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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渠道治理技术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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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合理利用和高效管理水资源，成为当今时代的应对之策。而渠道作

为重要的水利工程，其贯穿于农业、工业、城市和环境等各个领域，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

用。因此，深入研究水利工程渠道治理技术方法，提高渠道治理的效率和水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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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利工程渠道治理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渠道是指人工开挖或修建的一些水道，包

括河渠、水库、水利工程、排灌渠道、农田水利等。水

利工程渠道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农业生产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

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水利工程渠道的开挖和改造也在

不断加强，然而渠道治理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第一，

水利工程渠道的治理能够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水是生

命之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水利工程建设中，

可以通过加强渠道的治理，实现合理地利用水资源，提

高水的使用效率，降低浪费，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第二，水利工程渠道的治理能够增强灾害防范能

力。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区域，水利渠道的治理尤为

重要。加强水利工程的治理，可以有效地降低洪涝、山

洪、滑坡等灾害的发生概率，减小灾害导致的损失，保

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第三，水利工程渠道的治理能够

促进绿色生态发展。当前，人们对于绿色生态环境的需

求越来越高。通过进行水利工程渠道的治理，可以还原

渠道的自然生态，改善环境，提升水域和周边生态的可

持续发展，推动经济和环境的双赢。第四，水利工程渠

道的治理有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划分不再明确。水利工程渠道的

治理可以使城乡之间水资源的交易更加便捷，建立新型

的合作模式，发挥渠道在区域经济中的重大作用，推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只有加强水利工程渠道的治理工作，

保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高灾害防范能

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才能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

