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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泵站的高效节能运行,离不开配电系统的支撑。智能配电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用户需求提升而出

现的一个新理念。智能配电系统将智能化的技术运用到泵站运行管理中,不仅有助于提高系统的安全

性、可靠性,实现实时监管,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还有助于提升泵站工程运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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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icient and energy-saving operation of pumping station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the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is a new concept that has emerged wi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creasing user demand. The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system applie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umping stations,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ystem, achieve real-time supervision, improve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helps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management level of pumping st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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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的正常运行不仅可以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还可以

在调水和防洪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泵站的运行中,往往

会产生较大的能耗。而开展泵站调度自动化建设,不仅可以为泵

站的运行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还可以促进能耗的逐步下

降,减少资源的浪费,从而达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

此同时,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泵站调度自动化建设与智

能配电在泵站运行管理中的应用,能够促进泵站自动化监控的

实现,从而减轻相关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从根本上提高泵站运

行管理水平。 

1 工程概况 

某泵站由进水池、泵房、配电室、管理用房及附属设施

组成。 

泵站采用双回路10kV电源供电,设计流量3.28m³/s,设计扬

程15.2m,泵房内安装4台单级双吸卧式离心泵,3用1备,全部为

变频机组。 

2 智能配电在泵站运行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2.1运行管理场景 

2.1.1工程现状及主要改造工作量 

泵站配电室设置在供水泵站地面一层,该项目配电室为

2016年建设,内设高压配电柜9面,低压配电柜14面,直流屏2

面,1250kVA变压器2台,160kVA变压器1台,低压回路无开关量及

电缆温度采集功能,同时不具备远传功能,本工程配电室变压器

总装机容量2660kVA。对所有高低压回路加装通讯线,以便获取

各模拟量；对5台高压保护装置加装通讯线,并加装2块仪表以便

获取各开关量及模拟量；对低压回路加装5套多回路交流监测单

元,171个开口互感器,12块多功能仪表,以便获取各开关量及模

拟量；对4个变频器柜内低压出线回路电缆增加12组电缆头测温

模块；在配电室加装3个摄像头及1个温湿度传感器；在配电室

加装14个烟雾传感器,3个水浸传感器,1个门禁传感器；在配电

室增加网络机柜1面(含网关、电源模块、交换机、UPS等)。 

2.1.2监测范围 

(1)遥测量。①10/35kV：进线、变压器出线的电流、电压、

功率、频率、功率因数。②400V：配电室进线、电容、母联及

出线回路的电流、电压、功率、频率、功率因数、有功电度、

无功电度。③变压器：各绕组温度。④环境：配电室温度、湿

度。⑤电缆头(排)温度。(2)遥信量。①10kV：保护动作信息(速

断、过流、零序过流)、开关状态信号。②400V：各回路的开关

状态信号。③变压器：温度越限信号、风机启停信号。(3)其他



水电水利 
第 7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2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监测量。包括配电室视频监视、溢水告警、烟雾报警、门禁报

