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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学会标准发布公告

中国水利学会关于发布 《水井报废与处理技术
导则》等6项团体标准的公告

2018年第1号 (总第2号)

  经理事长专题办公会议批准,我会决定发布 《水井报废与处理技术导则》等6项团体标准,现予

公告。
标准自2018年6月1日起实施。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标准编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1 水井报废与处理技术导则 T/CHES17—2018 2018.3.29 2018.6.1

2 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 T/CHES18—2018 2018.3.29 2018.6.1

3 模型试验水沙测量仪器数据交互通用规约 T/CHES19—2018 2018.3.29 2018.6.1

4 公共机构合同节水管理项目实施导则 T/CHES20—2018 2018.3.29 2018.6.1

5 泵站节能技术导则 T/CHES21—2018 2018.3.29 2018.6.1

6 渡槽安全评价导则 T/CHES22—2018 2018.3.29 2018.6.1

中国水利学会

2018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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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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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站 节 能 技 术 导 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泵站的主要节能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大中型泵站工程的节能设计和运行管理节能,小型泵站可参照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6490 水轮泵

GB/T8157 设备及管道隔热设计导则

GB/T13007 离心泵 效率

GB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19762 离心清水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T30948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GB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265 泵站设计规范

GB/T50649 水利水电工程节能设计规范

GB50987 水利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SL656 泵站拍门技术导则

DL/T572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

DL/T596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DL/T5208 抽水蓄能电站设计导则

NB/T35071 抽水蓄能电站水能规划设计规范

JB/T6433 大中型立式混流泵 型式与基本参数

JB/T6883 大中型立式轴流泵 型式与基本参数

3 基本规定

3.1 泵站工程设计报告应有节能分析的专篇 (章)。应确定节能设计原则、方案和措施,并应做出节

能效果分析。

3.2 泵站节能设计应与工程设计同时进行。节能设计选用的技术措施应与工程同时实施。

3.3 泵站设计中选用的主要设备和材料,均应提出明确的节能指标或要求。

3.4 泵站节能设计,除收集工程设计资料外,还应收集工程所在地的能源供应、能源消耗、能源规

划和节能指标等资料。

3.5 改建、扩建泵站设计时,应对既有泵站能源消耗现状进行分析,并应提出改建、扩建工程的节

能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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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泵站施工期的节能应按照GB/T50649的规定执行。

3.7 泵站节能技术的应用应以工程安全、稳定运行为前提条件,不得影响水力过渡过程防护措施的

防护功能或引起超设计防护标准的水力过渡过程。

3.8 泵站运行管理中应注重节能降耗,并应做出节能效果分析。

4 工程规划与总布置节能

4.1 工程规划

4.1.1 泵站工程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比选,合理确定近期、远期建设规模。泵

站工程应满足节能要求,供水、灌溉泵站工程还应满足节水要求。

4.1.2 供水、灌溉梯级泵站工程应根据供水需求、地形条件等,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

综合比选,合理确定梯级泵站数量、流量和扬程衔接方案,以及泵站选址、运行方式和主要参数等。

4.1.3 区域排水泵站群工程应根据排区内的地形条件、排水承泄区位置,依据高水高排、低水低排

和最易于汇集涝水且靠近承泄区的原则,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比选,并研究集中建

站和分散建站、单级排水和多级排水的特性及优劣,合理确定泵站的站址布局、运行方式和主要参

数等。

4.1.4 排水泵站装机容量的确定应考虑调蓄容积的作用和调蓄水位的影响。调蓄容积和调蓄水位的

确定应充分利用水田、沟渠、洼淀、塘库和河湖等自然条件和人工设施。有条件时,还应结合生态修

复和环境保护要求,考虑实行退田还湖、湿地修复等工程措施,改善调蓄容积,降低工程规模和运行

能耗。有条件的城市排水泵站,可结合海绵城市的规划建设,合理确定装机容量。

4.1.5 低扬程泵站应对出水池最高运行水位和进水池最低运行水位的遭遇概率进行分析,合理确定

泵站运行最高扬程;宜根据水文系列资料对泵站提水过程中所出现的分段扬程、流量和历时进行加权

平均计算,合理确定泵站运行平均扬程。

4.1.6 排灌结合泵站应根据排涝、灌溉设计流量、扬程,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比

