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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闸门安全运行管理措施

赵超锋
河南省白沙水库运行中心�河南�禹州�461670

摘�要：水利工程闸门安全运行对于保障工程效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生态环境稳定以及提升国家综合实

力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前水利工程闸门安全运行管理存在的问题，如自动化程度不足、硬件设备不完善和管理效果

薄弱，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包括完善自动化控制与调节功能、做好硬件设备的选择工作、彻底转变陈旧的

管理观念、加强日常维护和检查、引入智能化监测技术、建立协同管理机制以及提高应急处理能力等。实施这些措施

有望显著提高闸门的安全运行管理水平，降低潜在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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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闸门的安全运行管理关系到防洪、灌溉、供水、发电

和航运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当前水利工程闸门安全运

行管理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

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管理措施，以期提高水利工程闸门

的安全运行管理水平，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

生态环境稳定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1��水利工程闸门安全运行管理的重要意义

水利工程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防洪，闸门的正常运行

对于调节洪水流量、减轻下游洪水压力至关重要。一旦

闸门出现故障，可能导致洪水失控，造成巨大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水利工程通过闸门调节水位，为农田灌

溉和城市供水提供保障。闸门的安全运行直接关系到农

田灌溉效果和城市供水稳定性，对于农业生产和居民生

活具有重要意义。许多水利工程兼具发电和航运功能，

闸门的正常运行对于保障水电站稳定运行和航道通畅至

关重要。一旦闸门出现故障，可能导致水电站停机或航

道堵塞，影响能源供应和交通运输。水利工程闸门的安

全运行管理对于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不可忽视

的重要意义。闸门的安全直接关系到下游居民的生命安

全，如果闸门出现失控情况，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洪水灾

害，导致人员伤亡。因此，必须加强闸门的安全运行管

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闸门能够正常启闭，从而最大程

度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闸门故障也可能导致

洪水冲毁房屋、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给人民的财产

带来巨大的损失。通过加强闸门的安全运行管理，可以

降低这种风险，有效地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水利工程

通过调节水位和流量，有助于保护水资源，维护生态平

衡。闸门的正常运行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关键。加强闸门

安全运行管理，可以确保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保护。

闸门的正常运行有助于维护河流健康，包括保持水质、

维持河道稳定等。一旦闸门出现故障，可能导致水质恶

化、河道淤积等问题，影响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加强闸

门安全运行管理，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

过科学调度和管理，可以充分发挥水利工程在防洪、灌

溉、供水、发电、航运等方面的综合效益，同时降低对

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水利工程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闸门安全运行管理有助于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通过保障工程效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

态环境稳定，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水利

工程作为国家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其安全稳定运行有助

于提升国家形象[1]。加强闸门安全运行管理，可以展示中

国在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增强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和认可。加强闸门安全运行管理

有助于增进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

和技术成果，可以促进全球水利事业的发展，为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和水资源挑战贡献力量。

2��水利工程闸门安全运行管理问题

2.1  自动化程度不足
水利工程闸门的安全运行管理面临着自动化程度不

足的严峻问题。目前，众多水利工程中的闸门依然停留

在传统的人工操作阶段，缺乏现代化的自动化控制和调

节功能。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了人力成本的增加，使闸门

操作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而且也可能因为人为因素引

发各种安全隐患。毕竟，人工操作容易受到疲劳、情绪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可能出现误操作或操作不当的

情况，给水利工程带来潜在的风险。

2.2  硬件设备不完善
水利工程中的闸门是防洪、灌溉、发电等多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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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部分，然而其安全运行管理面临一系列挑战。其

中，硬件设备的不完善问题尤为突出。长时间的使用

和环境因素可能导致传感器、执行器等关键部件出现老

化或损坏，使闸门在关键时刻无法准确、迅速地响应指

令。控制系统的不匹配可能导致闸门在操作过程中出现

失误或完全失效。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闸门的正常

运行，更重要的是对其安全性能构成潜在威胁。

2.3  管理效果薄弱
水利工程闸门的安全管理关乎工程的稳定运行与效

益发挥，但现实中，不少工程的安全管理效果显得较为

薄弱。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重要环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例如，定期检查是预防闸门故障的首要手段，但某

些工程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忽略或简化了这一步骤。再

者，维护保养工作同样关键，它能及时发现并修复闸门

的微小损伤，防止问题扩大，但此项工作在部分工程中

并没有得到持续有效的执行[2]。此外，人员培训也是提

升管理效果的重要途径，但有的工程在培训方面投入不

足，导致操作人员对新设备、新技术的掌握不够熟练，

或缺乏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

3��水利工程闸门安全运行管理措施

3.1  完善自动化控制与调节功能
为提升水利工程闸门的安全运行管理水平，完善自

动化控制与调节功能是至关重要的措施。现代化的自动

控制系统，如PLC和SCADA，应当被引入到水利工程
中。这些先进的技术系统能实现闸门的远程自动控制和

调节，从而极大地减少了对人力的依赖，降低了人力成

本。更重要的是，自动控制系统能准确、及时地进行控

制调节，避免了因人为因素而可能产生的操作失误，从

而有效地降低了安全隐患。与此同时，自动控制系统的

应用还能提高闸门的运行效率，保障水利工程的稳定、

高效运行。因此，投入适当的资源，引进并完善自动化

控制与调节功能，对于提升水利工程闸门的安全运行管

理水平，确保工程的安全、高效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3.2  做好硬件设备的选择工作
水利工程闸门的安全运行与硬件设备的性能和质量

