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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河道生态修复措施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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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的水体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河道生态系统的干扰不断加大，甚至超

出其承受能力，致使生态系统受损。因此，亟需采取相关措施修复和改善河道生态环境，使其恢复健康的良性循环。本文主

要对上海及周边已成功采用的几种河道生态修复措施如“水下森林”、“生态漂浮湿地”、“太阳能曝气”等作一简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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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ealthy water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c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human disturbance to river ecosystem is increasing, even beyond its bearing capacity, which resulting in damage to 

the ecosystem.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take relevant measures to repair and improve the riv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 as to restore 

a healthy virtuous cycle. In this paper, several successful riv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easures such as "underwater forest", "ecological 

floating wetland" and "solar aeration" in Shanghai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re brief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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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河道生态修复是指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通过人工引导措施，协助受损的河道生态环境逐步恢复，构建健康、

完整、稳定的河道生态系统。现对上海及周边已成功采用的几种河道生态修复措施分析如下。 

1 水下森林 
水下森林是通过营建湿生-挺水-浮水-沉水植物的群落配置结构及其完整的食物链和食物网结构，形成有机物的良

性循环，确保河道生物廊道的畅通，增强河道水体透明度，从而改善河道水质的水生态系统。其生物群落的设计和配

置以体现结构合理、景观优美、功能高效为原则，确保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同时兼顾河道水景观的营造。 

水生态恢复尽量模拟自然河道生境，做到整体风貌与河道特征相互协调。水生植物应选择观赏价值高、适应性强、

入侵性弱的乡土水生、湿生植物；水生态恢复采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先进材料和工艺技术；修复后的水生态系统日常

维护应以易操作、低成本为原则，同时与驳岸绿化建设和河岸景观带建设同步协调发展，建成可持续发展的水生态系统。 

1.1 设计方案 

1.1.1 下层沉水植物群落 

因地制宜，种植适应当地条件、生长繁殖迅速、有利物质输出，并有一定利用价值的沉水植物，从而形成水下森

林。可选用的沉水植物有矮生耐寒苦草、篦齿眼子菜、马来眼子菜、轮叶黑藻等。种植沉水植物群落不但能有效地吸

收水中营养，还可以固定底泥，另外，沉水植物群落还可以完善河道的生态环境，为水生动物提供附着和取食场所。 

1.1.2 构建水生食物链网 

下层沉水植物群落形成后，可以有效防止水底的沉积物再悬浮，抑制藻类大量生长；然后导入滤食性、草食性鱼

类和底栖动物，完善生态系统结构，使得河道水体能够形成一个可自我维持、良性循环、具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 

水生动物放养时间选择在水下沉水植物群落形成后进行。适宜时间为初秋季节，以利于动物适应、生长一段时间

后能够顺利过冬。河中底栖动物、鱼类以水体自然提供的饵料为主，不向河中投放食料。鱼类放养以成鱼为主，鱼种

选用：白鲢、花鲢、鲫鱼等。底栖动物放养初期以环棱螺成螺为主。 

1.1.3 上层挺水植物群落 

根据水位高度、护岸结构及河道水质情况，有选择性的搭配上层挺水植物，如美人蕉-梭鱼草-荷花群落、芦苇-鸢

尾-睡莲群落等，形成景观层次丰富、错落有致的挺水植物景观。 

1.2 管理维护 

1.2.1 水生植物维护 

水生植物的维护是针对为进行生物修复所栽种的水生植物。对于水生植物的维护主要包括：杂草清除、修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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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收割。清理植物残体选择在早春进行，如果腐烂的植物残体不及时清理，势必引起沉积和二次污染。 

