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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利水电工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社会的逐渐发展，国家对水利水电方面的投资力度也在不断的增加。在

水利水电中出现了地质灾害，这对工程的使用以及维护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文章主要分析了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灾害问题与防御措施

研究，叙述了地质灾害防御措施，希望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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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社会的高速发展，对我国基础设施要求非常大，水利水电建设
属于新兴行业，正不断的向前发展，而且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
变成经济发展全新的增长点，这对于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时，需要增强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
这不但涉及到水利水电工程运作，还涉及到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
以及水利水电工程行业发展。 
2.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灾害特点与发生因素 
2.1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灾害特点 

发生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灾害具备一些规律性，进行施工时，基
于工程是实施地质勘测与研究，对于环境的影响因素不大，因此，
此类灾害最根本的便是滑坡崩塌这种自然灾害。在施工建设时期，
发生地质灾害较为频繁。在此时期，发生的地质灾害将会威胁施工
人员生命安全，影响到工程完工时间。运行工程期间如果产生了地
质灾害，最为主要的因素便是水库工程与地基工程，此方面会严重
影响到水利水电整体工程的运行安全。没有办法预料地质灾害发生
的时间，也无法控制具体的位置，因此，当发生时，会影响到整个
工程并对其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2.2 导致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灾害的因素 

建设水利水电工程中，会造成四周地质条件与环境产生一些改
变，情况严重会导致山体崩塌以及滑坡崩塌等问题发生。发生地质
灾害一方面是自然因素，例如：灌水、地震等[1]。另外一方面是由
于人为造成的，例如：开挖规模较大时，维护不到位，预防措施不
健全等问题，其中人为因素是最为主要的原因。水利水电工程地质
灾害的发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程的质量以及运行时间，为
人民的生命与财产造成非常大的隐患。从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灾
害中可以看出，有大部分因素都是工程建设违反了自然规律，基于
社会发展快速，对基础设施需要也在慢慢的增加，许多的工程建设
区域降雨量非常少，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水土流失，同时，滑坡崩塌
等自然灾害也会经常的发生。在工程建设中，水土的保持意识非常
差，且观念较为陈旧，各种植被遭到破坏，建设工程时，大规模的
挖掘土渣，或者随意堆放都将影响到水流排水功能，导致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中产生地质灾害。此外。作为施工人员，进行施工过程中
需积极挖掘边坡，在坡体中开水道，在坡顶的位置修建水池时，没
有做相应的防水处理，这些都会发生滑坡现象，影响到人民生命与
财产。 
3.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灾害防御措施 
3.1 施工前需实施地质勘测，做好相应的灾害评估 

进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时，需合理勘测施工地段，这将会直接
影响到整体工程的进度以及工程质量。当前，绝大多是水利水电工
程地质发生灾害的原因都是由于勘测人员不认真，造成设计不合理
[2]。因此，施工之前需要仔细的对地段实施勘测，发现地质灾害产
生的因素，从而设计好一些防御措施。与此同时，需在勘测的基础
上，有效评估灾害发生几率，从而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进行工程
建设时，杜绝地质灾害的影响，为其提供相应的科学根据。需要预
防评估偏差的影响，导致增加工程投资，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安全。
在评估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灾害时，需要根据施工地段中的实际情况
来看，做好相应的数据评估以及防御措施。 
3.2 在维护地质环境的基础上，健全施工管理 

在建设水利工程地质灾害时，需要维护好环境保护。水利水电

工程属于系统性非常强的建设项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建设区域
地质、生态、环境等方面。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时，需要通过有关部
门的审批，方可实施施工，来达到确保施工的平稳性以及建设性。
同时也需要保护建设区域内的古迹。影响地质环境的还有生态环
境，地质环境属于地质灾害的根本，和生态、人文环境都有直接的
联系，实施相互约束、相互影响。在维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上，增加
一些施工管理，来达到维护工程质量的目的。根据以往的建立以及
完工的水利水电工程，安全问题经常发生，例如：边坡变形、地下
洞坍塌，以上都是由于施工时，材料质量太差，施工方法欠缺导致
的。当进行工程施工管理时，便可以很好的杜绝此类质量问题发生。
与此同时，还需要增强对地质灾害相关的监测与预防。只有严格的
管理水利水电工程，便能有效避免以上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此
同时，还需要增强对地质灾害的监督力度，实施 24 小时值班制度，
积极实施巡查，从而增加对地质灾害的监测以及预防。对水利水电
工程实施严格的施工管理，来确保施工质量，这样才能很好的杜绝
发生地质灾害[3]。 
3.3 依照工程实践问题，将灾害防治预案设计做好 

（1）注重灾害监测工作方式标准。对于工程灾害防治预案，
需要合理分配监测模式，依次为日常、汛期、应急灯三种监控模式。
一般日常监控便是积极展开对水利工程非汛期实施的风险监控，由
于风险低，需要运用三级监控模式。汛期监控都是对汛期实施的风
险监控，存在的风险非常高，需要运用二级亦或一级的监控模式。
然而，应急监控是对那些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由于工程地质灾
害存在的风险非常高，需要积极运用特级监控模式，与此同时，来
启动相应的救灾工作[4]。 

（2）应急措施。在风险防治预案中，需要积极制定相应的应
急措施。例如：以下物资调配、地质灾害对以下技术措施、风险信
息等都在应急措施中，值得重点注明的内容。当发生地质灾害时，
需立刻开启绿色通道、相关技术人员实施调拨都需在应急措施中得
以体现出来[5]。 

（3）确定工作责任制。在水利工程中，防治工作责任需要包
括管理阶层的人员实施定人、定时、定责等，来确定责任倒查制度。
值得人注意的是，作为责任制，技术性方面的责任岗位，不可经由
非专业技术人员担当，预防发生技术方面的失误。 
结论 

综上所述，针对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可能存在的地质灾害问题，
必须要加强地质勘测，做好施工管理与灾害防治方案，以保证水利
水电工程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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