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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河水库标准化管理工作实践与探索

宋红阳1�韩非非2

1.��西安市临潼区零河水库管理站�陕西�西安�710607

2.��西安市临潼区水土保持工作站�陕西�西安�710600

摘�要：以零河水库为例，对水库标准化创建工作各环节进行分析总结。通过对水库工程状况、安全管理、运行

管护、管理保障、信息化建设共5大类逐项进行对照自查，并就存在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为水库标准化创建工
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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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22年，水利部出台了《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评价办法》及其评价标准。实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能够全面提升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保障工程效

益发挥，水库标准化管理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

1��水库概况

零河水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零河下游，总库

容3990万m3。水库枢纽工程由均质土坝、溢洪道和放水

设施三部分组成，水库控制流域面积270km2，多年平均

径流量3500万m3。水库功能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等综

合效益。

2��标准化创建工作背景

2022年陕西省开始全面推行水库标准化管理工作，
2023年陕西省水利厅印发《陕西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作为西安市第一批标准化

管理示范水库之一，零河水库对照评价标准进行自查，

对存在问题分类整理并制定针对性措施进行整改，以达

到标准化管理要求。经过一年的标准化创建工作，水库

面貌及运行管理水平提升成效显著。

2023年11月底，零河水库通过陕西省水利厅组织的
标准化管理工作评价，评价结果为陕西省级标准化管理

二级工程[1]。通过本次评价工作，零河水库在水库标准化

管理方面积累了部分经验，但距离高标准管理还存在很

大差距。

3��原则及任务

3.1  基本原则：
水库标准化建设以标准管理、科学实用为原则，加

强水库信息化建设现状，对日常管理业务进行梳理分

析，紧紧围绕水库安全运行和管理业务标准化建设，以

安全运行管理工作为核心，以信息展示与服务为重点，

全面提升水库防洪调度和工程管理科学化管理水平。

3.2  目标任务：
（1）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打造库区标准化管理

模式，形成可复制经验。（2）全面提升水库库区环境，
形成山青水秀、环境宜人的水库风光。（3）全面加强水
库安全生产，确保水库库区及枢纽区“零事故”。（4）
水库实施精细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5）深入推行“智能化、数
字化、现代化、科学化”的库区标准化管理模式。（6）
库区标准化管理要做到“任务清、制度全、人员齐、物

资足、定位准、响应快、效率高”。（7）程序要规范，
落实要严格，管理要标准，库区安全牢记始终，巡检值

守不分昼夜。

4��标准化管理问题自查

对照《陕西省水库标准化管理评价标准》，水库从工

程状况、安全管理、运行管护、管理保障、信息化建设共

5大类31个小项进行对照自查，逐项梳理存在问题[2]。通

过整理，共发现以下问题：

4.1  工程状况方面
水库整体环境面貌有待提升，管理设施设备部分损坏。

水面存在漂浮物且溢洪道进水口有部分杂草灌木，

水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管理站办公楼、配电房等

附属建筑墙皮局部脱落，屋顶有漏水现象。院内杂草、

灌木丛生，线路杂乱，路面地砖破损，局部开裂沉陷；

泄水洞出口侧墙砌石部分脱落，灌溉渠闸门部分损坏有

漏水现象；库区警示牌、指示牌等标识标牌不足。

4.2  安全管理方面
水库管理范围土地尚未确权。防汛物资种类不全，

数量不足。应急演练针对性不强。

零河水库修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历史原因，

水库管理范围土地性质一直未明确。2021年，水库零河
水库完成管理范围划界，但土地尚未确权；零河水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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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物资仓库位于零河水库管理站院内，仓库面积120m2，

物资以救生衣、雨衣等救生物资为主，缺少必要抢险器具

及抢险物料；每年汛前管理站组织一次防汛应急演练。

4.3  运行管护方面
水库雨水情测报成果尚未完全指导调度，无洪水预

报。监测设备未进行校核及人工比测；水库效益发挥不足。

水库在2005年实施建设了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
工程，完成了以下监测项目：表面变形监测20个表面标
点，12个工作和校核基点；渗流监测33个渗压计；水
文气象上游水位计、雨量计、气温计、气压计各一支；

