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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若想实现泵站电气自动化,不仅需结合泵站实际情况,还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而为达到泵站的生产服务目标,相关部门

还要准确定位泵站,优化泵站电气自动化设计,进而为泵站电气自动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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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泵站运行中实现电气自动化控制不仅能够保证设

备的正常运行,还能够实现水位、电量监控以及信息采集和

交换工作。这要求泵站自动化设计思路应具备协调解决资

金、技术以及实际运行需求的能力,并强化自动化系统执行

方式、模块化典型设计等方面的研究,以此保障自动化控制

适用于泵站经营的运作需求。 

1 水利泵站自动化系统的构成 

1.1 微机监控系统 

从功能上来看,微机监控系统主要是由主控制层和现地

控制层这两部分组成。其中主控制层包含了操作、通信、工

程师工作站、数据服务设备、定位、UPS和中控室,是整个系

统运行的核心设备,其对于实现信息数据整合、处理、区域

内视频影像的检测以及人机对话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而现

地控制层主要是由机组控制、共用控制和阀门控制这三部分

构成的,是实现水利泵站内相关设备监控的重要内容。 

现地控制层可以对管辖区域内运行的所有设备进行有

效监控,并通过与各端口的链接,实现信息数据的实时传输

和交换,便于系统设备更改运行指令,提升运行效率和安全。

另外,现地控制层属于一个较为独立的控制单元,受外界影

响相对较小,能够增强泵站控制系统运行中信息数据采集的

真实性、有效性,以及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大大提高

了水利泵站的运行质量。 

1.2 微机保护系统 

该系统由分布式的单元模式构成,且各单元之间是相互

独立存在的,只需利用站内总线即可完成连接工作。同时,

在各单元机箱结构上,均设置了手动和自动两种操作面板和

信号灯,工作人员可根据系统运行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使用

的操作模式,来保证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减少故障灯问题的

发生。另外该系统在功能划分上应用了下放原则,在保证运

行质量的基础上,实现了独立监控和管理,减少了单元结构

之间的相互影响。 

1.3 直流电源系统 

直流电源系统主要是由六部分构成,分别为充电单元、

监控单元、交直流采样单元、降压单元、绝缘监测装置和防

雷装置。一般情况下,水利泵站中的直流电源系统的电压设

定在 220 伏左右,且利用单母线进行连接。在蓄电池的选择

上也多以铅酸蓄电池为主,以确保全浮充电模式的实现。而

且其还能利用智能高频开关电源模式实现直流系统和浮充

电系统的并联连接,以保障电流的有效传送。 

1.4 图像监视系统 

图像监视系统的应用主要是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对泵

站运行设备的了解和控制,并通过与网络的有效连接,实现

信号的实时传输,保证了远程监控的质量,不仅降低了人力

成本的消耗,也为工作人员了解设备运行效果,及时解决存

在的运行故障提供了帮助。图像监视系统采用了彩色或者黑

白摄像机系统,利用设定好的图像工作站,对工作区域内泵

组设备、高低压配电室、人行通道以及闸前后位置进行动态

监察,且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实现了设备的有效调整,确保运

行的安全性。 

2 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取水泵房 

取水泵房中的取水方式主要有两种,对于地域设定水位

来说,直接通过取水泵进水即可完成取水工作；对于水库水

位来说,当其达到设定水位时,则可以通过调流阀自流控制

的方式来进行取水。其具体的控制方式可以分为手动、中控

和自动控制这三种。在自动控制中,准确的参数和水位设计

是尤为重要的。只有提供准确的参数信息,才能帮助可编程

逻辑控制器进行阀门开度的分析,进而实现阀门开度的自动

调节,以加强进水池水位的合理性。中控控制则是要求工作

人员合理处理计算机传输的远程指令,科学调节设备的运行,

从而加强水位控制的有效性。 

2.2 加氯系统 

氯酸钠加药泵、加氯管道和自动稀释系统是加氯系统的

主要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都是采用 170L/H 的机械隔膜计

量泵,并配以加药控制点,来实现加药操作的。同时在加药控

制中,应保证变频控制器和电磁流量仪运行的稳定性,提高

加药量的准确性。且加药时间以夏季为主,这是因为氯成分

在高温作用下会出现衰减的情况,如果不进行加药操作,很

容易影响系统的运行质量,降低其功效。 

3 自动化系统在水利泵站中的应用意义 

3.1 监控系统应用意义 

监控系统可以对泵站中所有连接微机端口的机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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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准确、高速、有效的监视和控制工作。泵站控制层则可

