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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化施工工艺和质量管理的必要性

在水电水利工程中，机械设备的施工质量决定了整个

工程在投入使用后运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是整个工程的重

要质量保证。为有效降低工程的运转成本，必须从源头抓起，

确保机械设备的质量，做好质量管理，避免出现技术以及有

关安全性等问题，保证工程的正常、顺利运行。机械设备作

为水电水利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质量管理与维护水平的

优劣直接影响到整个工程的效率与效益。随着国际交流的日

益增多，国外的先进维护技术与质量管理理论不断被引入国

内，也推动我国机械设备质量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同时，

积极响应能源节约的要求，必须加强设备的质量管理，提升

质量管理水平，以顺应追求耗能更低、效率更高的时代潮流。

2 机械设备质量管理分析

机械设备的质量管理必须从根源抓起，必须重视全过

程的质量管理。按照时间段可将机械设备质量管理划分为设

备的开发与设计、安装与调试、运行与维护三个部分。这三

个部分可大体囊括机械设备质量管理的全过程，相关的工作

人员务必要重视起这几个过程的把握与管理。

2.1 设备开发与设计阶段存在的问题

设计人员经验不够丰富、参与的相关项目少、实际操

作能力不高、时间紧、任务重。设计人员可能为了追求效率

而忽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忽视与用户的交流，难以保证机

械设备的质量、效率与安全性能，忽视机械设备与整个建设

项目的协调性与整体性。

设计部门掌握的技术不够先进，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水

利水电工程。相关设备设计人员有时会忽略机械设备的可修

性能，导致后续一旦发生损坏，设备难以修整，找不到合适

的配件，加大质量管理的经费消耗。因此，设备在设计阶段

就应充分考虑其工作环境，确保其后续能够安全正常运行。

例如：选定的水轮机安装高程应满足水轮机允许运行范围

内，尾水管（或尾水隧洞）出口 L 沿的最小淹没深度不小

于 0.5m 的要求；贯流式水轮机安装高程的选择应根据发电

的最高水位确定。

2.2 设备的安装与调试阶段存在的问题

设备安装时选择的安装人员经验不足、能力不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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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识较为薄弱，造成设备安装不够规范，难以确保安装工

程的施工质量，甚至造成设备不能正常运转，或者其他部件

的损坏，例如漏电漏水等。电气设备拆除时，应先切除电源，

同时将导线裸露的地方用绝缘品包裹好，并做好标识记号。

在易燃易爆的场合，要做好设备的防水防爆等措施，切实做

好消除隐患的安全保障工作。

安全技术资料管理混乱，质量监控不到位或者经费不

足，造成偷工减料、“赶数量不要质量”的现象发生，导致

工程质量低下，给工程设备使用留下重大质量安全隐患，同

时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故而，要保证施工工程资源的有序流

动与合理配置，需要制订行之有效的资源配置计划和相关的

解决方案。

施工安全技术不规范。在施工过程中要严格落实“一

机一闸一漏保”管理规范。务必做好安全作业，安全用电管

控，严格做好每一个环节，消除现场施工安全隐患。尤其

在支撑、架设、安装设备等过程中应做到符合强制性规程、

规范，其相应的搭设环境及基础处理也应符合规范。例如：

建筑柱的绑扎位置与绑扎数目应由柱的截面尺寸、长度配筋

以及起重机性能决定，中小型柱应采用一点绑扎，重型柱以

及配筋少而细长的柱，可采用两点绑扎。

2.3 运行及维护阶段存在的问题

运行与维护管理方案不科学、不合理且未能有效实施，

缺少技术过硬的管理人员和相关技术人员等。例如：让设备

长期处于不能良好运行的环境，会大大缩短机械设备的寿

命，影响整个工程的工作效率。甚至不能及时地发现设备存

在的问题，以致未能及时报备设备故障，贻误机械设备最佳

的维修时期，直接影响设备以后的正常使用。

不重视设备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例如：水电水利

工程的设备在正常运转过程中，常会发生闸门卡顿的情况，

这是由闸门中的仪器引起的，这就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对设备

进行缜密的检查与控制，同时要保持设备的严密性与气密

性，保证机器能够正常平稳运行。

3 优化建议

针对水电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以下优化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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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1）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时效性与高效性。

