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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面临着较高的安全风险,安全管理既是保障工程建设安全性的客观需要,

也是发挥工程价值的先决条件。文章基于此,首先从提高安全管理意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创新安全

管理方法、加强施工安全教育四个方面,提出了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的策略,继而立足水利水电工程的

建设流程,分别探讨了设计、施工、运维三个阶段的安全风险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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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s faced with high safety risks. 

Safety management is not only the objective nee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but also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value of the projec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irst puts forward safe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from four aspects: improving safety management 

awareness, perfecting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ng safety management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construction safety education. Then,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t discusses safety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in three stages: desig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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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作为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在水资源管理、防

洪防涝、保障通航以及发展新能源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中,安全管理是最为基

础、最为重要的部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面临着多重安全风

险,如材料风险、设备风险等,应构建工程安全管理体制,并针对

安全风险,采取好预防措施。 

1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策略  

1.1提高安全管理意识 

安全重于泰山,提高安全管理意识是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

理的先决条件。首先,加大安全领域的投入力度。工程领导层应

深刻认识到安全管理对于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将安全管理摆放

在首要位置,一方面,通过定期召开安全会议、强调安全重要性

等方式,引导施工人员树立高度的安全意识,另一方面,加强安

全领域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力度。其次,推进安全文化建设。

当前,文化在工程安全管理中的重要性与作用已经得到了深刻

的认识。应稳步推进施工现场文化建设,并将安全文化作为文化

建设的重点内容,利用宣传栏、内部通讯等渠道,广泛宣传安全

理念和安全法规,并以安全为主题,开展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

如安全主题征文、安全情景剧等。最后,构建安全激励机制。将

安全管理作为工程考核的重要方面,健全安全考核机制,对考核

结果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进行奖励,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安全

管理工作,在全体员工中形成重安全的良好局面,提高安全管理

水平。 

1.2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建设是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

理的核心。首先,出台细致完备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风险贯穿

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体现在工程建设的各个方面,

仅凭笼统的安全管理章程,难以有效满足安全管理的需要。应结

合工程建设中的安全风险,制定更为完备、细致的安全管理制度,

如设备操作规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施工安全管理制度等[2]。

其次,加强制度实施的监督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监督检查机制,

定期对工程现场进行安全检查,监督安全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

同时,在施工现场,布设视频监控,管理人员通过远程视频的方

式,查看施工现场的情况,确保制度得到严格执行。最后,加大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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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度的惩戒力度。制度必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针

对违反制度的行为,如不按照设备操作规程操作设备,又如,高

风险作业中,不按要求穿戴防护设备,应予以通报批评等惩戒,

对多次违反制度的个人,更应及时清退,以严格的制度执行来强

化制度效力[3]。 

1.3创新安全管理方法 

管理方法的创新是提升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实效的关

键。首先,开展好安全风险评价。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面临着大

量的安全风险,如材料安全风险、设备安全风险、作业安全风险、

环境安全风险等,不同的安全风险,有着不同的发生几率和危害

性。现代风险管理,特别是风险评价的发展,为风险评估提供了

工具。应借助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对工程安全

风险进行评估,确定不同风险的等级,并编制安全风险管理方案,

提升安全风险管理的针对性。其次,加强数字技术的应用。在数

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已经步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

在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中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应利用数字

技术,构建安全管理数字系统,实现安全数据的实时采集、传输

和分析,提高安全风险的态势感知以及预警能力。最后,推行全

员管理。将安全管理作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重点,结合各部门

在安全管理中的职责,分部门、分岗位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并与

地方政府的安全监管部门、周边社区等建立合作关系,形成安全

管理的合力。 

1.4加强施工安全教育 

施工安全管理是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一线

施工人员作为工程施工的主体力量,其安全意识、安全防范能力,

对施工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此,要全面加强施工安全教育。

首先,健全培训机制。将培训作为施工的前置环节,根据工作岗

位,分别开展培训工作,重点开展好安全制度、工程安全知识、安

全操作规程等方面培训,施工人员培训考核通过后,方能上岗作

业。其次,丰富教育内容。坚持理论知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搜

集、整理近年来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安全事故,组织技术人员

以及安全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分析、解读安全事故的成因,并

将事故分析嵌入到安全理论教育中,以直观、具象的案例,提升

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最后,创新教育方法。紧扣数字时代施工

人员信息获取方式的转变,将新媒体作为安全教育的重要载体,

比如,利用抖音短视频开展安全教育,发布和施工安全相关的短

视频,将安全教育与施工人员刷抖音的习惯结合起来,提升安全

教育的亲和力。 

2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风险预防措施 

2.1设计阶段安全风险预防措施 

设计阶段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初始阶段,设计阶段的安

全风险预防情况,对施工、运维阶段的安全状况有着直接的影

响。现实中,许多工程的安全事故,均和设计阶段安全风险预防

不力有关。因此,应从规划、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审查

等多个方面采取好预防措施。 

(1)做好地质勘察与环境分析工作。地质勘察是水利水电工

程选址的第一步,应详细搜集工程区域的各项地质资料,如地层

结构、岩石特性、地质构造等,结合区域地形地貌,合理采用勘

察手段,如直流电阻率技术、瞬变电磁技术、探地雷达技术、重

力勘探技术,了解地质情况,对可能存在的地质灾害进行评估和

预测[4],同时,将周边环境纳入到规划工作中,确保水利水电工

程的建设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产生负面影响。 

(2)做好技术设计。在技术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围绕工程

结构、电气系统、金属结构等,做好技术设计。比如,在工程结

构设计中,应对构成水利水电工程的各个结构进行细致的测算,

确保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等符合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要求,

