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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水利水电事业也出现了稳定快速的发展,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

要,现如今我国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型的水利水电建设项目,但是在施工和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施工力量

薄弱,工程的管理不到位,以及后期的养护不够等一系列的问题。虽然我国在水利水电发展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经验,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还有出现大量的问题。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当前水利发展的必

然措施。本文首先介绍了水利水电的施工技术,其次对水利水电建设的过程中的施工技术进行了探讨,

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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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建筑施工技术概述 

技术对于各个行业来说称得上核

心竞争力,而且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技

术进步也在推动着社会进步。结合水利

工程建筑的主要目的,也即对水能的充

分利用,那么该工程不仅体现出环保意

识,也表明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先进

性。水利水电作为可再生资源,具有清

洁性、无污染等优点,对于该类能源的

利用也是社会科技进步的重要体现。同

时,只有借助于先进的技术,水利工程

建筑才可以成功实行。由于水利工程建

筑的施工技术对水利水电的效益起到

直接影响,并且水利工程建筑不能被看

做一个简单的工程,而应视为整个水利

工程中的关键构成部分。对此,必须在

水工程建筑的过程中应用先进的技术,

才有助于该工程质量的保障,并促进其

作用最大化的发挥。 

2 水利工程建筑的施工技术分析 

2.1坝体填筑的施工技术。坝面流水

是施工技术中的关键,在作业过程中,作

业的方向和工作段的大小都应该依坝面

的面积来确定；工序的确定是要根据主

要的作业内容来进行,并且应该最大限

度的减少作业循环的时间。 

2.2预应力锚固技术。预应力锚固技

术指的是预应力岩锚和混凝土预应力拉

锚的总称。对于稳定性要求不同的不同

坝型,为了能保证其基础的稳定并且与

上部的结构能够相适应,就需要符合与

上部结构较为适应的标准以及规定；而

对于坝基或坝体,它们的正应力随着对

坝基所施加的锚固荷载而增大；最优的

锚固角度的选择则需要由现场的施工条

件来决定。 

2.3坝坡混凝土面板施工技术。坝坡

混凝土面板施工技术主要是采用无轨滑

模施工,中心条块向两侧调仓浇筑从而

形成面板,对于面板混凝土的厚度都有

相应的规定,通常情况下要使用25～

30cm的分层布料；对于卸料口、插点间

和振捣深度都有相应的要求,卸料口到

滑膜上口的距离要在1m的范围内,在插

点之间的间距则要保持在40cm的范围内,

振捣的深度需要达到新浇混凝土以下

5cm,并且在模板上口是不能放置混凝土

的,面板两端在提升的过程中需要保持

平衡、匀速。脱模之后的混凝土需要进

行修整,及时将压面混凝土抹平,并且在

表面要粘上相应的绒毛保温被。 

2.4围堰施工技术。围堰是在工程建

设过程中为了建设永久性水利建筑设施

搭设的临时维护结构,避免土、水进入建

筑施工位置。一般围堰施工包含两种。

第一是土方围堰。该技术成本较低,实用

性较强,包含“过水土石围堰”和“不过

水土石围堰”两种,如李家峡、龙羊峡等

工程直接浇筑混凝土心墙；铜街子、葛

洲坝、龚嘴、大峡工程、长江三峡等均

利用堰基覆盖层完成防渗工作,在堰体

中打孔成墙。第二是木板桩围堰。该技

术适合面积和深度不大的基坑,若水较

深,可利用双壁木板桩,在中间填土,高

度低于6～7米。 

2.5抗滑结构施工。混凝土抗滑结构

包含混凝土抗滑桩、沉井等方式。其中,

抗滑桩的应用范围较大,当滑动面的倾

角较小,则治理效果良好。抗滑桩间距、

平面位置、排距等和滑体的含水情况、

密实度、滑坡推力等相关。当抗滑桩开

挖到3～4米时,需要在井壁上喷30～40

厘米混凝土,并对情况良好的井壁通过

喷锚挂网、打锚杆的方式完成支护；混

凝土沉井属于框架结构,需要分部进行

施工。沉井在工程中具有抗滑桩的功能,

同时相当于挡土墙,在设计时主要结合

基坑施工条件、受力情况、场地布置等

方面开展工作。具体方式包含沉井制作、

平整场地、沉井下沉和填心等工序。下

沉需要借助人力开挖,按照“先挖中间、

后挖四边”的方式进行,当沉井就位后,

应首先清洁基面,设置直径为25毫米锚

杆,间距2米,深度3.5米,其次浇筑强度



工程技术发展 
第 2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05(P) / 2737-4513(O)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8 

