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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节水技术与应用

李 冀 朱婷婷

安徽安兆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省 合肥市 230000

摘 要：在节能环保等理念的渗透下，水利工程建设面临一定的挑战与难题。因此，相关单位应明确水利工程建设

的意义与特征，充分考虑水利工程建设需求，对其施工设计加以调整，全面贯彻节水理念，灵活运用相应的节水技术，

提升施工水平，最大限度发挥水利工程的价值。本文深入分析对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可使用的节水技术，并对节水技术

的应用要点加以阐释，探寻节水技术应用的意义，以期推动水利工程建设水平的提升，为我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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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水利工程的建设，对我国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该

工程施工过程中，为保障绿色施工理念的落实，相关单

位应注重对节水技术的应用，提升水资源利用率，降

低环境破坏力度，提高工程质量，满足我国发展需求。

因此，相关单位应提升对节水技术的了解程度，掌握相

应的应用要点，遵循相应的施工流程，对各个施工环节

进行控制，提升水利工程施工水平，降低干旱等自然灾

害对水利工程运行的影响，推动水利工程价值的充分发

挥，提升其运行稳定性。

流程

施工降排水技术的应用要点

在水利工程施工环节，为打造相对良好的施工环

境，会对工作面进行降水处理，提升地下水抽取量，保

障施工流程的推进。然而，在降水施工作业开展过程

中，若未对地下水抽取量进行控制，会对施工环境造成

一定不良影响，使得场地周围地面出现一定沉降现象，

加大建筑物变形概率，危及水生态系统平衡性，使得地

下水系统的运行呈现一定失稳性特征[1]。近年来，随着环

保理念的渗透与落实，各单位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其

愈加注重对地下水资源的维护，提升水资源利用率，实

现节约用水目标。因此，相关单位应注重对施工降排水

技术的应用，以施工环境实际发展情况为依据，考虑现

场地质条件，结合施工造价，选取适宜的技术，如管井

降水技术，提升降水施工水平，满足相应的施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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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用水

相关单位应在泵站附近设置相应的施工营地，将施

工营地的位置控制在管线中间，并在其内部设置相应的

生活区，将设备停放区纳入其中，并拓出一块区域进行

材料的存放。在此过程中，为保障相关从业人员生活的

便利性，应注重生活用水井的挖掘，使从业人员具备充

足的生活用水。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可借助现场管井水

满足相应的用水需求，提升施工水平。

管道工程降水

相关单位可以管井降水的模式开展降水，为施工作

业的推进打造相对良好的环境。若部分区域的降水成效

难以满足相应要求，应提升管井降水与真空井点降水的

配合程度，将降水管井安置于适宜的位置处，如管道右

侧等，加大降水管井与管沟开口线距离的控制力度，使

井深维持在适宜的范围内，提升降水施工作业水平，提

升现场水位与设计深度的一致性。此外，在对基坑进行

排水时，应提升对水泵等设备的利用程度，提高抽排施

工成效，实现相应的降水施工目标[2]。

泵站降水

相关单位应在基坑内部安装相应的泵站工程管井，

并以建筑物轮廓线为起始点，对其到管井中心的距离进

行测量，使得二者的距离维持在适宜的范围内[3]。与此同

时，应明确基坑的进口段位置，并在适宜之处进行降水

井的布置，并对现场降水情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

对管井的间距进行调整，提升降水成效。

场内排水管网

相关单位应明确基坑降水收集处理技术要求，并以

此为依据，进行排水沟地挖掘，保障该排水沟与附近河

道的有效衔接，将基坑中存在的地下水抽入排水沟中，

提升水资源排放速率。同时，相关人员应对降水井排水

情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分段的模式进行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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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施工，并在各段之间设置相应的围堰，提升排水沟施

