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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王庄暗渠泵站机组优化运行探讨

张万台
(天津市引滦工程尔王庄管理处，天津301802)

摘要：针对尔王庄暗渠泵站利周率高的要求以及机组出水结构的特点，对水泵机组进行了运

行测试及研究；提出了泵站优化运行方案．实践结果表明：实时根据水位及输水量等优选开机台数，

优选叶片角度，可使泵站功耗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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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尔王庄暗渠泵站概况

引滦入津工程是将滦河水穿山越岭引入海河

水系，为天津市供水的系统工程。尔王庄暗渠泵站

是供天津市区生活用水的专用泵站，是引滦入津

工程的心脏，它位于天滓市宝坻县尔王庄乡。尔王

庄暗渠泵站于1983年初建，1997年泵站对10台

机组及电气控制设备进行了全面更新改造。

泵房内现安装10台1400zLQ6—7型立式轴流

泵，单机流量5．8m3／s，设计扬程7m，配用10台

TL630一16／1730型同步电动机，调角范围为一60～

+60。泵房为块基型，采用肘型进水流道和直管

出水形式，在水泵出水弯管处装有微阻缓闭止回

阀和电动蝶阀。lO台泵的出口采用两种形式，一

种是有自由水面的溢流堰式；另一种是压力箱

式，见图1。

其中2。～64出水分别通过溢流堰到汇流槽，

堰顶高程4．5m：1 4泵出水直接进入汇流槽与溢流

堰水流向成900相交；74泵出水由闸门和蝶阀控

制，可通过溢流堰到汇流槽或直接进入压力箱：

8”～104泵出水均流入压力箱。通过44闸门控制，

压力箱与汇流槽可以相互沟通，10台泵均可向通

往市自来水厂的暗渠送水或向尔王庄水库补水。

2暗渠泵站水泵机组技术经济状态

由于市自来水厂白天用水量大，夜间用水量

小，相差3～5 m3／s且水厂泵站前池没有调蓄能

力，多年来一直采用暗渠与水库联合运用，白天用

圈1 暗渠泵站出水结构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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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单耗最大的84机组为27．47kw．h／km3，单耗展

小的9#机组为23．79kw．h／km3，相差3．68kw．h／

km3，当水库水位在5．Om以下机组运行时，有堰

墙的2。、3。、4。、5 4、6 4机组出水口水位必须提

高到5．2m以上，势必提高了机组出水量单耗，暗

槊泵站多年来正常运行时一般开机3～4台，补库

时最多开6台i这样从10台机组选用出水量单耗

小的机组组合运行。就可以节省大量的电能。

3．3建立专家调度系统
。

综合机组技术经济状态．水库水位，前池水

位，输水量等约束条件，利用白优化模拟方法和计

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建立专家调度。实时根据前后

池水位和输水量，优选开机台数，机组顺序，水泵

叶角等最优参数组合，使暗渠泵站功耗最小，从

而达到增效节能。

4暗渠泵站优化运行效益分析

在前几年运行中，水泵叶片角度根据明渠来

水量和水位变化进行调整，一般在旷～+丁之间。

机组开机台数由明渠上游来水量决定．开机时在

lO台机组中任意选择。以1999年为例，全年输水

5．31亿m4。按+2。计算耗电1409．68万kw．h，

优选叶角后用一2。叶角运行可节省电能61．32万

kwh，优选机组运行可节省电能60．18kW．h，见

表3、表2。总计全年可节电121．51万kW．h，占

全年机组用电的8．6％。

表2 1 999年暗渠泵站运行优选叶片角度节能情况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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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技术供水系统的改造途径

问泽杭，张合朋
(江苏省骆运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宿迁223800)

摘要：分析了目前大型泵站技术供水系统存在的问题．根据不同泵站的特点，提出了技术供

水解决的办法．并对系统结构进行了阐述，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可为泵站设计、改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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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泵站的技术供水担负着泵站的电机轴承

冷却、水泵油导轴承的密封润滑水和水泵橡胶轴

承的润滑等任务，是一个泵装置可靠运行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目前大型泵站的管理运行情况看，技

术供水可靠性普遍存在供水可靠性差、能耗大的

问题。直接影响机组的安全运行。

物进入供水管道，在管道中繁殖。造成管路阻力

损失增大，供水量不足。影响机组冷却效果。间接

供水方式需要复杂的水处理设施。该法用井泵取

水，受井的数量、产水量的限制，备用困难。供

水可靠性差，能量损耗较大。部分深井水含沙

量大，造成机组供水管道磨损、堵塞。

1 目前泵站技术供水主要存在的问题 2供水系统改进

大部分泵站采用的供水方式有两种形式。一

种是直接供水方式。即在泵站水泵层设置2～3台

供水泵．通过取水口取水，冷却水通过机组油冷

却器及其管路系统后，直接排入下游。另一种是问

接供水法。即通过水泵将水送入贮水设备。再通过

供水管道经过机组冷却系统，排入泵站的下游。

直接供水方式因取水口设置在泵站的上游或下游

天然河道，水质、水温得不到保证。河道中的大

量水生植物及塑料编织物极易造成水泵吸水口堵

塞，使技术供水中断。一些泵站因河道中水生生

泵站技术供水的作用是冷却和润滑。目前解

决问题的主要办法：一种是仍利用原系统改善取

水口的水质。另一种是将电机冷却和其它设备的

冷却、润滑分离开来，通过不同办法解决。

2．1取水口调整法

取水口调整法是将取水口调整到其它地方。

调整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情况是，泵站处于既有

泵站又有水闸一级水利枢纽，且相距较近，在一般

情况下水闸和泵站不同时运行。当泵站运行时，在

水闸上下辩形成一个死水区。这部分水体不参加

q目目口q。rq科qq目口口日目q目目q目crq日目q目qq口口n目目目口日对日目q目q口目目日目q口目日目q口q日目目

Research on the optimal operation of ERⅥ强NG ZHUANG Pumping Station

zHAKG Wan—tai

(Tianjin Diversion work5 ER霄AN6zHU^NG Pumping Station，Tianjin 301802，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high operation utilization of ER wANG Z删ANG

underdrain pumping st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unit’s output structure．

Tests and re searches ara did on the pumping statiOn unit． The Optimal operation

scheme is brought forward． The practic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o choose the optimal

boot—strap par硼eter and to ch00se the optimal vane an91e according to the real time

water 1evel and plux can reduce the power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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