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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水利工程设计中的渠道设计与施工

陈鹏超
郑州市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为了高效利用水资源和保障工程安全，我们必须深入理解渠道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要点，并对施工方法的

要点进行探讨。随着科技进步，引入先进技术和BIM手段已成为行业趋势，它们能够显著提升设计水平，确保施工效
率和质量。这些新方法和手段的应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工程挑战，还能为水利工程的长期稳健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推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工程安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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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渠道设计与施工是水利工程的前提与基础，是水利

事业的灵魂，乃重中之重。在当前水资源日益紧缺的背

景下，水利工程设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渠道作为水利

工程的血脉，其设计与施工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水资源的

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然而，传统的渠道设计与施工方

法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问题，在某些方面已难以满足现代

水利工程的需求。本文对渠道设计的关键要素与施工方

法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对于推动水利工

程设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1 渠道设计的基本原则

渠道设计基本原则的确定是以渠道工程的安全性、

经济性、实用性和环保性为基础。其中，安全性是首要

考虑的因素。渠道必须设计得足够稳固，以抵抗水流、

地质和气候等自然力量的冲击。此外，还需要考虑到人

为因素的影响，如交通负荷、周边建筑等。为了确保安

全，设计师必须对地质、地形、水文等条件进行详细勘

察，并采用适当的工程措施来增强渠道的结构稳定性。

经济性是设计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在满足安全性

和功能需求的前提下，设计师需要尽可能降低建设成

本。这包括合理选择材料、优化设计方案、减少不必要

的工程量等。通过经济性考量，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

用，避免浪费。实用性强调渠道设计应紧密结合实际。

设计师需要充分了解当地的水流条件、使用需求以及未

来可能的变化，确保渠道在实际运行中能够发挥预期的

作用。同时，设计原则还应考虑运行管理和维护，以延

长渠道的使用寿命。最后，环保性是现代水利工程设计

不可或缺的原则。渠道设计应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如避免大面积的土地占用、减少水资源的浪费等。

同时，还应考虑采用生态友好的材料和施工技术，以促

进工程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2 渠道设计的关键要素

2.1  渠道线形
渠道线形作为渠道设计的先导要素，对于整个渠道

的输水效率和运行状态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合理

的渠道线形能够确保水流顺畅、稳定地通过渠道，同

时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损失和摩擦阻力。在渠道线形设计

中，顺应自然地形和地势是最基本的原则[1]。这意味着设

计师需要充分了解和考虑当地的地形条件，包括山脉、

河流、湖泊等自然地貌，以及土壤、植被等自然因素。

通过顺应地形地势，渠道线形可以更加贴近自然，减少

人为的干扰和改变，从而降低工程成本和环境影响。此

外，避免过多的弯道和陡坡也是线形设计中的重要考虑

因素。弯道和陡坡会增加水流的阻力和能量损失，降低

输水效率。因此，在设计中应尽量减少弯道和陡坡的设

置，采用平缓的线形设计，使水流能够更加顺畅地通过

渠道。平滑的线形设计不仅能够提高水流的流速，还能

减少因摩擦和涡流造成的能量损失。这意味着在渠道内

部，水流能够更加均匀地分布，减少局部流速过快或过

慢的情况，从而降低水流对渠道壁面的冲刷和侵蚀。同

时，平滑的线形设计也有助于减少水流中的涡流和紊流

现象，进一步降低能量损失，提高输水效率。

2.2  断面形状与尺寸
在水利工程的渠道设计中，断面形状与尺寸的选择

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渠道的输水能力，还

直接影响到工程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经济性。断面形

状的选择应基于水流特性、土壤条件以及工程的具体需

求。例如，在土壤较为松软或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区，采

用梯形或U型断面等更为稳妥，这样的形状能更好地分散
水流压力，防止渠道因受力不均而发生坍塌。而在土壤

坚硬、地质条件良好的地区，则可以考虑采用矩形或弧

形断面，以节省工程材料，降低造价。尺寸方面，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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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宽度、深度和边坡角度等参数都需要经过精心计算。

