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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筑属于具有跨专业特点的特殊学科袁工程

通常由水利工程师来做设计方面的工作袁 因此使用的 功

能尧耐久性等基本上都合格袁然而也有很多水利工程师因

为建筑学知识有限以及艺术方面能力不足袁只重视功能的

需求却对对建筑的艺术性和美观度缺乏一定的考虑袁因此

在设计水利工程建筑时关于艺术性以及景观化方面缺乏

感悟和经验袁令大量的水利建筑给人们一种传统笨重老旧

的钢筋混凝土的感受遥 而水利工程建筑的艺术创作设计应

该是建筑学理论讨论的范围袁但建筑工程师们通常由于没

有水利专业技术知识尧 对农村水利工程环境缺乏足够了

解袁其实根本不能很好地完成水利建筑的设计工作遥 在物

质尧精神文明共同协调发展的当今社会袁水利工程建筑开

始更多地关注视觉呈现的效果袁不少水利工程建筑还和旅

游景区的景物相互呼应或完美统合袁甚至已经成为旅游景

观中非常重要的一处风景遥
所以袁创造一系列有利条件完成整体的规划尧科学规

范的布局尧协同治理等袁坚持野以人为本袁水利工程建筑建

造和生态环境共同发展冶的未来发展新思路袁为了符合当

代社会对水利行业发展的新要求袁高水平地执行水利工程

建筑的设计工作已经势在必行遥

水利工程项目于社会的成长进程中有着非常关键的

影响袁不但承担着人类的财产与生命的安全袁同样还对社

会经济进步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水利项目的创建袁让人

类在防洪抗洪尧供水灌溉尧航运尧发电尧旅游以及养殖等不

同领域均享有了其带给人们的经济作用与安全作用遥 而

且袁水利工程项目建造能够很好的平衡多个地区水资源的

问题袁进而推动植物与物种的生长遥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

进行袁可以让人们同水做到友好相处袁给水利工程项目于

服务过程之中保障了生态体系的均衡发展袁它更是以后水

利工程的走向遥

2.1 水利项目设计的目标

对当前水利工程建筑设计一向尊崇以科学发展观为

导向袁崇尚和谐尧简约尧传承尧领先尧实用的理念袁展现节水尧
管水尧保水以及用水的功用袁充分发挥标记尧增强尧美化的

作用袁达到景观尧环境尧功能的和谐统一的目的遥
2.2 水利项目设计需要遵守的原则

2.2.1 不断发展原则

整体研究项目建设整个阶段袁针对不一样的项目工程

建设的环境以及建筑设计做出计划袁实现整体规划袁进行

有效合理的发展遥
综合规划原则遥 兼顾研究水闸

水道以及桥梁等项目工程规划袁综合探究管理功用区

的功用区分尧设置袁综合考虑建筑物同生态的节水尧保水以

及调水等通用整体规划遥
2.2.2 完美协调原则

水利工程功用同景观建设尧 项目建筑同管理设备尧固
有工程同初建工程尧初建工程同区域生态尧建筑格调同区

域特点等完美协调遥
2.2.3 独特鲜明原则

展现当代水利工程项目特点尧工程建筑物历史文化特

点尧调水沿线地域特点以及原有的建筑特质袁具备明显的

区别标识袁不但完美和谐袁且独特鲜明遥
2.2.4 强调核心原则

对于工程项目的本身特性袁不要求面面俱圆袁审时度

势袁有所取舍袁强调核心袁统筹兼顾遥
2.2.5 节俭质朴原则

实事求是袁不贪大求全袁严格按照节约型布局袁使工程

功用同景致设计合为一体袁完全运用自然状况与天然建设

材料的特点袁做到规划高起点尧少投资尧新设计尧省资源的

目标遥

3.1 总平面设计

水利建筑总平面设计主要指主体的建筑物以及相关

配套设施的整体平面布局遥 以前的整体设计模式通常只设

计水利工程的位置区域图袁没有配套建筑以及环境的整体

规划设计袁这种模式的缺点就是缺乏对建筑的科学布局以

及对环境合理规划袁 整个图纸经常有很多区域无时空白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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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空白位置袁设计人员对其功能定位和建设目的具

