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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泵站工程现状及“十一五”期间泵站更新改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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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参加中国大型泵站现状调研，并参与完成“泵站现状评价及重点工程技术改造与设备研究”

专项课题、全国大型泵站更新改造“十一五”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中国泵站工

程建设和管理状况、排灌泵站的地位和效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十一五”规划期间更新改造的

目标与任务等。分析研究表明：中国泵站发展速度快，建设规模大，作用地位显著，但存在的问题不

容忽视。有鉴于此，“十一五”期间国家拟投入 B"# 多亿元，更新改造 BE## 多座大型排灌泵站，占现

有大型排灌泵站的 E#M以上，是 BD$D 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投入和建设规模最大的一次。更新改造

后，中国泵站的技术装备水平将明显提高，年节省电能约占大型泵站年耗电量的 B N $，更新改造效

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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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泵站建设和管理概况

据统计，截至 !##$ 年底，中国机电排灌动力保

有量接近 "### 万 Z9，超过全国农用总动力的 B N $。

机电排灌设施效益总面积约 #aLC 亿 5H!，其中提灌

面积约 #aLL 亿 5H!，占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的 ?#M；

提排面积约 #aBL 亿 5H!，约占全国除涝面积（E 年一

遇除涝标准）的 C#M。此外，还有水轮泵灌溉面积

约 L#a$C 万 5H!。由此可见，中国的机电排灌效益面

积已占全国排灌效益总面积的 E#M以上，即泵站在

中国灌排事业中占有“半壁江山”［B!!］。

中国 现 有 大、中、小 型 各 类 固 定 式 排 灌 泵 站

E# 余万 座，登 记 在 册 并 实 行 正 规 管 理 的 泵 站 有

LLaE 万座，装机容量 !LCLaE 万 Z9，占机电排灌总动

力的 L#M（其余为未登记在册的固定式泵站、水轮

泵站、井灌、喷灌等）。属于大型泵站管理单位管理

的 泵站有L"L处、!??L座、B a?L?万台、$$"a"" 万 Z9，

其中单座泵站达到大型泵站标准的 BE" 座、!EB$台、

BELaD 万 Z9（排涝 BBE 座、!#L# 台、D$aE 万 Z9，灌溉

$L 座、$"$ 台、EDa$ 万 Z9）；中 型 泵 站 有 !L"$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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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总功率 %&" 万 ’(［)］。这些提水设施在防

洪、除涝、抗旱、减少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保护城乡建设，以及解决一些地区工业生产、城

乡生活用水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泵站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 个时期：

!" &#!# 年新中国建立初的 * 年国民经济恢复

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 &#$, 年）。机电

灌排工作的重点是推广改良人力、畜力水车，东部经

济基础较好的部分地区建成了一批中小型泵站。配

套动力多使用锅驼机、煤气机或柴油机，电动机作动

力的只占动力总数的 & - $ + & - %。&#$, 年底机电排

灌动力保有量达到 !. 万 ’(。这一时期机电排灌的

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水利建设的重点放在江

河整治、防止洪涝灾害上。

#" 第二个五年计划（&#$" + &#%) 年）和随之而

来的 * 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全国广大农村普遍

兴建了一大批中小型机电灌排泵站，并在长江中下

游地区以及山西、陕西等省陆续兴建了一些大型泵

站，为提高中国机电排灌泵站建设和管理水平积累

了宝贵经验。到 &#%$ 年，排灌泵站动力设备保有量

约 ).. 多万 ’(，电动机作动力的占总动力保有量的

$./左右。随着中国电力、石油工业的发展，农田排

灌动力逐步转向柴油机、电动机并举，并淘汰了煤气

机、锅驼机。但有些工程仓促进行，设计不正规，留

下的后遗症多，导致以后的工程管理被动。

$" &.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 &#,% 年）。这

一时期排灌泵站的建设与管理受到适当压缩。这一

时期，为保证农业生产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中型

泵站仍继续发展，且速度快、规模大。到 &#," 年，全

国排灌泵站达到 !& 万处，动力达 & $.. 万 ’(，其中

电力排灌泵站接近 "./。但大多数泵站规划设计

标准低，安装使用的机电设备质量差，施工质量和工

程配套跟不上，一部分沦为“半拉子”工程。管理上，

原有规章制度遭废弃，工程技术和管理受轻视，泵站

运行表现为“低能高耗”，使泵站更加“雪上加霜”。

%" &#,"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给泵站建设与管理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