1.2.2 水生动物维护 

主要是对水生动物的捕捞和放养工作。水生动物的维护，应及时清捞动物残尸并视具体情况适当补充，对总量过多、

单一物种优势过于明显、雌雄比例失调等现象，采取捕捞或放养其它生物类型加以控制，确保生物链结构的稳定性。 

2 生态漂浮湿地 
生态漂浮湿地旨在提供一种可持续利用、景观协调的组合生态浮岛。该装置载体简便经济，强度高，耐久性好；

植物种植方式简便、牢固；消除了传统浮床的人工痕迹，景观效果较好。生态漂浮湿地将生物接触氧化技术与生态浮

床技术相结合，既具有天然水生态景观效果，又具有工程化的水质净化效果，可以有效去除水中的氮、磷、有机物等

污染物，同时为水生生物及两栖类动物提供产卵场与栖息地。 

依据微生态系统氮循环原理，利用生物滤净技术，水域自然循环原理研制出的生态漂浮湿地，能够将流经床体的

有机物、藻类及其他悬浮物有效截留，并通过好氧和厌氧微生物的交替分解，将有机物质变成无机物以供床体上的植

物吸收利用。 

生态漂浮湿地包括植物层、有机质层、漂浮颗粒层、浮力加强层。植物层位于有机质层上方，浮力加强层位于最

下方。其中，植物层主要是根据植物特性及功能需求，配置陆生草坪、花卉及湿生、水生植物，以丰富湿地多样性。

有机质层主要由草垫、种植土、格栅组成，具有固土及提供初期养料的功能并防止种植土漏入漂浮颗粒层中。漂浮颗

粒层主要包含外围固定角钢框架、防风浪冲击的不锈钢丝网、包裹漂浮颗粒的抗 UV 网及特制的漂浮颗粒。漂浮颗粒是

由特殊天然材料制作而成，为直径在 20mm 左右且比表面积较大的椭圆或圆形颗粒。漂浮颗粒内部为中空结构，当水体

流经漂浮颗粒时，水中的有机质会附着到漂浮颗粒的表面，并由微生物的作用在其表面形成生物膜，生物膜又能更有

效的拦截水中的有机物质并把它分解成无机物，这些无机物质再被分布在漂浮颗粒的植物根系吸收利用。由于植物是

不能直接利用有机物质，而生物膜的功能就是分解有机物。因此，他们的协同作用能成倍的提高水质净化的功能。 

3 曝气装置 

人工增氧是城市水环境生态修复的重要措施，被广泛应用于黑臭河道和水体富营养化治理。它是通过一定的增氧

设备，增加水体溶解氧，加速河、湖水体和底泥微生物对污染物的分解。 

曝气技术可增加局部水体流动，促进水体内部循环，增加水体溶解氧，为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提供必要的环境，促

进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促进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发展，通过植物、微生物的净化作用提升水质，促进恢复生态平衡。 

通过人工曝气复氧会带来如下预期效果： 

消除黑臭——向已遭受严重有机污染、处于黑臭状态的河道进行人工曝气后，充入的溶解氧可以迅速的氧化有机

物厌氧降解时产生的 H2S、甲硫醇等致黑致臭物质，有效地改善、缓和水体的黑臭程度。 

改善水质——当水中溶解氧增加后，就会使沉入水中的有害物与造成污染的有机物逐步降解为简单的对人体无害

的低分子量的无机物。如甲烷，会发生逐步氧化而最终变成水和 CO2。同时为水体中的好氧微生物反应提供条件。 

恢复生态平衡——在河湖水体缺氧时，水体中鱼虾及其它水生生物死亡甚至于绝迹，经复氧治理后，大量有毒害

的污染物被降解，并能提供水生生物必须的溶解氧，使河湖重新成为生态平衡的活水。 

水体曝气方式有微孔、喷泉式、水车式、涌泉式、推流曝气、射流曝气、太阳能曝气等多种形式，根据各河道自身

特点，综合考虑水污染程度、接电、曝气效果和后期的运营维护等多方面因素，因地制宜地选用不同的曝气增氧方式。 

在上海一些区域的河道治理工程中采用了太阳能曝气水质净化系统，水质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该系统由太阳能供

电系统、直驱供气系统、曝气系统、组合填料、水生植物和固定系统等部分组成。太阳能曝气水质净化系统采用的是

好氧生物膜法的原理，利用太阳能直驱曝气系统带动的曝气装置，给接触反应池（塘）提供源源不断的氧气，利用组

合填料表面挂膜形成的大量微生物膜，对进水中的有机质进行降解，同时达到部分脱氮、除磷的效果。 

太阳能曝气水质净化系统属于光伏直流系统，负载为直流增氧气泵，利用转换稳压器将太阳能电池与曝气泵直接

连接起来，系统无需配备蓄电池和复杂的控制器，结构简单，经安装调试完成后无需人工值守。增氧气泵的工作状态

受光照强度直接控制，所产生的曝气量与光照时间相关，系统能量转换效率高，使用十分方便，节省了由于使用蓄电

池和控制器的成本，减少了废弃蓄电池对环境的污染，极大减少了系统的构造和维护成本。 

4 结语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改善水环境、保护水生态是事关人民群众福祉的大事。应本着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采取合适的生态修复方式，恢复河道生态，使河道生态系统不断向人水和谐、

