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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基础建设领域有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水利泵站作为其中的关

键构成内容近年来深受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而机电设备作为水利泵站建设与运行必不可少的基础设

施,是电力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利泵站机电控制、运行、供能等多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机电设备的安全运行对于水利泵站的正常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水利泵站机电设备日常运行的

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类型的设备故障,需要工作人员及时进行设备维修并排除故障,以保障

水利泵站机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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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re are goo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hina. As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the water conservancy pump station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relevant people in recent years. As an indispensable infrastructur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ump station,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wer production process,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lectromechanical 

control, operation, energy supply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ump station. The safe operation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umping station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daily operation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ump 

station, it is inevitable to encounter various types of equipment failures, which require the staff to timely carry 

out equipment maintenance and troubleshooting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ump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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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泵站机电设备运行环境相对较繁杂,故障发生概率较大,因

此需要相关部门加大故障诊断工作力度,及时检查和排除各项

故障问题,实现水利工程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并且相关人员采用

针对性的故障诊断方法,能够有效延长泵站机电设备使用年限,

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1 水利泵站机电设备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水泵设备故障 

(1)水泵在启动之后并不会运转,引发这一故障的原因主要

是叶轮和泵体间存在着大量杂物,这些杂物阻碍了叶轮的旋转,

这直接导致了水泵无法顺利运转的现象,当然泵轴弯曲也会有

可能会导致水泵不转动情况的出现。(2)在实际运行工作中,水

泵有可能会出现出水量少及吸水效率低的情况。导致这一现象

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吸水管出现了漏气的现象。不仅如此,叶轮、

底阀在水中淹没深度不足也会导致吸水效率低、出水量少的现

象。(3)在运行过程中泵体存在震动或出现噪音也是水泵设备常

见的故障之一。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水泵轴承过度

磨损、水泵主轴出现弯曲等。除此之外,叶轮损坏、叶片外援严

重磨损也可能导致水泵无法高效率工作。 

1.2维修监督体系不完善,日常保养制度落实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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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泵站机电设备种类繁多,不同型号的机电设备日常维

修保养内容不同。繁多的机电设备增加了泵站机电设备日常维

修保养工作的难度,导致诸多机电设备维修保养制度并未落到

实处。一是泵站机电设备维修监督管理体系不完善。维修是机

电设备运行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延长机电设备使用寿命的重

要举措。然而水利泵站在机电设备维修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

机电设备维修质量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 

2 水利泵站机电设备运行管理措施 

2.1重视检修工作的开展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设备故障的大范围扩散,并 大限度的

