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
.

井 泵 最 佳 深
、

度 的
、

确 定

湖北省第八地质大队 张胜超

提要 通过深井泵扬程与下泵深度的内在联系
,

泵 深与机井效应的分析
,

提出减少含砂量
、

提高地面扬程的最

佳方案
,

这是控制泵深
,

减少井内管路扬程损失
,

节约能耗的有效手段
。

在深井泵安装过程中
,

人们总认为把泵头下得愈

深
,

保险系数愈大
,

下得浅会出现吊泵
。

实际上这种

做法是不妥当的
。

因为水泵扬程是由地面扬程与井下

扬程及井内外管路扬程损失几项组成
。

卞泵 深度过

大
,

势必把扬程过量消耗在井内
,

占用了地面扬程
。

据襄樊市近郊不完全统计
,

5层以上雄房使用涂井泵

抽水的占楼房总数的 20 %以上
,

这些高层建筑需要有
较高的扬程

。

而不少楼房因水泵老化
,

`

奴率降低
,

造

成顶层缺水
,

这就是地面扬摄不足所产生的
。

通过几

年的摸索
,

对深井泵最佳深度的确定
,

提出如卞粗浅

认识
。

一
、

扬程与泵深的内在联系

扬程主要是地面扬程 (H户
、

井内扬程 ( H )I
、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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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扬程损失 (砖
、
几妾) 及井内管路扬程损失 (从 ) 4

部份组成 (图 1 )
。

其中管路扬程损失可按每米管路减

少。 .

01 M aP的压力折算求出
。

在总扬程不变的情况下
,

泵深越大
,

井内管路扬

程损失 (k ,
)就越大

,

而地面扬程 ( H刃则减小
。

在扬程

余量极小的情配下
,

则要调整并外管路 损 失 ( h孟
、

衅 ), 这样
,

当水泵效率不断降低时
,

扬程仍能 满足

要求
。

为了正确利用水泵的有效扬程
,

在实际工作中应

尽量减小系座出水中心至水塔的管路扬程损 失 (。委
、

麟 ) ,

即要尽量缩短管路
。

同时也要减小泵座出口至

泵头的距离 (肠 )
,

把泵头下人适当的深度
,

这是提高

地面扬程的有效手段
。

而减小井内扬程损失的最佳方

案
,

是正确掌握泵深
,

达到在区域性水位变化幅度下

僻到历史最低水平时
,

仍能保证供水
,

而井内管路扬

程损失又能下降到最低限度
。

图 1 深井泵安装示意图
a
一水位埋深

, 乡一动水位 , c 一深井泵
,

卜水塔
;

场一泵座出口至水塔水面距离
, h , : 、

人几一井外管路

损失
,

H
l

一泉座出口至动水位距离
, 从一井内管路

损夫
, 占一水泵深度

,
`

砰一额定水柱

二
、

泵深与机井老化效应

井深往往是根据需水量和泵头下达深 度 来 决 定

的
。

水泵生产厂家要求泵头离井底必须 大 于 s m
。

水

泵的使用条件是在含砂量木大于。
.

01 % (重量比 ) 情

况下
,

保证正常出水和正常机井寿命的
。

当泵深过大

时
,

泵头花管吸水深度将影响或超过孔底
,

这时井底

沉砂将翻腾而起
,

被吸入泵管
,

使含砂量显著增加
。

其规律是
:

粗砂一细粉砂一悬浮粉砂
。

在 自然状态

下
,

小于。 .

o 0 2m m颗粒将长期以悬浮状态出现
,

当停

泵时间较短时
,

在水泵启动一刹那
,

井内悬浮物和细

粉砂便吸人泵内
,

粉砂对泵叶轮产生磨损
,

影响水泵

使用寿命
。

另外
,

泵头吸水部份还应避开井内吸水层

(井管滤水部份 )
。

如果泵深不当或动水位保 持 在滤

水管内时
,

由于抽水时吸力骤然增大
,

涟水管外水流

便急速流人井内
,

井内含砂量迅速增加
。

时间一长
,

滤水管网将被击穿
,

管外地层薄弱带不断扩展
,

导致

含水层坍塌
,

撼水管阻塞
,

严重的还会影响井台四周

地基的稳定
。



三
、

水泵最佳深度的确定

深井泵管下达深度计算公式

其中额定泵量与水泵效率都是由水泵生产厂家标

定的
,

唯独单位涌水量是经抽水试验测定的
。

在抽水

试验中每降深一次都有一个单位涌水量
。

S 二 a + S 一 + 甲

式中
: `

— 水位埋深 (m ) ;

分一代 , 额定水柱 (m ) ;

凡— 推断最大降深 ( m ) ,

s

— 最佳深度 ( m )
。

2
.