Engineer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15混凝土进行封底,最后在填心工序中

采用100号毛石混凝土结束施工。 

3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 

3.1规范准则落实不到位。水利工程

大多是为了防洪泄洪所建设,这直接关

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

建设水利工程时,必须要严格按照相关

要求来操作,这样才可以确保水利工程

的质量。然而通过调查可知,当前我国很

多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并没有严格按照相

关要求进行施工。有些施工单位在采购

原材料时故意采购低价格、低质量的原

料,有些施工单位干脆直接偷工减料。不

仅如此,当前我国部分水利工程设计师

所设计的水利工程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防洪标准,当洪水真正到来时可能就会

出现严重的安全问题。 

3.2质量管理标准模糊。从我国当前

的水利建筑的施工过程来看,很多建筑

工程的质量管理受到多方面的制约,比

如人为因素、环境因素等,这就难以保证

质量管理工作很难触及到项目的各个方

面,使得水利建筑工程的建设单位、监理

单位、施工单位模糊自己的职责,从而造

成了质量管理定位模糊,质量安全管理

缺失。 

4 水利工程建筑的施工技术和

管理的有效结合 

4.1制定健全的技术组织管理制度

与规范。在水利施工过程中,技术难点

与重点是对安全生产的保证,一定要

注重施工的安全性,配合科学、有效的

监督管理机制建立完整、实用性高的

管理体系,实现对施工全过程的高效

约束与监督。促使相关的工作人员清

楚自己的责任与安全生产之间的关系,

遵守相关的规范和管理制度,一旦发

生意外事故,要进行一个全面、彻底的

调查,对事故原因进行技术和管理方

面的分析和总结。 

4.2提升水利施工的技术水平。随

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信息化

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也要加大对水利

施工技术的研发创新力度。例如说我们

可以建立水利工程安全管理信息系统,

充分运用新时代的信息化水平较高的

特点。通过对当前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来增强水利工程建筑施工的技术水平与

质量。最后,我们也要注重与一些科研院

校和相关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可以

通过与这些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来为该

技术的发展提供一些人力资源。通过这

些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而为该工程的建

设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从

而有效的提升该施工的技术水平。 

4.3完善施工质量的管理。优质的水

利工程是与施工中质量的管理紧密相连

的。只有施工单位、监管单位、建筑单

位等相关单位积极配合监督管理,才能

使施工质量达到最优。首先施工单位要

对施工组织进行合理分配,并且结合施

工组织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方

案。其次,相关的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对

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等问题进行反复检查,

一旦发现任何质量问题,立即进行处罚

以及责令其施工部门停工,返工。其次就

要制定健全的质量保证的体系,使得监

督管理人员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在一切

的施工过程中,都应该把质量作为一切

前提。在施工过程中,施工质量的监督管

理直接影响着施工的质量,完善的监督

管理制度,能有效的提高施工的质量,是

促进水利工程质量以及施工成本的主要

措施之一。 

4.4加强技术培训,提高现场技术人

员专业素质,促进施工质量管理实施。工

程施工企业在进行招聘过程中要注重对

操作人员技术人员专业技能素质的考

核。注重在岗在培训工作,通过培训工程

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同时,也培养

施工人员的施工安全意识,促进工程施

工安全管理,降低工程事故发生。 

5 结语 

鉴于水利工程施工的规模大、技术

复杂、工期紧张的特点,要十分重视水利

工程施工在专业技术上的要求。同时,

不断强化对技术的管理策略,将二者进

行有机地结合,促使其相互协调。对施工

技术的管理就是对生产经营中所涉及的

技术进行有效的调配和组织,实现科学

管理。将科技变为生产的动力,实现提高

效益的目的。同时,还要明确安全生产的

核心管理目标,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实现

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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