选,合理确定大小水泵机组的组合。

4.1.7 在沿线地形条件允许时,长距离供水泵站工程宜考虑压力流输水和无压流输水混合的输水

方式。

4.1.8 当水源具备水能储量、水位变幅小、水量丰富等条件时,供水、灌溉泵站工程可考虑采用水

轮泵站的形式,降低运行电能消耗。

4.1.9 泵站水源具备季节性能源开发价值和条件时,可采用可逆式水泵机组,或在水轮泵上部设置

水轮发电机及离合装置,在非抽水季节发电,实现泵站综合利用。

4.1.10 抽水蓄能泵 (电)站的规划设计应按NB/T35071和DL/T5208的有关规定执行。

4.2 工程总布置

4.2.1 泵站工程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比选,合理确定总布置方案。

4.2.2 当泵站所在地有供水、排水、挡洪和航运等多方面的需求时,应统筹考虑工程总布置方案。
经技术经济和节能降耗比选,可采取闸站结合、双向流道、立体交叉渠道等枢纽布置型式和建筑物结

构型式,将提排、提引、自排、自引和航运等功能相结合,在实现多功能运用的同时降低工程的总运

行能耗。

4.2.3 从河流取水的供水、灌溉泵站,其取水口应设在主流稳定靠岸、不易淤积的河段,不宜设在

主流紊乱的河段。向河流排水的泵站,其出水口不应设在迎流顶冲和易于淤积的河段。

4.2.4 泵站的引水和输水渠线宜平直顺畅,并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比选,合理

确定渠道断面、防渗和防冻措施。当需设弯道时,土渠弯道半径不宜小于渠道水面宽的5倍,石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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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砌渠道弯道半径不宜小于渠道水面宽的3倍;弯道终点与前池之间宜有直线段,长度不宜小于渠道

水面宽的8倍,直线段小于渠道水面宽的8倍时,宜采取工程措施。

4.2.5 有渠道引水和设置进水池的泵站宜采用正向进水、正向出水方式。受条件限制不能采用正向

进水的大型泵站,应进行流动数值模拟分析,也可进行水工模型试验,以合理设置分水导流设施。

4.2.6 在多泥沙河流取水的泵站,宜在进水口分层取表层水,并设拦沙、沉沙设施。沉沙设施宜靠

近取水泵站。

4.2.7 长距离输水泵站的出水管道布置应结合地形条件,减少剧烈起伏,并合理配置管道排气、排

泥装置,减少管道气囊留存和影响管道过水断面。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综合比较,合理

确定管道材料和断面尺寸等。对于管道内存在不宜清除附着生物的情况,水力计算时糙率取值应适当

增大。

5 建筑物节能

5.1 进出水建筑物

5.1.1 选择泵站进出水建筑物的型式、糙率、断面尺寸和衬砌方式以及基础处理方式、边坡防护的

型式等时,应对其工程量、材料、工期和水力损失及能耗等进行综合比较。

5.1.2 引渠的设置,宜使泵房靠近灌区或容泄区,减少输水渠 (管)道的长度;引渠运行时,应及

时清除淤积及水生植物,减少输水能耗损失,并注意与进水闸的协调运用和水泵运行工况的配合。

5.1.3 泵站的进出水建筑物布置和流道形状尺寸应使水流顺畅、流速均匀和稳定,水力损失小。大

型泵站应进行包含进出水建筑物和流道在内的流动数值模拟分析,也可进行水工模型试验,以合理确

定相关尺寸。对进水流道与水泵之间的流态匹配,可用进水流道出口或水泵进口断面的流速均匀度和

流动偏斜角作为评判指标,断面流速均匀度不宜低于90%,流动偏流角宜小于5°。

5.1.4 当前池出现流态紊乱、回流和漩涡现象时,应设置导流墙、底坎、立柱、压水板等整流措施。
当进水池出现漩涡现象时,宜采用导流墩等消涡措施;低扬程泵站进水池内不宜设置2种以上的消涡

措施。

5.1.5 泵站进出水池的有效容积和配套进出水闸的过流能力应与泵站抽水机组能力相适应。梯级泵

站进水池的有效容积应适当增大。进水池有效容积还应充分考虑进水闸、站前拦污栅壅水的影响。

5.1.6 应根据工程情况,合理确定出水池和压力水箱的型式、尺寸及出流型式。必要时,还应增设

导流墩等整流措施。

5.1.7 出口压力管道管径的确定应按GB50265的有关规定执行。2台及以上离心泵机组共用一根管

道的,应按单机运行时电动机不超载控制管道流速。

5.1.8 进出水建筑物节能设计时,应根据建筑物的不同功能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采用

