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利工程施工组织实训报告总
结(汇总5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
最新的信息，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我
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
家能够有所帮助。

水利工程施工组织实训报告总结篇一

实习目的

使学生对电气元件及电工技术有一定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对
电工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做进一步的理解。同时，通过实
习得实际生产知识和安装技能，掌握照明线路和常用仪表的
使用与测量，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独立工作能力，培养学生团结合作，
共同探讨，共同前进的精神。

二、・时间安排

星期一上午领教材，阅实习材料学习触电急救的知识测试施
行人工呼吸和胸

・・外心脏挤压的抢救

・下午使用灭火器

星期二上午常用仪器仪表使用的讲解自己练习测试

・下午测试万用表（测试电阻，直流，交流电，电池）



星期三全天

・・照明安装电路一灯一控制

星期四全天

・・电动机控制电路包括：按钮联锁的正转同反转控制线路
（常弊和常开按钮）

星期五上午练习双重联锁控制线路图和复习按钮联锁的正转
同反转控制线路

・・记住如何接线路

・下午测试按钮联锁的正转同反转控制线路

部分学生全面打扫实习场所卫生（可加10分呵呵）写实训报告
（每人一份1000字）卑老师仲要写实训报告卑学校，保
存......

三、・实习内容

1.老师进行用电安全教育

老师讲述了电是现代化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能源。
若用电不慎，就可能造成电源中断、设备损坏、人身伤亡，
将给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进行安全教育具有特
殊重要的意义。老师给我们讲述了有关触电的基本知识，触
电急救知识和电气消防知识等等。

触电是指人体触及带电后，电流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它分为
两种类型，即电击和电伤。电击是指电流通过人体内部，破
坏人体内部组织，影响呼吸系统、心脏及神经系统的正常功
能，甚至危及生命。电击致伤的部位主要在人体内部，它可
以使肌肉抽搐，内部组织损伤，造成发热发麻，严重时将引



起昏迷、窒息,甚至心脏停止跳动而死亡。而电伤是指电流的
热效应、化学效应、机械效应及电流本身作用造成的人体伤
害。电伤会使人体皮肤表面留下明显的伤痕，常见的有灼伤、
烙伤和皮肤金属化等现象。

触电急救的知识是一旦发生触电事故时，应立即组织人员进
行急救。急救时必须做到果断、动作迅速、方法正确。基本
原则是动作迅速、方法正确。当通过人体的电流较小时，仅
产生麻感，对机体影响不大。当通过人体的电流增大，但小
于摆脱电流时，虽可能受到强烈打击，但尚能自己摆脱电源，
伤害可能不严重。当通过人体的`电流进一步增大，至接近或
达到致命电流时，触电人会出现神经麻痹、呼吸中断、心脏
跳动停止等征象，外表上呈现昏迷不醒的状态。这时，不应
该认为是死亡，而应该看作是假死，并且迅速而持久地进行
抢救。有触电者经4小时或更长时间的人工呼吸而得救的事例。
有资料指出，从触电后三分钟开始救治者，90％有良好效果；
从触电后6分钟开始救治者，10％有良好效果；而从触电后12
分钟开始救治者，救活的可能性很小。由此可知，动作迅速
是非常重要的.必须采用正确的急救方法。施行人工呼吸和胸
外心脏挤压的抢救工作要坚持不断，切不可轻率停止，运送
触电者去医院的途中也不能中止抢救。在抢救过程中，如果
发现触电者皮肤由紫变红，瞳孔由大变小，则说明抢救收到
了效果；如果发现触电者嘴唇稍有开、合，或眼皮活动，或
喉嗓门有咽东西的动作，则应注意其是否有自主心脏跳动和
自主呼吸。触电者能自主呼吸时，即可停止入工呼吸。如果
人工呼吸停止后，触电者仍不能自主呼吸，则应立即再做人
工呼吸。急救过程中，如果触电者身上出现尸斑或身体僵冷，
经医生做出无法救活的诊断后方可停止抢救。

