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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行业试验厅管理研究

娄摇 奇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苏 南京摇 210018)

摘要:根据水利行业科研院所试验厅管理工作经验,归纳了现阶段国内外水利行业科研院所试验厅

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分析了当前试验厅管理体系的结构和特点,总结了水利行业试验厅管理的主要

内容,提出了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缺点,并对试验厅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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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试验厅简介

试验厅是开展水工、水力学物理模型试验的重

要基础条件,其主要由供回水系统、供电系统、试验

装置、控制系统、测量系统、试验场地、辅助用房等部

分组成。
现阶段试验厅有以下两个特点:淤在国家对水

利交通行业的大力支持下,现阶段试验厅正在朝大

尺寸、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于随着我国水利、交通、能
源建设对科研工作的需求急剧增长,试验厅的使用

越来越频繁,从而导致试验厅模型变更频繁、施工作

业量增加、基础设施运转负荷大、人员复杂流动频

繁、安全隐患风险高、管理难度大等问题。

2摇 试验厅管理的主要内容

2. 1摇 基础设施平稳高效的运行

基础设施是科研生产的先决条件,基础设施是

否能够平稳高效的运行将直接影响科研活动的正常

开展。 基础设施完善且稳定的试验厅可以充分地提

高科研效率,降低科研成本。
2. 2摇 安全隐患的把控

试验厅室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人员进出频繁、身
份复杂,模型制作过程中动火、动气、用电、高空作业

等安全隐患较多,目前安全管理还处于人工巡视层

面,无法实时掌握试验厅室内的情况,且各类安全审

批工作还不完善,难以及时有效地发现问题。
部分水环境试验厅以及特殊功能试验厅还涉及

到危险化学品的储藏和使用,虽然危险化学品和特

种设备已经落实了完善的使用和储藏制度,但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仍然做不到实时监控和定位,这给试

验厅的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3摇 质量体系的监管

目前,水利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已形成文件,并
得到贯彻实施和持续改进,但由于当前各类科研项目

众多,试验场地及仪器的使用极为频繁,导致了试验

厅场地管理与试验仪器设备质量管理以及项目质量

管理之间处于脱节状态。 尽管有些科研院所已经开

发运行了仪器设备管理系统,规范了仪器设备的管

理,但实际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仍无法跟踪仪器设备

的流向,从而对科研成果的质量造成了一定的隐患。

3摇 试验厅管理现状

目前,国外水利行业主要科研机构的试验厅数
量还不多,分布也相对集中,并且大多有专职管理人
员负责管理,且其模型更替不频繁,因而总体而言管
理难度并不高,但由于其人工成本较高,因而管理亦
偏向于智能化、规范化。 而国内的中国水科院、长科
院、黄科院、珠科院、天科院等科研院所都有数量较
多的试验厅室,大多以人工管理为主,信息化水平不
高。 不过,目前中国水科院在新建的大兴试验基地
泥沙水槽试验厅已初步实现了径流波浪直水槽和 U
型循环可调坡变宽水槽的三维可视化管理,天科院
委托开发了其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大型水动力实验
室的综合管理系统,这表明国内试验厅室管理已开
始向智能化、信息化发展。

目前,试验厅管理过程中经常遇到以下问题:
a. 试验厅基础信息不易掌握。 面对数量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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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不一的试验厅,大多数科研人员包括管理人员
自身对其基础信息都无法准确掌握,例如试验厅的
规模、现有场地使用情况、水库容积与布置、水泵配
置情况、阀门管道布置情况、回水槽布置情况、电力
配置情况、辅助用房使用情况等。

b. 试验场地管理难度大。 由于目前各类科研
项目众多,物理模型试验场地需求旺盛,加之物理模
型向大尺度发展,因而造成试验场地信息变动频繁、
基础设施使用极度紧张、管理协调难度大。

c. 试验厅基础设施维护成本增加。 试验厅的
频繁使用对试验厅本身,尤其是对其基础设施带来
极大的负荷,水泵、电机、控制柜、阀门、管道、管道流
量计、电路等基础设施的故障率急剧增加。 由于目
前基础设施的管理还主要倚靠人工巡视,导致其运
行状态缺乏有效监控,有些可避免的故障往往无法
及时发现,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增加了维护的
成本,影响了科研效率。

d. 试验厅水电计量难度高。 由于一座试验厅
内往往有多个项目组的模型同时开展研究工作,而
目前水电计量主要以整个试验厅为单位,水电费分
摊还以安装分电表、人工计时计算等方法为主,导致
了水电计量过程中经常出现纠纷,增加了管理难度。

e. 试验厅安全管理不足。 试验厅是一个开放的
空间,人员进出频繁、身份复杂,模型制作过程中动火、
动气、用电、高空作业等安全隐患较多。 目前安全管理
还以人工巡视为主,无法实时掌握试验厅内的情况,且
各类安全审批工作还不完善,安全保障形势严峻。

4摇 试验厅管理体系的发展规划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立一套智能化、信
息化、资源集约化的试验厅管理体系是必然的趋势,
可以从 3 个方面着手:淤建立三维可视化试验厅综
合管理系统。 基于目前试验厅数量众多、基础信息
庞杂、管理维护成本高、安全隐患风险高等特点,开
发一套集试验厅基本信息查询、场地及仪器设备管
理、基础设施运行监控、水电计量、安全隐患监控于
一体的三维可视化试验厅综合管理系统必然对试验
厅管理大有助益;于改革传统管理模式、建立健全规
章制度,形成国际一流的行业标准;盂引进人才。 在
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的同时,还要引进
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加大管理力度,改革创
新,为水利行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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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防洪调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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