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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机电灌排泵站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起步阶段（1949～1957年）
、稳步发展阶段（1958～1965年）、快速发展阶段（1966～1978年）、调整整顿阶段（1978～20世纪90
年代初期）、管理体制改革及更新改造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现在）。
我国泵站开始以小型泵站为主，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机械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逐步发展规模较
大的大中型泵站。
中型泵站的建设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而大型泵站的建设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
特别在20世纪70～80年代期间，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安徽、山东、甘肃、陕西、宁夏、四川、
河北、辽宁等省（自治区）相继兴建了一批大中型泵站。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建泵站的速度逐步减缓，机电灌排事业进入调整发展、技术改造、改革转
制阶段，对部分中小型泵站进行了技术改造和运行机制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开始逐步
对重点大中型泵站进行更新改造；2002年国务院《关于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2]45号文）正式启动了包括大中型泵站工程在内的新一轮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机电灌排泵站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国机
电灌排泵站443504处，装机功率2395.3万kW，有效灌排面积2.38亿亩，占全国机电灌排总面积5.81亿亩
的41.O％。
目前，我国现有大型灌溉排水泵站约450处，装机功率560万kW，设计流量35800m3／s，设计灌溉面积
约1.77亿亩，有效灌溉面积约1.47亿亩；设计排涝面积约1.59亿亩，有效排涝面积约1.37万亩；现有中
型泵站装机功率600多万kW。
在我国机电灌排比较发达的省份，已初步形成了以大型泵站为骨干、大中小型泵站相结合，提排与自
排、提灌与自灌、提水与蓄水相结合的灌排工程体系，为确保农业稳产高产、保障粮食安全、保证城
乡防洪安全、解决农村饮水安全、改善生态环境以及促进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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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泵站更新改造实用指南》是为指导我国机电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工作，帮助从事泵站事业的基层
工作者掌握泵站更新改造技术，提高我国泵站建设与管理水平而编写的，主要内容包括：泵站更新改
造规划，安全鉴定，更新改造可行性研究，更新改造初步设计，机电设备更新改造，建筑物除险加固
，泵站自动化技术，工程管理设施更新改造，工程建设管理，泵站更新改造施工安装验收，泵站管理
体制改革与管理，泵站更新改造工程项目后评价。
　　《泵站更新改造实用指南》是一部比技术标准更为详细、操作性更强的实用工具书，可供从事泵
站规划、设计、安全鉴定、施工、管理工作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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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节 泵站更新改造途径 泵站更新改造可以通过机电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工程除险加固、
配套以及拆除重建等途径。
一、设备更新设备更新通常是因机电设备老化损坏、失去功能、无法修复等原因报废、淘汰，或由于
产品更新换代而采用新设备的一种手段。
在泵站安全鉴定后，确定为四类的机电设备原则上均可以进行更新。
凡是用于更新的泵型和机电设备，应尽量选用国家最新标准系列中的节能产品，或选用高性能的水泵
模型进行装置模型试验后确定。
在更新改造中，一般不应以原来型号、性能的新泵型和机电设备去代替需要更新的旧设备。
更新改造后的主泵，既要保证有较高的效率，又要保证有较高的抗气蚀性能。
应保证10000h以上的安全运行周期，必要时应采用可靠的抗气蚀预防护措施。
更新改造后的设备，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对周围环境和水域不造成污染。
同时，应达到机房内降温、降噪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下列设备可考虑更新：（1）20世纪60～70年代不符合技术标准且质量低劣的设备。
（2）超过使用年限、损坏严重和性能达不到设计要求的设备。
（3）老化严重、老化指标超标以及故障较多、危及安全的设备。
（4）技术状态较差而通过修复来改善其性能耗资较大、经济上不合算的设备。
（5）选型不当、配套不合理的机泵，如果经调节和采取其他改造措施后，泵的流量、扬程等仍不能
满足要求，装置效率仍达不到部颁标准，能源单耗仍超标者。
二、技术改造技术改造是指泵站因设施、设备技术升级需要等，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的一种综合性改造
措施。
在技术改造措施上，可概括为调、配、改、修、换五个方面：（1）“调”：根据自然条件和生产要
求，适当调整灌排区规模和调水规模、灌排区域内作物布局，按照泵站实际扬程，调整泵型和水泵转
速，使水泵经常处于高效工况下运行。
（2）“配”：进行机泵合理配套，水泵额定扬程与泵站实际扬程配套，确保工程效益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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