水利工程施工组织实训报告总结篇二

（一）工程材料

1、工程材料按其性能可分为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前者通常



以力学性能为主，兼有一定的物理、化学、性能。而后者是
以特殊物理化学性能为主的功能材料。工程上通常按化学分
类法对工程材料进行分类，可分为金属材料、陶瓷材料、高
分子材料、复合材料。

2、组成合金的结构形式有固溶体、金属化合物、机械混合物
三种。刚和铁的基本组成元素是铁和碳，统称为铁碳合金，
其中碳含量大于2.11%为铁，小于2.11%为钢。

3、何为碳素钢、合金钢和铸铁？分别说明其特点？

碳素钢是指碳含量小于2.11%和含有少量硅、锰、硫、磷等杂
质元素所组成的铁碳合金，简称碳钢；合金钢是在碳钢的基
础上加入其它金属（如硅、锰、铬、镍等）元素的铁碳合金；
铸铁是含碳量大于2.11%的铁碳合金。

碳素钢价格低廉，工艺性好，广发应用与机械制造中；合金
钢按加入合金元素的不同，具有不同的.性能（高耐磨性、耐
蚀性、耐低温、高磁性等），按用途可分为结构钢、特殊性
能钢；铸铁按其碳的存在形态可分为灰口铸铁和百口铸铁。

4、常用的非金属材料有哪几类？各有何性能特点？

常用的非金属材料有种：工程塑料、复合材料、工业橡胶、
工业陶瓷等。

复合材料具有较高的比强度和比模量、较好的疲劳强度、耐
蚀、耐热、耐磨、减震的特点；

合成橡胶:耐热、耐磨、耐老化；耐寒；耐臭氧。

（二）材料处理技术

1、热处理工艺主要是通过控制加热、保温、冷却，从而改变



材料的表面或内部组织结构，最终达到改善工件的工艺性能
和使用性能的目的。常用的热处理方法有：退火、正火、回
火、淬火、调质。

2、说明一下热处理工艺的主要目的：

退火：降低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能；消除残余应力，稳定
尺寸；减少变形与裂纹倾向细化晶粒，调整组织，消除组织
缺陷。

回火：消除工件淬火产生的残余应力，防止变形与开裂，调
节性能获得工艺所求力学性能和加工性能，稳定组织与尺寸，
保证精度。

淬火：提高试件的硬度、强度以及耐磨性。

表面淬火：通过快速加热对表面处理，获得硬度高耐磨的表
面层，内部组织仍保持原来的塑性和韧性。

3、更具下图给定的钢的加热、保温、冷却情况，指出他们各
自的热处理工艺。

1）退火

2）正火

3）淬火

4）回火

4、解释

1）调质处理：淬火加高温回火结合的热处理。

2）化学热处理：把材料放入一定的介质内加热，介质中的原



子扩散到材料表面。

5、一下工件分别采用森么最终热处理工艺？

重在齿轮（40cr）：淬火、高温回火、调质；

弹簧（60si2mn）：淬火、中温回火；

锉刀（t12）：淬火、低温回火。

6、什么是转化膜处理？钢的氧化处理是如何进行的？其主要
目的是什么？

转化膜处理是将工件浸入某些溶液中，在一定条件下使其产
生一层致密的氧化膜，提高工件防腐蚀的能力；钢的氧化处
理是：将钢件在空气—水蒸气或化学药物中加热到适当温度，
使其表面形成蓝色的氧化膜。这种工艺又叫作发蓝处理。主
要目的是：提高氧化膜的防腐蚀能力和润滑性能。

水利工程施工组织实训报告总结篇三

一、模具拆装实训的目的和要求

1.模具拆装实训目的

模具拆装实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使学生能够综合实训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对模具典
型结构设计安装调试有全面的认识，为理论课的学习和课程
设计奠定良好的基础。