节省或降低能源消耗的建筑物型式,宜选用耐久性好的建筑材料。

5.1.9 渠道设计应根据功能的不同综合比较各种衬砌型式和线路布置,宜工程量小、占地少和过流

面糙率小;管道设计中,应在满足经济的条件下选用糙率较低的管道材料。

5.1.10 严寒地区有冬季运行要求的泵站,进水、出水建筑物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比较确定防

冰、防冻措施。

5.1.11 泵站进出水流道型式应结合泵型、泵房布置、泵站扬程、进出水池水位变化幅度和断流方式

等因素,应符合水力损失小、型线平顺、糙率小等的要求。进水流道进口处流速宜取0.8~1.0m/s;
出水流道出口处流速不宜大于1.5m/s,出口装有拍门时,不宜大于2.0m/s。

5.2 泵房及管理用房

5.2.1 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应采用节能型的泵房和管理用房型式,并宜选用耐久性好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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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泵房的型式比选应对建筑材料、工程量、能耗等进行比较。

5.2.2 节能设计时,应合理选择泵房的布置、结构和围护型式。泵房的围护结构,应按GB50189
的有关规定执行。

5.2.3 管理用房的节能设计应符合GB50189和GB50015的有关规定。

5.2.4 泵房及管理用房内应设消防设施,并应符合GB50016和GB50987的规定。

5.2.5 泵站采光标准值应符合GB50033的有关规定。

6 机电设备及金属结构节能

6.1 水力机械及辅助设备

6.1.1 泵站主机组及辅助设备应选用技术成熟、高效节能的产品,其效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对设

备能效的有关规定。

6.1.2 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比选,合理确定主水泵和主电机的型式、台数、单

机功率及其他主要参数。

6.1.3 选用大型轴流泵和导叶式混流泵时,应有通过验收的装置模型试验资料;选用大型离心泵和

蜗壳式混流泵时,应有通过验收的泵段模型试验资料。

6.1.4 大中型立式轴流泵和混流泵的效率不应低于JB/T6883和JB/T6433的有关规定,卧式和斜

式泵可参照执行。清水离心泵的效率应符合GB19762的有关规定,并不宜低于GB/T13007的有关

规定。水轮泵的效率应符合GB/T6490的有关规定。水泵口径、流量和参数超出上述标准规定范围

的,其真机效率不宜低于按上述标准同等水平的模型效率换算值。泵站装置效率应符合GB50265的

有关规定。

6.1.5 水泵的流量和扬程范围不能满足泵站需要时,宜采取调节水泵转速、调节叶片角度、车削叶

轮直径等方式调节水泵运行范围,提高运行效率和可靠性。经分析论证也可采取不同泵型组合的运行

方式。

6.1.6 宜负吸程安装水泵,以节约真空系统及其用电负荷,简化开机程序。

6.1.7 电动机和水泵间宜采用直接传动形式。当需要采用间接传动时,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

等方面的综合比选,合理确定传动型式和效率等参数。

6.1.8 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比选,合理确定泵站输水管道的型式、直径和材质。
管道内壁应光滑,管道接口型式应密封良好,以减小水力损失。进行内衬处理的管道,其水力损失计

算应计入内衬材料的水阻力作用。

6.1.9 泵站阀门应满足开启状态下水力损失小及阀板振动小等要求。主工作阀宜采用全通径结构。
大中型蝶阀全开时的阻力系数应小于0.2。

6.1.10 额定起重量100kN及以上的起重机宜根据泵站内不同的检修起重量需求设置主副起升机构。

6.1.11 泵站技术供水宜根据环境条件采取节能措施:

a)可采用循环冷却供水方式;

b)有条件时,宜设置深层取水,降低冷却供水的初始温度;

c)供水管内流速宜按2.0~3.0m/s选取,供水泵进水管内流速宜按1.5~2.0m/s选取;

d)采用自流供水方式时,可直接从主水泵出水管取水;

e)采用集中供水方式时,经技术经济论证可设置变频供水装置。

6.1.12 泵站的渗漏排水和检修排水可合并设置,减少排水设备数量、降低运行能耗。排水系统集水

井容积可利用厂房结构适当加大,减少排水泵启动次数。

6.1.13 过机水流含泥沙较多的泵站,其排水系统应有清除淤泥和积沙的措施,运行中应及时和有效

清除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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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4 透平油处理设备容量宜按8h内能过滤单台最大机组的用油量确定,绝缘油处理设备容量宜

