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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水利工程在调配与管理水资源时,泵站是水资源的唯一人工动力来源,但与一般的水利工

程建设不同,泵站运行管理和建设工作对周围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生产成本相对较低,

方便进行使用。水利工程的泵站规模、数量以及型式也随之提升,促使城市可以顺利的排水,确保雨水高

峰期的安全度汛。如果泵站出现故障,就会导致雨水淹泡和污水跑冒等情况,对城市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

甚至还会阻碍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在建设城市化的活动中,需要重视对于泵站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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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allocating and managing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pump 

station is the only artificial power source of water resources. However, unlike the gene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ump station have relatively small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cost is relatively low, which 

is convenient to use. The scale, quantity and type of pump station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also been 

improved, which will promote the smooth drainage of the city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flood season during 

the peak rain season. If the pump station breaks down, it will lead to rainwater flooding and sewage overflow, 

which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even hinder people's daily life.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activ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pump 

station.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pump station oper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引言 

水利工程中泵站的安全运行是实现水资源调配的工作部署

重点,直接关系到水利工程的运行效率。为此,相关部门应改进

当前运行管理模式,创新管理方法,加强运行管理机制,主要从

制度完善、技术升级、专业队伍建设等几个方面着手,使泵站管

理更加科学化、现代化。同时,还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做好计

划用水管理工作,广泛推广使用节水措施,带动区域水环境健康

发展,维护社会能源安全的和谐局面。 

1 水利工程泵站概述 

泵站是一种具备一定压力与流量的装置,其所带来气压、液

压动力,能很好地为各种机械带来充足运转力,从而支持相应机

械将自身运作功能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就机体组建层面可知,

泵站主要是由泵、油箱及电机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此外,泵站

的正常运转还深受众多辅助设备的辅助,如充水设备、供水设

备、排水设备、空气压缩设备、供油设备及通风设备等。前述

设备支持泵站运行过程中,其实践应用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实

时增减。水利泵站的构建应时刻遵循统一规划原则,对自然与社

会经济发展规律赋予足够尊重前提下,利用现代化高新科技技

术,将实用性泵站工程技术推广至更宽广的生产范围,以助力水

利工程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水利工程中,对应泵站的建设

与运行管理进程,深刻影响着水利工程运作效率,并从侧面对生

产水平高低产生极大作用。所以,由客观科学视域切入,水利工

程负责方构建泵站系统时,既要严格遵从总体规划,以实际情况

为依据,分期执行、逐步推进,还要重视泵站系统适用性,根据国

家当下国情和现代水利工程发展需求,提升泵站的现代化建设

水平,以此全力保证泵站运行的可持续性,进而为更好地促进水

利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坚实基础保障。整体而言,泵站的科学建

设和有序发展,是水利工程系统必不可缺的“心脏”环节,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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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管部门须按照国家所发布规章制度对水利泵站实施规范

化操作,从而确保水利工程实效性,为现代发展奠定坚实、可靠

的水利资源基础。 

2 泵站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管理人员专业技能有待提高,质量安全意识相对淡薄 

泵站运行管理离不开工作人员的参与,虽然大数据技术的

引入,有效提升了智能化、网络化管理水平,有效降低了工作人

员参与管理维修的劳动强度。但是调查显示,泵站工作人员的综

合素养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是泵站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有待提

高。基于泵站智能化管理系统的运用,要求管理人员不仅要具备

相应的检修能力,而且还要掌握操作智能化管理平台的技能,甚

至基于性能的不断完善,要求管理人员要及时更新专业知识。然

而目前泵站管理人员在操作智能化管理平台、熟练操作 新等

方面还存在较大的能力缺陷。例如,泵站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往往

是基于传统维修技能对 新引进的设备进行检修,结果不能及

时发现泵站所存在的问题。二是泵站管理人员的质量安全意识

相对淡薄,并未意识到安全运行的重要性。目前,泵站管理人员

虽然能够按照工作制度对各种进行有效管理,但是工作人员的

质量安全意识比较淡薄,不能有效对各种设备进行预判性分析,

不能将故障控制在 低范畴。 

2.2缺少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 

从现代水利工程市场发展形势来看,针对水利工程所建设

泵站的施工过程中,多存在缺少科学、合理性的现象,追根溯源,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水利工程建设方未能对泵站的构建

