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当代水利水电: 2021年3卷12期
ISSN: 2705-1005(Print); 2705-0491（Online）

引言：1

当今时代背景下，社会环保意识不断提升，国家提

升对水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并逐步加大了水环境治理

投入力度，水环境治理工程的管理模式也呈现出多元化

的发展趋势，并且应用了多种先进的治理技术。然而，

工程质量仍是水环境治理的重要管理内容。

一、实例工程概况

某工程河流域面积为388.23km2、干流总长度为

31.29km。水环境治理项目采用设计采购施工项目总承包

模式共有十个施工标段，需要进行管线改迁、交通疏解

工程施工，还需进行防洪工程以及生态修复工程的建设，

此外还涉及水质改善、截污、补水、洪区、隧道、桥梁

等多项施工工程。本工程涉及的项目类别多，且项目之

间存在一定干扰，面临严峻的外部协调压力，且工期紧

张、工作量大。为保障工程的安全、优质与文明施工，

需要应用可行性强、工程进度快的质量管理措施。通过

探讨分析，工程项目质量管理中需构建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系，通过对施工原料及半成品的有效管控及各施工工

序的严格监管完成对水环境治理工程质量的有效控制 [1]。

二、水环境治理工程质量管理的关键内容分析

1.原材料与半成品的质量控制

（1）严格考察与筛选材料供应商。材料供应厂家的

资质是否齐全、生产能力是否充足、产品品质是否优良

是原材料及半成品品质能否符合施工标准的关键，更是

水环境治理工程质量优越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工程项目部应亲临供应材料厂家进行考察，对资质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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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了解，查看其生产能力及生产质量状况。通过

多方面的考察与了解，将合格的供应厂家纳入到供应商

库当中，只针对这些厂家进行招标，从而保障材料来源

安全可靠、品质优良且材料可持续与及时的供应。

（2）提高原材料质量检测力度。原材料及半成品运

至施工现场后，物资管理部门应严格对进场材料进行质

量检查，对材料的数量进行严格核对，检查材料外观，

在监理人员的监督下，依据国家规定的取样标准对初检

合格的材料进行抽检取样，并送至信誉度良好的机构进

行材料质量检测，切不可出现未经检测便将材料用于施

工的现象。若存在检测不合格产品，应退还给供应厂家，

并在监理人员监督下进行材料退场 [2]。

2.钻孔灌注桩施工质量的控制

（1）提高护壁泥浆管理力度。由于本工程的钻孔灌

注桩施工中杂填土较多，且存在建筑垃圾填筑地质，持

力层属于全风化岩，为此，钻孔施工时应使用旋挖钻。

然而在钻孔过程中，由于孔壁的稳定性不高，常会出现

塌孔问题。为此，需要通过控制好护壁泥浆而降低塌孔

的出现几率。若是采用传统原土造浆方法进行泥浆的配

制，需要较长时间，为加快工期，本工程选择采购商品

泥浆，由厂家根据工程需求配置好后运送至施工现场。

在泥浆出厂之前，厂家应对泥浆的比重及粘度指标进行全

面检测，运抵施工现场后，可将之存储于泥浆箱当中。钻

孔完成后，应复检泥浆的比重、含砂率，测定其粘稠度，

检测符合标准后方可继续开展后续的钢筋笼下放施工。

（2）严格落实两次孔深检测。钻孔灌桩孔深检测时，

应通过两次检查，一是在钻孔完成后进行检测，符合施

工标准后下放钢筋笼。二是钢筋下放完成后，需要二次

检测孔深，以保证孔深与设计标准相一致。

（3）严格检测混凝土性能。本工程中应使用水下

混凝土进行钻孔灌注桩的灌注施工，环境因素可能会对

水环境治理工程质量管理的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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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灌注强度产生影响，因而要加强混凝土性能检

