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灌机械 第 23 卷 第 5 期 .27 .余 淼 梅梁湖泵站计算机控制系统

作者简介 余淼 1 9 7 0 - 男 江苏张家港人 工程师 主要从事泵站电气自动化设计与系统开发研究工作

梅 梁 湖 泵 站 计 算 机 控 制 系 统

余 淼
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 扬州 22500 9

摘 要 为推动我国泵站全面实现综合自动化 实现统一的水情调度 管理 介绍了梅梁湖

泵站分层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 包括计算机监控 微机保护和视频监控以及远程监控 介绍了为

使系统实现开放式的数据交换 设备及各组件采用的先进的 OPC 技术 系统的应用 有效地提高

了泵站的安全运行水平和经济效益 大大减轻了运行人员的工作量 同时 充分显示了远程控制的

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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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梅梁湖泵站枢纽工程位于无锡市西南约8 km

的蠡湖风景区十大景点之一的渤公岛上 南邻鼋

头渚公园 该枢纽是以区域调水为主的大型综合

性水利工程 可引用太湖水改善梅梁湖 蠡湖的

水环境 并可通过与仙蠡桥枢纽等城市防洪工程

的联合调度 调用太湖水改善无锡市城区河网水

质 对无锡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水资源保

证 该枢纽是由一座泵站(梅梁湖泵站) 四座节

制闸(五里湖进水闸 梅梁湖进水闸 梁溪河出水

闸 五里湖出水闸) 一座35 kV枢纽专用变电所

及其他附属设施组成 占地面积约 37 hm2 梅梁

湖泵站枢纽计算机控制系统包括计算机监控系

统 微机保护和视频监控 集中控制和监视泵站

与节制闸主要设备的运行 该系统集测量 控制

保护 信号 管理等功能于一体 包括对变电所

泵站主机运行参数的测量 控制 保护 相应的辅

机设备 泵站和节制闸闸门的控制以及水情数据

的收集处理 实现主控室内集中数据显示 分

析 处理 自动控制和保护 并能够通过计算

机网络将泵站运行状态和数据较为直观地展示在

各级管理人员面前

1    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

1.1计算机监控系统

计算机监控系统采用分层分布式控制方式

如图 1 所示 分为三级结构 第一级为现场测

控级 由安装在开关柜 控制屏以及现场控制箱

的智能单元进行泵站各种数据采集 主机 辅机

闸门的现场控制 变压器 主电机等现场保护 以

及各种状态信号 保护信号的采集工作 第二级

实时监控级 主要完成现场监测 控制 保护功

能的管理 对现场测控级采集的所有数据进行处

理 分析 存储 报表 完成所有控制指令的收

集和发布 完成保护动作的报警 分析和指

示 以各种方式表达整个泵站的运行状态和数

据 进行机组等设备的启动准备工作 收集和

分析机组启动数据 并对系统的功能组态 流程

图的制作 保护定值整定 控制模型修改等 第

三级为泵站管理级 主要接收监督控制级送来的

各种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 以便管理人员随时观

察泵站的运行状态 并向上级管理部门发送各种

数据或接收上级管理部门的命令和指示

图1  计算机监控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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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网络交换机用来实现主机与集控层外围

设备(如打印机等) 主机与现地控制层各设备以

及远程通信的功能 在泵站中采用高速以太网

交换机 其网络交换速度快 可以保证数据

图形和语音信息的高速传递 是实现通信的中

枢设备 现场控制层的主要部件是由公用 PLC

和机组 PLC 组成 它们是泵站自动化系统中承

担监控和测量的主要运行设备

1.2 微机保护系统

泵站继电保护采用微机保护装置 不同对

象的保护单独设置 且不受监控系统的控制 独

立闭环运行 作为独立的设备提供对电气设备的

保护 该系统采用LEP-900 微机保护装置 如

图 2所示

图2  微机保护硬件结构图

程序进行通信及装置内部硬件电路自检等工

作 主程序按 12 点 / 周的采样周期接受采用中

断 进入采样及计算程序 将采样值进行数字滤

波及预处理 形成保护判别所需的量 保护起动

时 进入故障测量程序 进行各种故障的测量计

算 发出跳闸命令 保护未起动时 执行正常运

行程序

1.3视频监控系统

装设视频监视系统 对变电所 泵站 节

制闸及主厂房外的主要部位进行监视 集中显示

各部位的运行情况 以便操作人员了解现场运行

情况 视频系统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1 前端设备 主要有摄像机 变焦镜头 室

外解码器 摄像机等

2 中央控制设备 包括视频矩阵切换主机

主控制键盘 画面分割器

3 传输部分 包括传输视频信号的视频电

缆 控制信号的控制电缆以及电源电缆

4 视频显示处理部分 包括画面处理器 长

时录像机 高解像度监视器和投影屏幕

系统应用了最新的多媒体监控技术 结合

先进的计算机软 硬件技术和网络技术 提供了

全内置的主机系统和优秀的软件操作管理界面

不仅继承了传统监控系统的所有功能 并在此基

础上实现了许多全新的技术突破 将监控所涉及

的图像 报警设备状态和控制数据进行智能化综

合管理 建立了基于TCP/IP 通讯协议 应用局

域网技术的分级分控管理体系 实现了与现有计

算机网络的完美结合和高度的资源共享 系统结

构如图 3 所示

 图3  数字视频监控结构图

中心控制系统中最重要的设备是视频服务

器 随着视频压缩技术的不断完善和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 视频服务器已从应用最多的视频播出系