宽度过窄可能导致水流速度过快，冲刷渠道边坡，造成

水土流失；而宽度过宽则会增加工程量，提高造价。深

度过浅会影响渠道的输水能力，特别是在干旱季节，可

能导致供水不足；深度过深则会增加施工难度，同时可

能引发地质问题。边坡角度的选择也需要综合考虑土壤

性质、水流速度和渠道稳定性等因素。

2.3  材料选择
材料选择是渠道设计中的关键环节，它直接关系到

渠道工程的成本、耐久性和长期维护。不同的材料具有

不同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因此在选择时必须全面考虑

工程的具体需求和当地的环境条件。耐久性是选择材料

时的首要考虑因素。渠道工程往往需要长期运行，因此

材料必须能够抵御长期的水流冲刷、日晒雨淋以及可能

的冰冻融化等自然力的影响。一些高性能的材料，如高

性能混凝土，具有良好的耐久性和抗老化性能，能够大

大延长渠道的使用寿命。抗侵蚀性同样重要。在一些特

殊环境中，如酸性土壤或含有化学物质的水流中，普通

的材料可能会迅速受到侵蚀和破坏。因此，在这些情况

下，需要选择具有抗化学侵蚀能力的特殊材料，如耐腐

蚀塑料或特种合金。成本当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

满足耐久性和抗侵蚀性的前提下，应尽量选择成本较低的

材料，以降低工程的总投资。此外，当地的可获取性也是

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选择当地易于获取的材料可以减少

运输成本和时间，同时也有利于与当地环境的协调[2]。

3 渠道施工方法及其优化策略

3.1  渠道施工方法
3.1.1  开挖
开挖作为渠道施工的首要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它不仅关乎渠道的初步形态，更直接影响到后续施

工的质量和进度。在开挖之前，对土壤性质的详细分析

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土壤的种类、湿度、紧密度等因素

都会影响到开挖的难度和边坡的稳定性。因此，只有

充分了解土壤性质，才能确定合理的开挖方式和边坡坡

度。在开挖过程中，对边坡的监测也是必不可少的。边

坡的稳定性是开挖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一旦处理不当，

就有可能引发坍塌等安全事故。因此，施工人员需要随

时监测边坡的变化，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采取措

施进行加固或调整。此外，开挖过程中产生的土方处理

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土方如果随意堆放，不仅会

占用宝贵的施工场地，还可能对后续施工造成不便。因

此，施工人员需要合理规划土方的堆放位置和方式，确

保土方不会对后续施工造成不利影响。

3.1.2  填筑
填筑，作为渠道施工中的核心环节，承载着构建渠

道稳固基础的重任，其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渠道未来的

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因此，在填筑过程中，每一个细节

都不容忽视。首先，填筑材料的选择是重要一环。理想

的填筑材料应具备级配良好、压实性强等特点。这样的

材料能够在压实后形成稳固的支撑结构，有效抵抗水流

冲刷和外部荷载。在选择材料时，必须严格把关，确保

材料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其次，填筑过程中的分层压实

也是关键所在。每层填筑的厚度应根据现场试验确定，

以保证压实设备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将材料压实到设计

要求的压实度。同时，每层填筑完成后，都需要进行严

格的压实度检测，确保压实效果达标。最后，填筑完成

后的沉降观测同样重要。通过定期观测渠道的沉降情

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确保渠道在使

用过程中的稳定性。沉降观测应持续进行，直至渠道完

全稳定为止。

3.1.3  衬砌
衬砌，作为渠道施工的收官之作，承载着提高渠道

耐久性和抗侵蚀性的重要使命。其施工质量的好坏，直

接关系到渠道能否长期稳定运行，抵御各种自然环境的

侵蚀。在衬砌过程中，材料的选择和使用是关键所在。

混凝土、砖石等常用材料，因其优良的耐久性和抗侵蚀

性而被广泛应用。然而，材料性能的发挥，离不开施工

过程中的精心操作。施工人员必须确保材料的密实性和

平整度，避免出现空鼓、裂缝等质量问题。这既是对材

料性能的尊重，也是对渠道未来运行稳定性的保障。此

外，衬砌施工完成后的养护工作同样重要。养护是确保

材料性能充分发挥、提高衬砌强度和耐久性的关键环

节。通过合理的养护，可以使衬砌材料逐渐达到设计强

度，有效抵抗外界环境的侵蚀。施工单位必须制定详细

的养护计划，并严格执行，确保衬砌施工质量[3]。

3.2  优化策略
3.2.1  引入先进技术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持续的技术创新与管理ǵ级是

实现高效、高质量施工的关键。特别是在渠道施工Ƕ

Ƿ，引入先进技术不仅是提ǵ施工效率的有效Ǹǹ，更

是保障工程质量的重要Ǻǻ。Ǽǽ化施工，作为现代水

利工程的显Ǿ特ǿ，Ȁ逐步改变着传统的施工ȁ式。通

过引入挖ȂǼ、ȃ载Ǽ等先进Ǽǽ设备，土方开挖和填

筑等Ȅ重工ȅ得以迅速完成，大ȆȇȈ了工期。这不仅

减少了人力资源的投入，降低了ȉ动强度，还显Ǿ提高

了施工精度和作业效率。Ǽǽ化施工的优势不仅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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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Ȋ，更在于其对施工质量的可ȋ保障。人为Ȍ管因