息息相关。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源头抓起，做好硬

件设备的选择工作。在选择过程中，性能、质量、兼容

性和可维护性是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性能决定了设备

能否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质量则关系到设备的寿命和

稳定性。兼容性也是重要的考量点，尤其是在现代化的

水利工程中，多种设备、多个系统之间的协同工作变得

尤为重要。最后，可维护性也不容忽视，好的硬件设备

应当便于维护和更换，以减少未来的运营成本和风险。

硬件设备的选择仅是第一步。对于已投入使用的设备，还

需要给予持续的关注[3]。定期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设备中的

隐患和问题，而维护则能确保设备的持续、稳定工作。

3.3  彻底转变陈旧的管理观念
为确保水利工程闸门的安全运行，管理部门必须彻

底转变陈旧的管理观念，充分认识到闸门安全运行的重

要性。这不仅仅关系到工程的正常运行和效益，更直

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的稳定。为此，加

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培

训，操作人员才能熟练掌握现代化的管理知识和技能，

提高安全意识，确保在面对各种情况时都能作出正确的

判断和决策。此外，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也

是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和预案应该基于工程实际情况，

明确责任分工，规范操作流程，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迅

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调动资源，进行有效的处

理。同时，还需要定期对这些制度和预案进行修订和完

善，以适应工程运行环境和需求的变化。水利工程管理

部门在日常工作中也应始终保持警惕，加强巡查和检

查，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

3.4  加强日常维护和检查
水利工程闸门的日常维护和检查是确保其安全运行

的关键环节。为确保这一重要设施能随时发挥其应有的

功能，必须对闸门及其相关设备进行定期、全面的检查

和维护。定期检查不仅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更

能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4]。不应忽视任何小细节，

因为每一个小部件的失效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

每次检查都要有详细的记录，这样不仅能为未来的维护

提供参考，还能帮助工程师们分析问题的根源。除了定

期检查，日常维护也是保证闸门安全运行不可或缺的部

分。维护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清理闸门上的杂物、润滑机

械部件、调整控制系统等。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实则

是确保闸门长期稳定运行的基础。当发现闸门或其相关

设备存在问题时，必须立即进行处理。对于复杂的问

题，可能还需要组织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找出

问题的根源并采取最有效的措施。

3.5  引入智能化监测技术
为适应当代水利工程管理的需要，不仅要依赖传统

的管理和巡检方法，还要结合最新的科技手段，确保闸

门的安全与可靠。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尖

端技术，可以对闸门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持续的监测

和分析。通过在闸门和相关设备上安装传感器，能捕获

其工作的实时数据，如开度、压力、流量等，并通过物

联网技术进行传输和汇总。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可以



81

水利电力技术与应用·2024� 第6卷�第7期

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以发现闸门运行

中可能存在的微小变化或异常。而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

算法则能根据历史数据，预测闸门未来的工作状态，提

前预警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此外，智能化监测技术还

能为管理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通过对闸门的实

时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管理人员可以更加科学、

合理地进行决策，如确定闸门的开启时间、调整水库的

运行策略等。

3.6  建立协同管理机制
为确保水利工程闸门的平稳、安全、高效运行，单

纯依赖闸门管理部门是远远不够的。一个高效、完善的

安全运行管理措施需要多个部门和机构的共同参与和合

作。这就是协同管理机制的核心所在。水利部门应与电

力部门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因为闸门的正常运行与

电力系统的稳定供电密不可分。双方可以定期召开联席

会议，分享信息，确保在电力需求高峰或突发情况下，

水利工程闸门能得到优先的电力保障[5]。此外，与气象

部门的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气象部门提供的实时水文

数据、降雨预测等信息，对于闸门的调度和运行至关重

要。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两个部门可以实现数

据的实时共享，确保闸门在面临极端天气或洪水等自然

灾害时，能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协同管理机制还应

包括与应急管理部门、环保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等的合

作。在应对突发事件、进行紧急救援、保护生态环境以

及确保河道交通安全等多个方面，都需要这些部门的大

力支持和配合。

3.7  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水利工程闸门的安全运行，除了日常的维护和检

查，还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这种突发状况

可能是由天然灾害、设备故障或其他未知因素引起的。

为确保在这些关键时刻能迅速响应和处理，必须采取一

系列应急措施。首要任务是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这

一预案应该基于对历史数据和经验的深入分析，明确可

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并为每一种情况制定相应的处理策

略。预案中还应详细列出应急联系方式，确保相关人员

能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仅有预案是不够的。为确保在

紧急情况下能熟练、迅速地处理问题，定期的演练和培

训是不可或缺的。这些演练应该模拟真实的场景，帮助

员工熟悉应急流程，并对应急设备进行检查，确保其处

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培训也是非常关键的。通过培训，员

工可以深入了解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并掌握相应的

处理技巧。此外，培训还能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使他们

更加明白在紧急情况下应该如何冷静、高效地行动。

结语

水利工程闸门的安全运行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

措施，包括自动化控制、硬件设备选择、管理观念转

变、日常维护和检查、智能化监测技术、协同管理机制

以及应急处理能力提升等。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

况进行灵活调整和优化。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

管理理念的创新，水利工程闸门的安全运行管理将迎来

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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