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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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舒城县境内电力排灌站为例，对农村小型电力排灌站技术更新改造进行了重点分析，提出有关技术更新改造方面的

技术措施和组织管理方面建议。文章中讨论的电力排灌站有别于机电排灌站，机电排灌站包含电力排灌站，电力排灌站主要

动力来自电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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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electric power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tation in Shucheng Coun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echnical renovation of rural small electric power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t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technical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echnical renovation. The electric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tatio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s different from the electromechanical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tation. The electromechanical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tation 

includes the electric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tation and the main power of the electric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tation comes from the 

power resources. 

Keywords: electric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existing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舒城县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西南，境内地势有圩区、平原、丘陵和山区。万佛湖镇以上至晓天镇为大别山区东麓，

抗旱站设置较少；县城以西至干汊河镇地区多为丘陵地区，设置了多座抗旱站；县城以东至杭埠镇属于平原、圩区，

地势低洼，及易遭受外洪内涝侵害，排涝站设置最多。该县基本淘汰了柴油机械泵站，现有电力排灌站工程 306 座,总

装机 1256 台，15972.5kw,设计灌溉面积 18.6 万亩，排涝面积 19.7 万亩。其中：排涝站 76 座，装机 6996kw；提水泵

站 230 座，装机 8976.5kw.基本形成了抗旱、排涝的水利治理系统。由于 95%以上的电力排灌工程始建于上世纪 70-80

年代，经过 40 多年的运转，水工建筑物、机电设备等普遍存在运行质量和安全隐患，为发挥电力排灌工程的水利作用，

需要及时对部分水工建筑物和机电设备进行技术更新改造。该项技术改造工程的政策依据，是 2008 年 5 月 7 日安徽省

委、省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全省水利建设和改革意见》。 

1 存在问题及技改措施 

农用小型电力排灌工程改造最终目的是提高抗旱排涝能力，技术更新改造的措施方面主要包括:更新泵站的电器设

备（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和机械动力设备，增加装机容量，降低扬程损耗，对进出水渠道清淤加固，对机房、闸门等

主要水工建筑物修缮加固处理；在水利政策方面要理顺电力排灌站的运行管理机制（包括培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 

1.1 泵站设备日益破损老化，更新机组及配套设备 

小型电力排灌工程的划分依据《泵站设计规范》（GB/T50265-2010）标准执行 

表 1  泵站设计规范表 

机组规模 
轴流泵或混流泵机组 离心泵机组 

水泵叶轮直径（mm） 单机功率(kw) 水泵进口直径（mm） 单机功率(kw) 

大型 ≥1540 ≥800 ≥800 ≥600 

中型 1540～1000 800～500 800～500 600～280 

小型 ＜1000 ＜500 ＜500 ＜280 

技术改造,首先是要更新已经达到使用年限的机电设备。如千人桥镇下湾排涝站电力排灌设备，自 2010 年以来每

年都有技改任务,但仍有 90%的机电设备是 70～80 年代产品，这些设备普遍存在电线绝缘老化、线圈绕组氧化、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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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身发热严重、启动程序复杂、站房破损、站房屋面漏雨，原有四台 55kW 电动机不能满足本区域的排涝要求，等问题，