2.模具拆装实训的要求

掌握典型塑料模具的工作原理、结构组成、模具零部件的功
用、互相间的配合关系以及模具安装调试过程：能正确地使



用模具装配常用的工具和辅具；能正确地绘制模具结构图、
部件图和零件图；能对所拆装的模具结构提出自己的改进方
案；能正确描述出该模具的动作过程。

二、模具拆装实训前的准备

1.拆装的模具类型常见注射模具一套。

2.拆装工具游标卡尺（大小各一套）、内六角扳手（公制）、
橡皮锤、螺丝刀子等常用钳工工具。

三、实训地点

实训楼二楼刀具实验室。

四、模具拆装时的注意事项

1.拆装和装配模具时，首先应仔细观察模具，务必搞清楚模
具零部件的相互装配关系和紧固方法，并按正确的方法进行
操作，以免损坏模具零件。

2.分开模具前要将各零件联接关系做好记号。

3.不准用锤头直接敲打模具，防止模具零件变形。

4.导柱和导套不要拆掉。

5.画出模具的`装配草图和重要的工作零件图。

6.模具拆装完毕要清楚模具的动作过程及每个零部件的功用。

五、装配步骤及方法

1.确定装配基准



2.装配各组件，如导向系统、型芯、浇口套、加热和冷却系
统、顶出系统等。

3.拟定装配顺序，按顺序将动模和定模装配起来。

六、实训报告要求

（1）按比例绘出你所拆装的模具的结构图和工作零件（上模、
下模）图；（计算机绘图、手工绘制均可）

（3）简述你所拆装的塑料模具的类型、结构和工作原理（动
作过程）；

（4）简述你所拆装的模具的拆装过程及有关注意事项。

（5）对模具拆装实训的体会和收获进行总结（要求300字）。

拆装的塑料模具的类型、结构和工作原理

类型：注塑模系列――斜顶模

结构图

工作原理：

将已熔融状态(即粘流态)的塑料注射入闭合好的模腔内，经
固化定型后取得制品的工艺过程。

注射成型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每一周期主要包括：定量加
料―熔融塑化―施压注射―充模冷却―启模取件。取出塑件
后又再闭模，进行下一个循环。

凸模

凹模



模具拆装实验注意事项

1、模具拆装时，注意上下模（或动定模）在合模状双手（一
手扶上模，另一手托下模）注意轻放、稳放。

2、进行模具拆装工作前必须检查工具是否正常，并按手用工
具安全操作规程操作，注意正确使用工量具。

3、拆装模具时，首先应了解模具的工作性能，基本结构及各
部分的重要性，按次序拆装。

4、拆卸零部件应尽可能放在一起，不要乱丢乱放，注意放稳
放好，工作地点要经常保持清洁，通道不准放置零部件或者
工具。

5、拆卸模具的弹性零件时应防止零件突然弹出伤人。

水利工程施工组织实训报告总结篇四

实训目的：将所学的知识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做到学与知用。
用实际的例子引导学生，使知识得到巩固并从实际中学到书
本中没有的知识。

我们的实训分三部分。星期一我们先到花都的流溪河再到从化
（新校区）吃饭并且参观正在建的礼堂等。星期三来到大塘
观看水闸。星期四我们到工地，就是正在建的楼房观看。

筋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建筑物的坚固和抗应力的强度，还有就
是钢筋的粗细，直接影响房屋的质量好坏，抗震的强度等。
使我影响最深的应该就是来到花都的流溪河，正在建的水闸，
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河宽280左右。正在建的是第一期工程，
在老师和一些技术人员的带领之下还真的认识了不少东西。
据介绍：这个水闸一共分八节制造，每节用钢筋70吨，混凝
土700吨左右，因始这个水闸是不用打桩的，只是利用水闸