工质量。

施工降水回收技术的应用要点

施工降水回灌技术

相关单位在应用施工降水回灌技术时，应明确管道

工程战线，掌握降水周期，以重力的方式对地下水进行

回灌处理[4]。在降水施工过程中，所抽出的地下水经由排

水沟，并借助相应的降水井进行回灌处理。若在施工现

场附近存在坑塘、沟渠等，可将其二者作为临时蓄水池

为，回灌作业的进行奠定基础。而在泵站工程中，所涉

及的降水周期较长，抽水量十分庞大，应注重对加压回

灌技术的应用，实现相应的回灌目标。

现场布置

相关单位在布置回灌井时，应将泵站作为相应的布

置标准，并对回灌井之间的距离加以控制，保障回灌井

的合理分布。在对封闭回灌管线进行设置时，应提升

对基坑的了解程度，并以其纵向位置为依据，在向外的

适宜位置处设置该管线。同时，应注重回灌井底部的设

置，使其处于渗透性较好的透水层中，提高回灌率，提

升回灌作业效率，满足相应的回灌要求。

工艺流程

相关单位应注重原位回灌试验的开展，掌握相应的

回灌流程，提升回灌效率。相关单位在借助基坑降水井

对地下水进行抽取处理后，应对相应的排水管道加以利

用，使得抽出的地下水可及时抵达三级沉淀箱，对地下

水进行沉淀处理，过滤掉其中存在的大颗粒杂质，并利

用相应的水处理装置，对其进行净化处理，为后续回灌

作业的进行做好铺垫[5]。此外，相关单位应对机械加压装

置加以应用，将处理过的地下水输送到相应的回灌管道

中，提升回灌作业质量。

回灌压力

相关单位在对回灌压力进行确认时，应注重工艺试

验的开展，提升压力值的精准性，避免回灌压力过高现

象的出现，在加大设备能耗量的同时，增加设备运行负

担，提升安全事故发生概率。

施工降水回收利用技术

若在回灌作业进行时，发现一些水未及时进入相应

的回灌管道中，且水资源回灌量已达到相应标准，可对

其进行收集与存储处理，为水资源的再次利用提供支

持。首先，相关单位应对地下水的水质进行分析，对其

适用范围加以确认，即混凝土用水等，并对基坑中的地

下水进行存放，对其进行简单的过滤后开展沉淀作业，

并将处理后地下水直接用于砂浆搅拌作业中，降低水资

源浪费量，提升资源节约水平。与此同时，可将存储的

地下水用于混凝土养护作业中，保证混凝土湿度的适宜

性，避免裂缝的出现，提升混凝土施工水平。其次，应

对施工降水进行处理，如过滤沉淀与净化等，提升水质

与生活饮用水标准的符合程度，为相关从业人员的生活

提供便利，满足其用水需求，如洗漱用水等。再次，应

对施工现象可能用水的设备进行分析，如消防设备等，

并向处理过地下水引入无塔供水系统中，在消防主管适

宜位置处进行管带接头的安装，如60米等，满足消防用

水需求，提升施工作业的安全性[6]。最后，在水利工程施

工过程中，所涉及的车辆类型十分繁杂，如运输车辆与

洒水车辆等，加之施工环境的复杂性，使得此类车辆受

污染概率较高，增加车辆运行负担，易导致安全事故的

发生。为提升此类车辆的使用年限，应注重洗车工作的

开展，对简单处理后的地下水进行利用，构建相应的洗

车设施，打造洗车场地，提升车辆保养水平，保障施工

作业的有序进行，为车辆的运行奠定基础。除此之外，

应分析施工现场周围是否存在一定数量的农田，并将处

理过的地下水用于灌溉作业中，为农作物的生长创建适

宜环境，提升施工降水与农田水利工程的连接性，实现

相应的灌溉目标，提升水资源利用率。

水利工程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之一，是我国

经济发展与实力增强的关键。因此，相关单位在参与到

水利工程施工环节时，应注重对节能环保等理念的落

实，灵活运用节水技术，在对水利工程施工要求加以满

足的同时，对水生态系统进行维护，提升水资源利用

率，推动水利工程各项效益的提升。

提升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

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所涉及的工期相对较长，

施工范围十分广泛，极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如汛期与

季节变化等，使得施工流程的推进面临较大难度。而

不同工程项目的施工环境存在一定差异，使得相关施工

方案有所不同，呈现一定的不可复制性特点。在此过程

中，截水帷幕等技术的应用，在施工成本方面具有一定

劣势，不利于工程短期效益的提升，使得此类节水技术

的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7]。然而，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

