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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输配水工程检修调度
方案研究
宋!放

!辽宁润中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 沈阳!(("(SS#

!摘!要"!大伙房水库输水!二期#工程"是国内全线无调蓄设施的长距离输配水工程"在运行调度中检修调度预

案非常重要% 本文以二期工程管线中一段管线渗漏检修为例"阐述了调度预案的编制以及执行效果"该预案的顺

利实施证明通过预案中的理论计算"处理复杂供水系统的特殊工况是完全可行的%

!关键词"!长距离输水工程' 检修调度预案'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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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伙房水库输水"二期$工程属多目标(大

流量(全线无调节水池的长距离输配水工程#设计日供

水量 #$O 万8W=#目前已正式运行 ) 年#供水目标多达

(U 个净水厂用户#实际日供水量 $$" 万8' 通过 ) 年来

的运行数据及经验#检修调度预案也随着供水量的增

多逐步完善#使之更理论化(系统化#更具备可操作性'

检修调度预案#将全线输水系统分为 $( 个水力区

间#针对每一区间编制了相应的检修调度方案(步骤'

$"()年 P 月 $U 日#有段管线发生微量渗漏情况#需立

即组织人员进行该管段的停水检修#总调度员根据检

修调度预案在 $",>5 内及时截断水流#检修人员迅速

投入抢修#未对管段下游的供水造成任何影响' 本文

以此为例简要介绍预案的计算(编制以及执行情况'

('供水系统

供水系统如下页图所示'

图中水力区间为沈阳 $ 配水站至鞍山配水站#

全长 P(RU"+,#供水管线为两根直径 $RU",JccJ管道#

)*&)



供水系统布置图

即预应力钢套筒混凝土管#上方为 K线#下方为 &线'

上述两配水站间输水建筑物有 U 号() 号(S 号双向稳

压塔及辽阳(鞍钢两座配水站#红色圆点为渗漏点#位

于K线管道#在沈阳 $ 配水站下游大约 )+,处' 图 (

中的三座稳压塔均为双向稳压塔#在工程中起到平抑

管线压力(管线负压时快速补水的作用"运行参数见表

($' 水流经鞍山配水站后#通过 # 台变频泵组向大连

方向供水#同时压力流继续向营口(盘锦方向供水'

,'局部管段截断工况的分析与计算

关闭 K线漏点所在的管段后#沈阳 $ 配水站至 U

号稳压塔区间变为单线供水#水头损失大幅增加#根据

实际液体能量方程中的水头损失公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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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管段切除后#局部管段双线变为单线#因受到

过流能力的限制以及水头损失大幅增加#上游压力上

升#稳压塔出现溢流#下游管线压力下降#影响到部分

支线的供水#特别是鞍钢支线的供水' 为保证系统运

行和管线设备的安全#下游压降以 S 号稳压塔水位作

为控制节点#保证不低于 #",' 故障管段上游稳压塔

的溢流水位决定了下游最大的供水能力' 沿线主要受

影响稳压塔参数见表 ('

表 (' 稳 压 塔 运 行 水 位 控 制 参 数

编号 类型 运行控制水位W, 溢流水位W,

# 号 双向 QPR$) QPRO)

U 号 双向 OQR)" P"R

) 号 双向 SOR)" SPR

S 号 双向 S)R)" SSR(#

!!按照单管设计流量和检修调度原则#单线应保证

检修管段下游水厂 O"Z以上的原设计水量' 沈阳 $ 配

水站以下设计水量为 ($S 万8W=#目前达到 ("P 万8W='

O"Z的原设计水量为 ($S jO"Z VPPR$" 万8W=#沈阳 $

配水站至 U 号塔K线切除后#&线不能承担 ("P 万8W=

的供水量#所以必须考虑核减下游部分水厂水量' 因

大连支线供水首先进入碧流河水库#经调节后再进入

净水厂#鉴于大连支线具备便利的调度优势#预案以集

中核减大连支线水量#确保全线压力及其他受水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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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不变的基础上进行' 沿线各水力节点"稳压塔$

水位计算结果见表 $'

