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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信息化技术为各行各业的改革与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水利工程作为惠及于民、促进国家

繁荣的工程，工程的质量一直备受关注。良好的施工质量离不开完善的施工管理制度，随着工程施工技艺的进步及机械设备

的更新迭代，传统的施工管理方式渐渐展露出了诸多弊端，愈发难以适应新时代施工管理的要求。完善的施工管理监督体系，

是良好施工质量的坚实后盾，使得水利工程施工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因此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中，使用信息化技术有助于管

理模式的完善和施工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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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cial progr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As a project benefiting the people and promoting national prosperity,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Good construction quality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a perf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With the progres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updating and iteration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thod gradually reveals many drawbacks, which i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he perf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system is the solid backing of good construction quality, which enables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o be 

carried out in an orderly manner. Therefore,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mode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Keywords: information ag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quality control; strategy 

 

引言 

水利工程施工的过程中涉及到机械电器、建筑、地理

等多方面知识，涉及领域较广，使用的设备与技术专业性

高且数量多，在关键施工阶段更是需要实现时间与空间的

紧密配合，因此水利工程具有施工量大、工序多而复杂等

特征，水利工程密切关系国民利益，施工质量关乎工程投

入使用的寿命与效果，但建设过程中影响施工质量的因素

较多，完善的施工管理制度有助于裨补阙漏，由于水利工

程的特性，施工管理质量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达成，

随着多年来技术的创新与科技的发展，我国水利工程建设

取得了比较优秀的成绩，同样在建设中发现了诸多问题，

为促进水利工程健康的长期发展，在信息化时代对施工管

理质量的创新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1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特点 

1.1 施工周期长 

水利工程建设由于施工工艺多、地理位置偏远等因素

导致工程量较大，在施工过程中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

财力。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会受诸如施工环境等多种客观

因素影响，如恶劣天气影响会使施工进度受阻，相关施工

工艺实施与过程管理等也需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诸多因素

对施工进度均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水利工程具有施工周期

长的特点。 

1.2 质量要求高 

水利工程项目惠及于民，利于国家发展，因此对工程

建设的寿命及使用运行有着较高要求。水利工程施工通常

在露天环境下，对建筑工艺、设备选用及施工的工序、施

工标准都有严谨精确的要求。由于水利工程的特性，对施

工稳定性、抗腐蚀能力、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要求较高，

材料选用及存放管理无一例外都有明确的标准与要求，因

而对整体施工质量的要求较高。 

1.3 安全隐患高 

水利工程建设通常在沿海、河流湖泊等地域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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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时易受潮汐、雨水等自然条件影响；施工过程中时常

会出现用电不规范等情况带来的安全隐患，受多种因素干

扰下再执行高标准的施工要求，因此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尤其是在易发生水患的地区作业时，安全隐患更为突出。 

1.4 涉及面较广 

水利工程建设主要围绕蓄水、防水和治水等方面进行

施工，在涉及面较广的同时，也受地理位置、气温和气候

等因素影响，使用的能源和技术通常不固定，导致水利工

程涉及面较广，工作强度与季节性特征较强。 

1.5 生产组织复杂 

水利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会涉及到力学、建筑构造、地

基基础和机械设备等技术和专业知识，因此在特定的工序

中常常涉及到多工种综合作业的现象，进而使施工过程对

作业人员的协调上具备一定复杂性。 

2 水利系统建立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2.1 水利工程的概念 

水利工程的建设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利用、开

发、控制、保护水资源，对于洪水治理水利工程也有着不

可磨灭的贡献，对于构建周边良好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

利用水利工程可以做到农田灌溉、水力发电、生活供水等

工作，因此水利工程是造福百姓的建设工程。水利工程建

设需大量用地，因此施工场地附近的居民因妥善安置搬迁

工作，在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前首先应保障居民的合法权

益，对施工全程涉及到的每一环节进行合理规划。 

2.2 管理决策科学性的必然结果 

信息化管理体系应有所依托，水利工程建设开展前应

对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综合考量，

以此制定完善的信息化管理体系。例如在施工准备期间，

整合施工所需的数据及材料，将数据与材料按类型区分进

行整理，施工管理部门对数据和资料进行全面分析，分析

过程中应以全面性思维进行思考，将可能发生的问题记录

好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随着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施

