的

基层水利工作需要工作者懂一定的理论,

并且具备操作计算机的能力,部分基层管

理单位职工老龄化严重,迫切需要有一定

文化知识的年轻工作者,同时,也迫切需

要能留下年轻人的环境,这也是编者走访

中发现的不少基层水闸管理单位存在的

问题。水闸管理单位的管理责任人方面,

要求水闸工程必须配备相应的防汛行政

责任人,涉及水利工程的防汛行政责任人,

如水闸、水库、堤防等,一般是当地政府

的行政首长担任,这就要求防汛行政责任

人对水利工程的防汛工作履职到位。水闸

管理单位配备了水闸管护人员,对于水闸

管护人员的基本支出经费需要管理单位

提供保障,足额到位,对工程维修养护的

经费,也需要有相应的保障。 

2.3转变水闸运行管理模式 

在水闸工程管理过程中,目前水闸

运行管理模式主要是管养分离结构模式,

包括外部管养分离结构模式以及内部管

养分离结构模式两种。外部管养分离结

构模式主要是水闸工程的维护与检修业

务,完全实行市场化的外包管理,通过公

开招标的方式确定维护与检修企业,对

水闸工程进行定期维护检查,该类工作

方式有利于提高水闸维护检修工作的专

业性,而水管单位只需要作为业主加强

对水闸维护检修单位的监督与控制即

可。二是内部管养分离方式,该类方式是

在水利工程维护检修部门内部成立相应

的专业团队,通过专业团队加强对水闸

工程的维护检修,维护检修人员数目、人

员专业技能以及所采用设施设备等,都

会对水闸的日常维护检修工作是否达到

专业水准有所影响。 

2.4加强水闸的日常维护管理 

加强对水闸的日常维护管理,也是

做好水闸管理工作的重要途径。做好对

土建施工项目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定期

对水利工程建筑结构进行检查,当发现

水闸存在塌陷、裂缝甚至渗透以及减压

设备损坏等现象时,及时修补,或及时更

换损害较为严重的零部件。其次,应做好

水利工程闸门的日常维护与管理,针对

闸门的涂层剥落、门体的结构变化以及

钢结构支撑等诸多现象,应及时报修相

关部门并进行故障排查和维护检修。最

后,应做好水闸工程应用过程中机电项

目以及防雷设施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定

期检查电气工程项目,检查水闸信息管

理系统线路是否处于正常状态,检查安

全保护装置是否科学可靠,检查绝缘电

阻值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防雷措施

是否埋设得当等。 

2.5积极利用信息技术 

当前信息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巨

大动力,很多行业积极探寻传统工法与

信息技术融合,从而提升建设质量和工

作效率。BIM技术是信息技术在建设工程

领域的最新应用成果,为工程项目建设

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效方法。利用BIM

技术开展水闸工程的施工质量管理,可

以基于地质水文勘察、项目建设方案等

基本数据信息构建水闸工程的三维模型,

基于模型验证各种施工技术并发现技术

实施后的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提前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多种施工技术综合运用,

相互弥补不同的缺陷,最终确保施工建

设质量。另外,水闸工程建设单位应该提

高施工一线人员的技术综合水平,既要

督促他们开展施工技术的经验交流,不

断探索钻研新技术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实施,又要向他们普及项目质量管理的

规章制度,帮助他们掌握具有实用性的

质量管理措施,通过反复的对比和检查

发现施工质量的不足并及时改正,还要

普及新技术和新知识,推广BIM技术在工

程项目中的应用,促进质量管理措施的

落地,实现对水闸工程项目建设过程的

高效管理。 

2.6水闸自动化监控系统设计 

自动化控制系统通过对现地水闸相

关数据的采集和交换,实现对闸门的自

动化控制；视频监视系统为自动化控制

系统提供可视化的现场状态。水闸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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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控制系统由现地监控系统和远程监控

系统两部分组成,采用分层分布式结构。

现地监控系统接收上级命令实施监控操

作,也可脱网独立运行,系统故障不影响

手动操作现地控制单元；操作人员通过

水闸LCU柜上触摸屏人机界面获取水闸

运行数据,操作控制按钮启闭闸门。远程

监控系统选用自动化软件“组态王6.55”

作为上位机软件的开发平台,上位机软

件功能采用模块化设计,主要有数据采

集、控制输出、历史数据管理、报表管

理、用户管理等模块。根据各层级对监

控、监测功能需求情况,系统功能进行差

异化设计。接入层实时采集和分析水闸

上下游水位、闸门开度、供配电状态、

启闭机状态、扬压力及裂缝缝宽数据等

信息,操作人员通过上位机人机界面输

入指令,获取相关信息,对所辖水闸实施

远程启闭；核心层接收接入层前置机按

时间频率推送的数据,实现对所辖水闸

监而不控的管理；汇聚层部署客户端直

接访问核心层服务器。 

3 结语 

按照相关的规定和办法开展对包括

水闸工程在内的水利工程设施的精心管

理,对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提出了高标准

严要求。水闸工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为了保证水闸工程自身

效益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对水闸工

程运行管理维护给予高度重视,结合实

际运行情况,及时找出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制定科学有效的处理措施,建立健全

维护管理制度,完善运行管理维护体系,

为水闸工程运行管理维护工作顺利进行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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