影响了排灌泵站的运行安全。 

比如：位于杭埠镇境内的舒三电力排灌站装机 160kw，该站设备是 1971 年生产的产品，其中单台机组启动需要 6

人协作同时完成，启动程序较为复杂；水泵部分设备严重锈蚀没有保养和更换，部分泵体、出水弯管已经出现穿孔破

烂现象。当丰乐河水位在 12.6m 以上时，水泵将无法抽水排涝。如杭埠镇的王渡排涝站 2002 年 7 月 10 日杭埠河水位

13.5 m 时，开机抽水，其中有 4 台泵出水管穿孔冒水、漏水。如杭埠镇的五星排涝站 2012 年 7 月 18 日丰乐河水位上

涨到 13.5 m 时，开机抽水，其中有 2 台泵出水管破损，电动机受潮开不了机子。 

针对上述问题，只有通过更新机组及配套机电设备才能解决问题所在。 

1.2 当县域洪水流量增大，技改增加装机容量 

原有电力排灌工程排涝灌溉标准普遍偏低，排涝标准只按 10 年一遇 160 mm，降雨 4天排干 85%洪水装机设计，与

现行标准 10 年一遇 24 h 设计暴雨 185 mm 降雨 3 d 排干标准相差较远，另外，随着城乡一体化不断深入推进，城区建

设规模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县级城镇化速度加快。原先为农业服务的排灌泵站，其排涝和灌溉功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其

中泵站的大部分功能转变为城市排涝服务，比如舒城县的杭埠镇境内转移来多家长三角产业链，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

区如雨后春笋的建设起来。原来境内承担的为农田和村庄服务的几个排涝站，现在承担起为城市洪涝电排任务，对泵

站工程要求的标准提高。即要求提高排灌流量，那么在更新改造设计时细充分考虑怎么增加装机容量和扬程等参数。

再如杭埠镇五星老站技术更新改造时增设 2 台 500 kW 机组，装机 4 台单机 250kw,计 1000 kW 装机容量，满足了进水

和排水量增大的要求, 目前运行效果好。 

1.3 泵站核心设备的技改措施 

水泵机组包括水泵、动力机和传动装置等，是电力排灌工程中的核心设备。小型电力排灌站原来受益面积 70%以上

是基本农田，设计扬程按基本农田的一般高程来设计；随着农村经济作物结构的调整,基本农田仅占受益面积的 55%,

其余是经济作物、畜牧场、鱼塘、工业排水等,受淹水位提高了 40-50 cm。在水泵技改中，可以优选用现代的最先进最

新式水泵型号，主要技术指标是：提高水泵曲线安装高程，降低曲线扬程数，增大出水流量。如孔集镇下河村灌溉站

在技改时水泵安装高程提高了 2m,增大灌溉流量和灌溉面积明显。以下简单列举水泵常见故障和排除方法。 

表 2  常见离心泵、混流泵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列举）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一、水泵不

转或者使电

动机堵转 

叶轮与泵体之间被杂物卡住或者堵塞 

泵轴或轴承锈蚀 

叶轮与封闭环锈蚀 

电动机负荷太大，功率不配套 

泵轴弯曲 

电动机有故障或电压太低 

填料太紧 

水泵停机时未放水，或者放水未尽而结冰 

安装不符合要求，使转动部分与固定部分失去间隙 

1、拆除泵体，清除杂物 

2、拆开清洗，加润滑油 

3、拆开除锈或者更换密封环 

4、降低转速或者更换电动机 

5、调整或更换泵轴 

6、排除故障或待电压正常再开机 

7、放松填料，进水冷却 

8、加热化冰后再停机，注意停机后放水 

9、重新装配 

二、水泵不

出水 

充水不足或真空泵未将泵中空气抽尽 

进水管悬空或者接近水面或进水管漏气严重 

水泵反转 

水泵叶轮损坏严重 

进水管安装位置不正确，内有气囊存在 

叶轮装反 

叶轮螺母及键脱出 

底阀锈住或被杂物卡住或被污泥堵住 

装置吸程太高 

装置扬程超过了泵的总扬程 

1、排除故障，机械充水或抽气 

2、吸水口应下落至动水位以下或者处理进水管漏气 

3、改造旋转方向 

4、更换叶轮 

5、改装进水管道，消除隆起部分 

6、重装叶轮 

7、修理紧固 

8、针对故障排除 

9、降低水泵安装高程 

10、更换水泵或者适当提高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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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三、水泵出