以实现信息数据的及时收集和处理、设备的实时控制和调

整、运行过程中的安全监控,且对运行中存在的故障问题予

以一定的控制、解决和管理,保证系统运行的有效性。再者,

监控系统可实时采集泵站主要电气、非电气量及相关过程的

参数,包括模拟量、开关状态量、报警量和脉冲量。模拟量

主要为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因素、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水位及温度等；开关状态量包含了机组设备、断路、隔离开

关、共用设备及其机组控制等状态情况；报警量采集则是对

系统设备运行中存在的故障、问题信号以及超出参数范围内

的信号进行采集和上报；脉冲量采集则是对有供电度和无供

电度的脉冲量情况予以收集,并实现电度量的累加,让工作

人员能够及时了解到有功和无供电度各时段的脉冲量情况。 

3.2 泵站各控制点参数的检测分析 

监控系统的应用可以对水利泵站运行中各设备运行状

况进行合理的监督和管理,帮助工作人员及时掌握设备的运

行情况,且对设备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预测分析和报

警,将发生的各类故障情况通过人机界面等反映给相关工作

人员,加快问题处理效率。系统维护人员可以在系统中对各

个设备运行参数的设定值进行修改,根据不同时期的设备运

行情况设定各个参数的上、下限值,提高自动化系统监控功

能的灵活性和实效性。 

3.3 泵站设备调节 

自动化系统可以实现泵站内设备的启停操作,实现阀门

开度、供水工艺连接的自动化控制,从而帮助工作人员完成

水泵的开启和停止工作,减少操作中失误的产生,加强水位

的合理性。再者,泵站自动化系统应实现操作远方、就地的

两地选择性,便于值班员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选择在远方或就

地位置,对设备进行操作。 

4 水利泵站中自动化系统的应用 

4.1 微机监控系统的应用 

在水利泵站运行过程中,采用的微机监控方式主要有三

种：一是远程调度级控制方式。中心调度控制人员可以通过

调度计算机系统实现泵站计算机系统的远程遥测、摇信和遥

控工作；二是泵站中央控制室控制方式。主要是利用监控系

统对泵站设备进行实时监测。一般是采用自动控制和手动控

制两种方式实现的。自动控制是利用主控计算机,按照原先

设定好的水位和流量情况实现对泵站泵组的启停控制；手动

控制则是工作人员通过手动操作的方式,实现泵站泵组的有

效调节和控制。且具体分步按顺序组执行的方式,即每一步

或每一顺序组完成后需经操作人员确认,才能进行下一步或

下一顺序组的操作。三是LCU现地控制方式。在上位计算机

出现故障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观察 LCU 显示的参数情况来

实现泵站设备的有效调节与控制,保证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以上三种值班运行控制方式选择中,现地控制方式级别 高,

其次为中控室和远方调度。 

4.2 微机保护系统的应用 

由于微机保护系统是由各独立的单元箱结构构成的,所

以在选择保护模式上采用了全数字式继电保护系统,保护装

置采用了标准化的机箱和插件板设计。在各保护单元箱内均

设置了保护功能、跳闸组件、监视、信号、检测、人机对话

和通讯结构等部件,实现对故障问题的有效分析和实时记

录。在保护装置上,也设定了人机接口设备,实现设备运行的

动态监控、及时调整和记录工作,并将设备运行中产生的电

压、电流、功率以及相位等基础信息数据进行准确的记录和

存管,为后续故障解决提供依据。同时人机接口设备的有效

应用降低了对操作人员的要求,通过对保护出口回路的自动

化控制,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 

4.3 图像监视系统的应用 

水利泵站中应用的图像监视系统具有多分屏、定时切

换、图像自动存盘、视频影响捕捉、云台控制、镜头控制、

遥控开关控制、视频冻结、行动输出、视频报警布防、视频

报警、检索以及图像传输、控制、定时开启等功能。这些功

能的应用,一方面可以有效提升泵站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和稳

定性,降低故障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先进技术

的引进和应用,更好的强化了泵站运行的实用性效果,为水

利工程建设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该系统中采

用标准的硬件技术接口,大大提升了系统的开放性,对实现

设备之间的有效连接、加快设备系统更新速度,拓展设备系

统的控制范围具有显著成效。 

5 结束语 

总之,为了加强水利泵站运行的高效性、安全性,在应用

自动化系统时,需要结合实际需求、各项技术要点以及发展

趋势,不断完善设计内容,优化应用性能,以此实现自动化、

无人化的工作模式,满足水利泵站的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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