工的流程及工艺在全方位进步，因此传统施工管理方法存

在一定局限性，对现代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要求无法完全

匹配。因此应充分应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实行现代信息化

施工管理，对施工每个环节进行管控，分析施工过程中的

数据信息，并进一步进行整合，有助于施工管理的高质量、

高效率开展。 

2.3 加强施工资源共享 

为保障水利工程施工顺利开展与进行，需要大量数据

及文件，主要的文件有施工方的施工组织设计文件、质量

管理文件、安全管理文件和工程设计文件等。因此在水利

工程建设的管理中，加强资源共享有助于减少信息差，

消除信息不对等的现象。在资源共享过程中，企业收获

了更多经验与数据，有助于优化施工过程，完善管理体

系与制度。 

3 水利工程施工时存在的问题 

3.1 施工安全问题 

为满足蓄水需求，水利工程建设的地域通常在沿河和

滨湖等地区实施，由于地理因素影响给施工安全增添了极

大难度，施工过程中存在安全管理不够细致、安检仪器落

后、施工用电和临边作业不规范等问题；由于作业人员素

质难以保障，导致其安全意识有待加强，因对安全不够重

视而导致不规范操作的现象经常发生，完善与规范的施工

安全管理首先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意识的普及与培训，

确保现场施工作业过程中人人重视安全、规范操作。 

3.2 施工管理人员素质问题 

随着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施工中应用的机械设施、电

子设备也日新月异，为施工提供了极大便利。施工技术发展

的同时管理模式也应与时俱进，不论是管理理念还是方法，

都应顺应时代需求。就当下情况而言，现有施工管理人员由

于工期忙碌和工地的嘈杂环境，缺乏时间与环境进行相应学

习，无法满足新时代工程管理的需求，在质量把控、施工效

率及节约成本等方面依旧是传统的管理方法，存在较大局限

性。高学历的专业人才往往缺乏实际经验，对施工管理大多

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导致做出的结论与措施往往与实际脱

轨，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与积累方可胜任，进而导致施工中

极度缺乏新时代工程管理人才，使施工效率难以进一步提升。 

3.3 施工过程中的成本管理 

在水利施工过程中成本管理是一项关键工作，由于水

利工程施工量大的特点，招标环节将投入大部分资金。在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倘若工程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管理成

本的能力，工程的进度就难以把握，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导

致成本管理的工作受到诸多限制，很难真正收到成效。 

4 信息化时代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质量控制策略 

4.1 施工材料与设备的控制 

在施工材料与设备的管理上，应用信息化系统进行管

理具有更高的管理效率。材料运至现场之后需要对材料进

行质量检查，并且对采购单据的信息和材料的型号数量进

行核查，确保施工场地所用材料符合标准，管理施工材料

时循序渐进的引入信息化技术，并对材料进行种类区分，

进行分区管理及分类保管。例如在散料仓当中需要存储一

定量的掺合料、水泥等，专用库中存放钢材、袋装粉状材

料，并按照材料存放的要求做好保存处理，如防雨防潮等

保护措施应全面完善。在材料入库后，应将材料的入库时

间、种类及制造商名称等关键信息一一标记清晰，避免误

用施工材料进而打乱施工节奏的情况出现，将材料的详细

信息通过 rfid 进行记录与保存，材料信息记录完毕后将

相关数据通过物联网上报，为保障材料的存放应对温度与

湿度等相关关键参数进行实时关注。在设备管理方面通过

BIM 技术与数字孪生技术结合，将设备运行的状况及数据

通过清晰的图像展现。在统一基础数据库和高精度三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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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条件下，对设备的使用情况可做到实时的了解与把控，