水量不足 

进水管口淹没深度不够空气吸入泵中 

进水管路接头处或填料涵漏气 

叶片断裂或松动 。 

进水管的滤网或叶轮缠有水草杂物 

底阀、逆止阀，闸阀开启度不够 

管路太细，底阀或进口太小，增加损失 

装置吸程或装置总扬程超高 

配套转速偏低 

口环或叶轮磨损间隙大或局部损坏 

几个进水管排列过细，水面有旋涡，吸入空气。 

11、功率不足，是原转速下降 

增加淹没深度或者进水管附近水面上铺放木板，阻止空

气进入 

堵塞漏气处，调整填料 

调整或更换叶片 

清除杂物 

清除故障，适当开启闸阀 

更换适当的管道或底阀 

降低安装高度，减少管路损失等 

调整到额定转速 

更换口环或叶轮 

加大排列间距，或采取办法破坏旋涡 

加大动力，升高至额定电压 

四、水泵消

耗功率大 

1、水泵转速偏高 

2、泵轴弯曲 

3、流量或扬程超过使用范围（离心泵扬程低） 

4、填料压得太紧 

5、直联两轴不同心或皮带较紧 

6、叶轮螺母松脱，叶轮与泵有摩擦声 

7、泵内有泥沙和杂物 

8、轴承磨损过重或损坏 

9、泵轴转动部分有锈 

1、调整传动比，降低转速 

2 校正泵轴 

3 调整流量、扬程或关小出水阀门，降低轴功率。 

4、旋松压盖螺丝或调整填料 

5、校正机泵同心度，适当放松皮带 

6、拧紧螺母 

7、清理泥沙或杂物 

8、更换轴承 

9、拆泵、除锈 

五、电动机

超负荷 

1、水泵超转速 

2、装置扬程过高，出水管有阻塞或管路拍门未全部开启 

3、橡胶轴磨损，泵轴弯曲，叶片边缘与泵壳磨损。 

4、水泵流量偏大，扬程偏高，配套不当 

5、叶片安装角度超规定 

6、水源含砂量大，增加了水泵的轴功率 

7、进水池不符合要求，量泵抢水造成涡流。 

1、转速降至额定值 

2、增加动力，清理出水管路或在拍门后设置平衡锤 

3、更换橡胶轴承，检查叶片磨损程度，重新调整安装。 

4、适当降低转速，更换配套动力机 

5、调整叶片安装角度 

6、含砂量超过 12%时，不宜抽水 

7、改进进水池，注意水位不能降低过大 

六、水泵运

转有杂音或

振动 

1、叶片外缘与进水喇叭口有摩擦 

2、泵轴与传动轴弯曲或安装不同心 

3、水泵或传动装置地脚螺栓松动 

4、水泵基础不稳定或地脚螺栓松 

5、进水管路淹没深度不够，产生气蚀 

6、进水流态不稳，产生涡旋 

7、刚性联轴器四周间隙不一，不同心 

8、轴承损坏或缺油 

9、橡胶轴承紧固螺栓松动或脱落 

10、叶轮螺母松动或联轴器销钉松动 

11、几台水泵排列不当 

12、水泵层大梁震动大 

13、产生气蚀 

1、检查并调整叶轮部件和泵轴垂直度 

2、校正泵轴垂直度，调整同心度 

3、加固基础，扭紧螺帽。 

4.加固基础，拧紧地脚螺栓 

5、增加淹没深度 

6、降低安装高度，后墙和各泵之间加隔板消除涡旋 

7、调整机泵安装位置 

8、更换轴承或加油 

9、及时修理 

10、拧紧松动螺母或更换销钉 

11、采取防震措施或重新排列 

12、正确安装水泵，加固大梁 

13、查明原因再处理，如改善进水条件、调节工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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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七、轴承发

热 

1、润滑油量不足，轴承干磨或油不清洁 

2、润滑油失效或加得太多 

3、轴承装配不正确或间隙不适当 

4、轴承器不同心或轴弯曲 

5、轴向推力过大 

6、轴承压盖压的过紧 

7、皮带太紧 

8、水漏到轴承盒内把油冲掉 

1、加油或更换保养 

2、换新润滑油，油量要适度 

3、检查后正确安装 

4、调整同心度，更换泵轴 

5、检查并消除推力大的原因 

6、调整到一定的间隙（0.5～1mm） 

7、调整松紧程度或另设皮带轮支架（如 S、SH 型泵） 

8、加填料密封，更换新油 

附水泵工况调节方法： 

 

图 1  改变叶片安放角曲线图如下 

改变水泵转速： 

                                         （1） 

                                      （2） 

                                      （3） 

 