统转向工控领域的远程图像监控 由于视频服务

器在图像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使得工控领域的图

像监控变得可行 可靠 也使得基于 WEB 方式的

图像传输成为趋势 代替传统基于PC 机的图像

传输基于C/S模式的图像传输 视频服务器是一

种对视音频数据进行压缩 存储及处理的专用计

算机设备 它由视音频压缩编码器 大容量存储

设备 输入/输出通道 网络接口 视音频接口

RS422串行接口 协议接口 软件接口 视音频交

叉点矩阵等构成 同时提供视频处理功能

2    OPC技术

OPC是指OLE for Process Control 意为用

于过程控制的对象链接嵌入OLE(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技术 它是世界上多个自动化公

司 软硬件供应商与微软合作开发的一套数据交

换接口的标准 其设计目标是为现场设备 自动

控制应用 企业管理应用软件之间提供开放 一

致的接口规范 为来自不同供应商的软硬件提供

即插即用 的连接 OPC服务器提供从数据源获

得数据的标准方式 通过各现场设备 应用软件

所具备的标准的OPC接口 可方便地访问不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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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源的数据 使运行在不同平台上 用不同语

言编写的各种应用软件顺利集成 将数据传送

给客户应用程序 只要自控设备生产商开发一

套遵循 OPC 规范的服务器 由服务器充当数据

源向外发布数据的代理 客户应用程序就能以

标准的方式通过服务器完成数据交换 实现数

据交换的标准化和开放性 为工业控制中的系

统集成与数据交换提供有效的工具

在本系统中 如果没有使用 OPC 技术 应用

程序需要为每一台控制设备开发不同的驱动程序

接口 通过 I/O驱动器 对现场实时数据进行访

问 其连接关系如图 4所示

 图 4  未采用 OPC技术的连接

这种连接方式需要为不同的硬件编写不同的

I/O 驱动 程序 其硬件的改进或升级均需对

I/O驱动 进行修改 此外 不同的 I/O驱动 为

应用软件提供的接口往往也不一致 导致应用软

件也需要为不同的 I/O 驱动 编写特定的接口

代码 由于控制设备和监控软件的种类非常

多 更新速度也非常快 这就使得编写驱动程

序的工作十分繁琐 由于驱动程序的多样性和

接口的不统一 监控应用软件难以满足能与任

意设备通信的应用需求 不利于软件和硬件市

场的发展 也给用户带来诸多不便 而OPC标准

的出现使所有驱动软件的接口得以统一 形成如

图5所示的连接关系 开发商只需通过全球一致

的 OPC 接口就能访问所有提供了OPC 服务器的

现场设备 现场设备中的OPC服务器负责与作为

数据供应方的现场设备联系 将供应方的数据通

过标准的 OPC接口 暴露 给数据使用方(如MMI

人机界面软件) 数据使用方充当了OPC 客户的

角色 这里的标准接口是保证开放式数据交换的

关键 它使得一个OPC服务器可以为多个客户提

供数据 而一个客户又可以与多个 OPC 服务器

对话 这样需要开发的驱动程序的数量会

减少 因而可降低开发成本

O P C 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 它在控制领域

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在许多硬软件中都增加

了 OPC 特性 提供了开放的信息访问通道 包括

为监控应用软件添加OPC客户端的功能 为现场

设备提供 OPC服务器等 并提供了 OPC服务器的

开发工具软件 不少用户在仪表与系统选型时考

虑系统是否具备 OPC接口 OPC已成为新型自动

化系统中数据交换与系统集成的联系纽带

   图5  采用OPC技术的连接图

3    计算机远程监控系统框图

该系统采用分层 分布结构 由现场测控

层 实时监控层和泵站管理层组成 其中测控仪

表 智能开关等构成了现场测控级 微机保护 视

频监控 PLC 控制系统等构成了实时监控级 加

上OPC集成技术的良好包容性 大大提高了系统

的适用性

图6  系统结构框图

4    结语

梅梁湖泵站计算机控制系统采用分层 分

布结构 采用 OPC 与 P L C 技术相结合的技术

以计算机为载体 实现了 OP C 集成技术与 PL C

控制的无缝连接 实现了供电系统与泵站计算

机控制系统的有机集成 使得远程控制系统中

多系统多规约的汇接与转换更加完善

泵站试运行以来 其计算机控制系统有效

地提高了枢纽的安全运行水平 大大减轻了运

余 淼 梅梁湖泵站计算机控制系统

应用请求 A 应用请求 B

驱动器 A 驱动器 B 驱动器 C

应用请求 A 应用请求 B

O P C 服务器 A O P C 服务器 CO P C 服务器 B

管理站

远程监控 H U B 视频监控系统

PLC 分站

Server

微机保护

测控仪表

智能开关

摄像机

触摸屏

被控设备

传感器

 万方数据



.30 . DRAINGE  AND  IRRIGATION  MACHINERY    Vol. 23  No. 5

行人员的工作量 充分体现了远程控制的优越

性和人机结合的智能性 在完成区域调水工程的

同时为无锡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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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Control System of The MEI LIANG Pumping Station

YU Miao

Water conservancy reconnaissance design academe CO.LTD,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To inprove the automatization of pumping station and implement the water control ,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elamination control system in computer. It includes computer stakeout ,computer protect and

direct control system. It also introduces the OPC technology used to date exchanged This application can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lighten the workload greatly.In the

same time , it show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direc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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