实现对机械设备的精准管理。BIM 技术具有统一处理水利

工程周边的地形、地貌等信息的效用，是新型的数字平台，

二维与三维结合的模式在管理中更便捷、更直观。 

4.2 对工程施工方法的控制 

在施工方法控制过程中，应参考水利工程的特点选择

合理的施工方案，保证其符合水利工程的需求。并且通过

BIM 等综合化地对各种因素进行分析，采取效率最高、施

工工序更优良的方案，进而保证水利工程投入使用的效果

与质量。在控制过程中发挥信息化技术的优势，结合施工

过程应用合理的工艺，使工程的精密度提升，进而通过施

工管理提升施工质量。通过 BIM 技术进行施工模拟，是对

施工方法有效控制的手段之一。采用 BIM 建模将施工过程

与进度通过三维图形进行演示，并且将时间信息和空间信

息集成到可视的模型当中，以模型信息为基础进行相应的

管理。在此过程中应注意工艺分解的合理性，可通过使用

WBS 技术分解各任务，通过 3D 模型关联施工进度，进而

将现场施工的流程直观的展现在屏幕中。通过施工模拟技

术，在施工技术与方法的演示中可进一步推测合理性，便

于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以此不断完善施工过程和计划。

在实践中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以图片、动画结合的形式

对施工关键工序进行模拟，有助于施工合理的实施与进行，

有助于对施工过程达成有效把控。 

4.3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控制 

水利工程建设离不开对质量的检测，为保障工程拥有

良好的寿命，正常投入使用，对质量的检测是举足轻重的

重要环节，应用信息化技术的优势构建检测制度，有助于

提升监管效率。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应具有包容性，通过信

息平台对重要政策进行通告，将联系方式、工程建设动态

与进度等信息进行公式。为确保管理方案适用于实际工作

中，应结合工程建设情况，对质量检测方法进行创新，如

通过执法仪进行数据采集，进而构建质量检测平台。自动

采集执法仪可实现对视频、音频、照片、日志等数据的采

集。由于水利工程施工的特性，在执法仪采集数据管理过

程中，当数据储存空间不足时，系统将对数据进行优化以

保障信息的完整性，确保数据采集的全面性及有效性。在

执法管理平台规划设计时，应当设置如实时视频、指挥调

度、轨迹回放、电子围栏、文件管理、报警报表等功能，

以保证移动平台整体工作开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实时视

频功能的实现，需在水利工程现场安装摄像头，并基于

5G 无线通信技术，保证水利工程现场影像资料传输的时

效性；在指挥调度工作开展时，可基于无线通信传输技术、

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实现可视化巡逻管理、可视化出警管

理，保证管理人员及时了解现场执法处理情况，及时调度

水利运行计划，为施工有条不紊的进行提供良好环境；轨

迹回放功能的实现，主要是基于特定的监控摄像设备，对

需要查看的目标时间段进行视频影像回放，进而了解水利

工程运行变化的实际经过，进而采取针对性的管理措施，

使水利工程在安全可靠的条件下有序进行。 

4 重视质量管理，健全考评体系 

在施工管理质量控制的过程中，项目的质量问题通常

作为首要问题。在实际的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即便有详

细的施工计划，但施行过程中难免有突发问题出现，为从

根本上减少或解决问题的产生，应加强质量管理的力度及

重视程度。施工管理部门应对法制建设有充分认知，将法

制意识普及到每一位施工人员，在完成法律法规及施工工

程规章条例的学习后，监管部门应在施工过程中对质量进

行相应把控，将质量管理的要求贯彻落实。在水利工程施

工中，健全的管理监督体系是把控工程质量的有效途径，

在质量控制的体系中应将各部门的职责划分清晰，将责任

感渗透至每位参与建设的人员中，使监督管理发挥应有的

效用。在监管制度制定时，应根据工程项目特点，探讨出

质量把控的关键施工环节，进而对该环节进行重点管理，

通过具有重点与针对性的管理，提高了质量管理的效率，

在对质量监管的过程中，对产生的问题应积极与相应部门

沟通，以保障工程质量、工程顺利建设为目标，解决问题

的同时避免类似情况再次产生。 

5 结束语 

水利工程建设具有跨度大、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因此

对于施工管理的质量要求较高，完善的施工管理对水利工

程的健康发展有战略性意义。我国在水利建设的发展过程

中拥有丰富的经验与成就，随着技术的进步，水利工程的

质量管理要求也与时俱进，但由于工程本身的特殊性，在

实际施工过程中仍暴露出了施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隐患，

任由问题发展势必产生不良影响，对施工进度产生重大影

响，进而影响整体工程质量，因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水

利工程建设中的有效措施，善用信息化时代的优势，创新

管理方法，打破传统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多角度对水利工

程施工管理进行质量把控，有助于水利工程施工进一步的

规范化，能有效提升水利工程的质量，从根本上保证施工

的有序进行，进而实现对施工质量的有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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