期，泵站建设与管理逐步转向“注重内涵发展”为主。

除了新建少量重点大中型泵站工程外，主要工作是

工程管理和技术改造。到 &##. 年底，全国共有排灌

泵站 !% 万座，装机总动力达 )... 万 ’(。

&" &##. 年至今，我国泵站已进入大规模的更新

改造时期。进入 ). 世纪 #. 年代，随着早期建成的

一批机电排灌泵站老化问题日益严重，泵站的更新

改造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

在资金渠道不畅、财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断增加

投入，特别是最近几年泵站机电设备严重老化及工

程年久失修问题已经引起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

度重视，泵站大规模的更新改造已经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这一阶段，中国经历了 &##& 年和 &##" 年的

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重的干旱，各地同时加快了大中

型泵站特别是排涝泵站的建设。到 )..! 年底，全国

机电排灌动力保有量已接近 "... 万 ’(。泵站建设

更加注重工程质量和自动化设施配套，中国的机电

排灌事业发展将迈向新的台阶。

中国泵站按其服务对象、扬程和地理位置不同，

主要分布在以下 * 个地区：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

地区、黄河上中游地区和其他地区。长江中下游及珠

江三角洲地区的泵站除引水外，主要以低扬程排涝为

主，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和广东

, 省，大型泵站数量约占全国的 * - !，是中国涝渍灾害

治理的主要地区；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泵站主要以高扬

程多级提灌为主，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内蒙古

$ 个省（区）；其他地区地域分散，泵站类型较多，但主

要以中低扬程的排、灌或排灌结合为主。如松辽流

域、海河流域以中低扬程混流泵、轴流泵排涝与灌溉

并重，包括东北三省与海河流域的天津、河北及河南

等% 省（市）；黄河下游、长江上游、珠闽江及新疆塔里

木河流域等以中低扬程提灌为主，包括山东、福建、广

西、四川、重庆、新疆等 % 个省（区、市）。

’ 排灌泵站的地位和效益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泵站是水利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和发展粮食生产的关键，在解

决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环境恶化这当今三大水资

源问题中起着其他水利工程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

是大型泵站承担着区域性的除涝、灌溉、调水和供水

的重任，在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服务于

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泵站

的地位和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灌溉引水方面

灌溉引水泵站的效益主要表现在农业干旱减灾

和解决区域性缺水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以长江为水源，通过 &* 个梯级、), 座大型泵

站提水穿过黄河，解决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用水紧

张问题。灌溉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我国西北的

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虽距黄河较近，但

水低地高，人畜生存和农业生产常年受到严重的缺水

威胁。自 ). 世纪 %. 年代起，在甘肃、山西、陕西、宁

夏等省（区）陆续兴建了一批高扬程提灌工程，开发利

用两岸的水土资源，发展工农业生产。这些地区的农

业生产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粮食产量成倍增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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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大幅度提高，大量灾民从干旱缺水的地区向灌区