按24h内能过滤单台最大变压器的用油量确定。

6.1.15 交通便利的梯级泵站或泵站群,可在容量较大的泵站设油处理中心,各站不单独设置油处理

设备。

6.1.16 使用油压装置进行叶片调节的大型水泵,宜采用一体化的蓄能罐式液控站。

6.1.17 空气压缩机的出口汽水分离器上应装设自动阀,在空气压缩机启动时延时关闭,空气压缩机

停机时开启。汽水分离器应能自动排污。

6.1.18 供水、灌溉泵站应装设流量测量装置,并能结合扬程、转速、功率等参数的测量,自动计算

水泵效率和泵站装置效率,并上传至监控端。大型排水泵站可参照执行。

6.1.19 对泵房内渗漏水及检修排水可进行再利用。

6.2 电气设备

6.2.1 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比选,合理确定泵站的电气设计方案和电气设备型

式与参数。

6.2.2 泵站的电气设备应选用技术成熟、高效节能的产品,其能耗参数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对设备

能效的有关规定。

6.2.3 应根据泵站的启动方式和不同台数机组投入运行时的设备负荷容量及出现频率,合理确定主

变压器容量、台数和运行方式。

6.2.4 应根据泵站运行季节和非运行季节的站用变压器负荷,合理确定站用变压器容量、台数和运

行方式。年运行时间较少或季节性运行的大中型泵站,应单独设置站用变压器。

6.2.5 变压器应选用国家最新推荐的低损耗系列产品。容量大、运行时间较长的主变压器,经节能

降耗和技术经济比较,可选用水冷却方式。

6.2.6 负荷变化幅度大、变化频繁、运行时间长的电动机,宜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比较,采用

变频调速装置。

6.2.7 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比选,合理确定电动机的工作电压、功率因数和启

动方式,选择节能高效电动机。

6.2.8 需要进行无功补偿的泵站,应合理选择功率因数和无功补偿装置的技术参数。

6.2.9 电气设备布置应紧凑,有利于设备之间的电气连接、检修维护并减少电缆的布设长度及损耗。

6.2.10 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比选,合理确定泵站大电流母线的布置和输电线路

的材质与截面,降低损耗。电动机母线可采用离相封闭型式,加强外壳屏蔽作用,降低母线周围钢构

的损耗发热。

6.2.11 泵站照明系统设计除应符合GB50034和GB50189的有关规定外,还:

a)应根据时间、场地、设备运行操作的照明要求等选择合适的照度;

b)应根据用途、场地对大面积照明进行分组线路控制;

c)泵房及副厂房、办公区、道路等的照明系统宜安装智能节电器,并宜选用国家最新推荐的高

效节能灯具和节电器;

d)在不需要长时间照明的部位宜设置智能照明装置,或设置可在远方控制照明系统开关。

6.3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

6.3.1 泵站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设计及设备选择,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节能管理标准的规定。

6.3.2 应通过节能降耗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比选,合理确定泵站的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形式,
合理选用设备的型式和参数。

6.3.3 泵站内采暖设施,可采用太阳能、风能以及沼气等可再生能源,减少泵房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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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地面泵站宜采用自然通风,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运行环境要求时,可采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

风相结合或全机械通风。

6.3.5 地下式、窑洞式、坝内式、水下式或深井筒式泵站,有条件利用交通洞、进线洞、通风井等

建筑物结构进行热压差通风时,宜采用自然通风或部分自然通风;有条件利用围护结构、洞室通道及

周边环境水等天然冷源进行热湿交换时,应在系统设计中采取措施加以充分利用。

6.3.6 炎热地区的泵站,泵房等建筑物的墙体、屋顶、门窗应采取遮阳、隔热、通风等措施。寒冷

地区的泵站,泵房等建筑物的墙体、屋顶、门窗应采取吸收太阳能、隔热保暖等措施,并宜充分利用

电动机的热风采暖。

6.3.7 通风机应符合GB19761的有关规定,设计工况的效率不应低于最高效率的90%。

6.3.8 风道、风管设计:

a)风道的空气流速不宜过大,金属和非金属风管的干管风速不宜大于10m/s、支管风速不宜大

于5m/s,专用土建风道 (预制或砌体)的干管风速不宜大于8m/s、支管风速不宜大于4m/s,
交通道兼做风道时,其风速不宜大于3m/s;

b)风管宜采用圆形或长边、短边之比不大于4的矩形截面。风管应内壁光滑、风阻力和漏风量

小,漏风量不宜超过系统风量的10%;

c)风道布置宜短而平直,主干管上不设置过多的支管。当产生分流、汇流及风道急转弯、断面

突然扩大与缩小时,宜采取有曲率转弯、增加导流片、设置渐变段、设置稳定段等措施。

6.3.9 空气调节风道应采取隔热保温措施,其材质选择和隔热层厚度计算应符合GB/T8157的有关

规定。

6.4 清污、断流及启闭设备

6.4.1 拦污栅的设计和布置:

a)栅条采用扁钢制作,宜在迎水面采用圆头结构;

b)栅条净间距宜根据水泵型号和污物情况确定,但应不小于50mm,当采用机械清污时,间距

可适当加大并应满足清污设备的要求;

c)过栅流速应按有效面积计算,平原湖区的排涝泵站和来污量大、清污困难的泵站,过栅流速

宜取0.6~0.75m/s;

d)在计算栅体和拦污栅桥的结构及稳定时,拦污栅前后水位差宜按不低于2.0m计,清污机的

选型设置应使全部清污机正常工作时拦污栅前后水位差不超过1.0m;

e)大中型泵站的拦污栅宜设置在距离泵房100~200m且断面开阔、流速较小的位置。

6.4.2 应根据泵站来污情况设置清污设备,清污设备的设计和布置:

a)应根据污物来量及污物在水面、水下的分布等情况,选择清污设备的型式及清污能力,包括

清污量和有效清除水面、水下污物的能力;

b)清污设备应能在将污物捞取出水面后快速输送至污物运输车上,输送时间不宜大于捞取

时间;

c)当设置2台及以上清污设备时,应使各台设备的清污工作空间、污物输送通道和污物运输车

通道不互相干扰。

6.4.3 在满足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要求的前提下,拍门结构宜采用空箱结构或空箱填充轻质材料,
并应采取相应措施减轻运行中拍门的摆动。

6.4.4 在条件具备时,拍门型式可选用侧开式。侧开式和上开式拍门的开启角应符合SL656的有关

规定。上开式拍门可采取加平衡锤或双节拍门等增加开启角。

6.4.5 真空破坏阀应工作可靠、响应时间短、密封性能好。虹吸式流 (管)道接缝处应具有良好的

密封性能。运行中应防止真空破坏阀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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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机组启动时,快速闸门起升速度不能满足水泵机组启动过程的,应设置快速溢流设施;机组

停机时,快速闸门应能及时截断水流。

6.4.7 闸门及埋件的结构设计、支承形式和材质选择应使闸门在运行中启闭便利、摩阻力小,在各

种工况下结构稳定、振动及抖动小。

6.4.8 闸门启闭机的电动机能效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 运行管理节能

7.1 一般要求

7.1.1 泵站管理单位应建立泵站节能管理制度,并在内部相应机构设置节能管理职能,负责监督检

查泵站节能降耗执行情况,定期分析泵站节能情况,提出节能降耗措施。

7.1.2 泵站技术管理及技术经济指标考核应按GB/T30948的规定执行。

7.1.3 泵站运行人员应熟悉本岗位设备的性能及运行要求、节能要求等。

7.2 运行调度

7.2.1 泵站管理单位应制定优化调度方案和机组优化运行方案,优化调度方案中应有节能降耗措施。
有条件的泵站,宜对优化调度方案和机组优化运行方案进行节能降耗评估。

7.2.2 排涝泵站在保证泵站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应充分利用低扬程工况条件,按提水能耗最低进行