素造成的ȍȎ一直是影响施工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而

Ǽǽ化施工ȏȏ能够最大Ȑ度地减少这一影响。Ǽǽ设

备在操作过程中能够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避免了人为

操作中可能出现的ȍȎ和不一致性，从而确保了施工质

量的稳定性和均一性。此外，先进Ǽǽ设备的引入还为

施工ȑ来了更高的安全性和环保性。Ǽǽ化施工能够减

少人员在Ȓȓ区Ƿ的作业时间，降低了工Ȕ事故的ȕ

ȓ。同时，一些现代化设备还配备了Ȗȗ、降Ș等环保

设施，有效减少了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2.2  应用BIM技术
在渠道施工优化策略中，BIMș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Ț技术的应用无疑是一次ț命性的进步。BIM，
即建筑Ȝȝȁ型，以其Ȟ特的ȟ维ȁ型构建方式，为水

利工程的设计和施工ȑ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传统的渠

道设计往往Ƞȡ于Ȣ维ȣȤ，这种方式在设计复杂结构

时容易出ȥ，Ȧ难以直观展ȧ设计效果。而BIM技术通过
构建ȟ维ȁ型，使得设计师能够在Ȩȩ环境中对渠道进

行全方位的观察和分析。这种可视化的设计方式大大提

高了设计的Ȫ确性，减少了因理解ȫȎ而导致的Ȭ工和

变更。Ȗ了设计ȭǹ的优势，BIM技术在施工ȭǹ也发挥
着不可Ȯ代的作用。利用BIMȁ型，施工单位可以更好地
理解设计意ȣ，对复杂结构进行预ȃ配和施工ȁȩ。这

不仅提高了施工的预ȯ性，使得施工单位能够提前发现

并解Ȱ潜在的问题，还有助于优化施工工ȅ，提高施工

效率。此外，BIM技术还具有强大的ȱȲ检测功能。在传
统的施工过程中，管线冲ȳ、结构ȱȲ等问题往往难以

避免，而这些问题一旦产生，往往需要ȴ费大量的时间

和成本进行ȵ复。而BIM技术能够在施工前对ȁ型进行全
面的ȱȲ检测，提前发现并解Ȱ这些问题，从而避免了

不必要的Ȭ工和浪费[4]。

3.2.3  加强质量管理和监ȶ
在渠道施工过程中，质量管理和监ȶ是确保工程质

量的生命线，也是优化施工策略的重要一环。为确保施

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必须建立一ȷ严格的质量管理

和监ȶ体系。首先，制定ȸ确的质量标Ȫ和验收规ȹ是

至关重要的。这些标Ȫ和规ȹ应ȺȻ施工的各个环节，

从材料采ȼ到施工工Ƚ，Ⱦ到最ȿ的验收标Ȫ，都应有

ȸ确的规定。只有这样，施工人员才能有ɀ可Ɂ，确保

每一步施工都符合质量要求。其次，对施工过程进行全

程监ɂ和ɃɄ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实时监ɂ，可以及

时发现施工中的问题并进行ɅȀ，避免问题Ɇ大化。同

时，ɃɄ施工过程也有助于后期的质量ɇɈ和ɉ任ɇ

Ɋ，提高施工人员的质量意ɋ。此外，定期开展质量检

Ɍ和ɍɎɏ动也是加强质量管理和监ȶ的重要Ǹǹ。通

过定期的检Ɍ和ɍɎ，可以对施工质量进行全面的把

ɂ，及时发现并解Ȱ潜在的质量ɐɑ。这种定期的检Ɍ

和ɍɎ还能促使施工单位不断改进施工工Ƚ和管理方

法，提ǵ施工质量。

结语

水利工程设计中的渠道设计与施工至关重要，它关

乎水资源的合理分配、高效利用，更与水利工程的整体

稳定和安全ȝȝ相关。在渠道设计时，需ɒɁ基本原

则，把ɂ关键要素，并采用ɓ学施工方法，以确保工程

质量和效益。深入ɔɕ这些方面，不仅有助于提ǵ水利

工程设计水平，更能为未来的水利工程建设提供宝贵经

验和ɖ导，推动水利事业持续ɗ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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