与施工,提前进行针对性规划和设计,致使预备工作严重不足。

如此以来,水利工程泵站的建设将会缺少坚实的基础支撑,不规

范的设计与社工将导致泵站建设、施工质量达不到标准,水利工

程也会在还未开启运作前就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2.3分工不清晰 

水利工程泵站实际维修过程中,仍存在责任分工不清晰的

现象,造成其维修效果不佳。泵站维修包含较多内容,需要通过

专门人员维修养护,在日常运行管理过程中,缺乏单独负责部门,

造成出现故障之后,相关部门沟通欠佳,不能及时排查各项故障,

不能有效解决故障问题。另外,运行管理人员对管理制度缺乏全

面了解、对专业维修知识掌握不全面,在泵站出现故障问题的情

况下,产生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造成维修不及时,扩大故障影

响范围。 

2.4泵站配套设施不完善,管理难度较大 

多数泵站在具体建设时,未设置固定规范的相关拦污设备,

即使少数泵站有拦污栅,但其栅体也存在严重的锈蚀问题,而且

结构比较简单,设计标准相对较低,存在倒塌风险。目前,一些泵

站引水渠当中存在大量水生植物,而且一些新品种的水草具有

极强生命力,无法一次完成清理工作。当无拦污栅时,泵站运行

容易导致水泵被水生植物所缠死,增大电流量,严重情况下甚至

导致电机烧毁。许多泵站缺乏固定的起吊设备,在实际运行时开

展维修工作通常要架设三架支架,并挂起吊葫芦,这使维修工作

难度有所增大,也导致泵站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所下降。对

于泵站而言,想要充分发挥其运行效率,除了需要通过泵站自身,

还应完善其饮水和出水渠道的配置。但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多数

泵站的引水和出水渠道存在淤积严重和边坡塌陷等情况,部分

泵站的引水渠道,由于在枯水季节发生淤积现象,或者其自身水

位调整,进而无法有效发挥出引水抗旱的作用,一些出水渠道已

被改为良田。 

3 水利工程泵站安全运行管理水平的路径 

3.1建立科学的水利泵站安全管理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各行各业都应该拥有一套科学完善的安

全管理制度,在我国的水利泵站建设过程中,要摒弃传统重建

设轻管理的工作理念,因为这会阻碍泵站的安全运行的进展,

水利泵站在安全运行中需要做好分析,进行全面的规划,建立

科学的水利泵站安全管理制度,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安全管理

制度执行工作,防止出现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延长设备的

使用年限,保证水利泵站机组、附属设备和变配电设备等正常运

行,泵站运行应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下保证系统水利工程建

设的经济效益。 

3.2加强技术管理 

为了使泵站在运行管理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应

对其技术管理方案加以优化。具体来说,相关部门应对泵站管理

工作加大重视,并严格按照我国的区域情况以及相关技术标准,

对泵站的检修与运行方案进行完善。结合泵站的实际运行管理

情况,对管理目标加以制定,确定绩效考核方案,使管理的实效

性得到有效提高。除此之外,还应采用自动化管理对泵站的相关

监测设备进行有效整合,使其管理方法得到优化,充分落实泵站

技术改造,使泵站的技术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3.3强化管理人员培训工作 

泵站管理人员必须能够熟练掌握泵站的基本结构和各种设

备的运行原理,当泵站设备出现问题,才能够在短时间内锁定故

障位置并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同时,泵站管理人员还应掌握运

行操作、维修养护和检查检测等技术。因此,相关部门必须重视

泵站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通过网上学习、实地考察等措施,有

效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保证相关人员能够更好地满

足泵站设备运行管理要求,有效提升泵站运行的稳定性。 

3.4增进泵站电动机安全运行管理 

应该完善严谨地对电动机直流以及绝缘的两项电阻、开关

柜仪表等进行检查,保障电动机的轴承箱之中具备充分足够的

润滑油,同时对表面存在的污垢进行清理。在设备运行前期阶段,

应该先明晰是否具备非正常状况存在,为设备的稳定运行创设

优良基础。电动机在合闸之前应该全方位贯彻落实操作制度,

并对具体的操作流程进行模拟,降低操作失误产生的概率。在电

动机合闸时,工作人员应该对电动机转向以及转动的状况进行

严密重视,如若电动机在通入电流后,转动产生了异常状况或者

电动机转动的频次较慢,同时伴有异常的响声,那么就应该及时

将电流切断,否则将会导致电动机的绕组以及控制电路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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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障处理完毕以后,才可以再次发动电机。电机在实际运行进

