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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China’s�economy,�the�state�has�paid�more�and�more�attention�to�the�operation�and�optimization�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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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operation�system�as�the�research�object.�Based�on�the�data�statistics�and��eld�survey�management,�it�conducts�diversi�ed�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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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现有的油港储运作业泵组合的运行优化管理工作。因此论文主要以有油港管道储
存作业系统作为基础的研究对象，在进行资料统计以及实地调研的管理基础上，对泵机组的多种组合方式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从而构建一定的作业优化模型来对其进行最佳方法的求解。对此主要是根据现场的数据优化求解结果以及报告来验证相应的
优化方案的可行性，从而为后续的油港储存作业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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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中国现阶段的科技的不断进步，国家对于石油天然

气的需求开始不断的飞速增长，而相关的研究人员也开始对

油港储存作业进行合理性的研究，根据目前的实际调研经验

资料，发现很多油港储运基地在建设以及生产中都有相应的

节能降耗的管理措施，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少能量的

损耗以及资源的浪费情况。但是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还是有

很多能源资源没有发挥其实际的效用。由于在生产操作中大

多都是以人为操作为主，很多的输送任务在通常情况下会给

设施设备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增加能源的损耗，降低经济

效益，对此必须要结合国际的管道运输优化方法，结合实际

情况进行参数的优化，从而降低能源的损耗，提升原有的社

会效益。

2�模型的基础管理

在进行油港储运作业泵组合的优化时，必须要在其作业

能够正常运行下输送相关的能源资源，这样才能够降低其基

础的热力费用以及动力资金的损耗，从而以二者为主体建立

起一定的目标函数，逐步地在运行过程中优化其整体的参数，

为后续的发展奠定基础。

2.1�模型的基本假设

油港储运作业系统主要是由管道，泵房储油罐等进行合

理的组成。因为油管储运作业的优化情况十分复杂，可能会

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确保数学模型工艺的

可行性以及经济的合理性，必须要对其进行模型的建立，保

证其参数的优化情况。其中系统管道内部的油品主要是由单

一的介质进行储存的，很多权限管道中的石油运输一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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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密闭输送的方式，保证石油运输处于均匀分布的状态且