图 2  改变水泵转速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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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叶轮外径： 

                                     （4） 

1.4 排灌用渠道流量减小，首要措施必须清淤扩建 

现有的电力排灌站进水渠道渠底淤积现场严重，过水断面变小，过水流量相应变小，不能满足过水断面需要，技

艺造成排涝泵占没有水可抽或者抽不上来水，这样受到洪水威胁的上游积水难消现象加重。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必须

对进水渠道进行整修加固处理。包括：清淤、坝体加固，拓宽渠道断面，增加过水流量等措施。目的是快速进水、快

速排水。如星电力排灌站老站引水渠部分严重淤积，杂草特别是水灯草、水生植物过多；通道的流量被分解，上游被

淹没，但下游没有水抽。技术改造期间应清洁通道，以符合水流量要求。同样，在灌溉过程中，主要水涌水位较高，

但支涌无水，达不到及时灌溉的目的，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千人桥镇下湾排水站灌溉时，水位通常大于 3.2M 时才

能满足灌溉要求。如果渠道过水能力较好，则只有水位达到 2.9M 就可以满足抽水灌溉要求。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成本。

可以看出，技改必须清淤扩涌。 

针对以上问题只有通过改造机房、修建完善渠首渠尾工程来解决。 

1.5 需进行加固改造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水工建筑物 

该配套水工建筑物部分安全隐患大，需要改造，主要是：电力排灌站的出水压力水箱、出水消力池以及进口拦污

栅等。安全隐患处理如下： 

压力水箱（关键配套水工建筑物）：围堤加固中，压力水箱承重逐步加大了荷载，很容易造成堤下掩埋的压力水箱

分缝处错位、沉降、漏水现象。严重影响河道圩堤的运行安全。所以技术改造设计时，必须加固压力水箱段，通常是

灌浆补强加固。 

消力池：部分消力池侧墙破损残缺，底板破烂，效能效果减弱，对河道堤围的安全产生严重影响，修复加固消力

池或者重新建设，减少堤围的隐患。 

拦污栅：（关键配套水工建筑物）表现在拦污栅损毁，进水时杂物进入水泵，情况较轻时发生水泵叶片断裂，情况

严重时将发生烧毁电动机、控制设备、变压器跳闸等事故。所以在及时改造设计时，要修复加固拦污栅，更换旧的拦

污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装栏污机，电动清除杂物，以达到快速清理污染物，保证进水口通畅运行。保证机电设

备的安全。拦污栅是有效运转，对水泵的安全运行，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1.6 泵站日常检查和养护要点： 

（1）检查并处理易于松动的螺栓或螺母。 

（2）油、水、气管路接头和阀门渗漏处理。 

（3）电动机碳刷、滑环、绝缘等的处理。 

（4）保持电动机干燥，摇测电动机绝缘电阻。 

（5）检修闸门吊点是否牢固，门侧有无卡阻物，锈蚀及磨损情况。 

（6）闸门启闭设备维护。 

（7）吊车运行维护。 

（8）机组及设备本身和周围环境保洁。 

1.7 机组运行中的监视与维护 

水泵运行过程中，值班人员应注意以下事项： 

（1）注意机组有无不正常的响动和振动。 

（2）注意轴承温度和油量的检查。 

（3）检查动力机的温度。 

（4）注意仪表指针的变化。 

（5）填料汉外的压盖要松紧适度，填料要符合要求。 

（6）注意防止水泵过流断面发生气蚀。 

（7）进水池的防污和清淤。 

（8）做好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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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小型电力泵站运行效率降低，运行费用缺少，管理体制必须理顺 

（1）农用小型电力排灌工程的管理体系仍然停留在农用化时代。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加速，基本农田在逐渐减少,

公共用地如：高铁、高速公路、公园、湿地等在汛期电排费转嫁到基本农田上，但国家政策还没有及时调整这部分转

嫁费用支付方式。 

（2）舒城县已经实行政策：只要是正常抗旱、排涝启动机械设备，在各个站上报县电力排灌中心管理站的情况下，

电费全部由县财政负责支付。改革的依据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2002 年 9 月转发的《关于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

见》,将担任防洪、排涝等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的水管单位,定性为纯公益性事业单位。结合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