程中,工作人员应该跟踪检查其是否存在异常振动情况以及三

相电流的平衡程度,当持续处于一种炽热环境中进行运行时,工

作人员应该保障机房有优良通风情况,以便于电动机降温。如若

电动机在实际运行进程中,其电流、功率等超过了所规定的范围

数值,同时伴随异常声音与过热情况,值班工作人员一定要将电

源切断,并全面进行电动机的检查工作,清除电动机进水口之中

的杂物,保障电机合理运转。 

3.5工程安全监测系统 

工程安全监测系统具有数据采集分析、自我检测的功能。

工程安全监测系统能够与现地采集装置进行数据传输和通信,

监测数据、系统参数和其他信息资料存放在数据库,数据库运行

在数据服务器上实现资源共享。采集的数据包含垂直位移、水

平位移、伸缩缝开合度、扬压力、缝内钢板顶块应力、泵站地

板地基土压力及站身墙后回填土侧向压力等；采集方式包括定

点、定时、循环测量等；数据采集装置支持人工测读功能,且可

通过设置警戒值进行自动报警。基于一体化管控平台的泵站监

控系统能够显示与工程安全监测相关的过程曲线、数据分布图、

控制点分布图和报警弹窗等,且根据设备特性及历史数据库资

料建立相关模型,自动对数据进行分析,实现该系统的设备自动

检测功能,并将设备的运行状态、故障信息及分析评估结果显示

于监控系统的工程安全监测模块。 

3.6对水利工程泵站实施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 

一来,利构建关联泵站时,应以满足现代对水利工程所提全

新要求为目标,以国家所制定、执行的同意安全管理标准为理论

依据,根据当代水利工程市场发展走向,对泵站体系开展定岗定

责工作,指引每个工作人员都能依照自身岗位职责有条不紊地

进行具体工作行为,从而保证泵站实施操作的有序性。二来,人

们应认清树立规矩必要性,适时摒弃“重建设,轻管理”的传统

发展思想,预先对水利泵站的安全运行管理进行深度分析,尽可

能地阻断各种因设计不够科学、操作欠缺规范性而产生的安全

故障；之后再基于全面规划条件下,制定科学、合理化的泵站安

全运行管理制度体系,以此预防水利工程泵站的散漫化发展。 

3.7落实机组安全管理措施 

在打开机组开关之后,如果电动机出现运行异常,就需要马

上拉闸,找出是不是发生了设备故障。在开关闭合出现不正常状

态的时候,不可以一直等着设备自行运转,也不可以在设备运行

的时候检查故障,防止电动机出现烧毁情况。在开关闭合之后,

要注意电动机的气味和声音,发现异常及时检查。在设备正常运

行的过程中,其声音是平衡均匀的,没有过大的噪音。在设备运

行出现异常噪音的时候,就需要立刻停止设备并进行检查,在确

定不是设备故障之后再开始运行。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对感应

器、电压表以及排涝泵站等设备的使用状况进行检查,保证额定

电流大于设备电流。在实施安全管理的活动中,需要保证设备连

续启动时间不能超过五次,防止温度过高导致绝缘性能下降。通

常情况下,水利泵站都会配置很多电机。在开启电机的时候,需

要认真按照流程操作,避免因为电流过大导致难以启动。当电机

开始运行的时候,需要安排相关人员时刻监管,进而第一时间发

现问题并处理。 

4 结语 

水利工程泵站长时间在复杂环境下运行,容易出现多种故

障问题,因此需要增强其故障诊断工作力度,并结合实际情况,

合理选择针对性的故障诊断方法,明确机电设备故障位置和形

成原因,做好相应的维护和管理工作,防止其出现突发性故障,

保证其始终处于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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