调度。

7.2.3 供水、灌溉泵站宜根据供水、灌溉需要实行电能峰谷调度。

7.2.4 梯级泵站或泵站群,应按站 (级)间流量、水位匹配和能耗最小的原则进行优化调度。

7.2.5 在满足供排水需要的前提下,应以能耗最小为目标,实行站内优化运行。

7.2.6 对运行调度引起的水力过渡过程,必要时应进行水力过渡过程复核计算。

7.3 进出水建筑物运行

7.3.1 泵站运行期间应定期检查进出水建筑物运行情况,引水渠、前池及进水池、出水池内应无阻

水设施、捕鱼用具等,并及时清除漂浮物,保持水流顺畅。

7.3.2 设置正向进水前池的泵站,运行中宜对称开机,以减小或消除偏流。

7.3.3 应及时清理进口拦污栅前的杂物,使栅前后水位差符合设计要求。

7.3.4 每年应对进出水建筑物进行维修,及时对损坏的护坡、护底、挡土墙等进行修复或加固,定

期对引水渠、前池及进水池、出水池进行清淤。

7.3.5 对存在严重泥沙淤积的前池及进水池、出水池,运行前宜先清淤。

7.4 主机组及辅助设备运行

7.4.1 主机组运行应符合GB/T30948及泵站管理单位制定的运行规程、安全操作规程或产品安装

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7.4.2 主水泵运行:

a)水泵应在高效区运行;

b)水泵偏离高效区运行时,应采取变转速、变角度等调节措施;

c)水泵运行中进水侧应无进气现象;

d)填料密封应选用摩阻系数小的材料且漏水量符合有关规定;

e)水泵泥沙磨损、汽蚀后应及时修复。

7.4.3 主电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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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运行时宜对主电机采取调节措施,使安装同步电动机泵站的功率因数不低于0.95,安装异步

电动机泵站的功率因数不低于0.85;

b)采用风机冷却的电动机,宜根据其运行温度自动投切冷却风机;

c)主电机定转子温度、轴瓦 (承)温度及润滑油油温、油位、油质等应符合 GB/T30948的

规定;

d)低负载率的异步电动机宜采用电压自控装置来完成降压运行;

e)三相异步电动机可采用变频调速装置减小启动电流。

7.4.4 传动装置在运行中传动比应保持不变,以保证传动的平稳性,避免或减少传动中的噪声、冲

击和振动。传动装置配套的润滑、冷却管路应畅通,无渗漏,油温、油位、油质不得超标。

7.4.5 应定期对主水泵、主电动机及传动装置进行养护维修,及时更换损坏的零部件、易损件、密

封件等,根据设备的效率及老化、损坏情况及时进行更新改造。

7.4.6 供排水系统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a)供水泵、排水泵运转平稳、声音正常,盘根滴水不成线状,轴承油量合适、油质良好;

b)技术供水的水质、水温、水量、水压等满足主机组运行要求;

c)管道压力表指示准确,阀组完好、启闭可靠;

d)泵体管道及过滤器畅通,无堵塞、漏水现象;

e)集水井和排水沟无堵塞或淤积,水位在正常范围;

f)排水泵能自动启停。

7.4.7 压缩空气系统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a)空压机真空泵油位、油质符合要求,空气滤清器无堵塞现象;

b)空压机真空泵运转平稳无异常振动、噪声,启动频次正常;

c)供气管路、真空管路无渗漏、堵塞等现象;

d)储气罐压力符合要求。

7.4.8 压力油系统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a)储能罐及回油箱油位、油质符合要求,过滤器性能良好无堵塞现象;

b)储能罐的压力符合有关规定;

c)供油泵运转平稳无异常振动和噪声;

d)供油、回油管路系统无渗漏堵塞等现象。

7.5 电气设备运行

7.5.1 高低压电气设备应按DL/T596的规定进行预防性试验。

7.5.2 高低压电气室的环境温度和湿度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5.3 高低压电气设备的电线、电缆、铜 (铝)排的接头应牢固可靠、接触良好,运行中接头处的

温度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5.4 应定期对高低压电气设备进行养护维修,及时更换损坏的零部件、易损件、密封件等,根据

设备的老化、损坏情况及时进行更新改造。

7.5.5 变压器运行应符合GB/T30948和DL/T572的规定。

7.5.6 变压器运行:

a)变压器分接装置应设置合适的位置;

b)变压器外冷却装置应设置自动投切功能;

c)变压器油位、油温、油质和振动、噪声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d)变压器负荷宜在额定容量下且经济负载率在0.5~0.65之间运行,无负荷时应及时退出运行;

e)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应从安全、经济原则出发,确定投运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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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应定期对变压器进行养护维修,及时更换损坏的零部件、易损件、密封件等,根据设备的效