警等。 

2.2工程内容分析 

2.2.1工程内容 

工程主要考虑为配电室增加智能化运维系统,工程施工主

要包括：低压配电柜电缆温度测量系统工程、自动化安装工程、

通讯电缆敷设工程、自动化系统调试工程。 

2.2.2工程特点 

本工程位于新疆塔里木河地区,工程施工全部位于室内,施

工过程中气候影响相对较少；本工程为多个工程集合,需电气安

装、继电保护、自动化多专业紧密配合,因此在改造过程中应合

理安排施工时间,分段、分项工作,同时有效避开高峰用电期,

尽可能做到非工作时段施工。 

运行站内工作注意带电距离,做好安全措施,严格遵守各项

安全管理规定及站内规定,与运行人员协调好工作。 

2.2.3管理需求分析 

2.2.3.1高压柜保护增加通讯内容。高压柜内保护装置具备

通讯；可实现远程监管及分支回路电量考核参考的功能；根据

远程监管的需求对其进行通讯升级；其主要内容包括： 

(1)将1AH2,1AH4,1AH5,2AH4,2AH2开关柜的保护装置通讯

线串接后分别接入网络机柜通讯口。(2)在1AH2、2AH2、二次室

加装开口互感器、多功能仪表等。 

2.2.3.2低压新增开关量及模拟量工程内容。(1)在1D,2D, 

3D,4D,5D,6D,7D,8D,9D,10D,11D,12D,13D柜后侧各加装多回路

交流监测单元、开口互感器、多功能仪表等。(2)将多回路交流

监测单元、开口互感器、多功能仪表等连接组网。 

2.2.3.3新增温度测量工程内容。在4个变频器柜内低压出

线回路电缆增加12组电缆头测温模块。 

2.2.3.4网络机柜及通讯线缆安装工程内容。网络机柜作为

集中采集,传输设备在整个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

安装内容包括： 

(1)安装稳固、走线便捷、美观。(2)能够反映整个配电室

的温湿度。(3)封堵必须规整到位,防止火情传递与小动物侵入。

(4)二次接线准确、牢固,导线与电器或端子排的连接紧密,标志

清晰、齐全。 

2.2.3.5摄像头安装工程内容。视频监控作为保证配电室实

时监控的辅助手段,可有效进行室内环境的监测及现场作业的

辅助指导,其主要安装内容包括： 

安装3台摄像机,其中1台安装于1#变北侧墙上方对准高低

压柜通道；1台安装2#变南侧的墙壁上方对准高低压柜；另外1

台安装3#变南侧的墙壁上方对准3#变及低压柜；摄像机电源取

自网络机柜内,通过新敷设线管。 

2.2.3.6环境监测安装工程内容。烟雾传感器：烟雾传感器

安装在天花板上及柜内,并应放置在设备上方或顶部。 

门禁传感器：分为独立的两部分,门磁和门磁开关。安装时

可将门磁开关固定在门框上,门磁固定在门上。 

水浸传感器：传感器检测线缆安装在易产生漏水的地方,

一般在配电室电缆进出口位置。 

3 智能配电实际应用 

目前,施工已基本完成,网络机柜并入现有网络柜内,为保

障现场整齐规范,尽量与原有网络机柜结合,使其更加安全、高

效、系统。智能配电监控管理平台24小时在线监测配电室的电

力网络及设备运行状态,通过云计算、互联网+技术,预知配电室

电力网络及设备的缺陷或隐患,提高配电室的电力运维管理水

平,使配电室的运维管理达到一种主动运维管理的状态；可集电

力运行监控、运维管理等功能于一体。 

3.1智能运维业务方面 

智能运维业务利用互联网技术对配电室提供运行状态、异

常报警、设备状态、报表分析等远程24小时在线监管,同时应用

“互联网+”业务形态,将“线上+线下”管理与服务模式进行有

效结合,全面开展带电巡检、预防性试验等线下工作,变“被动

抢修”为“主动运维”,全面提升配电运行管理效率,消除人工

运维盲区,实现配电室管理的专业化、智能化、可视化,大量节

约人员及维护成本。 

3.2云监管平台系统方面 

云监管平台系统基于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架构,基于分布在

配电室内的各类传感器、采集与通信设备,将各种电气信号、运

行参数和环境数据,传送到智能运维服务平台,全面支撑监控人

员对配电室开展远程、集中、实时监控,实现配电室“无人值班、

少人值守”。原有监控系统通过技术手段形成新的智能感知监控

系统,两者加速融合,实时监测现场实际环境状态及各项参数。

泵站运行人员也可通过移动APP对配电室运行和能效数据进行

实时监控,大幅提升能效管理水平。 

4 泵站调度智能配电建设与运行管理的有效对策 

4.1做好相关资料收集与管理工作 

泵站调度自动化的构建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工程,其调度源

头、泵站和取水设施之间存在着长距离的连通,其实现的困难很

大,而且要合理利用光线的自动进入模式。为提高泵站调度自动

化建设的效果,需在泵站投入运行前,对其进行收集和整理。此

外,在数据管理工作中,还必须对设备的维护数据进行管理,这

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泵站的实际情况,并能更好地对其运行状态

进行优化,从而为今后对泵站的科学管理奠定基础。 

4.2科学合理进行设备选型 

在泵站调度自动化的构建和运作过程中,必须要有配套的

装备作为支持。目前,为提高调度过程中的效率、稳定性和安全

性,对调度过程中的装备提出了新的需求。优良的装备,既是保

证泵站高效率运转的前提,又是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所以,

在进行泵站调度自动化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时,必须根据泵站的

具体情况,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合理的配置。第一,在选

购装备时,要做好市场调查工作,选用具有良好行业声誉的厂商,

并且要有完备的资质证明,这样才能保证装备的品质。第二,为

使装置的工作效率得到 大程度的提高,在装置的选型上应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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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虑到装置所处的环境条件。比如,在选择气门井下压力传感