加之相关政府部门新的政策的推出，即相关政府部门进

行补偿，以解决节水技术应用的成本劣势。节水技术的

运用，有助于工程经济效益的提升，推动工程的长远发

展，扩大企业的利益获得空间。

提高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

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节水技术的应用，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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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绿色施工要求加以满足，贯彻相关政府部门的节能号

召，在对减少水资源浪费量的同时，使单位树立相对良

好的形象，提升单位的社会声誉水平。与此同时，绿色

回收理念的落实，可有效减少施工环节的材料使用量，

对施工周期加以缩短，为节水技术的发展提供支持，推

动水利工程的稳定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助力。

提升水利工程的环保效益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相关单位可利用的节水技

术较多，如储存下渗技术等，有助于施工流程的有序推

进，使得水资源利用呈现良好效果。在我国科学技术

愈加成熟的背景下，诞生的节水技术越来越多，为施工

水平的提升提供助力。相关单位在建设水利工程时，为

保障施工作业的有序进行，会对工作面进行降水处理，

打造适宜的施工环境。在此过程中，相关单位应注重对

截水帷幕技术与回灌等技术的应用，最大限度减少抽水

量，提升工作面水位与设计深度的一致性，在对地下水

生态系统进行维护的同时，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使得

水资源污染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相关单位应对收集处

理技术加以应用，提升地下水控制水平，对水生态进行

维护，减少资源损耗量，使得能源消耗量有所下降，提

升施工用水节约水平，实现绿色施工的目标，提高施工

过程的环保效益，提升水利工程建设与我国发展战略的

符合程度，保障生态文明理念的落实。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节水技术的应用，有助于

水资源利用率的提升，降低水利工程运行成本，对生态

环境稳定性加以维护，降低环境破坏力度，实现绿色施

工的目标，增强工程项目的节水能力，最大限度提升水

利工程价值。因此，相关单位应明确自身职能，深入分

析节水技术的应用要点，积极采取有效手段，提升节水

技术应用水平，促进水利工程综合效益的提升。

首先，相关单位应注重对降水技术的应用，并对该

技术的难题加以攻克，缩减施工过程中的抽水量，对地

下水资源进行维护，使其保持在相对稳定的运行状态

中，提升地下水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增加地下水的利用

年限[8]。同时，相关单位应选取适宜的储水模式，并对蓄

水技术加以优化，及时储存降雨时的水资源，提升降水

施工进度与施工需水时段的同步性，提升施工品质，保

障节能理念的落实。

其次，相关单位应提升对绿色施工标准的了解程

度，强化自身责任感，主动担负起自身使命，加大在节

水技术研发中的投入，并引进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

在研究队伍培养中投入更多资源，提升技术研发水平，

提升该技术的完善性，提升技术的创新水平，为该技

术的应用奠定基础载体，在提高水利工程经济效益的同

时，保障水利工程的环保效益。

最后，应注重对施工管理机制的健全，充分发挥组

织领导职能，深化对绿色施工的了解，并制定相应的水

资源管理制度，对每个参建主体的利益加以协调，提升

顶层建设水平，对基层进行正确引领，推动节水施工措

施的落实。此外，施工单位应提升与相关部门的联合程

度，让相关政府部门履行自身监督职能，加大施工现场

监管力度，提升节水技术应用成效。

结束语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为提升该工程运行稳定

性，降低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应注重对节水技术的

应用，灵活运用施工降排水技术，提升对施工降水回收

利用技术掌握水平，明确不同技术的应用要点，提升水

利工程的节水能力，促进绿色施工目标的实现，提升水

利工程的各项效益。因此，相关单位应充分发挥自身职

能，加大节水技术研究力度，提升该技术应用水平，促

进该技术的优化，提升节水技术完善性，为水利工程的

发展奠定技术基础，增加我国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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