节约能源,便必须细致地开展检修工作。首先,相关检修人员在

检修过程中应当进行局部检修。通常情况下,在局部检修工作当

中,检修人员可以直接地接触各种零部件、自动化元件等,局部

检修的检修时间主要集中在设备的运行间隙当中。在局部检修

工作中,检修人员不仅需要对水泵导轴承进行细致检查,同时还

需详细对上、下导轴承的油槽油和透平油进行抽样检测,当然也

需根据检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除此之外,检修工作人员还需重

点检查设备的制动部分,在检查过程中,维修人员一方面需要查

看油冷却器是否存在渗漏现象,另一方面还需对叶轮、叶片的磨

损情况进行测量和记录。事实上,在局部检修工作当中还包含着

许多工作内容,这便需要检修人员依据相关的检修流程对设备

进行详细检测。其次便是机组解体大修。通常情况下,一些设备

的重大故障需要通过机组解体大修进行故障的维修,通过这一

方式,恢复机组的正常运行。例如,设备零件严重损坏导致水利

站运行效率大幅下降则必须采用机组解体大修的方式开展维修

工作。倘若机组到了大修期限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异常,与此同时,

各项指标也能稳定持续地运行,此时便可以适度的延长大修的

时间。 

2.2完善维修监督体系,严格落实日常保养制度 

提升机电设备运行管理效率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水

利泵站要从日常维修保养入手,细化机电设备的安全管理工作。

一是水利泵站要建立完善的机电设备的检修监督制度。针对水

利泵站在机电设备维修中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机电设备维修质量

不到位的现象,水利泵站必须强化对机电设备维修全过程的监

督管理,以高标准的要求融入到机电设备维修监督中。水利泵站

要明确责任制度,将泵站机电设备维修责任落实到具体的部门、

具体的人身上,提升机电设备维修的整体质量。在水泵维修中,

为了避免维修人员责任心不强的问题,水利泵站要明确维修人

员的责任,并且建立终身责任制度,将机电维修与个人绩效相结

合,以此激发维修人员的责任心。二是要建立完善的机电设备日

常保养计划,将日常保养制度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水利泵站要结

合机电设备的运行情况制定完善的维护保养计划,以此提升机

电设备的整体运行效率。 

2.3加强泵站机电设备安全运行管理 

水利工程泵站机电设备运行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

加大其安全运行管理力度,做好各项机电设备的维护管理工作。

例如：管理人员在实践工作中,需要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和需求,

积极创新维护管理工作方式,针对变压器维护管理过程中,需要

加强变压器预防性试验,结合相关标准规定,结合现有试验数据,

开展相应的对比试验,全面分析变压器存在故障问题。维护管理

人员对于新安装的变压器,在运行过程中,进行吊芯的工作检查,

详细观察铁芯、绝缘、支架等实际状况,有效减少存在的安全隐

患。同时,维护管理人员加强日常巡查力度,每天检查变压器运

行情况,全面清理其表面,保持干净整洁,做好绝缘套管的检查,

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且检查变压器充油套管、油枕、油位、

油色,保证设备的密封性。管理人员检查冷却装置、呼吸器等,

一般情况下,变压器上层油温需要小于85℃,循环水冷却变压器

上层油温控制在75℃之内,增强特殊情况的巡视工作,在大风、

大雾、大雪等恶劣天气下,需要做好引线摆动情况的检查。同时,

管理人员要坚持变压器中无杂物、无闪络和放电痕迹、变压器

盖和套管、瓦斯继电器等无积雪、结冰等现象。 

2.4轴承漏油、温度过高以及油温过高检修措施 

检修人员依据相关技术制定了以下维修方法：在轴瓦与轴

承底座以及轴承之间增加一定数量的铜垫片,以此缩小部件结

构间隙,将其有效控制在安装使用标准范围内。对大轴承和挡油

圈结构之间的间隙距离进行有效调节,将误差调节到1mm以内。

对进油孔结构进行优化改造,以保证润滑油能够有效进入轴承

与轴瓦之间的结合面。对轴瓦与轴承底座之间的间隙距离进行

优化处理,利用密封胶进行密封填充,以保障缝隙能够得到有效

修复,阻止油液进入。对溢流板结构进行优化改造,将上朝向结

构改造成下朝向结构,并且保证内侧结构高出外侧结构0.5mm,

确保溢流板中的油液能够正常回流,阻止发生油液甩出轴承的

问题。 

2.5要加强对机电技术的专业化管理 

我国在构建机电技术相关的标准体系的过程中其主要是由

国家政府进行主导的,比如说在国家政府的支持下我国就建立

了全国机电专业委员会,委员会中的成员可以参与机电技术标

准的编制,审查,修订等工作,并且其成员在政府的授权下还需

要对所制定的标准进行落实,将其宣传给更多的行业参与者并

负责帮助其进行相关技术的培训。但对于这些标准的落实情况

以及标准的批发等,机电委员会并没有充足的自主权,所以其在

落实相关工作时会受到较大的掣肘。故而今后需要赋予专业的

机电研究者们以及其所在机构更大的职能权限,以便于对机电

技术进行更专业化的管理,促进标准制定的同时也确保其有效

落实。 

2.6泵站管理机制问题与对策 

针对泵站一般建在偏远地区的水源附近,环境较为艰苦,具

有较高专业技能的人员不愿在那里工作；交通便利程度较低,

维修设备和配件补充不及时；水源附近环境比较潮湿,设备容易

腐蚀,还可能出现野生动物破坏电机设备的情况,泵站机电设备

故障率高等问题,应健全泵站的运行管理机制。首先,泵站机电

设备的运行管理人员应采取竞争上岗制度,以保证人才质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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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的人员进行定编定员,并通过奖惩机制提高人员的工作动

