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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过程中,存在水闸运行管理投入不足、基础薄弱等问题,要基本实现标准

化管理仍存在诸多挑战和困难,因此,必须围绕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要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政策制

度宣贯、健全法规制度标准体系、推动水闸安全鉴定和加强管理能力建设等方面着手,不断降低水闸

工程标准化管理风险,加快提升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能力和水平,为进一步实现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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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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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water gate engineering,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water gate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weak found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achieving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requirements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water gate engineering, adhere to problem oriented approach, and 

start from policy and system promotion, sound regulatory system and standard system, promoting water gate 

safety appraisal, and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capacity construction. Continuously reduce the risk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water gate engineering,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ability and level of water gate engineering,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alizing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water gat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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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闸是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防控洪水对分

洪渠的冲击。因此,应不断加强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策略,确保

水闸工程质量与设计要求相符。 

1 水闸工程施工特点 

1.1内容多 

水闸工程施工内容较多,根据水闸的结构形式,可分为开敞

式、胸墙式、涵洞式等多种形式。根据水闸施工形式的差异,

施工任务也具有较大区别,需要技术人员根据节制闸、冲沙闸、

涌水闸、分洪闸等水闸的类型规范施工,确保水闸应用价值。 

1.2工种多 

水闸工程施工工种较多,不仅包括水闸施工组(土方开挖

工、钢筋绑扎工、支模工、焊接工、浇筑工、吊装工等),而且

涉及机电组、检测组、物资组等,负责施工过程中机电安装、质

量检测、混凝土材料准备等。只有各工种默契配合,才可以保证

水闸工程施工任务按期完成。 

1.3关联性 

水闸工程施工断面大、长度长,各个施工环节紧密相关,每

一个施工环节的质量均会影响整体水闸施工效果。例如,土方开

挖断面过大,将导致混凝土浇筑量增加,影响水闸强度；混凝土

中含超粒径颗粒会导致混凝土含水量超标,影响水闸养护效果。 

2 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难点分析 

(1)管护机构人员普遍不足,直接影响水闸运行管护标准

化。在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管护机构不健全,

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管护人员数量不足、专业性不强、缺少专

业培训等问题,难以满足水闸安全运行要求,往往造成工程巡查

工作难以按要求开展,同时人员不足、专业性不强等问题也会导

致工程隐患不能准确、有效地被发现,直接影响水闸运行管护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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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建设。(2)经费落实程度低,缺乏保障。多数水闸工程为公