2��水利工程渠道治理的流程与环节

2.1  规划设计阶段
规划设计阶段是渠道治理的起点。在这个阶段，需

要进行前期调查和现状分析，了解渠道的基本情况、病

害和治理需求，而后制定治理规划和设计方案。并按照

有关文件和规范，制定实施方案和施工图纸。

2.2  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涉及到治理方案的实施，包括渠道的疏

浚、改修、加固、护砌等工程。这需要根据设计方案的

要求，按照规范进行材料选用、施工工艺和施工质量控

制等各个环节的管理。

2.3  验收阶段
治理工程完成后，需要对渠道进行验收工作。主要

包括工程竣工验收和质量验收。其中，竣工验收包括工

程的结构、质量、安全等情况的验收，质量验收则主要

是针对渠道的运行效果进行细致的查证，以保证治理效

果和目标的实现[2]。

渠道治理工作需要从开展规划，进行综合治理，到进

行验收各个环节认真把握和贯彻执行。对于不同的情况和

需求，治理方案也需因地制宜，同时注意环保和生态的保

护，使得治理工程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期运营。

3��水利工程渠道治理技术方法的现状

3.1  渠道清淤技术
渠道清淤技术是水利工程渠道治理中的一项重要技

术，其目的是清除渠道内的淤泥、垃圾、杂草等杂物，

以保证渠道的过水能力和供水质量。渠道清淤技术的

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机械清淤、水力清淤和

化学清淤。机械清淤是指使用机械设备，如挖掘机、装

载机、链斗挖掘机等，对渠道进行清理。这种方法清理

效率高，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设备，成本较高。水力清

淤是指利用水的冲刷作用，将渠道内的杂物冲刷到渠道

的下游，再通过下游的出口将杂物排出渠道。这种方法

成本较低，但清理效率较低，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将渠道

清理干净。化学清淤是指使用化学药品，如硫酸、盐酸

等，将渠道内的淤泥分解，再通过水的冲刷作用将分解

后的淤泥冲刷到渠道的下游。这种方法清理效率高，但



232

2023 第5卷 第11期·水利电力技术与应用

需要使用化学药品，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3]。在实际应

用中，应根据渠道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清淤技术。同

时，还需要加强对渠道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定期对渠道

进行清理和检查，以保证渠道的正常运行和供水质量。

3.2  径流调控技术
径流不稳定性强，是水利工程渠道治理过程中比较

困难的问题之一。通过精细地调控渠道，针对不同的实

际情况，运用先进的测量技术和计算模型，实现精细化

的渠道流量调控。对于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渠道出水质

量和保护渠道生态都有重要的意义。水文调控是指通过

一定的工程措施，如建设水库、水闸、堤防等，对渠道

内的水流进行调节和控制。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保证渠

道的正常运行和供水质量，但需要较大的投资和土地资

源。水量调控是指通过管理手段，如制定用水计划、限

制用水量、调整水价等，对渠道内的水流进行调节和控

制。这种方法不需要较大的投资和土地资源，但需要加

强管理和协调，以保证调控效果的可持续性。洪水调控

是指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和管理手段，如建设洪水闸、

制定防洪预案、加强洪水预警等，对渠道内的洪水进行

调节和控制。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保护渠道和沿岸人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但需要加强管理和协调，以保证调控

效果的可持续性。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渠道的具体情

况和治理要求选择合适的径流调控技术。同时，还需要

加强对渠道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定期对渠道进行清理和

检查，以保证渠道的正常运行和供水质量[4]。

3.3  渠道护砌技术
渠道护砌技术是将水利工程渠道表面进行加固和保

护的一种技术。这一技术主要应用于水力冲刷、稳定斜

坡、防止涸沟坍塌等情况。在渠道治理工作中，采用

现代化的渠道护砌技术，不仅能有效地提高渠道使用寿

命，还有优秀的透水性，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等问

题。渠道护砌技术是指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对渠道进

行加固和保护，以保证渠道的正常运行和供水质量。渠

道护砌技术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砖石护

砌、混凝土护砌和塑料护砌。砖石护砌是指使用砖石材

料对渠道进行加固和保护。这种方法施工简单，成本较

低，但强度和耐久性较差，适用于短期使用和低强度要

求的情况。混凝土护砌是指使用混凝土对渠道进行加固

和保护。这种方法强度和耐久性较高，适用于长期使用

和较高强度要求的情况。塑料护砌是指使用塑料材料对

渠道进行加固和保护。这种方法重量轻、施工方便，适

用于短期使用和低强度要求的情况[5]。

3.4  流速测量技术

流速测量技术是对渠道流速实时监测的一种技术，

也是水利渠道治理的重要手段。人们可以通过采用流速

测量技术，精准地掌握渠道流速变化的情况，及时地

发现并处理渠道问题，提高渠道的流量和使用寿命。流

速测量技术是指通过一定的仪器设备，对渠道内的水流

速度进行测量。流速测量技术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最

常见的是浮标测流法、流速仪法和多普勒频移法。浮标

测流法是指将浮标放入渠道中，测量浮标随水流移动的

速度，从而推算出水流速度。这种方法操作简单、成本

低，但精度较低，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流速仪法是指

将流速仪放入渠道中，测量水流的切向速度，从而推算

出水流速度。这种方法精度较高，但需要专业人员操作

和维护，成本较高。多普勒频移法是指利用多普勒效应

测量水流中悬浮物的振动速度，从而推算出水流速度。

这种方法精度高、不受人为因素影响，但需要专业设备

和技术支持。

4��水利工程渠道治理技术方法的研究

4.1  渠道深度测量与剖面校核技术
渠道深度测量与剖面校核技术是指通过对渠道的深

度和剖面进行测量和校核，以保证渠道的正常运行和供

水质量。渠道深度测量与剖面校核技术的方法有很多

种，其中最常见的是激光扫描测量法和航空测量法。激

光扫描测量法是指使用激光扫描仪对渠道进行扫描，通

过激光束的反射和折射，测量出渠道的深度和剖面形

状。这种方法精度高、速度快、操作简单，适用于大面

积渠道的测量和校核。航空测量法是指使用航空测量仪

器，如无人机、直升机等，对渠道进行测量和校核[6]。这

种方法可以从空中拍摄渠道的照片和视频，对渠道的深

度和剖面进行精确测量和校核。这种方法精度高、覆盖

范围广，适用于难以到达地区和危险地区的渠道测量和

校核。

4.2  三维模型构建与水动力模拟仿真
在渠道治理工作中，现代化的水动力模拟仿真技术

也被广泛应用。三维模型构建与水动力模拟仿真是指通

过对渠道建立三维模型，并进行水动力模拟仿真，以

预测渠道的运行状态和水流特性，从而为渠道治理提供

科学依据和优化方案。三维模型构建与水动力模拟仿真

技术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CFD模拟法和物
理模型实验法。CFD模拟法是指通过计算机模拟计算，
对渠道内的水流特性和水动力分布进行预测和分析。这