力和责任感。其次,做好“分工定责”工作,明确每个运行管理

人员的管理方向和具体责任,并在出现问题时进行责任追究。第

三,管理者要深入一线,防止在进行人员管理和制度实行时,脱

离实际情况,出现方向性错误。 

2.7精细日常巡查管理 

为了保证水利泵站常规化机电设备管理工作顺利落实,也

要对日常巡查工作予以重视,秉持精细分析原则,对巡查路线、

巡查时间、阶段性巡查内容、巡查对象等予以协同控制,及时发

现泵站内存在的问题后陆续开展相应的整改方案,避免异常现

象留存造成安全隐患。一方面,在巡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合

理合规地完成巡查项目的处理,秉持“重点突出+常规巡视”的

管理控制原则,维持相关内容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与此同时,要

进行工程管理区的划分,将其分为交通设施管理区、通信设施管

理区、水电设施管理区等,并践行管理区内的岗位责任机制,

大程度上维持统筹管理效果,实现泵站精细化管理的基本目标。

另一方面,要对检修流程等细节予以关注,要结合泵站的实际管

理标准和具体情况,完善对应的检修流程和措施,按照统筹管理

的内容陆续开展具体工作, 关键的是,在阶段性泵站检修工作

结束后要对检修细则展开动态管控和升级,充分实现检修周期、

设备运行情况、检修计划等环节的统筹管理,制定年度维修专项

计划,从而严格维持精细化管理执行水准。 

2.8水利泵站水泵故障的维修策略 

一是定期清洁保养水泵。水泵轴与电机轴不同心引起的水

泵振动问题主要是联轴器同周度偏差较大造成的,因此,检修人

员需要重点检查水泵转子是否到位。水泵运行环境相对较差,

如泵站水体含有大量杂物,一旦杂物进入水泵内部,就会影响转

子的正常工作。因此,检修人员要及时做好泵体与泵盖接合面的

清洁处理工作,及时清理泵体口环定位槽内的杂物,确保转子工

作到位。二是加强对水泵元件的检修,及时更换存在质量瑕疵的

零部件。一方面检修人员要重点检修水泵叶轮,如在水泵检修时

需要选择质量好的零部件与轴套螺母,并且对轴套螺母进行加

固处理；在机组安装机械密封时,要安装到位,防止出现泄露问

题。另一方面要对叶轮键与键槽装配进行优化设计,选择合适的

叶轮键。三是调整水泵运行参数,及时修复设备磨损部位。水利

泵站设备管理人员要及时修复磨损严重的瓦面,调整轴瓦工作

参数,确保轴瓦间隙在规定的范围内。同时,要科学、合理利用

轴瓦温度在线监测系统,以此实现对水泵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 

2.9要不断完善安全监测与鉴定评价标准 

在进行机电技术标准体系完善的过程中,除了对设备部件

标准的完善之外,还需要从整体机电工程落实的角度出发,对相

关的安全监测与评价标准进行完善。现有的与机电工程各设备

部件相关的标准所针对的只是工程中的某一个小的部分,在

全局性以及系统性上还做得不够,因此必须对整个机电工程

体系进行更加全面的考量,质量更完善的标准才能帮助整个

行业获得整体上的提升。再者还需要加强对强制性条文规定

的修订与补充,帮助机电工作者的人身安全,财产利益等获得

更大的保障。 

2.10自动化系统应用的调度 

泵站工作人员必须熟悉计算机操作知识,能熟练应用

Windows操作平台及相关应用软件,积极配合调度人员开展工

作。必须听从调度中心指令,对设备做到“三好”“四会”,并遵

守“五项纪律”。“三好”是管好、修好、用好。“四会”是会使

用、会保养、会检查、会排故障。“五项纪律”是正确使用设备、

经常保持设备整洁、管好工具附件及资料、发现故障立即停运

并检修、做好日常运行及维护记录。严禁在自动化系统上做与

运行无关的事,不得随意修改或删除任何程序、文件等影响调度

中心对泵站设备运行监控行为。操作员在进行远程操作时,需及

时通知调度中心值班人员,并要做好与现场工作人员的联络,对

机组的状况检查无误后,才能进行远程控制。操作员在发现问题

或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应首先向调度员和系统管理员或上

级领导汇报,等待进一步处理结果。 

3 结语 

水利泵站机电设备故障是影响泵站整体运行性能的关键瓶

颈。因此,水利泵站机电设备管理人员要高度重视机电设备安全

管理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机电设备故障发生率,助力水利

泵站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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