表 ,'故障管段切除后不同工况下各稳压塔水位计算

L

#号塔W, L

U号塔W, L

)号塔W, L

S号塔W, 大连支线水量情况

(""RU" )#R"$ U$RQS #"R"" 不减量

QPRO) )(R#O U(R#( $PR#) 不减量

QPRO) )#RU# UUR$S #$RS) 减量 ) 万,

#

W=

QPRO) )PRP) )"R)# U"R(Q 减量 (" 万,

#

W=

QPRO) S$R#U )URP# U)RSP 减量 () 万,

#

W=

QPRO) S)RS )PRP) )"RP$ 减量 $" 万,

#

W=

E'检修调度预案的形成

根据以上理论计算#可编制沈阳 $ 配水站,沈大

铁路上游K线管段停运检修的预案#该管段下游供水

将由&线单独承担#针对沈阳 $ 配水站 K线出口漏点

的处理即适用此方案' 具体的操作步骤为!

0R通知大连支线做好由加压供水方式改为重力

流供水的准备'

=R执行大连一级泵站及鞍山加压泵站泵组停机#

大连支线(鞍山支线(鞍山一步下游均改为重力流供水

调度'

2R关闭沈阳 $ 配水站 K线出口故障管段下游的

检修蝶阀#将故障管段切除'

5R调整鞍山加压站下游营口(盘锦支线的流量'

.R调整干线调流阀核减多余水量#满足干线水量

目标'

;R调整除大连支线外其他各支线水量#保证满足

计划水量'

&'故障管段切除前&后系统参数

故障管段切除前后#管线系统参数见表 #' 沈阳

$ 配水站至 U 号塔K线停运后#大连支线核减水量 $"

万8W='

表 E'沈阳二至 & 号塔 C线停运前&后系统参数

K线 停 运 前 K线 停 运 后

高程W, 流量W",

#

W3$

高程W, 流量W",

#

W3$

# 号稳压塔 QPRS( 抚顺站,抚顺西 $(RU# # 号稳压塔 QPRUS 抚顺站,抚顺西 (PRQU

沈阳二K线进口 QURSU 抚顺西,沈阳一 $(RU# 沈阳二K线进口 Q)R#) 抚顺西,沈阳一 (PRPS

沈阳二K线出口 P)ROU 沈阳一,沈阳二 (ORQS 沈阳二K线出口 Q$R(S 沈阳一,沈阳二 ()R#U

U 号稳压塔 OSR$) 沈阳二,U 号塔 ($R)U U 号稳压塔 SORQS 沈阳二,U 号塔 ("R($

) 号稳压塔 SOR(S U 号塔,) 号塔 ($R)U ) 号稳压塔 S(ROU U 号塔,) 号塔 ("R($

辽阳K线进口 S"RQO ) 号塔,辽阳站 ($R)U 辽阳K线进口 )ORSP ) 号塔,辽阳站 ("R($

辽阳K线出口 S"ROS 辽阳站,鞍山站 QRS" 辽阳K线出口 )OR#Q 辽阳站,鞍山站 OR"U

S 号稳压塔 )$RO$ 大连支线 UR)O S 号稳压塔 )$R)S 大连支线 $R$U

!!从计算结果看出#当沈阳 $ 配水站至 U 号稳压塔

区间改为单线后#若大连支线不减量且保证 S 号稳压

塔不低于 #",## 号稳压塔水位将达到 (""RU",#超出

了溢流水位#故不可行-若大连支线不减量## 号稳压

塔达到溢流水位#则 S 号塔水位为 $PR#P,#低于

#"R"",的限制水位#影响鞍钢支线的供水#故也不可

行' U 号() 号(S 号稳压塔均位于故障管线下游#因

此#不会出现溢流## 号稳压塔溢流水位为控制节点'

实际事故处理中#采用大连支线减量 $" 万 ,

#

W= 方案

进行#从表 # 中可知#切除后下游稳压塔水位比理论计

算值大 (RS",左右' 这是因为计算中主要考虑了沿程

水头损失#而局部水头只做了粗略估算'

%'结'论

作为辽宁省内%十五&%十一五&期间重点工程#大

伙房水库输水"二期$工程下步供水目标多达 (Q 个#管

线全程没有任何调蓄水库#一个供水目标流量的改变

将影响上下游 (" 多个水厂的进厂流量#调度方案的科

学合理性至关重要#尤其面对管线检修以及突发事件

的处理#必须事先做好充分完备的调度预案#才能使调

度员操作阀门时做到心中有数(目的明确' 该次检修

调度预案的使用#基本实现了预想的调度目标#为工程

今后的检修调度操作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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