率及老化、损坏情况及时进行更新改造。

7.5.7 运行期间应定期清洁采光外窗保障采光效率,减少白天人工照明。非运行期间可利用光能、
风能等清洁能源作为泵站照明电源。

7.6 通风采暖空调系统运行

7.6.1 泵房通风应以自然通风为主,机械通风应充分利用廊道空气。泵房通风道应单独设置,需与

其他设施共用风道时,应采取可靠的防漏风、减少阻力和隔热措施。

7.6.2 泵站采暖系统运行:

a)主厂房应充分利用电动机热风采暖,副厂房采暖设备应采用高效节能产品,非寒冷地区宜采

用热泵机组采暖;

b)集中采暖应设检测与控制装置,具备按温度进行最优控制的功能;

c)采暖系统管道保温应符合GB/T8175的有关规定。

7.6.3 泵站空调系统运行:

a)应少开门窗,使用厚质、透光的窗帘遮挡门窗,减少房内外热量交换,不得挡住室外机的出

风口;

b)应选择适宜的出风角度,制冷时出风口宜向上,制热时出风口宜向下;

c)应控制好开机和使用中的状态设定,开机时,设置高风,以最快达到控制温度目的,当温度

适宜,改中、低风,减少能耗,降低噪声;

d)室内温度控制,夏天不宜低于26℃,冬天不宜高于20℃;

e)应定期检查和保养空调系统,清扫过滤网。

7.7 清污、断流及启闭设备运行

7.7.1 清污设备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a)清污机液压系统无渗漏油现象;

b)清污机运行速度均匀,无异常响声;

c)清污机转动灵活,工作可靠,各部件连接牢固无卡滞和异常声响;

d)及时清除清污机栅条上的杂物;

e)根据进水口杂物的实际量,确定启停清污机。

7.7.2 断流装置及启闭设备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a)断流装置开启、关闭灵活,联动正常;

b)真空破坏阀动作可靠,无漏气现象;

c)真空破坏阀密封良好,弹簧压力正常无卡堵,吸气口无杂物;

d)拍门附近无淤积物,拍门铰轴、铰座配合良好,转动灵活,无严重锈蚀,缓冲密封装置良好;

e)快速闸门无卡阻、门振、歪斜和下滑现象;

f)闸门开度仪限位开关动作可靠;

g)液压启闭机管道密封良好,无明显渗漏,油泵油压正常。

8 节能效果综合评价

8.1 主要节能措施及其评价

8.1.1 泵站管理单位宜定期对泵站主要节能措施及节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8.1.2 节能效果综合评价应对泵站工程规划与总体布置方案、主要建筑物设计、机电及金属结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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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工程管理设计中采取的主要节能措施进行概述和评价。

8.2 能源消耗

8.2.1 泵站运行期能耗为工程投入使用后用于永久设备运行和生产、管理建筑物运用等所消耗的能

源,计算方式为:

a)根据泵站机组及油、气、水、电等生产辅助系统的主要用能设备及年运行时间,计算机组及

生产辅助系统年能耗种类及数量;

b)根据工程金属结构设备配置和运行调度要求,计算金属结构设备运行年能耗种类和数量;

c)根据泵房、闸门、主变室、开关站 (变电站)、中控室及其他生产性建筑的型式、规模和功能

要求,以及各建筑物的暖通空调系统、照明系统的设计方案,计算各建筑物用能种类和能耗

数量;

d)根据工程运行管理需要而配套的办公设施的建筑规模、设计标准和主要设备配置,计算工程

管理设施和设备的用能种类和数量;

e)在上述各项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工程运行期能源利用的总体情况,确定工程运行期

能耗种类和总量。

8.2.2 泵站运行期的能耗总量应按GB/T50649中规定的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进行换算。

8.3 节能效果综合评价

8.3.1 泵站综合能耗计算应按GB/T50649的有关规定进行。

8.3.2 对于水轮泵站、抽水蓄能泵 (电)站,应根据当地能源结构及其利用效率,说明可节约化石

能源计算成果,并应说明可减排的温室气体总量。

8.3.3 节能效果综合评价应将泵站的综合能耗指标与国家或地方制定的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综合指标

进行对比,做出节能效果宏观评价和综合评价。

8.3.4 泵站的综合能耗指标应满足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综合指标要求。

8.3.5 泵站能源单耗应符合GB/T3094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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