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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数值计算和物理模型试验方法研究特低扬程泵站的水力性能，并以苏州市东风新平面 4
形轴伸泵为例，对其内、外特性，包括装置的水力性能、流道沿程典型断面流速分布、空化特性及进

出水流道的水头损失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数值模拟计算及物理模型试验成果的逐项对比，证明

数值模拟方法在特低扬程泵装置性能研究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在高效率附近区域，数值

模拟计算成果具有良好的精度。对断面流速分布和流道水力损失等内特性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

不同工况下泵站性能差异的原因，为进一步优化流道型线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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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城市防洪、排涝、灌溉等应用要求，特低

扬程泵站的建设需求越来越大。苏州市城市中心区

防洪工程规划新建的 %% 座水利枢纽中，共有 @ 座泵

站设计净扬程仅为 $YLL Z %Y!$ E。特低扬程泵站往

往运行时间较短、运行可靠性要求较高［%］。研究该

类泵站的水力性能，选择合适的泵型和流道形式，提

高防洪工程中泵站建设水平，保证泵站运行的可靠

性，已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各类泵型中，卧式轴流泵机组对低扬程泵站较

为适用。由于卧式轴流泵研制时间较短，其基础理

论、设计方法等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性能优良的水力

模型极为有限［!］。目前已建成的此类泵站较少，具

有长期成功运行经验的低扬程卧式轴流泵站更是少

之又少［!］，因此，对卧式轴流泵及泵站的基础理论和

水力性能进行研究，指导低扬程泵和泵站的开发建

设，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B］。

研究确定泵和泵站性能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

是对实型泵的外特性进行物理模型试验测量［B］。试

验工作历时长、投资大，研究工况及组次有限。与物

理模型试验相比，数值模拟 X[W 技术具有快速、便

捷、模拟成果丰富和信息全面的特点，随着数值模拟

仿真程度的提高，运用数值模拟技术可以对水泵内

特性进行非定常全三维精细模拟，对水泵内部流动

结构和规律进行精细模拟，对多方案进行快速比选，

因此该项技术已成为水泵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和手

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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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时采用数值模拟计算、物理模型试验方

法，以苏州市东风新平面 ! 形轴伸泵为例，对其内部

流动特性进行研究，探索其流动结构和规律，揭示该

类泵和泵站流道结构尺寸及装置形式对外特性的影

响，预测泵及泵站性能。

! 工程概况

东风新泵站是苏州市城市防洪工程中的主要泵

站，该泵站具有排涝和调水双向运行要求，泵站采用

平面 ! 形卧轴轴伸布置的结构形式，配双向叶轮（!
形叶型），机组叶轮直径 " #$% &&、单机流量 $ &’ ( )、
水泵转速 **$ + ( &,-，电动机与水泵通过齿轮箱连接，

齿轮箱速比为 #.$。全站共安装机组 ’ 台套。泵站

水位组合与特征扬程见表 "。泵站由进水池、泵房、

出水池等部分组成。进出水流道如图 " 所示。

表 " 东风新泵站特征水位与特征扬程 &

工况

设计水位 最低水位 最高水位 净扬程

站上 站下 站上 站下 站上 站下
设计
水位

最低
水位

最高
水位

调水 *./" ’.$% *.$" *.0% ’.’% ’.$% %.’# %.%% %.00
排涝 ’."% #.*0 *./% ’.’% ’./% $.*% "."0 %.%% *.#%

