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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河道管理及堤防工程维护

王雪峰
海城市水利事务中心�辽宁�鞍山�114200

摘�要：河道管理与堤防工程维护是保障水利安全、防止自然灾害的重要环节。重点分析堤防工程的日常维护与

加固措施，如预防性养护、病害处理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旨在提升堤防工程的耐用性和稳定性总体而言，本文旨在为

河道管理与堤防工程维护提供全面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以促进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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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河道堤防工程的意义

1.1  有利于水土资源的保护
加强河道堤防工程的意义深远，其中最为突出的一

点便是有利于水土资源的保护。水土资源是地球上最为

基础且珍贵的自然资源之一，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产生

活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河道堤防工程的主要功能

之一是防洪减灾，通过筑建堤防、疏浚河道等手段，可

以有效减少洪水对沿岸地区的侵袭，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的安全。这种防洪功能直接保护沿岸地区的土地资源，

避免洪水冲刷和侵蚀造成的土地流失，从而维护土地的

完整性和肥力。同时，加强河道堤防工程还意味着对水

资源的有效管理。通过合理调配水资源，确保河道的畅

通和水流的有序，可以避免因水流紊乱、河道淤积等问

题引发的水资源浪费。此外，良好的河道堤防工程还有

助于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减少水体污染，保护水资源

的清洁和健康。

1.2  有利于洪涝灾害的抵御
洪涝灾害是一种自然灾害，其发生往往会对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而河道堤防

工程作为防洪减灾的重要手段，其加强建设具有重大

意义。第一，加强河道堤防工程能够增强河道的防洪能

力。通过加固堤防、提高堤防的高度和宽度等措施，可

以有效防止洪水的冲击和泛滥，从而降低洪水对沿岸地

区的破坏程度。这种防洪能力的提升，为抵御洪涝灾害

提供有力的保障。第二，加强河道堤防工程还能优化河

道的水流条件。通过对河道的疏浚和整治，可以使水流

更加顺畅，减少水流的淤积和堵塞现象。这不仅有助于

防止洪水时水位的快速上升，还能减少洪水的持续时

间，从而减轻洪涝灾害的影响[1]。第三，加强河道堤防

工程还能提高沿岸地区的防洪意识。随着河道堤防工程

的加强，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防洪工作的重视度也会相应

提高。这将促使人们更加注重防洪减灾知识的学习和普

及，提高公众的防洪意识和自救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

洪涝灾害。

2��河道管理面临的常见问题

2.1  基于人为因素的问题
加强河道堤防工程的意义在于应对自然因素造成的

挑战，保护沿岸地区的安全与生态环境。自然因素，如

气候变化、水土流失、河流侵蚀等，不断对河道堤防工

程提出更高的要求。通过加强堤防建设，可以有效减少

因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例如，强化堤防工程可以提高

河道的防洪能力，降低洪水对沿岸地区的侵袭，减轻因

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对河道的冲击。

2.2  基于自然因素的问题
河道管理面临的常见问题中，基于人为因素的问题

尤为突出。这些问题主要包括非法建设与侵占河道用

地，导致河道空间被压缩，行洪能力受限；无序的河道

采砂和取土活动，破坏了河道的稳定，加剧了河岸侵蚀

和河床下切的风险；公众环保意识的缺乏，使得乱倒垃

圾、随意排放污染物等现象频发，严重污染河道环境；

过度捕捞和养殖活动不仅破坏河道生态平衡，还导致渔

业资源枯竭；同时，缺乏公众参与和意识也制约了河道

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3��河道管理的措施

3.1  做好对城市中废水的治理工作
针对城市中废水的治理工作，河道管理应采取以下

措施来确保水质的改善和保护河道生态环境：（1）建立
严格的废水排放标准，明确禁止任何超标的废水排入河

道，加强对排放单位的监管和执法力度，确保废水在排

入河道前得到有效处理。（2）推广和应用先进的废水处
理技术，如活性污泥法、生物膜法、高级氧化技术等，

以提高废水处理效率，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浓度，确保排

放水质达到环保标准。（3）加强城市废水收集和处理设
施的建设和维护，优化废水处理流程，提高废水处理能



59

水利电力技术与应用·2024� 第6卷�第14期

力和效率，确保废水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4）加强
河道水质监测和预警系统建设，及时掌握河道水质变化