益性项目,基本没有自身“造血”功能,不能自筹解决有关经费,

近年来各地政府财政困难,加上对水闸管理重视不足,导致经费

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另外,水闸运行管理人员偏少,维养两项经

费落实率偏低,大量水闸维养所需经费无稳定来源或无法足额

到位,小型水闸、集体所有水闸、乡管水闸经费不足问题尤为突

出。上级财政补助经费少,经费来源保障机制不足,“等、靠、

要”思想未得到实质性转变。经费不足问题反映到标准化管理

层面,直接导致工程维修养护不到位、安全鉴定工作不能按时开

展。(3)工程日常运行管理不规范。该问题主要表现为水闸管理

制度落实不到位、水闸控制运用计划未编制或可操作性差以及

水闸应急预案编制、安全度汛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闸工程

标准化管理不规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及管

理人员的“重建轻管”思想根深蒂固,对问题重视程度不够,另

一方面则是制度建设和管理技术水平长期落后,管理法规制度

和技术标准体系存在不足,与标准化管理要求存在差距,此外水

闸控制运用、防汛管理、安全管理等关键环节尚缺乏统一的技

术标准支撑,使得管理单位缺乏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4)维修

养护不到位。该问题主要表现在闸室、闸门及启闭设备维修养

护不到位,工程形象面貌较差。水闸维修养护不到位,安全隐患

得不到及时治理,效益不能正常发挥,运行风险高。为此,在制定

水闸标准化管理评价标准时借鉴了专项检查成果,将水闸实体

安全问题统一简化归类,加强关注闸室、闸门及启闭设备等重点

部位,消除安全隐患。但其维修养护的项目分类与标准化管理内

容不一致,水闸管理单位在执行维修养护时易造成混乱,导致维

修养护不到位。 

3 水闸工程施工要点 

3.1施工准备 

在施工准备环节,测量队伍、技术人员等要深入施工现场细

致勘察,了解施工区域的地质构造、水文环境等,判断设计方案

中给出的水闸位置是否合理。当发现水闸施工位置有水流时,

应提前处理现场,创造有利的施工条件。同时,应保护周围建筑

物、结构物,减少威胁施工稳定性的因素,计算基础承载能力,

分析荷载增加后基础的沉降情况,制订合理的基础加固方案,预

防基础不均匀沉降。 

3.2基础施工 

水闸工程施工中基础部分的处理具有一定难度,这主要因

为基础长期被水浸泡,抗压能力、抗渗透性明显不足。因此,需

要在施工期间重视技术与质量控制,对基础做出有效处理。施工

中应准确了解各项开挖数据,严格控制开挖深度,预防超挖现象,

并基于数据计算基础的承载能力,采取针对性加固与抗渗措施。

水闸蓄水期间,迎水面的水位偏高,当水位差过大时会出现基底

渗漏,因此,土质基础地段会出现微小颗粒渗流现象,造成闸底

掏空。对于该情况,基础施工部分还须在提高水闸抗滑性方面采

取有效的施工措施。具体来讲,可在上游与下游连接段位置采取

基底防渗措施,修筑合适的防水设施,安置反滤设施,并铺设防

渗土工膜。施工期间消力池底板结构也是基础施工的重点,应严

格控制碎石层、土工布、素混凝土垫层等层次的厚度,并安装配

套排水管,实现底板结构层的反滤排水功能,为保障水利工程稳

定进行奠定良好基础。 

3.3开挖和处理技术 

(1)在土方开挖工作中,若是遭遇坚硬岩石类的障碍物,应

充分运用手风钻开展钻孔,然后进行潜孔静态爆破处理等,确保

施工质量与进度,保证施工安全；(2)在基坑开挖操作过程中,

应选用挖掘机进行基坑土方开挖施工操作,确保护坡的高度满

足施工规范要求；(3)在开挖过程中,应采取排水设施及时排除

基坑中的积水,有效设置排水沟与集水井系统,必要时设置井点

降水并做好抽排水；(4)在钻孔操作中,需要保证钻孔的整洁性,

采用水枪及时冲洗钻孔,为钻孔保持整洁干净提供保障；(5)在

钻孔操作过程中,还应该做好编号,根据设计图纸位置进行定位,

确保偏差不超出规范规定,在钻孔操作结束之后,及时确定钻孔

的深度,并确保钻孔的整洁干净。 

3.4混凝土施工 

为避免影响水闸工程施工进度,要根据施工现场实际需要

拌和生产混凝土、组织混凝土进场,并提前完成质量与技术指标

检测工作。将拌和站设置在邻近施工区域位置,避免延长混凝土

运输时间。硬化处理运输通道,避免过于颠簸导致混凝土离析。

同时,拌和过程中应严格执行配合比要求,保证拌和时间充足。

混凝土运送至施工现场后,以分层分块浇筑法完成施工,在斜面

上浇筑混凝土时要按从低至高的顺序施工,浇筑期间应做好振

捣工作,避免混凝土和易性差从而影响固结效果。同时,浇筑期

间严禁随意在混凝土中加水调节流动性,并要控制浇筑面层的

平整度。浇筑施工结束后6h内需要覆盖、洒水,保持混凝土表面

湿润,严格控制结构内外部温差,避免出现裂缝等质量缺陷。混

凝土内部中心点温升高峰值通常在浇筑结束后的72h内出现,随

后开始降温,需继续养护,至少养护14d。 

3.5水闸的验收要点 

水闸要发挥作用,加工制作过程中一定要安排监理人员及

施工质量管理人员进行设备监造,核对其设计尺寸及厚度,加工

的精度、挠度、变形量等,防止水闸加工制作好后无法安装或启

闭不顺畅,影响使用功能。在制作加工验收合格后进行涂料层、

防腐层的施工,并经施工自检、监理平行检测、建设单位对比检

测合格后方可出厂,为了控制闸门的质量,监督部门及建设单位

还安排了不打招呼的飞行检测,很好的控制了闸门的工程质量。

闸门需要焊接时一定要控制好焊接拼接质量,防止错位或挠度

过大影响安装。在闸门的运输和起吊过程中,要注意做好闸门

的成品保护,如有划伤等需要重新补漆。在安装起吊前编制专

项的起重吊装方案,并严格按方案执行,由专人看护、指挥,确

保了闸门的安全顺利吊装安装完毕,很好的控制了水闸的施工

安装质量。 

4 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对策 

4.1注重日常运管记录,建设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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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过程中要注重建设一套规范化管理