图 " 泵站流道及流速实测断面示意图

" 泵站装置水力模型

为获得泵及整体装置的水力性能，在多功能试

验台上对泵装置进行水力性能、气蚀及飞逸特性试

验。同时采用 123 模型对同尺度模型泵连同试验

中的进水罐、出水箱进行数值模拟（模拟区域如图 *
所示），以使数值模拟结果与物理模型试验结果具有

可比性。计算模型建立了叶片安放角为 4 #5，4 *5
及 %5共 $ 个叶轮模型，叶轮为 # 片叶片，叶轮直径为

’%%&&，转速为 "%/6.$ + ( &,-，导叶 6 片，为排涝工况

时的后置导叶。

图 * 研究区域示意图

# 研究方法

#$! 物理模型试验方法

物理模型试验在河海大学水力机械多功能试验

台上进行。试验的主要参数包括装置扬程 !、流量

"、扭矩 # 及转速 $。流量从大到小依次测试 "$ 7
*# 点。采用等扬程方法进行模型试验研究，即保持

原型、模型 $% 值相等选择试验工况。空蚀试验采

用能量法，通过系统回路抽真空，逐步减少有效空蚀

余量，根据效率下降 "& 确定临界空蚀余量。选择

流道上若干典型断面（图 " 给出其中两个断面）采用

五孔探针进行流速测试。断面 " 位于正向进水流道

上，断面 * 位于正向出水流道上。

#$" 123 数值计算方法

数值计算的区域包括泵段、进出水流道及进水罐

和出水箱，如图 * 所示。计算模型的尺度和物理模型

试验的模型泵尺度完全一致。采用非结构化网格［8］

剖分计算域，对模型泵各种运行工况下的流场进行数

值模拟，进而获得泵及装置的水力性能。数值模拟过

程中，对模型泵各速度测点进行监测，再将监测结果

与物理模型实测成果进行对比分析，据此对数值模拟

及物理模型试验的适用性作出分析和评价。

% 成果及分析

%$! 装置性能

数值模拟计算中考虑了水力损失，因此预测的

装置性能主要是水力性能。在模型试验实测数据中

扣除了空载损耗，因此所得出的也是装置水力性能，

两者具有可比性。

图 ’ 为数值模拟计算得出的特定工况下的流速

矢量图，图 #、图 $ 分别为排涝及调水工况下装置水

力性能数值模拟与物理模型试验成果对比。

%$!$! 排涝工况

不同叶片安放角下的数值模拟计算成果与物理

模型试验结果表明，两种方法预测得到的性能曲线

趋势相同，数值相近。效率与流量关系曲线趋势吻

合良好且随叶片角度的加大，吻合程度提高。计算

结果还表明，在同一流量下，123 预测的效率略低于

模型实测值。叶片安放角 9 #5，9 *5，%5和 : *5工况

时，试验实测数据与 123 预测数据的扬程 流量关

系曲线均有交点，该交点随着叶片安放角的减小向

高扬程工况点偏移。在流量大于交点流量的工况

点，123 预测的扬程值稍低于模型实测值；在流量小

于交点流量的工况点，123 预测的扬程值稍高于模

型实测值。

根据模型试验结果，最优工况为叶片安放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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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流场矢量图

图 " 排涝工况装置性能成果

图 # 调水工况装置性能成果

$ %&时，模型装置最高效率为 ’#(")*，对应的流量

为 %%+ , - .，扬程为 +(/"’ 0。从图 "、图 # 中可以发

现，模型试验实测与 123 预测的扬程 流量曲线的

交点在流量为 %%4 , - . 左右，扬程约为 +(/0，此处即

为最佳工况附近、高效率区范围。该结果表明，123
预测的结果在最优工况点附近完全满足工程应用的

精度要求。

!"#"$ 调水工况

不同叶片安放角下的 123 预测成果与模型试

验实测数据对比曲线如图 # 所示。调水工况的 123
数值模拟预测性能曲线与物理模型实测性能曲线吻

合的趋势与排涝工况的基本相似。与扬程 流量曲

线类似，在不同叶片安放角下效率 流量关系曲线的

数值模拟计算结果与物理模型试验实测结果均出现

交点，且随叶片安放角度的加大，效率与流量关系曲

线的数值模拟计算结果与物理模型试验实测成果吻

合程度有所提高。

根据模型试验结果，最优工况为叶片安放角

$ %&时，模型装置最高效率为 ##(+)*，对应的流量

为 +)#, - .，扬程为 +(#%0。从图 # 可以发现，模型试

验实测与 123 预测的效率 流量曲线的交点在流量

为 +/# , - . 左右、扬程约为 +(54 0 处，与最佳工况点

相比略有抬高。

图 ’ 调水工况典型断面轴向流速成果

（扬程 4(!"0，转角 4&，流量 %#/ , - .）

!"$ 流道速度分布

对试验过程中 # 组排涝及调水工况下装置沿程

" 个代表性断面的轴向速度分布 123 计算结果与模

型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图 ’、图 5 给出了其中

% 个断面的结果（断面位置见图 +）。图中虚线为

123 计算结果，实线为实测结果。横坐标表示流速

大小，纵坐标表示测针水深，因此图中所示曲线为速

度在垂向的分布。由于排涝工况与调水工况水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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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排涝工况典型断面轴向流速成果