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一套（包括监测分析整编软

件）；电视监视系统一套（共布设4个监测点）。
水雨情数据以自动采集为主，人工监测辅助。水雨情

能做到及时记录及计算。目前洪水预报主要依靠区气象预

报、市级预报预警结合水库多年运行经验进行。遇市级、

区级暴雨预警或30mm以上降雨预报时，提前预泄腾库。
水库虽开展包括库水位、库容、入库及出库流量、

降雨量等水情信息测报，但由于上游小水库众多，且其

调度过程不明确，洪水预报难度大、精度差，水库调度

主要依靠经验进行；零河水库已开展安全监测项目主要

包括：环境量监测、变形监测、渗流监测。其中环境量

监测包括气温及气压监测，变形监测采用GNSS自动化监
测。渗流监测设备为渗压计。枢纽区虽已安装水情测报

系统及安全监测设施，但监测自动化系统及电视监控系

统出现过损坏现象，数据读取存在局部缺失。由于监测

设施设备专业性较强，未进行校准。

水库淤积严重，兴利库容已不足设计之初一半，下

游灌区灌溉面积萎缩严重，水库效益发挥不足。

4.4  管理保障方面
水库规章制度不够系统全面，未上墙明示。档案管

理不够规范，信息化不足。

临潼区零河水库管理站作为水管单位负责水库管理，

主要负责水库防汛、灌区灌溉、水源保护、水库安全监

测、大坝以及建筑物的维修、维护。管理站设有工程管理

科、综合科以及行政办公室三个科室，管理机构健全，业

务全面。结合管理实际，人员管理目前实行一人多岗制。

由于水库管理制度由不同科室负责制定，制度内容

不够全面，统一性不足，规章制度可操作性不强；水库

档案集中存放于办公楼二楼档案室，档案分类存放并编

有目录，但档案管理过程中档案借阅制度不够规范，档

案管理硬件设备不足，管理方式较落后。档案未进行电

子化，仍然以人工目录查找为主。

4.5  信息化建设方面

监测设备落后，系统平台未对水库管理工作进行整

合。数据尚未接入省级、水利部平台。网络防护安全措

施不完善。

管理站目前使用信息化系统为2005年除险加固工程
时搭建，系统主要功能包括：数据采集、人工补测、数

据通讯、资料维护、资料整编及故障自诊断。数据自

动采集：系统能接入电阻式、钢弦式、跟踪式等类型仪

器，能实现对各类传感器进行多种方式的数据采集，包

括连续采集、正常的周期采集、随机采集、定时自动采

集；人工补测：系统发生故障时，可进行人工补测，数

据可手工输入系统；数据通讯：包括现场级通讯和管理

级通讯。现场级通讯为测控单元和监控主站间的数据传

输；管理级通讯为监测主站和指挥站之间、指挥站和上

级管理部门微机之间的数据传输；资料维护：系统能够

对考证资料、观测资料进行维护，包括人工录入、查

询、修改、删除、备份，其中考证资料包括水库建筑物

基本参数、各测点及传感器原始考证数据、水库枢纽

图、大坝平面图、大坝典型断面图、仪器布置图；观测

资料包括自动采集的各观测项目的观测数据、人工测量

的未进入系统的各观测项目。

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在十余年运行过程中，部

分设备损坏导致数据部分缺失。原系统主要为安全监测

数据采集平台，并未整合水库运行管理其他方面内容；

系统数据目前仅与市级共享，尚未与省级及水利部平台

进行融合；网络防护仅通过杀毒软件，措施单一。

5��标准化管理问题整改

针对自查中发现问题，逐项进行整改。整改措施如下：

5.1  工程状况方面
提升水库整体环境面貌，管理设施维修。

定期对水面漂浮垃圾进行打捞，保证水面洁净。库

区杂树灌木清理并补植花草；拆除原破损花砖，基础夯

实浇筑混凝土垫层后铺新砖；对建筑外墙重新粉刷，对

护栏、防护网等除锈刷漆；修复泄水洞出口砌石，更换

引水渠闸门；新增水库文化长廊宣传牌、库区巡查标志

牌、危险警告标识牌等。

5.2  安全管理方面
完善防汛物资种类、数量，应急演练结合预案，贴

近实际。

按规定配设相关物资，储备物资的种类、数量、方

式符合《防汛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和上级部门相关

要求。水库新增备防石、土工布、彩条布等抢险物料，

新增撬棍、八角锤、洋镐等抢险器具，并对救生衣等其

余物资进行了补充。防汛物资由专人管理，建立物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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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管理台账，明确各类物资的保质期。每年汛前对消

