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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质量控制措施分析

舒剑军
缙云县壶镇镇人民政府�浙江�丽水�321404

摘�要：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关乎国家命脉与民生大计。本文深入剖析了水利工程施工中质量控制的核心问题，

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全面的管理措施。从质量管理体系的根基打造，到施工工艺的精益求精，再到施工人员素质的全面

提升，每一项措施都力求为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飞跃奠定坚实基础。本文旨在通过这一系列策略，确保水利工程安全

稳固、经济合理、高效运行，为国家水利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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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作为国之重器，承载着灌溉、发电、防

洪等多重使命，其施工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直接

关系到工程能否安全运行、能否经久耐用。然而，水利

工程施工管理的质量控制却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本文将深入剖析水利工程质量控制的重要性，揭示存在

的主要问题，并探索有效的控制措施，以期为提升水利

工程施工质量、保障工程安全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水利工程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质量控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水利工程作

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投资规模

大、建设周期长和技术难度高等显著特点。其施工质量

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工程效益能否正常发挥，更与人民生

命财产的安全息息相关。因此，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

中，必须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确保每一步都符合既定

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通过加强施工管理的质量控

制，不仅能有效提升工程的整体质量，还能显著降低因

质量问题而引发的各类工程风险，从而为工程的长期安

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实保障。这不仅是对国家基础设施建

设的负责，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负

责。因此，加强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质量控制至关重

要，必须将其作为工程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紧抓好[1]。

2��水利工程质量控制的主要问题

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是确保工程质量和

安全性的关键环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系列

问题，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

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工程事故。第一，质量管理体系不完

善。目前，许多水利工程项目缺乏健全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系。这主要表现在质量管理职责不明确，工作流程不

清晰，以及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督机制。由于缺乏明确的

质量管理标准和责任分工，各级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往

往难以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导致质量管理措施无法得

到有效执行。此外，缺乏独立的质量监督部门或监督力

度不够，使得质量管理工作流于形式，难以发现并及时

纠正施工中的质量问题。这种不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为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提升带来了极大的障碍。第二，施

工工艺流程不合理。水利工程施工涉及多个专业和工

种，需要科学合理的施工工艺流程来确保各环节的衔接

和协调。然而，在实际施工中，往往存在工艺流程不合

理的问题。一方面，部分施工单位为了节省成本或缩短

工期，擅自更改设计方案或简化施工工艺流程，导致施

工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技术人员水平参

差不齐或沟通不畅，导致施工中的关键技术环节未能得

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增加了质量风险。不合理的施工工

艺流程不仅影响到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还

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第三，施工人员素质参差不

齐。施工人员是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的直接参与者和

执行者，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施工质量的好坏。然

而，目前水利工程施工人员的素质普遍参差不齐。部分

施工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难以胜任复杂的

施工任务。同时，由于施工现场环境艰苦、待遇不高以

及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一些有能力的施工人员流

失严重，进一步削弱了施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这种人员

素质的不足严重制约了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提升和技术

创新的发展。第四，原材料质量控制不严格。原材料是

水利工程施工的基础和关键要素之一，其质量直接影响

到整个工程的施工质量和使用安全性。然而，在实际操

作中，往往存在对原材料质量控制不严格的问题。部分

施工单位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采用低价劣质材料以次

充好；同时缺乏有效的原材料检测手段和检验流程导致

部分不合格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并用于工程中；另外还存

在对原材料储存管理不善导致其性能发生变化或失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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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为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提升埋

下了严重的隐患[2]。

3��水利工程质量控制措施

3.1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1）要建立健全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管理体系。这包

括制定详细的质量管理计划、明确质量标准和要求、建

立质量管理组织机构、配备专业的质量管理人员等。通

过制定全面的质量管理计划，可以确保施工过程中的各

个环节都受到有效的控制，避免出现质量漏洞。同时，

明确质量标准和要求，可以使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明确

工程的质量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2）要明确各
级质量管理的职责和工作程序。从项目经理到一线施工

人员，每个人都应该清楚自己的质量管理职责和工作程

序。通过层层落实质量管理责任，可以确保每个施工环

节都有人负责，避免出现责任不清、推诿扯皮的情况。

同时，要明确质量管理的工作程序，包括质量检查、验

收、评定等环节，确保质量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3）要加强对质量管理体系的监督和检查。监督和检查
是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手段。通过定期或

不定期的质量检查、专项检查、巡回检查等方式，可以

及时发现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防止问题扩大化。同时，要加强对质量管理体系的内部

审计和外部评审，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和不断

提升。（4）要注重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水利工程
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往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

质量管理体系需要不断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通过

收集和分析施工过程中的质量信息，可以及时发现质量

管理体系的不足之处，及时进行改进和完善。同时，要

加强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研究和应用，推动质

量管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3.2  优化施工工艺流程
（1）优化施工工艺流程需要从水利工程施工的特点

和技术要求出发。水利工程往往具有施工环境复杂、技

术要求高、工期紧张等特点，这就要求施工工艺流程必

须具备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通过深入分析水利工

程施工的各个环节，找出影响施工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因

素，进而对施工工艺流程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2）合
理安排施工顺序和施工方法是优化施工工艺流程的核心