测，确保其性能优越，不会出现断桩或强度不足等质量

问题。为增强灌注质量，可将水下混凝土的配置提升

一个强度等级，且在配置完成后严格检测其坍落度情

况，符合标准后方可送至施工现场。施工现场接收混凝

土后，还应二次检测其坍落度情况，若是坍落度不符合

190 ～ 210mm范围之间的要求，则应退回重新配制。

（4）控制好混凝土灌注时间及初次灌入量。应以灌

注桩的直径为依据进行混凝土初次灌入量的计算。应根

据规定进行料斗的制作，并将符合初灌量的混凝土加入

料斗之内，之后一次性完成初灌作业。灌注时应详细观

测混凝土面位置，结合浆面上升速度进行混凝土方量的

计算，并及时进行灌注导管的拔除。灌注过程中应控制

好灌注时间，不可出现中途停止灌注的现象。应确保混

凝土方量足够一个灌注桩的灌注量后再开展灌注施工。

灌注时间应为15min/6m3，且需持续灌注，防止出现断桩

或夹渣等问题 [3]。

3.混凝土外观质量的控制

（1）选用适合的钢模板及模板漆。由于挂板墙表面

平整度不佳，若是使用木模板则会影响外观质量，因而

需要使用定制钢模板，且在加工过程中应在挂板墙上进

行凹槽的预留。为保障混凝土表面光滑洁净，可利用高

效模板漆涂刷于清理之后的模板表面，使之符合清水混

凝土的标准。

（2）开展模板预拼装作业。针对挡墙施工所需使用

的模板进行预拼装作用，以免在模板拼装时出现错台等

质量问题。可以挡墙斜面尺寸为依据，将两面覆好膜的

竹膜板放置于平坦的地面之上，将之接装成整体模板，

之后进行整块模板的吊装与使用。在预拼装时可及时发

现与消除错台问题，实现更加高效的生产，降低高空作

业时的安全风险。

（3）实现混凝土配合比的合理调节。为避免混凝土

出现大量气泡，应使用多种浓度不同且不同生产厂家的

减水剂进行混凝土配置实验，通过对各种减水剂的气泡

产生量进行统计，选择气泡量最少的减水剂进行混凝土

的正式拌制。

（4）改进振捣棒，提高振捣密实度。由于仓内空间

狭小，入内振捣难以实现，若是采用普通方式振捣可能

产生较多气泡，会影响混凝土表现的平整度。为此，应

改进振捣棒，将钢管安装于软轴处，且应在二者结合端部

加装一个“Y”形结构。利用改装后的振捣棒，可准确进

行仓内振捣位置的确定，从而有效提升振捣的密实度。

（5）使用高频振捣棒减少气泡。鉴于普通振捣棒的

气泡破除能力不佳，因而可使用高频振捣棒以达到气泡

减少的目的。通常可先利用普通振捣行初期振捣，完成

后应停止10至15分钟后，再使用高频振捣棒顺着模板边

线进行高速振捣，便可有效消除产生的气泡。

4.截污管施工质量的控制

（1）严格开展地基承载力检测。若是管道出现下沉

现象，将会对截污管的承载性能产生影响。为此施工时

应加强对管道基础地基承载能力的检测，确保符合规定

标准后再开展管道铺设施工。如不符合规定，应在设计

单位、监理单位以及业主等共同商讨后确定改进方案。

换填土施工完成后还应进行地基承载力的检测，以保证

地基承载力符合标准 [4]。

（2）采用分层法回填土方。管道工程周边土质回填

施工时，应选用石粉渣作为回填材料，并将原土覆盖其

上进行回填。若是回填施工未遵循规定要求而开展，即

便通过检测，也会因管道被压扁而出现质量问题。回填

土方时，质量管理部门可利用双控法进行管理，确保每

层填筑厚度控制在30cm之内，且每层填筑完成后均要进

行检测，符合检测标准后方可开展下层回填施工，此方

法可有效避免管道出现质量问题。

（3）使用“管道机器人”保证检测质量。由于截污

管管径较小，难以实现内部检测，因而可使用管道机器人

进行检测。该设备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可全面检测管道内

部情况，可将检测结果通过电缆回传给电脑进行展示，可

更加直观地判断出管道内部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且可精准

定位缺陷位置并制作详细的检测报告。管理人员可结合报

告情况及时上报给相应部门，实现缺陷问题的有效处理 [5]。

三、结束语

本文以某水环境治理工程的特点为依据，在质量管

理体系的支持下，针对各个施工工程实施了差异化与针

对性的质量管理措施，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了工程施工

质量的有效提升，符合水环境治理工程的建设目标。水

环境治理工程当中，重点要进行原材料及半成品的质量

控制，并加强各道施工工序的质量控制，从而保障水环

境治理工程的整体质量，以发挥出该工程的社会、经济

与生态三方面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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