其不会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外在影响。因此油品的密度可以

随着压力的改变对其进行统一化的设定，但是必须要考虑到

轴下温度差的变化 [�]。

2.2 模型的优化

在实际的有感储存作业模型中，主要是以泵站的周期动

力费以及热力费为主要的参数，从而建立起一定的模型，这

种模型的主要表达式为：

式中 :�)为周期动力费用和热力费用之和；�&S�为热泵

站的周期动力费用；&K�为管道全线热力费用；.为电动机额

定功率安全系数；�T为对应输送温度下的输送流量；ρ�为输

送油品密度，�为泵站扬程；U为电价 ;� W为所需时间，K;�4P

为原油日输质量，&为原油比热容；�(为燃料油价格；�TR�

为出站温度；7]�为进站温度；ηf为加热炉效率 ;�%为燃料油

热值等。

2.3�模型的求解管理

在进行油港储运作业的模型优化时，必须要对其中的动

力费和热力费进行合理的计算，确保二者之间的数据没有什

么其他的问题，还必须要采用两层嵌套法，以进站的温度作

为其优化内部的嵌套方法，利用程序法的方式来列举出不同

的开泵方案作为其外部的选择方式，再利用动态的规划法将

进站温度进行合理的改进，为企业后续的内部嵌套的温度差

管理方式进行改进，明确其中的温度组合数量差异。由于现

场的蒸汽加热以及其他情况都会采用更为新型的方式对其进

行完善，因此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数据的管理，将

不同的内线运输情况进行合理化改进。其中很多的内线输送

情况一般都是热力费优化求解所得到的，因此其主要的运行

方式可以后期来进行选定 [�]。与此同时，泵的运行功率越大，

其所耗费的动力费用就越大，在泵的组合情况较少的情况下，

必须要采用穷举法来简单列举，搜索出合理的方法，这样才

能够为后续的方法应用奠定基础。

3�计算管理方式

3.1�计算实例分析

假设一个基础性的案例来对其进行方式的验证。例如，

某油港储运站占地面积约为 ���平方米，其海岸线长 �千米，

共有 ��座码头，港区内的各项设施设备基本健全，属于标准

码头的标配，也是集海进江原油，成品油等多种化工产品的

为主的中转运输基地。而寻找该相关的油罐储存地到码头之

间的一条原油输送管道为基本的案例，其管道直径为 ���毫米，

原油周转量约为 ���[���*W/D，原油的密度根据实际情况来测

定，其输送路线到泵房大约有 �台输油泵，整条输送管道都

采用蒸汽加热的方式，将总体的温度控制在 ��摄氏度。由于

加热系统是采用蒸汽加热的方式，因此可以将解释为等温加

热，避免由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变量过多的情况，因此不予

考虑到进站温度的优化情况，这样对于原油的计算以及整体

的优化具有一定的优化特点之处 [�]。而储运系统的运行优化，

必须要对管理进行组合优化，降低泵的实际功率消耗情况，

也能够降低动力费用，从而在进行调度作业管理时，对泵房

内各部门进行有效的组合，降低二者之间的运行能耗，使得

各部门都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在不改变其他参数的情况下，

保证最后的运输结果的高效稳定性，完成整体的原油输送到

装卸的整体过程，为后续的操作奠定基础。

3.2�实际的工区运行情况

为了进一步的实现泵机组的优化情况，必须要对泵在不

同的输送量下的开泵组合进行有效排列，保证其石油管道的

输送安全，使得电能管理效率逐步的降低，共同实现泵的消

耗功率的有机管理。而其中泵机组的动力消费越少，输石油

的单位能耗就越低，因此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明其基本的运

行管理功率：

除此之外，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保证石油输送的管道

运输情况，注意其中的流量分布，根据泵机组的串并联电路

的组合方式来分析其中的数据，为后续的流量输送以及单位

优化奠定基础，共同分析泵的优化组合的可行性方案选择更

为合适的降低能耗，提升经济效益的方式，从而节省相关的

能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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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泵机组合的实际运输管理

在进行现场的流量输送时，不同的输送流量都会有不同

的开泵方案进行匹配，当泵机组运行时，必须要根据其实际

情况来确定其基本的原油输送密度，获取其基础性的原油质

量流量，控制对于符合条件的输送流量，根据其现场的流量

输送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泵物件。当泵机组进行多元组合时，

可以根据部门的实际运输原理进行组合配置，实现方案的应

用管理，优化组合方案，这样才能为后续的泵组合以及泵的

特性曲线的设置奠定基础 [�]。根据不同的组合方案以及其曲

线方程可以得出相应输送，获取不同的组合方案中的单位能

耗，以其中一组泵机组的流量发展情况为例，在 ���� W/K流量

下单泵运行情况进行计算:将4P=���WK换算后代入式�中可得:�

�=���.���P，Q=�.��，1=�.���N:.K/W。其他的泵组合方案具

体算法与其类似只需要经过计算即可得到所有的运行方案，

最后再对其相应的结果进行比较，就可以选择出最合适的线

路，得到最佳的运行效果，为后续的方案选择奠定基础，提

供一个比较合理化的判定标准。

3.4�结论分析

在上述的具体计算结果中，会发现如果某油港储运站给

一艘载重 ���吨的原油进行装油时，通过比较现场运营的情

况以及其单位能耗情况，选择出一种最佳的方案，可以通过

相应的计算结果来对其进行判定，在各输送流量下必须要按

照现场的操作情况以及运行情况，选择更加经济节能的方式，

提升油港储运的运行效率，降低其能耗的运行成本，逐步的

为后续的流量输送以及电费的降低提供更加可行性的管理方

案。最后能够在输送时获取最佳的运行效果，为后续的整体

性的建设发展奠定基础。而通过上述的相关案例及结果可以

发现，在实际管理运行中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一步的

证明这种方法，在油港储运储存运输过程中了解其中的管理

发展形式，可以逐步地将其推广，并应用到不同的场合中去，

为优化组合配置提供更加完善的模式。这种油港储运方式的

优化方法已经可以逐步地运用在现阶段的石油管道运输过程

中，并且其所得出来的结果的精准性和准确性，都已经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3.5�建议

目前中国还是对于这种管理方式比较认可，其中的单位

管理技能及其他因素都必须要根据现实的情况进行合理化分析

和改进，做好基础性的管理效率。整体的油港储运站的基础性

的管理特性还是需要根据后续的不同元素的设置来为其进行管

理，其中包括很多其他的发展运行方式，因此必须要根据现有

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方案完成基础化操作管理。在这种方

法中，必须要根据现实情况以及部分所收集到的数据才能进行

优化配置，如果没有建立健全相关的信息平台以及其他的操作

方式，那么其可能就会产生复杂且会工作繁杂的情况，对此必

须要建立完善油缸储存运作的基本信息系统对相关的油改运输

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这样才能逐步为后续的管理和数据收集

都能够提供更加方便的渠道。不仅如此，这种方法对于后续的

企业发展来说，可以逐步的增强企业运行操作的效率，为后续

的企业以及其他行业提供一定的可借鉴的实行方案。

4�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油港泵机组的不同组合方式进行优化，

可以发现，以输油管道的动力费以及热力费为核心可以建立起

相关的数学模型，加之相关的实例分析操作，共同对比数据分

析，可以进一步验证出该方法的精准性，因此必须要根据实际

情况提升其原有的信息分析技术，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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