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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横穿四个流域带，工程规模庞大，控制节点多，可能出现的状况复杂，技术难
度大，需要研究的课题多。
依托“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中线工程输水能力与冰害防治技术研究”（课题编号
：2006BAB04A12），本书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力特性、渠道的运行控制、冰期输水能力和冰期运行
控制及信息技术应用等四大方面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是课题研究成果的总结。

　　本书系统性强，理论方法与工程应用相结合，既可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运行、调度和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也可为其他大型长距离调水工程提供参考，还可供相关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及高等院校师
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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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2.4中线干渠的控制方法中线干渠运行过程中，涉及到的控制方法有：①就地人工控
制；②就地自动控制；③监测控制。
各种控制方法都有其优、缺点，运行过程中视实际情况综合使用。
1.就地人工控制就地人工控制是与传统的操作方法联用的最流行的控制方法。
渠道操作人员或管理员沿着输水渠道往返巡视，调节沿渠的控制闸门和分水口。
尽管操作员经常使用电动启闭机等机械进行操作，但操作控制仍主要由人工完成，分别进行各个控制
建筑物的操作。
就地人工控制通常用于小型灌溉渠道系统。
对南水北调中线渠道来说，在充水阶段、放空渠道阶段以及当渠道设备失灵或异常和紧急情况时，有
必要引入人工控制。
2.就地自动控制就地自动控制通过现场机械、电气和电子设备完成运行调度，可实现无人值守。
这些设备自动地执行控制计划系统的安排，检测渠道的情况，并且对控制建筑物进行必要的调整。
设备一经安装就绪就无须人工现场调节，只需要进行定期的保养、监测及偶尔进行参数调整。
就地自动控制系统具有中心报警系统以应付突发事故。
为了报警信息的传递，在各节制闸控制器和主控室之间进行通信。
主控室的控制人员监视到各种警报状态，立即采取校正操作。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分布大量重力式分水口，可采用就地自动控制装置保持恒定的分水流量，避免
管理员频繁调节闸门。
当需要改变分水口流量时，管理员只需给就地控制器输入新的设定值。
3.监测控制监测控制方式下，管理员在中心控制室监测渠系，并调整节制建筑物。
监测控制可以是仅仅取得监测数据，也可以是完全由计算机控制。
渠系上的传感器自动采集运行数据，并传送到中心控制室，运行人员根据这些数据给出控制动作，或
者运行控制算法程序由计算机给出控制动作。
中线干渠运行时间滞后问题严重，为提高系统的预测及整体调控能力，监测控制十分必要。
采用监测控制时，系统同时得到整个渠系的信息，及时发现渠道的水流变化，并进行适时的调整，提
高系统的响应特性。
正常运行情况下，管理人员仅需对自动控制器偶尔进行细微的调节。
当出现异常或紧急情况时，管理人员进行判断并发出人工控制指令。
监测控制可以在不改变控制设备的情况下，适应控制概念的变化，对不同的渠池运行方式，都可以使
供给和需求计划相适应，提高运行的灵活性、可靠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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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关键水力学问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