（钢筋和混凝土）的自重就能够承受起水流的冲刷，和洪水
时的分流作用。

在花都可以说我学到了好多课外的知识。有老师和专业人士
的讲解和补充，在这样的氛围下学习真的很有趣，而且很快
就可以弄懂（这就是重点）。我喜欢在这种环境下学习，所
以我喜欢出去外面实训，因为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星期三我们来到了大塘的一个公园。因为里面也有水闸，但
这些都是建好的而不同于在花都那时候所看见的（建好的和
在建的做对比）。这天我觉得也学到不少知识。公园里头的
水闸都是比较小规模的，所以在起吊闸门的时候是要在现场
进行操作，而在花都流溪河的那个水闸（规模算比较大，好
像花了不少钱，大概多少忘记了）是用电脑控制的，而操纵
的地方则在室内。

以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大型楼房的建筑，当时是比较
兴奋，因为这是比较符合我们所学的专业，而且我也比较喜
欢房屋建筑这一块。我们等了老师足足一个小时（实际超过
一个小时）老是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脸而出现
在我们面前，害得我足足吃了一个小时的尘，但我知道这些
都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能够学到东西。在这最后一站里，我
还真学到不少东西。在我们经过艰辛而且危险的楼梯路程之
后，我们终于爬到了顶层十二层。在这之前我们是在老师的
带领之下熟悉了这栋建筑的布局，结构和一些理论知识。在
顶层时，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钢筋的绑扎，钢筋的规格，编号
和一些关于钢筋造假的新闻。在这最后一次的实地实训里，
我学到钢筋的编号是定期改变的，还有一些在建筑里的一些
通用符号，脚架搭法，房屋的结构设计等等。

经过这次实训，我真正的深入的去理解一些在书本里头表达
不出的知识，时间加上理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学校
应该多让我们去接触和观看有关我们专业的东西，不但能够
学到知识还能够亲身去感受我们以后做这一行所需要的…….，



总的来说，受益良多，希望日后能够有多点机会像这样的实
训。

10计测2班，赵宏达

水利工程施工组织实训报告总结篇五

1、计算机新技术

1.1gps定位新技术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gps定位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
善。水利基础施工技术中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到gps定位技术。
gps定位技术在工程测量领域开辟了更加精良的新技术新方法，
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

1.2atuocad辅助设计技术

上世纪80年代初，计算机辅助设计（即cad技术）逐渐兴起，
并迅速发展为一项新兴技术型应用软件。cad技术以其高效而
智能化的操作性能，逐渐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在水利
水电工程方面，cad技术在大大提升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效
率的同时，还为工程施工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科学依据。

2、处理地基问题的新技术

2.1对强透水层的防渗处理

透水层是指动水流能够透过的土层工地层。强透水层，即能
透过该地基流动大量的水。比如疏松的砂卵石层，刚性坝基
砂都是强透水层，这些地基由于具备较强的透水性，不仅浪
费水资源，还会造成管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建筑物的稳
定性，所以有必要对此采取一定的防渗漏处理。通常情况下
采取的方法是：开挖渠道清除砂石，以混凝土或粘土填充其



中，从而形成截水墙和防渗墙。而坝前用混凝土或粘土覆盖，
用于扩大渗透范围，延长渗径长度，缓解排水压力。

2.2处理可液化土层

可液化土层是指在振动或静力的影响作用下，少粘性土层
（或无粘性土层）的孔隙水压力增加，抗剪强度突然消失的
土层，液化后使得地基下沉，从而影响上部的建筑物安全性。
因此可液化地基的处理，首要任务是改变其内在条件，增加
土体密实度，改善排水条件。一般常用的方法如下：

（1）强夯法：依照土质条件和夯击能的不同，可以处
理4~10m之间的深度范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强夯法处理的
土层宽度每边都应比建筑物基础的范围稍大，具体范围为基
底下设计处理深度的1/2~2/3，且不能少于3米。

（2）桩基或深基础：桩基础的桩端伸入可液化土层以下的稳
定土层中的长度，应经过精确的计算之后确定，且针对碎石
土、中砂、砾、粗、坚硬粘性土以及密实粉土不能少于0.5米，
对其余的非岩石土不能少于1.5米。