情况，对超标排放进行预警和快速响应，采取必要的治

理措施，防止水质恶化[2]。（5）加强公众教育和宣传，
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引导市民正确使用和处理废水，减

少废水对河道环境的影响。

3.2  运用全新的河道管理方式
为了更有效地管理河道，需要运用全新的河道管理

方式。这种新的管理方式应该基于现代科技的应用，强

调数据驱动、智能监控与参与式管理。可以利用现代遥

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对河道进行全面的实时监测。

通过无人机、卫星遥感和地面传感器等设备，可以获取

河道的实时图像和数据，如水位、流速、水质等，从而

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问题。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

能技术，对河道管理的各类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

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例如，通过历史数据的分析，我

们可以预测河道的洪水风险，为防洪工作提供预警；通

过对水质的长期监测，我们可以分析出污染源，为治理

提供精准的方案。构建智能化的河道管理系统，实现自

动化监控和远程操控。通过安装智能监控设备和传感

器，我们可以实现对河道的24小时不间断监控，确保河
道安全；同时，通过远程操控，我们可以及时调动资

源，对河道进行维护和治理。推广参与式河道管理理

念，鼓励公众、社区和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河道管理。

通过建立公众参与平台，我们可以收集公众的意见和建

议，增强河道管理的透明度和民主性；同时，通过与企

业合作，我们可以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推动河道管

理的创新和发展。

3.3  加强河堤管理体系
首先，应建立健全河堤管理的组织架构，明确各级

管理职责和权限，确保河堤管理工作能够有序开展。通

过明确责任主体，落实管理责任，确保河堤的日常维护

和管理工作得到有效执行。其次，完善河堤管理制度和

规章制度，制定详细的河堤管理规程和操作指南，规范

河堤的巡查、监测、维护等工作流程。通过制度的建立

和实施，确保河堤管理行为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高管

理效率。同时，加强河堤巡查和监测工作，定期对河堤

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通过安装

监测设备，如位移传感器、水位传感器等，对河堤的变

形、水位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时监测，确保河堤的安全稳

定[3]。强化河堤的维护和修复工作，定期对河堤进行维护

保养，及时修复破损和老化部分，保持河堤的完整性和

坚固性。通过加强河堤的维护，延长河堤的使用寿命，

降低安全风险。另外，加强河堤管理信息化建设，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河堤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河堤

管理信息的快速获取、处理和共享。通过信息化手段，

提高河堤管理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和

管理质量。最后，加强公众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对河

堤重要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通过开展河堤保护知识宣

传、组织志愿者参与河堤保护活动等方式，增强公众对

河堤管理的参与度和支持度。

4��堤防工程维护的有效策略

4.1  提高检查频次和覆盖范围
河道堤防是防洪安全的关键屏障，任何细小的隐患

都可能成为大患。因此，提高检查的频次和覆盖范围显

得尤为重要。日常检查必须制度化，定期进行，确保堤

防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段落都被纳入监控范围。特别

是在汛期、暴雨等自然灾害多发时期，这些时段河流的

水位上涨，堤防承受的压力增大，因此更需要加密检查

频次，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无论是主要河道还是
支流，无论是堤防的主要部分还是附属设施，都应纳入

检查范畴。这不仅要求检查人员具备专业的技能，还需

要运用现代化的检测技术和设备，如无人机、远程监控

等，从空中和地面双重角度进行全方位的巡查。强化河

道堤防的日常检查机制，不仅要提高检查的频次和覆盖

范围，还要确保每次检查都有详细、准确的记录，对发

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

检查的作用，确保河道堤防的安全稳定运行。

4.2  采用高科技手段强化堤防工程检查
在现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有理由、也有必要引

