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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泵站是水利工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环境污染愈来愈重的今天,其作用逐渐被

凸显出来,一些大型水利工程泵站不仅能为水利工程机械运转提供动力,还能在污水处理、抗洪抗旱等方

面起到关键作用,将微机自动化技术引入水利泵张建设中不仅是水利工程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国家社

会对于水利建设的外在期待。基于此,本文就微机自动化在水利泵站中的运用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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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泵站中微机自动化发展

现状 

与国外水利泵站的微机自动化发展相

比,我国正处于完善阶段,部分技术环节与

管理环节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我国水

利泵站微机自动化发展速率较为缓慢。 

第一,水利泵站的整体自动化设计

质量较低。当前我国大部分水利泵站的

运行模式仍以机械化为主,尽管少部分

水利泵站已经融入微机自动化,但是其

在运行过程中并未得到一定的重视,加

之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的投

入力度不足,致使关于水电站微机自动

化技术的研发速率较低,自动化系统的

应用无法满足工程建设需求。为此,相关

职能部门应加大资源的投入力度,针对

泵站自动化系统来设定完整的研发体系,

以此来推动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 

第二,自动化系统精密部件存在质

量问题。支持自动化系统运行的精密部

件令整个监测过程存在延时性,当故障

发生时,无法第一时间反馈到主操控系

统中,影响后续故障维修工作的开展。例

如,支持水利泵站现场设备的监控模块

与总系统监控模块外接设备参数不符,

这样就造成两个系统之间无法实现信息

共享,严重阻碍水利泵站自动化的发展。

为此,应在水利泵站的微机自动化运行

体系中引入专家诊断系统,通过专家系

统内部参数的核定来对自动化体系内的

数据信息云运作环境进行实时监控,及

时找出故障发生成因,第一时间对问题

进行处理,保障整体系统运行的完整性。 

2 水利泵站运行中的微机自动

化处理技术分析 

2.1构造微机控制层 

微机控制层采取一种经济型的微机

保护装置,该装置将通讯、控制、保护、

测量融为一体,不再使用传统的电压表、

电流表,装配电网参数的采集功能以及

监视功能,将无方向三段式电流保护方

式作为水利泵站运行的核心保护方式,

将通讯口作为通信媒介向上位机传达保

护信息以及测量数据,便于水利泵站监

控配网的自动化运行,该装置的保护类

型包括非电量保护、启动时间过长保护、

低周减载保护、零序电压保护、零序电

流保护、反时限保护、定时限保护,并且

该装置广泛适用于水利泵站的综合自动

化、配电室综合自动化、变电站综合自

动化等自动控制系统领域。利用硬件“软

化”技术对水利泵站自动控制领域的系

统硬件接线进行简化,增强水利泵站自

动控制领域工作的可靠性。用微机的软

件控制代替水利泵站的传统电气设备来

完成相应工作,将微机硬件的接口电路

作为协调功能单元工作的媒介,并利用

微机的各个功能单元来进行数据通讯。

在微机中设置在线修改程序,允许水利

泵站的工作人员进行在线修改,使工作

人员通过该程序与人机接口对主控制室

进行画面与数据库的相关操作,还可以

通过该程序及时向水利泵站的LCU传输

操作指令,使设备操作人员及时进行恢

复操作指导、事故的处理、人工设置监

控状态、修改限值等操作。在设置该程

序后,只有控制权在监控主机手中时,监

控命令才能被输出与执行,控制权的转

交则以监控主机的实时运行状态为基准,

利用实时的判断与跟踪软件对监控主机

的实时运行状态进行判断。在监控主机

处于不正常的运行状态时,在线修改程

序将对主机运行信号进行改变,将监控

主机应该执行的任务转交到其他的工作

站手中,并通知工作人员对监控主机进

行维修,当将监控主机修好并重启后,对

其进行状态监测,当确保状态正常时,重

新将数据输入监控主机。 

水利泵站运行中的微机自动化处理

技术的微机控制层还包括微机现地控制

层,微机现地控制层的配置包括公共LCU

与机组LCU这两部分,主要构成设备共有

八个,包括交直流双供电源、数字式测量

表、温度的测量装置、输出继电器、输

出模块、输入模块以及液晶触摸屏。其

中机组LCU的主要作用就是监控机组附

属设备、发电机、水轮机以及进水口主

阀的工作状态。此微机现地控制层的主

要设备是公用设备、电气一次设备以及

水轮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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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构造微机数据处理层 