（3）加密法：加密法，包括砂石桩法、振冲法等在内，在处
理时都应将处理深度延伸至液化深度的下界，然后采用振冲
法与砂石桩法加固，需要注意的是桩间土的标贯击数应当大
于液化判别标贯临界击数；且该方法处理的宽度范围必须比
建筑物的基础范围大，具体为：每个边超出基础外缘的扩大
宽度不能小于可液化土层厚度的1/2，且不能小于基础宽度
的1/5，砂石桩法不能小于5米。

（4）换填法：使用非液化土将全部液化土层替换掉。液化地
基土层的处理范围，在基础外缘之外的处理宽度，必须超出
基础底面以下处理深度的1/2，且不能小于基础宽度的1/5。

2.3处理淤泥质软土



由于淤泥质软土质地比较软，因此很容易产生侧向膨胀、滑
移、挤出等变形问题，从而严重影响建造物的安全系数和稳
定性。而土坝坝基的淤泥质软土排水极其不方便，若是不经
处理，就会严重影响工程的长期稳定性。通常我们对此类软
土地基较为常用的处理方法有：砂井排水、开挖清除、抛石
挤淤、预留沉陷量、镇压层法、砂垫层排水、置换砂层、从
底部侧面填充砾石、预留沉陷量、采用桩基或扩大建筑物基
础等。

2.4软土地基处理的新技术

软土是指具有含水量高、压缩性大、渗透性低和强度及承载
力低的土层，若不经处理就在这类地基上直接建造建筑物，
将因沉降过大和承载力差而对建筑物造成严重威胁，因此需
事先进行软基处理，提前消除地基的过大沉降，提高地基的
强度和承载力，以满足建造建筑物的需要。目前国内外常用
的软基处理方法有换土法，排水固结法，复合地基法，旋喷
法等等。下面简单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

（1）换土法。如果淤土层厚度较薄，可以将砂灰土、壤土、
粗砂、水泥土等换填进淤土层，或者采用沉井基础等办法对
地基进行处理。

（2）排水固结法。排水固结法在软土地基问题处理中是比较
常见的一种方法。主要是利用天然地基土层原有的透水性或
者事先在地基中设置竖向排水体，在地表加载预压将水从土
体中的孔隙里排出，从而使软土层逐渐固结。

（3）旋喷法。旋喷法是处理软土基层的常用方法之一。其施
工原理是通过利用旋喷机把带有特殊喷嘴的注浆管置于土层
预定位置，利用高压脉冲装置，把土层中的水泥浆和原本的
土体融合在一起结成具有一定强度的桩体，加固软土地基。

（4）加固路基法。加固路基法是指利用一些高强度、大韧性



的土工聚合物，埋入路基之中，加强路基的自身强度，从而
有效提升地基变形沉降的抵抗力。

3、混凝土选料与搅拌方面的新技术

一般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常采用蓄热法作为混凝土
的搅拌技术。为保证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混凝土还能保持足
够的抗冻能力，需要再水和石子等原材料的搅拌过程中不断
加热，以确保混凝土在搅拌、运输、使用时还存有温度，从
而使水泥水化放热加快。蓄热法操作较为简便，施工费用低，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搅拌过程中内部的保温。再者，由于冬
季温度较低，受气温影响，水利基础建设的施工必须采用抗
冻性较高的水泥。根据对我国的水泥防冻能力的相关分析和
检测，分析得知，硅酸盐水泥的防冻能力较之其他水泥，具
有明显优势，因此可以选择硅酸盐水泥作为冬季水利基础建
设施工。

4、结束语

水利工程项目自然条件恶劣、工期普遍较长、投资较多，因
此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开展工程
施工，然后再严格控制工程质量，同时还要对施工成本进行
规划。在水利工程里，水利工程基础施工是至关重要的，施
工时，我们同样的必须控制好施工质量、进度、投质和安全，
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等，为了水利工程更加安全、持久的
发挥工程效益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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