建设单位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重视人才的开发与应用，同

时积极引进、开发人才，发挥人才的优势，充分展现他们的

能力与才华；重视单位人才后备军的培养，进行人力资源的

合理配置与优化。

（2）工程设备的设计必须重视，对于经验不足的设计

人员要进行设计前的培训，确保设计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要求机械设备操作人员了解设备，具有良好的设备操

作技能与维修技能，在危急的时候能对设备进行维修与维

护。

（3）用专业化的团队打造出标准有效的工作机制，为

工程进度添砖加瓦。人在工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是

工程的重要参与者、监督者与管理者。人力资源的管理控制

要综合考量工作人员的从业资质、身体素质以及心理素质等

方面，做出科学的选择，打造优质的工程项目。

（4）保证项目团队的高效性，项目团队要装配先进的

信息系统与通信网络，以满足团队高效沟通交流的需要。项

目团队要具有开放、坦诚的沟通气氛，能够充分倾听他人的

建议，并得到有效、及时的效果反馈。在团队中要明确各自

的权利与责任，切实做到分工与合作的高效配合，实现施工

建设团队的共同目标。

3.2 规范项目管理体制

（1）在现阶段的水电水利工程管理中，管理者多重视

单向的交流沟通，比如普通员工要接受上级的监督与指令，

忽视双向交流的有效性与高效性，忽视了信息反馈的重要环

节。此外，质量管理中还要求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与

职位分析。比如：身为一名项目经理，其权限可以包括参与

选择材料供货方，可以参与工程的招投标等，其职责包括制

定工程进度计划与管理办法，主持项目经理部会议等。

（2）积极完善管理激励机制。建设单位的核心技术人

员外流是建设单位的一大损失，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

因是单位的激励机制不够合理公平有效。建设单位对于人

才的使用，要经过有关的测试考核，保证每个参与者拥有

透明完整的信息，确保考核的公平与公开性。通过考核后，

择优录取，进行人才双向选择，基于职务的分析，将人才分

配到适宜的岗位。与此同时，将奖惩与工资薪酬挂钩，将个

人表现与薪酬挂钩，提高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给予设备部分配置足够的资金，在设计开发设备

和选购设备时做到保质保量，力求达到工程的最高标准，保

障工程的顺利施工与运转。制定严格的设备选购标准，把

好产品质量关，同时加强安装设备所用材料的检查与验收，

注重材料的选用和设备的使用认证，防止错用材料或者使用

不合适的材料或机械设备。加强工作人员的工作考核，防止

工作散漫、不认真，严格要求他们按照规范做事，对设备进

行定期的维护与检修，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4）注重相关机械设备安装过程中的安全防护措施。

脚手架与建筑物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200mm，脚手板之间的

搭设距离不应大于 300mm，工作面的侧边应设挡脚板并加

两道防护栏杆或者密目式聚乙烯网加三道防护栏杆。注重设

备与建筑的防雷接地保护措施，尽量将设备和建筑物各接地

装置连成整体，以形成接地网，确保机械设备金属外壳与大

地进行可靠连接，对设备与建筑物起到极好的防护作用。

3.3 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1）水电水利工程中机械设备的开发与设计是整个设

备质量管理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全局性，要从根本上解决设

备具有的功能与工程需求不适配的问题。相关的技术人员要

坚持设备质量管理的全局观念，重视其管理的全过程。

（2）加强机器设备采购租赁合同以及相关凭证的管理，

高效利用时间并高效策划提高设备安装施工的质量。工程建

设要保证安全第一，从工程建设伊始就要重视工程安全管

理，抛弃“重建轻管”的旧式思想。

（3）重视项目管理过程的信息化管理，依托现代化信

息，及时有效地获取有用信息，以此进行分析作出有效判断。

（4）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深入研究工程设备质量管

理的全过程，做到了然于心，上下做到目标一致，拥有一定

的远见和全局意识，把事后的维修放到发生事情之前的预

防，不断提高认识，带动工程质量全面的发展。树立质量第

一的原则意识，抓住问题的主次，及时地协调好各方面的矛

盾，利用有限的精力、时间与资源，尽可能地解决问题。

4 结语

工程质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水电水利工程中，机

械设备的施工工艺与质量管理对于保证整个工程的稳定性

与安全性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机械设备

在水电水利领域的发展迅速，有着广泛的前景，只有做好机

械设备的施工安装和质量管理，才能有效地推进我国水电水

利工程的发展，使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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