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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不断发展过程中,对工程管理手段有着更严格的要求,利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管理手段,成功将“互联网+”二

维码技术应用到项目人员管理、技术交底、安全管理、质量管控、实测实量、物资验收信息记录、进洞登记、防汛定时定点值班信息记录、

危大工程变形观测实时记录等方面,“互联网+”二维码技术的引进,极大提高了水电施工领域的管理水平,本文对水利工程中二维码如何应

用进行阐述。 

[关键词] “互联网+”；二维码技术；现场管理 

 

拉哇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上游,左岸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拉

哇乡,右岸为西藏昌都自治州芒康县朱巴笼乡,是金沙江上游13级电站开

发方案中的第8级,上游为叶巴滩水电站,下游为巴塘水电站。拉哇水电站

属一等大(1)型工程,电站枢纽主要由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右岸溢洪洞、右

岸泄洪放空洞、右岸地下厂房等建筑物组成,总装机容量2000MW。水库正

常蓄水位2702.000m,死水位2672.000m,为季调节电站,面板堆石坝坝顶高

程2709.000m。电站的建设期为10年。 

拉哇水电站工程体量大、战线长(11km)、工作面广、人员分散,作为

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本工程属于国家重点工程,受社会各方的重

点关注。而且在本类工程中作为公司传统水电体量最大项目,承载着公司

另一项重要任务：以现场保市场,带动公司市场营销工作。因此本工程无

论是从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打造亮点工程显得意义重大。 

借此本项目结合信息化发展,经多次开会讨论决定：在信息化新时代,

将信息化管理技术与项目管理相结合。经过市场调研,在传统水电领域还

未引进“互联网+”二维码技术管理模式。因此项目大胆创新提出：“将互

联网+”二维码技术应用到项目施工管理中,将人员管理、技术管理、安全

管理、质量管理、防汛值班管理、危大工程变形观测管理做到可追溯性。 

利用二维码信息技术替代以往长篇大论的纸质版技术交底,集中会议

室开会换成现场讲解使用方法,这种“新奇”获取内容的模式,极大地调动

生产一线工人的积极性,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二维码在项目管理中应用情况阐述 

在工程建设管理中,我单位引进“互联网+”二维码技术,将人员管理、

技术交底、设备管理、材料验收、质量管控、安全巡检、防洪度汛、危大

工程实时变形观测等全方面覆盖,极大提高现场管理水平。 

1.1人员管理创新 

工程施工高峰期的施工人员多达800多人,在人员管理方面做到“一人

一帽一码”信息公开化,针对每个人量身定做一个二维码,里面包含入场教

育、姓名身份、工种、所持证件等详细信息,将二维码打印出来,贴在每个

人的安全帽后面,通过电脑终端,可以实时更新人员信息,做到实时更新,

随时可查,有据可查。极大方便现场人员的管理。 

1.2技术交底创新 

筹建期左岸工程,工程体量大,工作面广,战线长,前期交通不便,施

工人员多等特点,在每个工序施工作业前都要进行相关的技术交底,老

方法技术交底无法全面普及一线作业人员。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前

设置好交底相关信息,在现场建立二维码展板区,分片区进行现场演练

讲解使用方法,使每个人都能获取二维码里面的内容信息,一线作业人

员利用空余时间,拿出手机扫一扫,就可更便捷、更详细、更快速,重复

对工序、工法进行学习,从而有利于施工顺利推进,既保证施工进度,也

保证了施工质量。 

1.3设备管理创新 

筹建期左岸工程,工程体量大,工作面广,投入机械设备数量多,施工

作业时间较长,存在一定的故障及安全风险。本工程建设地点位于高山峡

谷中,交通运输不便,一旦主要设备出现故障,更换配件较为麻烦,同时影

响施工进度,从而增加施工成本。通过在大型设备及运输设备张贴巡检二

维码,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巡检过程中及时扫码上传设备运行状态,通过特

定程序设置,运行一定时间或者存在有故障的风险,系统会将预警信息通

过微信自动发送到设备管理人员手机端,做到及时检查、检修。保证施工

连续进行,消除由于设备故障造成的停工风险。 

1.4材料验收创新 

通过电脑程序提前设置好相关模块,制作成二维码粘贴在材料信息牌

上,对每次新进场的材料进行验收,现场管理人员将新记录通过扫二维码

的方式录入,信息将在电脑后台生成记录,然后定期导出归档即可。设置库

存预警机制,现场管理人员定期将材料的库存量进行扫码添加更新,材料

库存量低于5t的时候,会自动提醒设备物资部,及时添加材料,保证现场施

工连续性。 

1.5质量管控创新 

对于工作面“面多点广”,在各工作面设置质量管控二维码展板,每个

二维码可增设隧洞开挖支护情况、三检制执行情况、记录每仓验收及浇筑

等详细信息,真正做到施工质量透明化、公开化。 

1.6安全巡检创新 

“三管三控一协调,安全管理最重要”,安全管理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属

于非常重要的。本工程属高山峡谷长隧洞工程,施工强度高,安全风险大,

针对用电安全,将配电柜落实“一柜一码,一区一人”,工区内每个配电柜

贴上巡检二维码,各施工片区配备专业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将用电线路、配 

制定明确的修补方案,规划修补流程,以提高裂缝修补工作质量,降低裂缝

的影响,维护大坝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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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柜(箱)使用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将巡检信息扫码上传,通过终端特定

