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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地增强泵站技术改造技能可以大大提高农田水

利灌溉水平。所以，在具体应用与研究中，必须引入高质量、

高标准的改造理念，通过科学、完善的先进工艺，逐步增强

泵站改造水平。接下来我们对这一问题展开全方位的探究。

在泵站运营与建设过程中，水泵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构

成要素，其运行效率会对泵站的经营效益带来极大影响。若

要确保水泵的运行效率不断提升，必须设置相应的参数，并

科学完善对应的应用流程。同时，还需要通过常年的数据监

测与统计分析，不断排查及更新具体的型号设备，灵活调整

相关参数，确保整个操作更加规范、科学、高效。另外，关

于水泵运行效率低下这一问题，也需要深入分析其原因，并

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由于水泵的型号不一样，那么在选择的过程中，如果

型号不对应，必然会出现质量不达标等问题，所以在更换的

过程中，必须筛选出运行效率高、节能效果佳的水泵。如果

需要挑选不同的水泵型号，则需要结合长期的扬程均值与设

计标准进行对比，然后判断水泵对应流量是否达到最大值，

基于扬程最大值或最小值的条件下，水泵是否发生超载、汽

蚀等问题。若水泵的性能理想，同时管道铺设科学、规范，

而运行效率依旧没有得到明显提升，那么其原因应该是运行

位置偏离额定工况。一般来说，是由于水泵扬程明显超过所

要求的范围。基于此，需要全面分析泵站的具体运行情况，

按照平均扬程的变化，通过配制车削叶轮等技术，逐步缩减

扬程，确保其性能得以转变，并逐步拉近工作位置和额定位

置的距离。所以，务必要控制流量，同时要科学设计扬程，

及时判断水泵对应的流量是否符合要求。尽管水泵的运行一

直处在高效的状态下，但是依旧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漏洞与

问题。

在泵站建设期间，电动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组件，

如果在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必须围绕电动机的运行需

求考虑两个关键要素：一是结合电动机的运行状态，逐步提

高其运行效率；二是运用科学有效的策略，逐步增强其运行

安全性能。具体来说，需要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例如，结

合电动机的运行需求，在其即将满载的情况下，则需要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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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能耗明显高于正常范围的电动机。若电动机的负载率小

于 0.5，那么必须第一时间予以调整。结合部分泵站、电动

机的具体运行状态，前者的线路尾端电压比较小，但是后者

功率也比较小。此时需要通过并联电容器的方式达到无功功

率补偿等目的。并且，在调整及完善相关功率要素方面，必

须逐步提高运行电压值，尽可能地降低线路耗损量。如果电

动机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若出现电压低势问题，那么其带

来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不能保证其运行效率，也无法确保

安全与稳定。所以，在进行整体方案改造的过程中，必须综

合考虑相关对策，尽快解决线路耗损量高于允许范围这一问

题，促使电动机能够在一个高效、稳定的环境下运行。

个别进出水池的改造在设计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等问题，

一般是因为流态均匀度比较小，引起水头损耗，一般会在吸

水管周围出现环流，导致进气旋涡现象的出现，从而造成水

泵效率不断下滑，造成机组的功能减弱，并出现较高的噪音，

促使汽蚀速度大大提升。所以，通过技术层面对其进行改造，

必须结合实际地形进行考虑。一般来说，有两个操作方法，

即控制水头损耗量、优化水流流态。

例如，在改造进出水池的情况下，必须按照实际情况

确定不同的形式，然后科学设计其尺寸、规格，逐步增强水

流均匀性。又如，在改造吸水管的过程中，需要保障其淹没

高度控制在允许范围内，当修建进水池的时候，务必要确保

其方位精准，否则会对水流的对称性造成破坏，甚至会引起

有害涡旋问题发生。再如，在改造高射炮出流问题的情况下，

需要改变其淹没式出流方式，最大化地降低设备扬程，减小

管口损耗量。

利用不同的先进技术，如现代通信技术等，对泵站进

行信息化建设，由此创建广泛、高效的网络系统 [1]，如信息

采集平台、专家决策支持数据库等，由此能够为大规模的泵

站项目建设提供全面服务，逐步提高其管理水平，确保其朝

着信息化、自动化等方向转变。例如，在创建中小型泵站的

过程中，若要进行信息化升级，则需要整合不同的新技术，

面对内部工作人员加强岗位培训，确保其掌握更先进、更全

面的机械行业知识与安全技能，并利用数字信息化技术，不

断完善泵站的整体规划，确保其传输、管理、调度等运行过

程都能够实现自动化的发展。

在改造进水管道的过程中，则需要对其后端位置科学

设置垂直弯头，并且一般以两节铸铁管为主，确保其长度

控制在 1m范围内，然后进行对接处理，确保其与平面保持

90°夹角。另外，还需要保障进水管高于 1.5m的位置被淹没，

避免旋涡问题出现。

结合传统安装技术来看，一般是以倾斜安装法为主。

例如，在改造水泵出水口的情况下，需要适量地调整其倾斜

度，把出水管与其完全对接，使水管呈现出顺坡的发展态势，

然后进行组装设计，能够尽可能地降低出水管周围的水头损

耗量，减小阻力。

关于真空度角度的调整来说，必须结合水泵的具体运

行进行科学调整。如果在水泵轴与轴套之间，一般具有过度

配合等问题，并且还会导致局部缝隙漏气。所以，必须对其

长期观察并多次实验，分析轴颈与轴套侧面的方位，持续性

地增强局部光洁性，达到自然密封的效果 [2]。如果是由于气

刀造成的机械切稍后的不均匀造成的漏气问题，引起出水量

减少，那么在进行改造过程中，必须配置合适的密封材料，

保障其具备较强的韧性，由此能够通过设计长剑使其转化成

O型圈，并实现 100%填充。

当安装电动机、水泵等设备期间，必须认真校对仪器，

而且还需要通过电机轮、水泵轮等，科学设置两者的平行度。

若其中间有明显的偏差，必须及时调整，确保其处于运行的

范围内，由此能够大大提高其运行效率 [3]。

总而言之，通过实践模式及理论研究，需要深入研究

增强农田水利灌溉效率的策略，我们能够发现，在持续性实

施技术创新过程中，必须加强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通过不

断地学习最新改造技术，方可完善相应的改造方案，为促进

中国农业技术的全面发展奠定稳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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