来理顺电力排灌事业管理体制。界定为纯公益性的机电排灌事业单位，按照“精简、高效”原则，在严格定岗、定员的

前提下,将运行和维修管养经费纳入地方财政安排，确保经费来源,维持正常运作，达到以减轻农村和农民负担为目的。 

当然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探索实行管养分开，通过承包、招标等方式将电力排灌工程的维修养护逐步推向市场化、

社会化，达到节省费用、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 

2 对策和建议 
（1）泵站技术更新改造，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到排灌工程在受益地区历史水清、气候条件、排涝和灌溉面积的变化。

来设计抽水、排水的流量和水泵安装高程等技术参数。要对水泵机组在方案比较的基础上优化选型，提高机组的高效

节能效果。还应充分结合现有水工建筑物尺寸、动力机械的种类，来选择水泵机组，避免设计上出现“大马拉小车”

的情况，减少技术改造中机电设备的投资。 

（2）和电力排灌站工程一起设计运营的截洪渠道标准过低，一般 10 年一遇的洪水标准已经过时。现在都是超 10

年一遇的洪水经渠道漫延到灾区的标准。现状中存在洪水渠道由于淤积较多，减少了过水断面，导致下泄洪水流量加

大；无形中加重了电力排灌站排洪压力。所以，在做好泵站技术改造时，应考虑到提高洪水的过水渠道的防御标准值。 

（3）当前城镇生活污水排放、工业污水排放与农业用水混为一体，在渠道中的交叉点较多。部分工业污水未经处

理还超标排放，严重污染农田灌溉用水安全，也严重影响到泵站中排水设施的腐蚀现象加剧。这方面无形中增加了泵

站维修、保养费用。为减少这方面的污水威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要对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工

业污水排放对农业水利工程建筑物的侵害监管，必须加强不能放松标准。同时在电力排灌工程设计时也要考虑这块的

影响。设计时建议：进水前池、进水口多处增设栏污型节制闸。这样在非排灌期间关闭闸门，将前池内水抽干，以减

少污水对水泵、水工建筑物的腐蚀。同时在非排灌期定期也要做好对机械设备保养工作。 

（4）加强对电力排灌工程运行人员的内部管理和技术培训。培训可以分层次、分时段进行。比如高级技师可以到

省级以上高等职业大学脱产学习半年以上，中级技工和初级技工分别在市县一级的水利专业部门，组织的培训机构学

习，并经考核合格后颁发岗位证书。这样才能提高排灌站人员的业务水平，提高站房安全生产运行。 

（5）电力排灌工程一次性投入较大，但工程建成后收益很小，如果靠工程本身运作收费困难，地方政府应加大农

用用电和管理人员的工资投入，保障其正常运转。 

（6）做好电力排灌站设备信息数据库管理，为解决电力排灌工程设备长期高质量运行使用问题，应该运用现代网

络和开发操作软件，构建对应的电力排灌运行信息数据库。主要做好以下几点:  A、 结合电力排灌工程设备具体运转

情况，对设备出现老化、超出使用期限的设备进行统计，掌握泵站设备基础参数。B、为保障电力排灌设备的最大应用

价值，提高机电工程效率，必须建立电力排灌设备基本信息数据库，解决对设备后期运转中出现问题提供技术参考数。

C、掌握所有电力排灌设备的使用期限，超过使用年限，应该自动停止设备运行使用，进行报废处理，将有关报废信息

详细记录录入数据库。D、利用网络和电脑功能强大的作用，开发电力排灌工程的操作软件、管理软件。对比每年的相

关数据，五年一个周期观察数据变化趋势以便改进技术。 

3 结语 

总之，农村地区的小型排灌工程与其他水利工程（如：水库、堤防、节制闸等）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在做好水利工程主流河道、农用支渠、水库达标、节制闸加固等工程基础上，要高度重视电力排灌工程

技术改造，它在农业和工业产中的重大作用。积极贯彻中央三农政策，切实提高机电排灌技术更新改造水平。显著提高

电力排灌工程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改善农业、工业的生产外部条件。在建成的排灌工程基础上把运行管理工作切

实地落到实处。使国家投入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发挥到它应有的作用，为今后的农业升级、城市现代化改造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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