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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灌机械第22卷第l期 仇宝云等：南木北调梯级泵站技术管理研究

费中支出。

大修指工程有较大损坏或缺陷，技术复杂、

上程量大。由分公司编报大修计划，经总公司批

准后，根据上程情况下拨大修专项经费。泵站水

工建筑物养护与检修是比较通用的技术，按照管

理、养护分离的原则，应该采用外包方式，工程

量较大的应进行招标。由社会专业力量承担工程

的养护检修，可以减少泵站管理人员，提高工程

质量，降低养护成本。泵站管理部门要做好丁．程

检修项目的前期论证评估、方案制定、申报招标、

质量监控和验收工作。

7 处理好泵站管理中的矛盾

7．1排涝与调水

1：程运营后，江苏境内沿线部分泵站的排涝

功能仍然保留。当排涝与调水矛盾时，优先保证

排涝。如果涝水水质满足要求，可以调涝水北上，

将涝水转化为调水资源，既节省了排涝费用，又

能保证调水，并节省部分调水费用。

工程沿线地区原先从输水河道和调蓄湖泊内

取用水。上程启用后，抽调水体在输送过程中必

定要与沿线地区的原有水体混合，要计算多少属

于不收水费的原有水量，多少属于收水费的调水

水量。做好用水管理与计量工作，合理分配沿线

用户的用水量，兼顾各方利益，解决用水矛盾，促

进共同发展。

7 2机组大修与抢修

在机组设备几种检修中，周期性大修”1所需

经费、人力、物力最多，时间最长。对机组质量影

响最大．是泵站技术管理的最重要工作之一。由

技术代表提供机组相关的运行维护资料，在详细

调研的基础上．由维修中心负责，泵站、分公司

技术人员参与，共同制定检修方案，向总公司申请

检修项目和专项经费。机组大修由维修中心实施

并对检修质量负责，泵站人员协助，1：程管理部指

导、监督．总公司专人巡回督察，对特大型机组大

修应进行监理。

大修周期有两种确定方法：运行时数法、日

历时间法，原则是：预防为主，抢修为辅，该修

必修，修必作好。本工程年平均运行时数5 000 h

左右，大修周期用日历时间比较方便。影响大修

周期的主要因素有：机组设备状况、运行条件和

管理水平等。为保证大修质量，机组大修要求泵

站所有机组停止运行。同一泵站机组大修周期应

相对固定，大修宜安排在泵站不抽水或抽水少的

季节。并联泵站可以错开机组大修时间，以减小

对调水流量的影响。积极创造条件，实旌泵站机

组运行状态在线监测，变目前的计划周期性大修

为状态检修。

在泵站紧张运行阶段，如果机组设备发生故

障影响运行，需立即抢修。如果泵站比较集中，维

修人员集中比较容易，抢修由维修队完成；如果

泵站相距较远，维修人员居住分散，暂时难以集

中，为了不延误时间，抢修应由技术代表与泵站

人员完成。

由于时间紧、环境差(站内其他机组仍在运

行)，机组抢修质量很难保证。如果泵站运行并不

紧急，有2台及以上的备用机组，则1台发生故

障停机后，可以投入备用机组保证泵站流量，而故

障机组待泵站所有机组停机后再进行仔细检查、

分析原因、认真修理，以保证检修质量。

泵站机组正常检修应根据运行状况，采取有

针对性的措施，力争检修后机组性能有明显的改

善。对故障机组，必须检查分析故障原因，采取相

应对策，避免同类故障重复发生。对因机组设计、

选型造成的运行故障问题，从长远考虑，必须进

行设备更新改造。

衡量机组检修质量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观测检修后机组运行状态是否得到改

善，故障机组检修后是否在较长运行时间内不再

发生同类故障。对经长期运行证明，针对某些故

障行之有效的检修处理措旋和方法，应该加以分

析总结和推广应用。

7．3工程管养分离

水利工程实行管、养、经分离是发展方向。

大型泵站的工程养护属一般水利工程技术，可以

直接向社会招标；而泵站机组设备检修安装专业

技术性较强，目前仍主要以泵站管理部门自身的

技术力量为主，鼓励维修力量到社会上承包t程

项且，逐渐从泵站管理部门剥离，实现平稳过渡。

7．4维修与更新改造

正确区分泵站工程设备的维修与更新改造。

维修的目的是恢复工程设备的原有功能与安全性

能，丁程量小，时间短，维护费用由]：程管理岁

修经费支出，检修费用则由专项经费支出，但都

属泵站管理范畴．由泵站管理部门负责实施。泵

站更新改造的目的是使工程设备的功能和安全性

能有质的提高，工程规模扩大(增大抽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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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与论证，由业主投

资，工程量大，周期长，属J二程建设范畴，各项

操作要严格遵守工程建设的相关法规。

8 结论

南水北调东线上程要实现准市场化运作，大

型梯级泵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技术管理模式必须

改变。首先要理顺管理体制，使之适应准市场化

的要求；其次是完善泵站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

制定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考核指标，实现

泵站的优化调度和经济运行；第三是泵站管养逐

步分离，实现工程养护市场化，设备检修内部市

场化，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I：

程效益，实现T程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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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I’echnique Management of Step Pumping Stations

in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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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strant：Thi5 p8per anaIyzed present situation of technique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I for water diVer—

sion from Ya“gtze to North Jiangsu．On the basis of demand8 of sub—marketization，man89ement 8ystem；

operation man89ement；daily man898ment；maintenance and overhaul of large st8p pumpi“g stationg in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were studied．The resIllts of study could improve manageme nl raIionalily and

water transfer reliabilitn reduce the cost of water and promote benign circulnI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l．

Key word：Eastern Route of South t0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Step pumpi”g sta“ons；Techniqu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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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election of Water Pump-unit on the East Route of

South-North waterDiVers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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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n·act： Selection of water pump—unit on the east route of South—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is one

of problems lhat were focused by many 8pecialists and experts．Making a rational chojce will haVe a酎eat

impact nn designing、constrIlction、operation and henefit of the project Thi8 paper discussed and analyzed

main pllmp、main motor、transmission and r。gulating me乩anlsm that were related to the p删ect In th。papcr，

the relalionship hetween thes8 parts and impact on each other wer8 poinied 0lll Conclusion and advice will be

s1只nality and valIlahle for decision—maker and designer of thi8 projecI or o出er similar projects．

Kevwords： South—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I； WBter Pump～unit；Selec cion； Discussj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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