器时,为了满足泵房操作的需要,一般都会选用IP68防渗级别的

设备。 

4.3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要想达到良好的泵站调度自动化建设和运行管理效果,就

必须要树立起一种科学发展观,要紧紧围绕着水利发展的稳定

大局,对泵站进行科学的管理,从而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改革发展环境,使每

个泵站都能发挥出其各自的作用,从而既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生

活需求,又能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更能符合中央建设和谐社会

的要求。在泵站的运行管理过程中,要树立起节约水资源、保护

水资源的观念,从而从根本上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国家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这对于建立节水防污型社会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可实现泵站调度自动化建设的价值。要达

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行管理观念的革新,要树立“以人为本”

的思想,加强对泵站的调度控制,加强对泵站的调度控制。总之,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把握好三个关键环节,才能真正提高水泵

的运行效率,使水泵的运行发挥出 大的效益。第一,是以人民

的现实需要为着眼点,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 终目的,以人与自

然的关系为根本,不仅可以减少水资源的浪费,还可以降低水灾

的发生概率,从而提高水质,同时也可以防止对人民的健康产生

威胁。第二,以构建“和谐”为首要目的,有目的地进行了泵站

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推动泵站的发

展,要跟上时代步伐,要发展水经济,才能让泵站的正常运转,才

能提高泵站的经营效率,使泵站的经营效益得到提高。 

4.4加强维护队伍建设 

尽管运维人员拥有较多的检修知识,但是由于缺乏对先进

技术的了解,很难推动泵站高效运转。为此,在目前阶段,必须加

强运维人员的培训,不断提升运维人员的整体素质,从而为实现

泵站的自动控制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

企业中对人才进行充分的发掘,并给予他们丰厚的福利,使他们

成为整个体系的支撑,提高泵站调度自动化的建设和运营管理

的有效性。其次,必须尽 大努力进行有关人员的训练,提高他

们的维护和管理水平；同时,也要对他们的知识进行及时更新,

让他们能够熟练地掌握自动化和计算机等先进的技术。 后,

要注意引入高素质的人才,适当提高维修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招

聘门槛,促进运维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升。 

4.5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实现泵站调度的自动化运行促进了泵站调度的发展。在原

有的泵站管理体制上,必须有所突破和创新,才能营造出更好的

工作环境。健全的制度体系是提高泵站调度自动化建设和运行

水平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因此,必须要根据目前的泵站发展状况,

制定出适合其特点的制度体系。为了提高系统的效能和品质,

必须加强系统的管理手段。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合理的分工,必

须将责任落实到个人,避免互相推诿。在泵站的运营过程中,如

果发生了事故,就必须对事故负责。 

4.6正确使用自动化管理系统 

当前,我国的泵站正逐步走向现代化,为了使泵站的经营能

够与之同步,泵站的经营也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在泵站的调度和

运营管理中,要正确运用自动化管理系统,提高管理的效能,对

水泵的运营状况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为了获得相关的操作数据,

为其进行的工作进行决策,还必须利用收集的装置,获得操作过

程中的各种参数,然后可以将这些信息的数据以一种视觉化的

方式显示在控制屏幕上,给管理者们带来一些帮助,让他们能够

更好地进行管理,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同时,通过

使用自动化管理系统,能够对泵房展开系统的检测,能够在 短

的时间内,找到问题,并在 短的时间内加以处理,这对于实现

泵站综合管理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此外,本体系也给管理者带

来了方便,能够减轻管理者的工作负担,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及

时地找到设备运行中的异常状况,将其消除在可能的范围内,从

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保证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从而有效地

提高企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5 结语 

智能配电系统利用互联网、通讯、自动化技术的融合,提升

运维的可靠性及供电的安全性；达到实时在线远程监控与现场

泵站运行管理相结合的目的,实现数据定时自动采集和负荷变

化过程分析,提升泵站高压配电信息化管理水平；在安全基础上,

利用智能配电运维互联网+的集约化运行模式,为安全高效的运

行管理提供强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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