有盲目性遥
所以需要对传统的设计方式进行调整袁具体详实地进

行水利工程建筑环境设计和袁目前水利工程建筑大多安置

于是城市周边或郊区袁 很多还都是和附件的风景区相融

合袁其总平面设计即要符合最基础的使用需求袁做科学布

局各个功能区域袁 内部的交通流线设计也要尽量追求简

洁尧顺畅和有序袁便于建筑物间的连接性袁避免不同功能间

相互干扰遥 而起每一座水利工程建筑物都有集中或分散等

很多布局的方式袁各具特点袁最终运用何种布局袁还要考虑

真实的环境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遥
3.2 建筑平面设计

关于水利工程建筑物的设计流程袁第一步往往是由水

利工程专业尧水利机电专业或电气自动化专业的人士给予

专业化的布局意见袁然后由水工和建筑人员一起确认水利

工程建筑物的平面布局方式袁建筑设计人员重点考虑的是

建筑在总图的布置中和交通的关联性袁 建筑物本身在防

火尧安全尧交通等多个方面能否符合标准并满足使用的诉

求遥 而且建筑设计者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袁全面分析

建筑空间的如何科学地进行综合利用遥
水利工程建筑的结构布设是遵循水利工程的设计要

求和标准袁符合水力条件和机电设备装置的规范袁在设计

人员和建筑人员合作上袁 急需很多方面和频率的交流商

议遥 水利工程设计即为水利工程建筑艺术特色的设计方面

给予了技术支持袁更是为创造全新美丽的景观水利尧城市

水利工程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遥 水利工程和建筑设计的完美

融合袁能有效降低投资金额袁提升环境美观度等遥
3.3 建筑造型设计

建筑造型的设计大多数都是一座建筑物风格的呈现院
或放荡不羁袁独树一帜袁或文质彬彬袁或亭亭玉立曰或彰显

现代高科技的风采袁或重视历史文化的弘扬袁多使用形象

符号尧比喻等方式来表现各种文化内涵遥
总而言之建筑所呈现的特点袁要和它所在的环境相得

益彰袁绝不能靠单纯的想象来完成设计袁或盲目为追求大

众口中的野时尚感冶而生硬地模仿出的遥 而且袁就算在一个

宏观背景下的一系列建筑间袁 因为规格体积存在区别袁每
一个建筑物也都表现的风格和特色也不同袁并且这种区别

表现在统一性中遥 那么关于水利工程建筑的具体特点和风

格是现代时尚风还是古朴风或者欧式风情袁多少要被某些

流行的元素以及建设企业的爱好制约袁更重要的还是设计

师要针对本地的环境设计相适宜的水利工程建筑遥

4.1 采用设计监理体制

想要在根源上提升水利工程项目建筑设计考核工作

的合理性袁那么一定要在建筑设计中袁采用设计监督管理

体制遥 采用设计监督管理体制袁就可以对于设计的所有过

程实行很好的掌控与监控袁推动创作方持续提升本身设计

水准袁增强自己的创作实力袁保障工程品质遥 进而可以于工

程设计中袁 可以对工程创作工作的整个过程实行实时追

踪尧监督与管理袁在根源上掌控工程设计的品质袁提升工程

设计的效率遥
4.2 注重工程设计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

在要实行工程设计前袁工程项目的设计部门与设计员

工一定要对工程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做到具体尧详细的考

查与研究袁确保在设计创作之时能够经过对应的方法措施

处理好建筑工程同环境之间相协调这一状况袁保证资源应

用的有效性遥 创作人员一定要摈弃固有世俗的审美与评价

准则袁防止异常空间的建构与国务装潢情况的出现袁于缩

减观感污染的同时袁让整体工程设计创作的可持续性与科

学性取得很好的提升遥
4.3 突出文化品味与文化内在

与固有的水利工程建筑设计不同袁当代水利工程项目

在某个方向上看已变成城市景致的构成部分袁它的文化格

调同城市的格调融合于一体袁水利工程建设的文化格调同

内在可以很好的提高城市的文化意趣遥 所以在工程设计创

作的进程中袁创作人员要对城市的自然文化和人文习俗等

做到非常深刻的认知与感应袁 有利于经过对应的建筑景

致尧小品以及水域等的构造以及规划袁让整体水利工程建

筑的文化格调同城市的文化意趣结合于一体遥
4.4 设计中需要完善质量管理袁保证整个设计质量水准

设计创作部门在实施管理的时候袁 需要确立质量管理

思维袁把质量状况看做最基本的问题对待遥 牢牢环绕着顾

客要求实行设计创作袁逐渐提升工程设计品质袁经过全方

面质量监控管理来促进发展遥 创作部门在钩织工程组织的

时候袁需要尽可能实现完备详尽袁给有关部门的工作准备

详尽真实的信息袁以防止最后阶段出现某些原本能够避开

的纠葛遥

在水利工程项目建筑设计创作过程之中应该注重工

程的景致创作设计袁注重工程艺术尧人文以及生态环境景

观之间的协调关系遥 提供条件实行系统规划尧有效安排尧不
可偏废尧统筹整治袁做到野以人为本袁水利项目建设同自然

环境和谐发展冶的新战术袁高品质地做出水利工程项目设

计创作袁进而满足现今社会对水利工程设计发展的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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