移民，实现了“! 年搬迁、" 年定居、# 年温饱、$ 年致

富”的梦想。

!"! 防洪排涝方面

泵站工程的排涝效益以平原湖区最为显著。如

湖北的江汉平原、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东北的三江平

原、浙江的杭嘉湖地区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

湖的周边地区，过去由于洪涝灾害，这些地区许多地

方人烟稀少、杂草丛生、交通阻隔、钉螺成灾。泵站

的建设带来百业兴旺。如今，这些地方都成了重镇、

交通枢纽和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农业排涝方面，以我国排涝面积最大、装机容

量最多的湖北省为例。截至 "%%$ 年，该省建有各种

排涝泵站 $"%& 座、’$"( 台，装机 !"!)%# 万 *+，排水

流量 !"($,-# . /，排涝受益面积约 !&! 万 0-"。该省

泵站多年 平 均 排 水 量 为 ’% 亿 -#，其 中 单 机 功 率

’%% *+以上的大型泵站排水 1% 亿 -#。近 "% 多年

来，先后战胜了 !(’%，!(’!，!(’#，!((!，!((,，!((’，

!((( 年的特大洪涝灾害。其中在 !((! 年历史罕见

的特大洪水排涝中，单机功率 ’%% *+ 以上的大型和

中型泵站发挥了骨干作用，日排水量为 $)" 亿 -#，

累计排水量近 !%% 亿 -#，当年泵站排涝减灾效益达

!,% 亿元。

!"# 生态环境及其他方面

排灌泵站对受益区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重要

作用，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西北地区高扬程泵站的建成，改变了严酷的荒

漠条件，有效阻止了沙漠南移，给旱川带来了生机，

使风沙滚滚的荒漠区镶嵌着块块绿洲，还有数十万

公顷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正在西部大开发政

策的带动下逐年实施。

据景泰县气象局 $" 年的气象资料，该地年平均

降水量增加了 !,),--，平均风速由 #)& - . / 减少到

")$- . /，’ 级以上大风日数由 "( 2 减少到 !$ 2，相对

湿度 由 $,3 增 加 到 $’3，多 年 平 均 蒸 发 量 由

##(%--减少到 "#%1)’--，灌区小气候有了较大的

改善。

# 主要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主要问题

%&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主要包括建设标准

低、规划设计不尽合理、机电设备质量差、工程配套

迟迟跟不上、工程缺乏有效维护、工程管理水平落后

等 , 个方面。

’& 年久失修，老化严重。主要包括：建筑物年

久失修，混凝土碳化、钢筋锈蚀，建筑物裂缝、沉陷，

门窗破损；机组老化，设备绝缘性能下降，控制元件

失灵、拒绝动作，泵站安全可靠性降低，故障频繁发

生，维修周期越来越短；各种闸门、闸阀、压力管道严

重锈蚀、腐蚀，造成事故隐患，严重影响泵站安全运

行和效益的正常发挥。

(& 技术装备落后，自动化程度低。泵的水力模

型大多是 "% 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的，性能指标落

后，新的模型难以引进；机组结构形式单一，许多淘

汰过时的机电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新，普遍缺少自动

化监控设施和基本的信息化手段，不能实现泵站的

优化调度和经济运行。

)& 泵站设备更新改造速度低于老化速度。

#"! 带来的后果

%& 事故发生率增加，运行安全无保障。

’& 装置效率下降，能源单耗超标。中国机电排

灌年均耗电约 !,% 亿 *+·0，年均耗油约 "%% 万 4。
大中型泵站平均装置效率仅 $%3 5 &%3，能源单耗

高达 , 5 1 *+·0 .（*4·-）［!，#］，距部颁标准要求的能

源单耗 !!& *+·0 .（*4·-）相差甚远，不符合建设节

约型社会的需要。

(& 工程效益衰减，抗灾能力减弱。全国排区平

均排涝能力比原设计标准普遍降低 !&3 以上［#］。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 省排涝总流量由原设计时

的 !’(&1 -# . / 下降到目前的 !& 1#$ -# . /，排涝流量

降低 !13；排涝面积由原设计时的 #,#),1 万 0-" 下

降到 目 前 的 ##$)## 万 0-"，农 田 排 涝 面 积 减 少

"()## 万 0-"，排涝面积降低 ’3，年均减少粮食产量

!1), 亿 *6［$］。一些泵站面对洪涝灾害不能开机运

行，造成的损失更加惨重。如广东的一些经济发达

地区，在 !(1’ 年中国改革开放前洪涝灾害损失的淹

没综合指数不到 ! &%% 元 . 0-"；到 !((% 年，淹没综合

指数达到 & 5 , 万元 . 0-"；进入 "! 世纪后，该指数达

到"& 万元 . 0-"以上。

#"# 问题产生的原因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有认识方面的问题，

也有管理方面的问题。认识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对我国排灌泵站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 中国机电排灌事业的发展自 !($( 年新中国

成立后才开始，大规模的泵站建设始于 "% 世纪六七

十年代。由于发展的历史不长，因而它不像其他水

利工程那样广泛地被人们所了解和重视。应该看

到，从使用规模和装备水平上讲，中国已成为世界上

除涝抗旱减灾工程中采用泵站最多的国家之一。尽

管机电排灌泵站在中国防洪、排涝、灌溉和供水工程

中占有“半壁江山”，但由于它的效益主要表现为社

会公益等，因此人们对其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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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正确认识水库、堤防、泵站的作用和它们

