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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管理及维护措施

谢明兴�黄少卿
合普项目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广西�桂林�541001

摘�要：水利水电工程中，闸门是重要的安全设施之一，其正常运行对于保障工程的安全和效益至关重要。本文

介绍了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管理措施与维护对策，包括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查与监测、做好清洁与保养等管理

措施，以及预防性维护、修复性维护、优化性维护等维护措施。同时，加强培训与教育、建立维护记录等措施有助于

提高管理维护水平，提升工程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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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水电等工程建设是国家基本建设的主要部分，

对于水资源的调节和分配、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和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有着难以取代的重要意义。闸门作为水

利水电工程中的关键设备之一，其正常运行对于工程的

安全和效益至关重要。因此，加强水利及水电建筑闸门

的管理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1��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种类及特点

水利水电工程中，闸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种类

繁多，每种类型的闸门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应用场景。

其中，平板闸门是最常见的一种，其结构简单、制造成

本低、维护方便，适用于各种水文条件和流量要求。弧

形闸门则适用于大流量、高水头的情况，其结构类似于

平板闸门，但门叶的形状是弧形的，可以更好地适应水

流的动力学特性。人字闸门则适用于洪水控制和分洪等

情况，其结构类似于平板闸门，但门叶的形状是像人字

一样的，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流的流向和流量。拱形闸门

则适用于小型水利工程和农村灌溉等情况，其结构类似

于弧形闸门，但门叶的形状是拱形的，可以更好地适应

水流的动力学特性[1]。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特点主要包括

结构复杂、尺寸大、重量重等。这些特点使得闸门的管

理及维护工作变得尤为重要。首先，结构复杂意味着闸

门的零部件较多，需要更多的维护和保养。其次，尺寸

大和重量重则意味着闸门的制造、运输和安装都需要更

多的技术和设备支持，同时也增加了维护和保养的难度

和成本。因此，对于水利及水电建筑物阀门的管理和保

障措施，需要结合其特点进行综合考虑，以确保闸门的

安全、稳定和长期运行。

2��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管理措施

2.1  建立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的闸门管理制度是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管理

的重要环节。这一制度应当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

工作流程，包括闸门的操作、检查、维护和保养等方面

的工作。通过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和标准化的操作方式，

可以确保闸门管理的有序实施，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

量。闸门管理制度如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权限，

制定详细的工作任务和责任分工；规定闸门操作、检

查、维护和保养的具体流程和标准，确保工作质量和安

全；建立完善的记录制度和档案管理体系，对闸门管理

工作进行全面跟踪和记录；制定应急预案和应对措施，

确保在突发事件或事故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和处理。

2.2  定期检查与监测
定期检查与监测是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管理的重要措

施之一。通过定期对闸门进行全面检查，可以及时发现

并处理存在的问题，保障闸门的安全和稳定运行[2]。同

时，通过现代化检测技术手段，对闸的工作情况进行实

时监控，可以为管理人员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支持，

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闸门的状态和运行情况。定期外

观检查，检查闸门的外观是否有变形、裂纹、锈蚀等问

题，及时发现并处理；结构检查，对闸门的结构进行详

细检查，包括焊接点、支撑结构等关键部位，确保结构

的完整性和稳定性；零部件检查，对闸门的零部件进行

检查，如螺栓、螺母、垫圈等，确保其完整性和紧固

性；运行状态监测，采用现代化监测手段，如传感器、

监控系统等，对闸门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包括水

位、流量、速度等参数，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采取相应

措施；记录与报告，对检查和监测结果进行详细记录，

并定期向上级管理部门报告，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2.3  做好清洁与保养
定期清理闸门上的杂物和沉积物，可以保持闸门的

外观整洁，避免杂物和沉积物对闸门运行的影响。同

时，对闸门的润滑系统、传动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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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可以确保其正常运行，延长闸门的使用寿命。定

期清理闸门表面，使用高压水枪或软刷等工具，定期清

除闸门外表上的杂质和沉积物，维护船闸的干净和整

洁；清理传动装置，定期检查和清理闸门的传动装置，

包括齿轮、链条、轴承等部位，确保传动装置的顺畅运

行；润滑系统保养，定期对闸门的润滑系统进行检查和

保养，包括润滑油的更换、滤清器的清洗等，确保润滑

系统的正常运行；维护液压系统，对于液压驱动的闸

门，应当定期检查液压系统的压力、密封件和油质等情

况，确保液压系统的正常运行；记录与报告，对清洁和

保养的结果进行详细记录，并定期向上级管理部门报

告，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2.4  完善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预案是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管理的重要措施

之一。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如洪水、地震、火灾

等，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和责任

人，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

确定应急组织架构，明确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和责任人，

建立应急指挥系统，确保信息的畅通和命令的迅速传

达；制定应急处置流程，根据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类

型，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流程，包括预警、响应、处

置、善后处理等环节，确保处置工作的有序进行；明确

责任人职责，对应急预案中的各个环节，明确相应的责

任人职责和任务，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能够迅

速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制定应急预案的培训计划，对

应急预案进行定期的培训和演练，提高应急处置人员的素

质和能力，确保他们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准确地采取

行动；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和修订，根据实际情况和

经验教训，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和修订，使其能够

更好地适应实际情况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2.5  明确责任分工
明确责任分工是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管理的重要措施

之一。为了确保闸门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得到有效的落

实，需要明确各级责任主体的职责和义务。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对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管理和维护工作的领

导，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提供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源支