（扬程 "#$%&，转角 %’，流量 $() * + ,）

向相反，故图中 $ 种工况横坐标轴方向相反。

图 - 为调水工况进出水流道上典型断面轴向流

速的数值模拟计算与物理模型试验成果对比。比较

表明，调水工况运行时，断面速度分布曲线形状和趋

势总体相近，进水流道各断面计算与实测速度吻合

程度较好；出水流道由于水体紊动剧烈，数值模拟计

算与物理模型试验成果吻合程度低于进水流道。在

同一叶片安放角下，小流量工况的吻合程度好于大

流量工况；在不同叶片安放角下，小角度成果优于大

角度成果。

图 ! 为排涝工况进出水流道上典型断面轴向流

速的数值模拟计算及物理模型试验成果对比。比较

表明，数值模拟计算和物理模型试验成果的曲线形

状和趋势总体上相近，进水流道 " 号断面模型实测

与数值计算的轴向速度分布吻合程度好于出水流道

上的 $ 号断面，这与调水工况相同。在同一叶片安

放角下，小流量工况的吻合程度好于大流量工况，这

一点也与调水工况相同。

!"# 流道水力损失

运用数值模拟计算和物理模型试验对不同工况

的进水流道和出水流道水力损失进行研究，所取测

量断面位置相同。

!"#"$ 排涝工况

排涝工况下进水流道为直收缩管，若不考虑水

泵转动对流道中流态的影响，其流动应符合水力学

的基本规律，且与叶片角度无关，即局部水头损失为

!!" .!
#$
$$，沿程摩阻损失为!!% ."

"
&

#$
$$。根据进

水流道模型的基本尺寸与形状，局部损失包括了进

口损失和收缩损失，损失系数分别为 %#$( 和 %#"%，

流道的粗糙度 ’ . %#"$，计算得到进水流道的水头

损失!! . /#0/1"($。对 234 分析及模型实测进水

流道水力损失与流量关系成果作回归分析，可以得

出不同叶片安放角下实测水头损失的平均值!! .
/#(-% 1($，与 计 算 值 接 近。234 预 测 值 !! .
0#"()!($，大于实测值和理论计算值，且随着叶片

安放角增大，进水流道损失有减小趋势。

将流道损失分析结果与能量特性曲线进行进一

步对比可以发现，损失分析与性能预测的结果可以

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损失小意味着效率高。

!"#"% 调水工况

对调水工况下不同叶片安放角的进水流道水头

损失数值模拟计算及物理模型实测结果进行同样的

分析，假定进水流道的水力损失符合水力学的基本

规律，将两组研究成果在不同叶片安放角下进行进

水流道水力损失与流量关系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

与排涝工况类似，234 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规律，即

随着叶片安放角增大，进水流道水头损失有减小趋

势，计算得的平均水头损失!! . /#(/! /($，而物理

模型实测得对应的水头损失平均为!! . 0#$"$($。

!"! 叶片进口压降与 )*+, 关系分析

叶片发生空化的主要原因是叶片某部位压力降

低，且低于汽化压力。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叶片进

口的压降与必需的 )*+, 值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在 234 分析过程中，针对不同叶片安放角、不同流

量工况点进行了叶片进水边最低压力分析，预测进

口压降。图 ) 为排涝工况和调水工况时预测的叶片

压降与实测 )*+, 值的对比曲线，从图中可以发现，

两者的对应关系较好，流量增大时压降减小，)*+,
值也 减 小。本 文 的 计 算 结 果 表 明 效 率 最 高 点 与

)*+, 最低点并不完全重合，该结论也反映在其他

相关文献中［!］。因此，借助 234 的压降预测分析叶

轮的气蚀性能是完全可行的。

& 结 语

通过装置性能、流速分布和水力损失等成果的

数值模拟及物理模型成果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利用

234 分析方法预测装置能量特性、分析流速分布、计

算水力损失和叶片进口压降，具有良好的工程实用

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或部分代替费时耗物

的物理模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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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叶片进口压降"! 与 "!#$ 的关系

研究成果表明，泵装置外特性到内特性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关联性。MP[ 预测的效率与模型实测效

率非常接近，流道损失也基本相同。从对比分析的

结果来看，在一定的流量范围内，尤其是接近最优工

况点附近，采用 MP[ 方法预测装置的能量特性是可

行的，通过叶片进水边压降与 "!#$ 值的对比，表明

两者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因此，数值模拟方法能够

应用于工程中进行不同的方案比选和初步的能量及

空化特性的确定；流速分布和流道的损失等内特性

的进一步分析，可以揭示不同工况下泵性能存在差

异的原因，为进一步优化流道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

研究的重点［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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