参数的选取

(1 ) 水位埋深 o( )的确定

根据长期观测资料 (图2) ,

为了在区域水位降低

到最大限度的情况下
,

保证水泵的正常出水
, a 值在

图 2 中应取最小值
,

即标高 94 m , a

为 3
.

5m
。

_ _

O
丫 = 叹丁

合

式中
: q

— 单位涌水量 ( t / h
·

川 ) ,

Q

— 涌水量 (t /h) 多

s

— 水位降深值 ( m )
。

在实际操作中
,

压风机和水泵抽水
,

’

q 值都不尽

相同
,

而确定泵深计算时使用的 q 值
,

应是压凤机抽

水的最大降深
、

水位及水量均为稳定状态下的 q 值
。

(3 ) 最佳深度 ( s )值的计算实例

当某供水井邻近水位埋深 ( a)
,

按长期观 测资料

中的下降最大值标高为 94 m ,

经抽水试验求得 叮值为

2t / .h m
,

若使用效率为 67 %的 6J D X 3 6 x g型水泵
,

其

泵管下达深度按公式为
:

S = a + 5 1 + 砰

s 二 3
.

。 + 丝兰壁丝+ s = 1 5
.

5。

2

其泵深应为 1 8
.

56 m

图 2 降雨盘及水位与时间关系变化曲线
1一降雨盆曲线

, 2一水位变化曲线

( 2 ) . 大降深 ( S : )的确定

推断最大降深与领定泵量
、

水泵效率成正比
,

与

单位涌水量成反比
`

即
:

S x = 额定泵量 ( t/ h)
·

水泵效率 (% )

四
、

结语

深井泵最佳深度计算
,

主要表现在如何正确合理

使用有效扬程上
,

尤其是扬程余量小及水位埋深变化

幅度较大的情况下
,

不可忽视
。

该计算在节约能源上

也有一定的意义
。

据有关部门测试
,

当泵深超过最佳

深度 10 m时
,

其能耗亦超过 5%
。

在总扬程计算上还

应有泵座出口处液流之动能一项
,

因数值很小
,

在实

际计算中往往忽略不计
。

单位涌水量 (t / h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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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测建筑工程质最开辟新径 用火箭激振桩基实验成功

本报北京 12 月9日讯
,

记者董庆九
、

通讯员李 禾

报道
: “

咚
”

的一声巨响
,

一枚小型火箭 自上而 下起

爆发射成功
,

时值今夭 14 点零 5分
。

这是由一家 民 办

科研所组织的用火箭进行桩基检侧的试验
。

中国科技

咨询中心
、

航空航天部综合勘察院
、

铁道科 学 研 究

院
、

北京理工大学等 4家联测单位的专家 们认 为
,

这

是一项颇具经济效益
、

在国内外属于先进水乎的高科

技实验
。

这次试验的组织者东方振动和噪声技术研究所所

长应怀樵副教授介绍
:

桩基工程是建筑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

据不完全统计
,

易出现质量问题的钻孔灌注

桩
,

约占总桩基数的 5一 10 %左右
,

因此
,

检测桩基

的施工质量
,

确定其承载力
,

是桩基工程验收的重要

内容之一
。

用火箭激振检测桩基
,

与以往广泛使用的静荷载

检测方法相比
,

可以更精确地改变激振力的大小
、

作

用时间
,

适用于大
、

小型各类桩基
,

并且能够检测质

量
,

特别是确定承载能力
。

1 9 8 8年 1 2月1 0 日一科技日报 , 刘言剪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