之间的关系。在现有的防灾、减灾体系中，水库、堤

防和泵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水库具有防洪、

发电和灌溉多种功能，堤防则侧重于防洪，但解决不

了局部或周围地区暴雨形成的洪水和涝灾。泵站除

防洪外，还用于排涝、灌溉和供水。从工程本身安全

的重要性讲，前者“保命”，后者“保收”。泵站服务的

直接对象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无论是对经济落后或

欠发达的山区、丘陵地区，还是对经济发达的平原湖

区，灌排泵站实不可少，它与农民的衣、食、住、行息

息相关。从使用规模讲，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防灾、减

灾工程中采用泵站最多的国家之一，泵站是中国防

洪、排涝和抗旱减灾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堤防是防外患、保安全，泵站是除内涝、保丰收，

它们分别起到“防外”与“安内”的作用。显然，有堤

防无泵站，则抗灾体系不健全，减灾的目的难实现。

堤防与泵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堤防的地方必有

泵站，因此在防洪达标的情况下解决内涝问题，泵站

就显得非常重要。

#" 泵站是现代水利的重要体现和标志，它利用

现代技术和装备取代传统、笨拙的筑坝建库技术，以

实现排灌或输水。随着水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

以及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有自排、自灌条件的地方

将越来越少，泵站以其投资小、成本低、工期短、见效

快、对资源和环境无影响、易于实现自动化等，已得

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在传统水利向现代水

利、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泵站在国民

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解

决中国的“三农”和“粮食安全”问题方面，将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管理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管理薄弱，责

任不明；定位不准，体制不顺；管理机构臃肿，人员素

质不高；水费征收困难，财务严重亏损；资金投入不

足，运行难以维持。

% “十一五”更新改造泵站的目标与任务

中国泵站存在的问题已引起中央和地方各级政

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为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

设，目前已把大型泵站的更新改造列入了“十一五”

规划。

%&’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更新改造目标

大型泵站更新改造的指导思想是：依据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方

针政策，全面体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要求，以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灌溉、防洪、除涝、保安为

核心，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

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态环境为目标，实现

大型泵站的安全运行、节能高效。

实施的基本原则是：安全运行，节能高效；突出

重点，统筹兼顾；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推进改革，良

性运行。

总目标是：通过对泵站的更新改造，提高泵站机

电设备的技术装备水平，消除工程安全隐患，达到安

全、高效，并通过机组适度增容，适当增加排灌流量，

提高泵站防洪、排涝、灌溉标准，提高泵站抗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改善排灌条件，巩固、扩大排灌区受益

保护范围，保证粮食高产稳产，促进当地国民经济持

续、高速、稳定发展。

%&( 更新改造的主要任务

通过对建筑物的除险加固、机电设备和金属结构

设备的更新改造，全面改善泵站的运行环境和管理条

件；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泵站机电设备的质量

和性能，实现泵站自动化，逐步实施信息化；加强管

理，推进改革，促进现代管理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十一五”规划期间，纳入规划拟改的泵站主要