通过采用合理的结构形式,来提高工程整体的抗震、抗风性能,

提升工程的安全等级。又如,在电气系统设计中,应确保电气设

备的选型和布置符合安全要求,防范用电安全风险。 

(3)提高施工图设计水平。施工图是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依

据,应在技术设计的基础上,着力提高施工图设计水平,确保施

工方案与设计的一致性。比如,做好BIM在施工图设计中的应用,

利用BIM的碰撞检查功能,提前发现施工风险。在施工图中标注

好各个部位的尺寸、形状、材料规格等信息,助力安全施工。 

(4)严格设计审核工作。组建由多部门参与的审核委员会,

对设计工作开展全面审核,深入讨论和研究设计方案,对存在的

问题逐一整改,提高设计质量。 

2.2施工阶段安全风险预防措施 

施工阶段是水利水电工程安全风险最为集中的阶段,也是

安全风险预防的重点阶段。应从材料、设备、作业等多个方面,

推进施工阶段安全风险预防,全面提升施工阶段的安全性。 

(1)做好材料质量管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需要使用到大量

的材料,如水泥、钢筋混凝土、电缆、管道等。材料质量问题,

不仅会影响施工安全性,也会降低工程整体质量,增加工程运营

风险。应构建完善的材料质量管理机制,一方面,严格采购管理,

从源头上把控材料质量,另一方面,建立材料进场检验机制,责

成专门人员,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如水泥、骨料、外加剂等

开展质量检测,确保材料强度和耐久性符合要求。同时,根据材

料的类型、理化性质、安全系数等,出台分类存储制度,重点做

好易燃易爆等安全风险高的材料的存储管理。 

(2)加强施工设备管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使用到的机械

设备较多,如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等。为确保设备的性能及

安全性,预防施工安全风险,应加强施工设备管理,根据设备的

类型、功能、操作要求,出台设备使用规程,严禁违章操作。对

安全风险较高的设备,如起重机、提升机等,应建立维保制度,

以周期性的检查、维护与保养,提高设备的安全性,如对提升机

的制动系统进行定期检测和调试,对起重机的吊绳进行检查和

测试。特种作业设备,要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5]。 

(3)严格作业安全管理。施工前,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并与水

文部门联系,主动规避自然风险。对爆破作业、高空作业等安全

风险较高的作业,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如在施工现场布设安全警

示标志,要求作业人员穿戴好安全防护设备。将技术交底作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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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施工安全风险的重要一环,组织技术人员、安全监督人员,开

展技术交底工作,对安全风险较高的作业,更要反复交底[6]。 

(4)构建施工现场安全巡查机制。组建施工现场安全巡查队

伍,由巡查队伍统筹负责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工作,加强现代化设

备在安全巡查中的应用,确保安全巡查无死角、无遗漏。 

2.3运维阶段安全风险预防措施 

水利水电工程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兼有社会、经济、生

态等多重效益。有效的运维管理,不仅是预防安全风险的内在

要求,也是最大限度实现水利水电工程综合效益的客观需要。

对此,要高度重视运维阶段的风险预防,并从以下三个方面采

取好措施： 

(1)严格日常运维管理。以制度建设为基点,立足水利水电

工程的类型、职责,建立健全运维制度,责成专门机构负责水利

水电工程运维管理。将各项设备的常态化检查作为运维管理的

重点,以细致、周密的巡检工作,及时发现设备的故障及隐患,

并采取针对性的维护措施,如更换磨损部件、做好防腐处理等。

做好各项运行参数,如水位、流量等的调度管理,根据下游用水

需求以及水文气象条件,科学调整水库水位及流量,最大限度规

避因水库水位过高或过低而导致的安全事故[7]。 

(2)增强态势感知能力。态势感知是水利水电工程运维阶段

安全风险预防的关键,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则为增强水利水电工

程态势感知能力提供了技术条件。结合安全管理的目标,在水利

水电工程周围安装各种类型的传感器,如大坝变形监测仪、渗流

监测仪、水轮机振动监测仪等,构建完善的监控系统,全面监测

水利水电工程结构安全与运行状态。监测系统获得的数据,经由

无线网络传输至数字平台,当数据存在异常时,数字平台会发出

预警,维护人员根据监测数据,研判安全问题,并采取措施。 

(3)推进应急管理工作。溃坝、洪水等安全事故一旦发生,

轻则导致财产损失,重则造成人员伤亡,危害极大。应根据安全

风险的类型、危害性,制定应急预案,如大坝溃坝应急预案、洪

水应急处置预案,确保安全风险发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

救援工作。同时与消防、医疗等部门,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安全

风险应急处置能力。 

3 结语 

安全管理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重要一环,在保障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及后期运维安全,充分实现水利水电工程综合效益

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要高度重视水利水电工程的安

全管理,并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全生命周期出发,做好设计阶

段、施工阶段以及运维阶段安全风险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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