设置,安全部门及安全总监会第一时间收到,便于领导对现场安全情况实

时跟踪。 

筹建期左岸工程隧洞大部分处于金沙江水位线以下,在隧洞开挖过程

中抽排水的连续性是制约隧洞开挖进度的关键因素,对隧洞抽水投入的水

泵实行24小时跟踪记录,通过提前设定程序,现场人员每隔一小时上传抽

水情况记录,管理人员在电脑终端导出水泵抽水记录,通过计算分析,掌握

水泵运行状态,若发现异常,可及时对水泵进行检修,确保洞内排水处于受

控状态,保证隧洞开挖正常进行。 

1.7防洪度汛创新 

本工程属高海拔高寒气候,汛期长,每年4月底到10月底持续6个月,为

保证防汛值班人员在岗,值班情况真实性。设置“三定”(定人、定点、定

时)二维码发挥作用,每个手机号绑定一个管理人员姓名,在电脑上设置好

相关功能,在现场制作二维信息接收码,防汛值班人员通过手机扫描将现

场值班信息上传,页面就会自动跳出值班人员、值班时间及值班地点,后台

可查询值班记录,监督值班人员在岗情况。通过上传流量及水位,若超过警

戒水位,系统会及时发出水情警报,通过手机端提醒相关领导,以便及时作

出相应安排部署。 

1.8危大工程实时变形观测创新 

在筹建期左岸工程Ⅷ号堆积体治理属于危大工程,Ⅷ号堆积体位于拉

哇沟下游150m～750m的金沙江左岸,分布高程为2545m～2950m,堆积体地

形坡度33°～37°,平面面积为0.18km
2
；堆积体组成物质以碎石土夹块石

为主,局部有大孤石,多呈松散状,钻孔揭露的最大厚度约57m,估算体积为

410×104m
3
；该堆积体为沿岩体优势结构面、裂隙及随机层面发生多次小

型滑动形成的崩滑堆积体,在崩滑过程中伴随着水石流堆积,自然状况下,

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针对Ⅷ号堆积变形观测,项目部积极利用“互联网+”二维码技术,在

堆积体附近设置工程告知牌,定期对Ⅷ号堆积进行观测,将观测数据及时

上传,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告知牌上二维码数据实时更新,管理人员可扫告

知牌上二维码,掌握Ⅷ号堆积的监测数据,从而知晓堆积体目前状态是否

稳定,最大限度保证一线作业人员的财产生命安全。 

2 二维码的制作及读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二维码的制作及读取的技术已经相当成

熟,如下简单介绍：①收集需要在二维码中显示的相关文字、数据、图片

信息。②通过电脑端设置特定程序,利用电脑网页及手机软件生成二维码,

将要现实的信息录入进去。③将生成的二维码用粘贴纸打印,粘贴在相关

部位的相关构件上,需要集中放置的二维码,利用展板的形式,制作放置在

营区附近,方便工人扫码查阅。④通过电脑端定期更新二维码中数据信息,

保证一线作业人员及时了解现场实际情况。⑤通过电脑端,定期将二维码

中记录信息导出存档。 

3 二维码技术在项目中应用取得的成效 

(1)极大提高一线作业人员的工作热情。以往施工方案及技术交底都

是纸质版,人员集中在会议室交底,每个人想了解的内容都不相同,集中交

底成效不明显。通过扫码的新兴方式,调动了工人的“好奇心”,做到技术

交底普及到每个作业人员手上,取得的成效比较明显。 

(2)规范原材料的使用情况。通过二维码记录每次进场材料验收、

出库情况,全过程跟踪原材料的使用情况,做到追根溯源,提高原材料的

利用率。 

(3)提高机械设备的利用率。通过每天对大型设备的巡检,将巡检情况

及时上传,掌握设备运行情况,及时对设备存在的问题进行维修调配,保证

巡检数据的真实性,提高施工效率。 

(4)降低现场安全风险。通过对配电箱(柜)及线路定期巡检,及时反馈

相关信息,通过特定的程序,存在问题会触发预警,预警信息会及时传到专

业人员手机端,真正做到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 

(5)利于企业文化推广,二维码可融入水利工程现场各方面的管理措

施中,有着更高效、更真实、更便捷等特点,增设“互联网+”二维码信息

化管理系统无疑是水利工程管理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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