内容。施工顺序的合理安排能够确保各个施工环节之间

的顺畅衔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同时，根据水

利工程施工的具体情况和技术要求，选择恰当的施工方

法，能够显著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例如，在混凝土浇

筑过程中，采用机械振捣与人工振捣相结合的方式，既

能保证混凝土的密实度，又能提高施工效率。（3）优
化施工工艺流程还需要注重细节管理。水利工程施工过

程中涉及的材料、设备、人员等众多因素，任何一个环

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工程质量的下降。因此，在优化施

工工艺流程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各个细节的管理和控

制。比如，对进场材料进行严格的检验和验收，确保材

料质量符合标准；对施工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维护，

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对施工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和考

核，提高人员的技能水平和责任意识。（4）优化施工工
艺流程需要持续改进和创新。水利工程施工技术和管理

方法在不断发展和进步，这就要求施工工艺流程也要不

断适应新的技术和管理要求。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管

理方法，对施工工艺流程进行持续的改进和创新，能够

进一步提高水利工程施工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加强与

其他工程项目的交流和合作，借鉴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也是优化施工工艺流程的重要途径。

3.3  提升施工人员素质
（1）加强施工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是提高其素质的有

效途径。水利工程施工单位应该根据工程需求和施工人

员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和教育方案。培训

内容可以包括施工技能、质量管理知识、安全操作规程

等方面，旨在提高施工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质量意识。培

训形式可以采取集中授课、现场教学、案例分析等多种

方式，以确保培训效果的最大化。（2）实行严格的施工
人员准入制度是保证施工人员素质的重要手段。水利工

程施工单位应该建立完善的施工人员准入制度，明确施

工人员的资质要求和能力标准。在招聘施工人员时，要

严格按照准入制度进行筛选和考核，确保新入职的施工

人员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能力。同时，对于已在岗的施工

人员，也要定期进行资质复审和能力评估，以确保他们

始终符合岗位要求。（3）为了进一步提升施工人员的
素质，水利工程施工单位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

立激励机制，通过设立奖励制度、晋升机会等方式，激

发施工人员的学习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二是加强团队建

设，通过组织团队活动、交流会议等方式，增强施工人

员的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三是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等措施，保障

施工人员的身心健康和工作安全[3]。

3.4  严格原材料质量控制
（1）在原材料的采购环节，应建立严格的采购制

度，明确采购标准和程序。采购人员应具备专业的知识

和经验，能够准确识别原材料的质量。同时，要与信誉

良好的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采购的原材料来



234

2024� 第6卷�第19期·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源可靠、质量稳定。在采购过程中，还应注重对原材料

的价格进行比较和分析，以实现性价比最优的采购。

（2）在原材料的验收环节，应制定详细的验收标准和程
序。验收人员应对原材料的外观、规格、型号、数量等

进行仔细检查，确保其与设计要求相符。同时，还应对

原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审核，如产品合格证、质量

检测报告等。对于不合格的原材料，应及时进行退货或

处理，防止其进入施工现场。（3）在原材料的储存和使
用环节，也应加强质量控制。储存场所应干燥、通风、

防潮、防火，避免原材料在储存过程中发生质量变化。

同时，要定期对储存的原材料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

保持良好的使用状态。在使用过程中，应按照设计要求

和质量标准进行使用，避免浪费和损坏。对于易燃、易

爆、有毒等危险原材料，还应建立专门的管理制度和使

用程序，确保其安全使用。（4）为了实现严格的原材料
质量控制，还应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和管理。采购、验

收、储存和使用等环节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能够准确识别和处理原材料的质量问题。同时，要加

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确保他们履行职责、遵守规定。

此外，还应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表现优秀的人员进行

表彰和奖励，对违反规定的人员进行惩罚和处理。

3.5  强化施工现场管理
（1）加强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是确保质量控制措施

有效执行的重要手段。施工企业应建立健全施工现场监

督管理制度，明确监督管理的职责和要求。通过派遣专

业的监督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检

查，确保各项质量控制措施得到有效执行。监督管理人

员应具备丰富的施工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及时发现施

工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同时，

他们还应与施工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确保施工

过程中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2）建立健全施工
现场的质量检测制度是提高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重要保

障。施工企业应根据工程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

行的质量检测方案。通过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质量检

测，及时发现和处理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问题，防止问题

扩大化。质量检测应涵盖施工材料的验收、施工过程的

监控以及工程实体的检测等方面。对于关键部位和隐蔽

工程，应加强质量检测的频率和力度，确保施工质量符

合设计要求和规范标准。（3）强化施工现场管理还需要
注重施工环境的维护和改善。施工现场的环境条件对施

工质量有着重要影响。施工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施工现场的整洁、有序和安全。例如，合理布置施工设

备和材料堆放场地，保持道路畅通；加强施工现场的防

尘、降噪和排水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定期对

施工现场进行清理和整理，保持良好的施工环境。（4）
强化施工现场管理还需要加强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

训。施工人员是施工现场的主体，他们的安全意识和操

作技能直接关系到施工质量和安全。施工企业应定期组

织安全教育和培训活动，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同时，还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考核和评

估，确保他们具备从事水利工程施工所需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

结语

水利工程施工，承载着国家发展的重任，其质量控

制更是施工管理的重中之重。通过本文的深入探讨，我

们不难发现，这是一项需要精心策划、周密实施的系

统工程。只有从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到工艺流程的优

化；从施工人员素质的提升，到原材料质量的把控；再

到施工现场的强化管理，每一步都稳健而扎实，才能确

保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卓越，进而为工程的安全运行与

长久使用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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