微机数据处理层的通讯设备配置

与通讯网络配置都以以太网为主要网

络结构,通信介质则以屏蔽双交电缆线

与多模光纤形式为主,以Mudbugs作为

通讯设备配置与通讯网络配置的通信

传输协议,使通讯网络的各个节点能够

对相邻节点的信息进行实时接收,并使

无法正常工作的通信节点自行从通讯

网络中退出,防止对整体通讯造成影

响。通讯设备配置与通讯网络配置还可

以实现现地控制层、工作站间以及水利

泵站的控制层工作站之间的各种访问

请求与数据传输。而微机数据处理层的

监控系统是通过WINDOWS2012系统操作

软件进行操作,利用该操作软件能够对

整个微机系统的全部监控资源进行整合

管理,并且支持其他软件的同步运行,可

以将其作为系统资源与其他软件的接

口。采用SQLServer作为监控系统的数据

库,利用Intouch7.11组态软件作为监控

系统的主要软件,便于提升监控系统的

开发效率以及便于软件的维护与开发,

将Logic-Com-pact-1976作为现地控制

PLC的编程软件。 

微机数据处理层还包括继电保护系

统微机自动化系统,该系统具备操作记

录与故障录波等功能,通过在保护装置

中接入输入装置与网络接口,可以将保

护装置中的数据实时向网络上的其它设

备进行传送。并且该系统采用进口的微

机继电综合保护装置,其中线路、变压器

与发电机的保护装置共有八个开关量输

出与九个开关量输入,用来进行自查转

换接点的输入与输出并对输入信号与输

出信号进行编程,利用这些编程后的输

入信号与输出信号可以控制断路器的施

发与分合闸。 

2.3实现微机自动化处理 

通过构造微机控制层与微机数据

处理层实现水利泵站运行中的微机自

动化处理。利用微机控制层与微机数据

处理层的各保护单元与各监控单元完

成水利泵站运行现场所有模拟量、开关

量、脉冲量、直流量、交流量的采集,

同时对各类保护装置自检信息、保护动

作信息以及保护运行状态信息进行收

集。在微机控制层中对水利泵站运行数

据进行分类以及数据预处理,并将完成

预处理后的数据存储在微机数据处理

层的存储单元中,利用通讯设备配置与

通讯网络配置将存储单元中的数据信

息实时传输至微机中,一方面需要利用

微机处理集的数据,包括进行泵站信号

处理、事故处理、异常事件记录、越限

处理、人工设置处理、数据转换与计算,

并将处理后的数据存储在监控系统的

数据库中,另一方面还需要利用微机控

制和管理通信过程。处理后的数据信息

会显示在微机模拟屏与微机显示器上,

显示的内容主要包括各种实时数据文

字说明、实时数据表格图、机组停机与

开机的各种程序流程图、电压棒图、机

组负荷曲线图、站变工作以及电动机的

实时数据、各断路器的线路、各断路器

的状态、二次保护配置图、电气主接线

图等,除此之外还包括报警画面、操作

信号一览表、故障信号、事故信号、动

作值、动作时刻、实时的故障类型、定

值参数、配置参数等。以保护动作情况

为依据,在监控系统的数据库中存储故

障名称、故障性质与故障发生的时间,

并发出事故与故障的语音警报信息,利

用微机将这些警报信息发送至调度中

心。综上所述,实现了水利泵站运行中

的微机自动化处理。 

3 结语 

水利工程事业作为民生体系中的基

础组成,工程建设助力水利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我国可持续战略发展中面临

的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与水利工程的

结合,通过搭载计算机系统,实现水利工

程智能化运作模式。同时,在计算机信息

系统的架构下,通过终端电子设备也可

实现水利工程全方位的监控,还可为水

利泵站工程提供驱动力,并可对区域的

洪涝与干旱起到防控作用。微机自动化

系统与水利泵站的结合运用,采用分布

式的信息运行环境,通过内部组网结构

之间的建设,可对水利泵站运行信息进

行实时化监控,并将故障信息及时反馈

到终端系统中,运行人员可全方位了解

当前水利泵站运行实况,进而为后续工

作的开展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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