数据如下［!］：全国泵站共 !"# 处、" $"% 座、"& ’%( 台、

!)$*’( 万 +,，其 中 排 涝 泵 站 -"% 处、#-’ 座、

’--" 台、")-*’- 万 +,，灌 溉 泵 站 "&% 处、’## 座、

%%-# 台、-&!*&) 万 +,。

上述泵站中，单座大型泵站共 "-& 座、" -!" 台、

"-’*)% 万 +,，其 中 单 座 大 型 排 涝 泵 站 #" 座、

#!& 台、’’*&) 万 +,，单 座 大 型 灌 溉 泵 站 !( 座、

%&" 台、’&*’) 万 +,。

纳入“十一五”规划期间拟改的 " $"% 座泵站占

现有泵站 - ’’! 座的 $).。其中，需要拆除重建的

-)" 座，约占 "&.；扩建的 () 座，占 %.；需要更新改

造的 ""$& 座，占 %!.；无 需 或 暂 不 更 新 改 造 的

""$& 座，占 %!.。

根据测算，“十一五”规划期间上述泵站更新改

造共需投资人民币 "#’*’) 亿元。其中，排涝泵站投

资 ()*)- 亿元，灌溉泵站投资 ##*($ 亿元。

%&) 投资效益分析

*" 根 据 统 计［!］，全 国 现 有 大 型 泵 站 !#! 处、

-’’!座，工程总投资人民币 -&’*-% 亿元（含历年更

新改造已投入 "(*$) 亿元），排灌设计效益总面积约

&*"% 亿 /0-，实际面积约 &*"-% 亿 /0-，保护范围约

"’ 万 +0-、人口 "*-! 亿、产值 $ !’& 亿元，年均效益

%&"*%! 亿元。由此可见，泵站发挥的效益是巨大的。

!" 对 !"# 处、" $"% 座泵站更新改造后（工程总

投 资 "#’*’) 亿 元 ），新 增 效 益 为：增 加 流 量

-$#&0! 1 2，改 善 面 积 约 $’)*$! 万 /0-，新 增 面 积

’! 万 /0-，年均增产粮食 #&!*) 万 3（改善平均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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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增平均增产 * ### $% & ’()），年均新增

效益+#,-" 亿元。若按静态粗略估算，不到两年半

便可回收全部更新改造投资。

!" 关于节能，有关规程［"］规定：更新改造后的

大中型轴流和混流泵站装置效率不低于 *".，装置

扬程低于 /( 的泵站装置效率不低于 "".。离心泵

站抽清水时装置效率不低于 *#.，抽浑水（含沙水

流）时装置效率不低于 "".，二者加权平均取 *#.。

根据 调 查，我 国 现 有 泵 站 的 装 置 效 率 仅 -#. 0
"#.，这里平均按 -".计算。

全国 现 有 大 型 排 涝 泵 站 )*1 处、2 "-# 座、

2##"" 台、))),1- 万 $3，大型灌溉泵站 22- 处、2 2)-
座、*/#- 台、))",1- 万 $3。 上 述 泵 站 总 功 率

--+,++ 万 $3，仅占全国机电排灌总动力的 ",*.，

年耗电约 1*,+# 亿 $3·’，如果改造后的泵站维持原

有的流量和扬程不变，则年节省电能为

!! "!#$% &!#$

!#$%
! " )-,) 亿 $3·’

即年节省的电能约占大型泵站年耗电量的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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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国务院批准《长江口综合整治开发规划》

为加强长江口整治开发、保护和管理，保障长江口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日前，国务院批准了水利

部上报的《长江口综合整治开发规划》。

长江口地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江

口河道宽阔、水沙条件复杂、冲淤多变，特别是河口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河势和航道稳定、水土资源

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长江口综合整治开发规划》针对长江口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新形势，以及加强长江口整治开发和保护的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

求，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认真分析长江口演变规律和总结治理开发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全面规划、远近结合、统筹兼顾、综合治理，正确处理长江口治理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工程措施和

非工程措施相结合，以稳定河势为重点，维护深水航道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行，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和岸线资源，保障防洪（潮）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河口河道的管理，促进长江口地区资源、环境和经济社

会的协调发展。

《长江口综合整治开发规划》提出了综合整治开发目标：近期到 )#2# 年，基本稳定南支上段河势，初步形

成相对稳定的南、北港分流口；减缓北支淤积速率，减轻北支咸潮倒灌南支，改善南支淡水资源开发利用条

件；在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基础上，分阶段地使深水航道向上游延伸，适时启动白茆沙水道整治工程，满足近

期航运发展对航道建设的需要；加快防洪工程和排灌工程建设步伐，使防洪（潮）及排灌达到规划标准；对水

源地和自然保护区进行重点保护，初步抑制局部水域水质恶化和生态环境衰退的趋势；结合河势控制工程，

改善岸线利用条件，合理开发新的岸线资源；适度圈围滩涂，基本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基本

完成水文水质站网建设任务，初步构建长江口地区水利信息化系统框架。远期到 )#)# 年，进一步稳定白茆

沙河段北岸边界，逐步建成新的人工节点，进一步稳定和改善南北港分流口及北港的河势；消除北支咸潮倒

灌南支，改善南、北支淡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进一步改善北港、南槽及北支的航道条件，达到远期航道建设

标准；进一步改善河口地区生态环境；全面达到长江口地区的防洪（潮）及排灌规划标准；基本建成较为完善

的长江口地区水利信息化系统。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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