耗、损坏、老化的防汛物资进行清理和补充。

重新修订防汛应急演练方案，考虑周到，操作性

强。日常演练定期进行，增强队伍应急意识和抢险能

力。演练更为贴合防汛抢险应急预案，突出可操作性和

实用性，演练内容涵盖各级应急响应、人员撤离、防洪

调度、库区及河道巡查等内容。

5.3  运行管护方面
加强监测工程巡查检查，加强数据分析处理，水库

清淤恢复效益。

严格执行日常巡查检查、年度检查和特别检查制

度。检查范围包括水工建筑物、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监

测设施、泄洪消能冲刷区、工程边坡、库岸、库区及保护

区、管理设施等。检查范围路线根据“项目覆盖、路线封

闭”的原则，对水库工程区进行全面检查。检查中发现有

异常情况时，分析原因，及时提交检查报告。年度检查和

特别检查在完成现场检查后，及时编制检查报告。对发现

的问题结合设计、施工、运行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对水雨情及大坝安全监测数据每月进行整理分析，

对雨量、水位计出库流量定期进行人工比测，并委托第

三方对仪器进行校核；积极争取上级项目对水库进行清

淤扩容，并对灌区进行恢复。

5.4  管理保障方面
完善各项制度，加强档案管理水平。

编制《零河水库标准化管理手册》，管理手册可为

水库在管理责任、制度建设、安全运行、维修养护、环

境保护、教育培训、监督检查、考核评价等各个环节

及关键节点提供指导。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

度，并对各种制度进行梳理后装订成册。通过完善手册

及各项制度，对关键制度上墙明示。

规范单位档案管理，提升档案业务水平，提高档案

利用效果，增强单位内部档案意识。档案管理的工作按

照要求分为资料接收并整理存放、档案归档管理、档

案借阅与归还并做好详细登记、档案存储管理四部分内

容。全面提升档案室硬件及软件水平，包括新配备档案

柜、档案管理电脑等，并对档案重新分类整理。重要档

案资料电子化，安装零河水库档案管理系统，提升档案

电子化管理水平。

5.5  信息化建设方面
积极进行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网络防护安全措施。

2022年，管理站与中煤航测遥感集团公司合作，在
对水库管理范围进行三维建模的基础上，结合空间信息

和智能预警技术搭建完成零河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

安全监测平台。2023年，依托西安市水库信息化建设项
目，水库新增了GNSS变形监测等设备，并将各监测平台
数据进行整合，搭建完成了西安市水库大坝监测与运行

管理系统。目前系统包括水库总览、监测信息、运行管

理、安全管理、资料管理等模块，可实时反映工程运行

状态。数据实现水库监测站点、监测系统和平台之间相

互交换和汇集；控制室数据采集计算机、查询计算机均

未与国际互联网络联接，保证数据采集安全，信息化系

统仅能通过水务专网进入，保证数据安全。

6��标准化管理评价工作总结

2023年11月20日，陕西省水利厅组织对零河水库进
行标准化管理工作进行评价。评价从工程状况、安全

管理、运行管护、管理保障、信息化建设五方面进行打

分，在对标准化管理工作成效进行肯定的同时，也在现

场发现了许多问题。扣分项问题主要包括：工程环境面

貌有待继续提升；运行调度不规范，无洪水预报；未定

期开展设施设备等级评定；自动化监测资料人工比对分

析不足；管理范围无土地证；档案管理不规范等。

6.1  改进建议及措施：
通过水库标准化管理评价工作，水库管理中长期存

在的问题得以凸显。针对存在问题，后期可考虑委托第

三方服务公司进行日常保洁，保证库区环境卫生效果可

考核，并长期保持。对水库设施设备，定期委托专业机

构进行监测及校核。运行调度方面，要收集整理原有水

文数据资料，尽快完善洪水预报模型，做到科学调度[3]。

监测资料进一步加强人工比对，每月、季、年对采集数

据进行分析整理。档案管理方面，对档案管理员进行专

业培训，档案管理进一步精细化、专业化。

7��结语

零河水库以创建省级标准化水利工程为契机，系统

性地开展水库标准化创建工作，并在以后的管理工作中

持续加强水库运行管理长效机制的研究和实践，切实提

升水库的安全运行管理水平，努力将零河水库打造成为

一座“标准统一、职责明确，设施完好、工程安全，制

度完善、管理规范，运行高效、生态提升，服务优质、

惠及民生”的标准库、幸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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