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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同型号离心泵并联运行的测试原理$提出了通过测试来获得同型号离心泵并联

运行的 %& ’()& ’(*& ’性能曲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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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言

在离心泵应用中$为了满足用户对流量的要

求和对水泵进行变频调速控制7-8$以达到节能效

果$很多场合都是采用几台同型号离心泵并联运

行来达到要求+为了使并联水泵达到最佳效率$有
必要掌握水泵并联运行的实际工况点变化规律$
就 有 必 要 知 道 几 台 泵 并 联 运 行 后 的 实 际 性 能 曲

线+同时$可为客户和选型单位!如建筑设计院"提
供详实可靠的水泵并联运行资料$也有着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通常情况下$同型号水泵并联运行性能曲线

是在一台泵性能曲线的基础上$认为两台泵的性

能完全相同$按同一扬程的流量(轴功率加倍$效

率不变来合成的+而本文则重点讨论通过测试的

方法来得到同型号离心泵并联运行性能曲线+

9 同型号水泵并联运行的测试

9:6 测试原理

我们以两台同型号水泵并联运行为例$进行

分析+试验装置简图见图 -$试验管路的安装及其

有关尺寸执行 ;,42-1<=>中有关规定+各台泵

出 口 后 的 压 力 平 衡 点 在 管 路 汇 合 点 ?处!见 图

-"$即并联运行时$两台泵的出流在点 ?处 混 合

时$压力相等+一般情况下$同型号水泵并联运行$
各台泵出水管路 @?段和 A?段是对称布置的$
所用管路的直径(长度(材质(管路附件及空间布

置形式都是相同的$因而该两段管路的阻力系数

B几乎相等+调节阀门>为某一开度$此时两泵的

工况点十分接近$即两泵的流量十分接近+由管路

阻力特性方程

CDE FG B’2

知道$@?段和 A?段的水力损失是相同的+设 ?
点的压力为 HI$则 @点和 A点的压力均为 HIJ
CD$所以压力表/和1的示数也是相同的+这样就

保证了两泵出口压力相等+

图 6
-$2K底阀 4$3K真空表 /$1K压力表 5$=K流量计 >阀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试验过程中$只要通过

调节阀门 >$就能保证两泵出口压力!压力表 /和

表 1示数"相同(两泵各自的工况点相近$达到了

并联运行的基本要求+测试过程中$在每一个调好

的工况点$各台泵的吸程及速度头可能有微小差

别$这主要是因为两台泵的性能不可能完全相同

造成+籍此$可用各台泵在某个调好的工况点实测

扬程的平均值作为并联后的扬程+并用实测流量

之和作为并联后的流量$实测功率之和作为并联

后的功率+到此$我们就得到了每一工况时$并联

运行的流量(扬程(轴功率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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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测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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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离 心泵的试验应从关死扬程开始!要求试到

大 流量点流量的 ""#$ 所对应的扬程以下%以观

察表 #和表 &来调节’!取 "(个以上的等压点)对
于每一个稳定和调好的工况点!分别记录各台泵

的 流 量 *"和 *+!出 口 压 力 ,"和 ,+!进 口 压 力

,"-和,+-!轴功率."和.+!转速/"和/+)这里的

,"0,+0,"-0,+-均为折算到泵基准面上的压力)
123 试验数据的处理

%"’扬程 ,4

对于每个工况点用两台泵扬程的平均值作为

并联后的扬程5

,46 "
+7 ,"8 ,"-9

:++"8 :+""; <+=> 9

9 ,+8 ,+-9
:+++8 :+"+; <?+=

式 中!:+"0:""分 别 为 第 一 台 泵 出 口 和 进 口 速 度!
:++0:"+分别为第二台泵出口和进口速度)

%+’流量 *4
对 于某一稳定和调好的工况点!并联后总流

量可用下式计算5
*46 *"9 *+

%(’轴功率 .4
为 了反映两台泵并联后的总功率!可将每台

泵功率相加!即5
.46 ."9 .+

%@’转速 /4
对 于每一具体的并联工况点来说!两台泵各

自的工况点相近!而两台泵所用的电动机型号又

相同!所以可用/"和/+的平均值作为并联后的转

速!即5 /46 %/"9 /+’A+

3 试验结果的整理

%"’试验结果按规定转速的换算>+?

在非规定转速下得到的所有数据均应以规定

转 速%/BC’为基准!按照比例定律进行换算)流量

*0扬程,0轴功率.的测量及运算数据按下式进

行换算5

*6 *4
/BC
/; <4 , 6 ,4

/BC
/; <4

+

.6 .4
/BC
/; <4

(

式中!*为换算转速后的流量!,为换算转速后的

扬程!.为换算转速后的轴功率)
%+’效率的计算

并联后两台机组的总效率 D按下式计算5

D6 CECF "44$

式中 CE6 G*,
%(’性能曲线的绘制

并 联 运 行 水 泵 的 性 能 曲 线 应 采 用 图 +的 形

式!流量 *0扬程 ,0轴功率 .和效率 D由换算后

得出的数据绘制曲线)至此!我们就通过试验的方

法得到了并联运行的离心泵组的性能曲线图)

图 1

H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探讨!可得出如下结论)
%"’用试验的方法获得的并联运行曲线!因

分别考虑了同型号各台泵的性能差别!因而更能

客观地反映水泵并联运行后的实际情况)而不是

理论上的在一台泵性能曲线的基础上!按相同扬

程下!两泵流量0轴功率加倍!效率不变来合成水

泵并联运行性能曲线的)
%+’此测试方法同样适用于两台以上泵并联

运行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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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