种方法速度快、成本低，但精度受限于计算方法和网格

分辨率，适用于初步设计和优化方案筛选。物理模型实

验法是指通过实际制作渠道的物理模型，在实验室内模



233

水利电力技术与应用·2023� 第5卷�第11期

拟渠道的运行状态和水流特性。这种方法精度高、可控

性高，但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和实验空间，适用于精细

化实验研究和验证CFD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在实际应用
中，应根据渠道的具体情况和治理要求选择合适的三维

模型构建与水动力模拟仿真技术[1]。同时，还需要综合考

虑实验成本、模拟精度和实验周期等因素，选择合适的

三维模型构建与水动力模拟仿真方法。

4.3  光纤陀螺惯导仪检测技术
在渠道比较深、曲折和狭窄的情况下，传统的检测

方法可能存在一些困难。光纤陀螺惯导仪检测技术是近

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技术，它可以实现大范围的渠道

结构检测，高效地检测难以接近的位置和细小缺陷。

4.4  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
云计算与大数据计算技术在水利工程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尤其是在渠道治理的大规模数据处理方面具备

明显优势。通过对数据的高效、准确地处理以及实时监

控，可以提高渠道构造的稳定性、保证流量清淤和保护

水源的安全性，进一步提高渠道的使用寿命。

5��水利工程渠道治理技术方法的发展趋势

5.1  高精度和快速响应的渠道监测技术
随着传感器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渠道

治理将会更加智能化和精细化。通过安装各种传感器和

监测设备，实现对渠道水流的实时监测和数据采集，并

将数据传输到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从而实现渠道的自

动化管理和控制。同时，随着监测技术的快速发展，监

测设备的精度和响应速度也将得到大幅提升，能够更快

速地反映渠道的运行状态和水流特性，为渠道治理提供

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2]。

5.2  高效环保的清淤和护砌技术
渠道清淤和护砌是渠道治理中的重要环节，未来的

清淤和护砌技术将更加注重环保和高效。一方面，将开

发出更加环保的清淤技术，如生物清淤、机械清淤等，

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将研发出更加高效和

耐久的护砌材料和技术，如高性能混凝土、纤维增强复

合材料等，以提高渠道的抗冲刷能力和耐久性。

5.3  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渠道设计和模拟技术
未来的渠道治理将更加智能化和可视化。通过使用

计算机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对渠道设计和模拟的

自动化和可视化。在设计和模拟过程中，可以实现对水

流的精确模拟和预测，从而为渠道设计和治理提供更加

科学和准确的数据支持。同时，通过使用智能化控制系

统，实现对渠道的自动化管理和控制，提高渠道的运行

效率和供水质量[3]。

5.4  多学科交叉的渠道治理技术
未来的渠道治理将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和综合应

用。水利工程渠道治理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如水文

学、水力学、地质学、材料科学等。未来的渠道治理技

术将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和综合应用，通过综合应用多

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实现对渠道治理的全面研究

和优化，提高渠道治理的效果和效率。

结束语

总之，水利工程渠道治理技术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涉

及技术、经济和政策等多方面，具有广泛的研究前景与

广泛的应用市场。只有持续不断地提高渠道治理技术

水平，并结合实际发展趋势，优化渠道治理技术方法，

才能更好地推进水利工程渠道的建设和治理工作，促进

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水利工程渠道

治理技术方法的发展将继续探索创新，不断涌现出新的

技术和方法，进一步提高水利工程渠道的治理效率和水

平，为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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