模式。日常运管过程中切实履行一套完整的规范程序。闸门启

闭时,现场要布置操作规范、安全规程、应急操作流程和设备主

要技术指标。水闸四周要布设安全警示标志,操作室内要布设水

位流量关系曲线等上墙图标,便于操作和参考。严格遵循调度指

令,严格把握操作闸门启闭的时间和尺度,以标准化操作完成每

一次闸门启闭,要确保各项记录齐全、完整、准确,内容详实、

签名真实有效等。 

4.2加强保障,提升标准化工作成效 

首先,应该加强对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只有经过专业培训和考核的人员才能进行相关标准化管理工

作。相关部门、机构可以设立专门的培训课程,培养具备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人才,并颁发相应的证书。然后,还应该建立一个完

善的监管机制,确保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措施得到有效执

行。监管机构可以定期进行检查和评估,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工

程进行整改或处罚。同时,还可以建立一个水闸工程信息共享平

台,促进各方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提高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后,应该加强对水闸工程领域风险管理相

关标准的宣传和推广。可以通过组织培训班、研讨会等活动,

向水闸工程从业人员介绍 新的标准要求和方法,使水闸工程

标准化管理人员了解当前管理的先进技术,掌握标准化管理思

维。此外,水闸工程企业需要根据岗位和职级,明确可以量化的

绩效目标以及激励机制,按标准化管理要求,对表现突出的员工

进行表彰和激励,特别是管理经验的输出和共享,同时对出现重

大失误的员工给予相应的述职通报和惩罚,进而形成良性竞争

环境。 

4.3优化项目管理标准体系 

在实际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过程中,相关企业在明确项目

管理模式的同时,可以从协同的角度出发,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和

管理质量；其次,为了有效提升标准化管理的水平以及质量,更

需要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优化标准化管理体系和制度。在对管

理人员进行相应的规范和约束的前提下,重点是要优化工作流

程和工作指引,明确工作职责以及工作内容,保障责任到人。标

准化考核制度优化为标准化管理操作手册,一方面提升施工的

安全性以及稳定性,另一方面加强项目管理有效性以及管理水

平,降低职能壁垒和管理内耗。 

4.4强化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 

对于水闸工程建设来说,企业必须要明确质量管理的重要

性,建立完善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对设计和施工整体过

程进行精准控制,保障水闸工程质量,尤其是以下三个方面需要

重点优化提升。首先是图纸质量,是水闸工程整体质量保障的基

础,因此一定要强化图纸质量的管理,在实际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需要按水闸工程的标准和要求落实,同时也需要考虑当前实际

情况,对图纸质量进行修正和纠偏管理,提升设计图纸的有效

性；其次是材料质量,在水闸工程施工之前,必须经过完善的验

收和审核,除了必要的质量检测证书,还要进行抽样检查,符合

要求的材料才能投入使用,避免以次充好现象发生和蔓延； 后

是产品质量意识,管理人员不仅要选用先进的硬件设备和科学

的管理方法来执行关键操作,更要对自身的岗位专业知识和管

理能力进行不断提升,增强水闸工程质量管理意识,确保水闸工

程全生命周期各个管理环节按计划落实。 

5 结束语 

水闸是水利工程的关键基础设施,对实现水利工程效益起

着关键作用,严格质控是实现水闸功能与价值的关键。应规范掌

握工艺流程,明确各项流程的技术要求,保证水闸工程标准化管

理施工操作有序、标准。在此基础上应加强水闸工程标准化管

理,结合标准、规范的技术要求严抓施工质量细节,以提高水闸

施工质量控制水平,顺利完成施工任务,实现水闸各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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