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管理

和维护工作的监管，制定相关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对应

急预案进行审批和监督执行。水闸主管部门，应当负责

协调和管理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日常运行和维护工作，

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培训，确保闸门的安全、稳定运

行。水闸管理单位，应当具体负责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

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包括闸门的操作、检查、维修、

保养等，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异常情况[3]。

3��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维护措施

3.1  常规化检查项目的周期管理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闸门的维护措施是确保其正常

运行的重要环节。其中，常规化检查项目的周期管理是

闸门维护的关键部分。定期检查可以有效地对闸门启

闭机进行监管，特别是在汛期前后完成检查工作，使得

专业技术人员能够通过经验和理论专业有效对其实施监

督保护。一般来说，常规化检查项目的周期管理需要制

定详细的计划和时间表。例如，可以每季度或每半年进

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以确保闸门的运行状态良好。在汛

期前后，要特别注意对闸门进行全面检查，包括机械部

件、电气系统、液压系统等各个部分。同时，对于易损

件和关键部件，如轴承、齿轮、链条等，要增加检查的

频率，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问题。除了定期检查外，还

要注意设备的阶段性维护和保养。例如，可以每半年或

每年进行一次设备的维护保养，包括更换润滑油、清洗

滤清器、检查液压系统等。这些工作可以有效地延长设

备的使用寿命，并确保其在关键时刻能够正常运行。在

特殊情况下，如风暴问题、山洪灾难和地震灾难等现象

出现后，需要对发生问题的地方进行强化检测，并及时

对问题提出具体的紧急处置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要加

大检查的频率和力度，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避免

事件扩大。

3.2  常规化检查内容的综合管理
为了保障检测的有效性和检测流程的安全性，从根

本上提升水利水电工程阀门启闭机管理与维修的有效

性，必须实施以下综合监管措施：（1）油路的畅通性：
通过集中检测油路的通畅性，唯有确保油路畅通，方可

保障闸门启闭机的使用效果。同时，还要对油量和油质

进行集中分析，以确保有关参数均能达到规范要求。在

检查过程中，要注意观察油路是否存在堵塞、漏油或渗

油等问题，及时发现并处理。（2）阀门启闭机的灵巧程
度：综合评价和测试阀门启闭机的灵巧程度，有效提高

制动操作的精确度。同时，要对腐蚀现象亦或者非正常

的声响实行集中监测与管理，并特别注意零件的裂纹现

象、缺陷问题和损坏现象等[4]。而针对出现的情况，应

适时进行维修或更换部件，以保障闸门启闭机的正常运

行。（3）系统的接线：集中检查所有系统的接线，判断
线路正常与否，同时对接头稳定性、扭转性能、锈蚀问

题和断丝现象等都要加以集中研究。同时，也要判断不

同滑轮的压边问题及其偏置角过大的因素，在有效加以

改进的根本上提高了相应系统的运行管理水平。对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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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问题，要检查是否有短路、断路或接触不良等问题，

及时进行修复和更换。（4）设备清洁与保养：保持设备
的清洁和良好的运行状态是维护闸门启闭机的重要措施

之一。要定期清理设备表面和内部部件的灰尘和污垢，

避免因污垢堆积而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同时，要定期

更换润滑油和滤清器等部件，确保设备的润滑和冷却系

统正常运行。

3.3  其他维护
（1）预防性维护，在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管理及维

护中，预防性维护包括定期对闸门进行润滑、紧固螺栓

等维护工作，以及对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测试。这些预

防性维护措施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和故障，并采取

相应的措施进行修复和预防，有效避免设备在运行过程

中出现故障。（2）修复性维护，在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
管理及维护中，修复性维护包括更换磨损部件、修复损

坏表面等。这些修复性维护措施可以及时修复设备故障，

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同时也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3）优化性维护，在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管理及维护
中，优化性维护包括改进润滑系统、增加防腐蚀涂层等。

这些优化性维护措施可以在不改变设备基本结构的前提

下，提高设备的性能和效率，降低设备的维护成本。

3.4  培训与教育
为了提高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的技能水平和安全意

识，必须加强对他们的培训和教育。首先，培训与教育

应让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了解水利水电工程中闸门的结

构、性能和工作原理。这是基础，只有了解了设备的根

本，才能在操作和维护时做出正确的决策[5]。其次，培训

与教育应让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掌握设备的操作和维护

技能。技能是保证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只有掌

握了正确的技能，才能有效地维护和修理闸门。最后，

培训与教育应提高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

急处理能力。安全意识是预防事故发生的关键，只有意

识到安全的必要性，才能自觉遵守安全规程，避免事故

的发生。同时，应急处理能力也是保证设备安全的重要

手段，只有具备了应急处理能力，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

时迅速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

3.5  建立维护记录
通过详细记录设备的维护历史和故障排除过程等信

息，可以为后续的维护工作提供宝贵的参考和依据。维

护记录应该包括维护时间、维护内容、维护人员等信

息，以便于追踪和管理。同时，对于故障排除过程，应

该记录故障现象、故障原因、排除方法等信息，以便于

总结经验，提高维护水平。这样的记录不仅可以提供设

备维护的详细情况，还可以帮助管理者更好地了解设备

性能和运行状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建立维护记录

不仅可以提高管理维护效率，还可以保障水利水电工程

的安全和稳定运行。通过总结经验，可以不断完善维护

措施和方案，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同时，通

过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可以避免因设备故障而引起的

安全事故和损失。

结束语

水利水电工程闸门的管理和维护是水利水电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和维修策

略，可以延长闸门的使用寿命，提高水利水电工程的整

体效益。闸门的管理及维护也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

务。通过总结经验，不断优化管理和维护措施，可以更

好地保障闸门的正常运行，提高水利水电工程的整体效

益。为水利水电工程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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