入更为先进、高效的检测技术和设备来加强河道堤防的

检查工作。无人机作为一种灵活、便捷的高空观测工

具，能够迅速捕捉到堤防的宏观状态，对于发现裂缝、

滑坡等隐患尤为有效。同时，通过搭载高清摄像头、热

成像仪等装置，无人机还能在夜间、低光或复杂环境中

进行准确探测，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监控。遥感技术则能
够在宏观层面对整个河道的堤防进行全面分析。卫星和

无人机的遥感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到堤防的整体走

势、水流的分布等信息，从而为预测洪水流向、堤防承

受的压力等提供重要依据。声呐技术则在水下探测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声波在水中的传播和反

射，声呐能够精确描绘出水下地形、堤基状况等，为评

估堤防的稳定性提供关键数据。这些高科技手段的运

用，不仅能够大大提高检查的效率和准确性，还能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人力和物力的投入[4]。未来，应继续加大对

这类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使其成为河道堤防维护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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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为防汛工作提供更加全面、可靠的支撑。

4.3  构建高素质检查队伍，提升堤防工程检查质量
河道堤防检查工作不仅需要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更

需要专业的技术和敏锐的观察力。因此，打造一支高素

质、专业化的检查队伍是确保堤防工程安全的核心。第

一，加强专业培训是关键。这包括对堤防工程的基本知

识、检查方法、安全操作规程等方面的系统学习。通过

定期组织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确保检查人员能够全

面掌握堤防工程的最新知识和技术，提高识别和处理潜

在安全问题的能力。第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同样重

要。检查人员需要经常深入一线，实地了解堤防工程的

实际状况，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组织定期的现场教学

和实地考察，使检查人员能够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提高自

己的技能水平。第三，安全意识的培养同样不可忽视。

在培训过程中，必须强调安全第一的原则，让检查人员

充分认识到堤防工程安全的重要性。通过案例分析、安

全演练等方式，提高检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

力。第四，责任心的培养同样重要。检查人员需要具有

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对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负责。通过建立健全的考核机制，激励检

查人员更加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4.4  科技驱动下的堤防工程养护创新
科技的不断进步为堤防工程的养护带来了革命性的

变革。传统的养护方式往往依赖于人工巡检和经验判

断，效率低下且难以全面覆盖。（1）建立堤防工程养
护信息系统成为当务之急。这一系统能够整合各种养护

信息，包括堤防的历史数据、实时监测数据、养护记录

等，实现信息的快速获取、分析和处理。通过大数据分

析和云计算技术，养护人员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病害和

风险，制定针对性的养护方案。（2）新材料、新工艺
和新技术的推广使用，为堤防工程的耐久性和稳定性提

供了有力保障。例如，采用高分子复合材料修复堤防的

裂缝和破损部位，不仅能够快速固化，而且具有良好的

耐水、耐腐蚀性能，有效延长了堤防的使用寿命。无人

机、机器人等智能设备的运用，可以实现堤防的自动化

巡检和维护，极大地提高了养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5]。

4.5  加强预防性养护
预防性养护，作为一种前瞻性的维护策略，已成为

降低堤防工程损坏风险的关键手段。堤防工程，作为保

障河流安全、防止洪水侵袭的重要设施，其稳定性和耐

久性至关重要。而预防性养护，正是在这些方面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河流中的杂物，如垃圾、树枝、沉积

物等，不仅影响河道的通畅性，还可能对堤防造成侵蚀

和破坏。通过定期清理，可以保持河道的清洁，减少杂

物对堤防的冲击和磨损，从而维护堤防的完整性。护坡

和堤身是堤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出现破损或裂

缝，不仅影响堤防的美观性，更可能引发渗漏、滑坡等安

全隐患。因此，及时修复这些破损部位，采用合适的材料

和工艺，是确保堤防工程稳定性的关键。通过实施这些预

防性养护工作，可以大大降低堤防工程损坏的风险，延

长其使用寿命，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这不仅是对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的负责，也是对公共资源的有效节约。

结束语

河道管理与堤防工程维护是确保水利设施安全、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长期任务。通过实施科学的管理

和维护策略，能够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利用。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

社会的发展，河道管理与堤防工程维护将面临更多新的

挑战和机遇。因此，需要不断加强研究、探索创新，为

河道管理与堤防工程维护提供更为先进和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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