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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取水泵站水流流态数值模拟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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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取水泵站预沉池内水流流态紊乱、曝气池及前池存在大面积回流区及旋涡等问题，针对某一具体水源

地取水泵站，基于三维不可压缩流体的有限体积法和标准犽ε湍流模型，采用ＡＮＳＹＳＣＦＸ软件对该泵站预沉池、

曝气池及前池进行数值模拟计算。通过对计算结果进行后处理，分析了取水泵站所选横断面水流流态、流速云图以

及压力云图。在原方案基础上通过对曝气池廊道转角处设置倒圆角、廊道转角内设置“Ｕ”形导流墙与１／４弧形导

流墙、前池内设置八字形导流墩及泵机组间设隔墩来对泵站进行优化。优化后改进方案与原方案相比，廊道转角处

脱流、回流现象得到改善，曝气池及前池内大范围回流区域消失，泵站整体水流不存在明显的不良流态。该研究成

果对于优化内水流流态，预防泥沙沉淀，提高泵站运行稳定性、高效性、安全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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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Ｖ６７１；ＴＶ１３１　　文献标志码：Ａ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ＯＳＩＤ）：

　　我国水资源总量匮乏且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

为使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有效地减缓和解决，跨流域

调水工程的科学调度、优化运行显得尤为迫切与必

要［１３］。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国内调水

工程也发展十分迅速，针对调水工程中水力优化等

问题，国内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预沉池、曝气

池及前池为调水工程中取水泵站主要构筑物，预沉

池的作用主要是去除水中的可沉物和漂浮物，若预

沉池内水流紊乱，则不利于泥沙沉降，可能会造成曝

气池及前池的泥沙淤积［４５］。魏文礼等［６］基于两相

流模型对沉淀池内水力特性展开研究，该模型可较

准确的模拟出沉淀池内流场的分布情况；白玉华

等［７］对沉淀池内水流流态进行数值模拟与优化；刘

天杰等［８］基于标准犽ε紊流模型，对不同进水条件

下，模拟了沉淀池内部水流流态及固体颗粒悬浮物

浓度分布；王晓玲等［９］基于建立的平流式沉淀池两

相流模型，采用ＳＴＡＲＣＤ数模软件对沉淀池内流

场进行求解计算，同时考虑悬浮物浓度及固液两相

密度差的影响，研究回流区、沉淀区流速分布及湍流

动能；苏军伟等［１０］阐述并分析了影响二沉池内两相

流动精确模拟的污泥沉降速度、混合液流变性质、外

界风场、二沉池结构等因素。

曝气池主要是利用活性污泥法进行污水处理，

但因为廊道较长，容易出现明显的脱流及大面积死

水区现象，对取水泵站整体水流流态产生不利影

响［１１１２］。程文等［１３］对曝气池中气液两相流流动规

律进行了实验研究，对曝气池内的液相的垂向速度

进行了测量。王蒙等［１４］采用实验研究与数值模拟

相结合的方法，对圆柱形气液装置进行ＰＩＶ实验，

获得了准确的气液两相流气相速度场分布，提出的

欧拉欧拉双流体模型和气泡群平衡模型模拟方法

在气液两相流模拟中能够得到较准确的两相流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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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速度场分布情况。

前池大部分情况下采用扩散入流方式，但由于

实际工程中前池扩散段较短，水流难以得到充分扩

散，极易在前池形成较大面积的回流区，影响水泵机

组的安全运行。罗灿等［１５］基于ＮＳ方程，对正向进

水的前池流态进行研究改善；高传昌等［１６１７］通过试

验对前池流态进行研究，通过设置挑流墩、压水板等

措施后，前池内流态得到改善；成立等［１８１９］通过改变

底坎形式，研究不同底坎形式绕流流速分布情况及

底坎位置的选择。冯建刚［２０］、周龙才［２１］、印超［２２］及

刘超［２３］等人对泵站前池内流场进行数值模拟，研究

增设措施后流场分布规律并提出相应的整流措施。

随着跨流域调水工程的深入开展，对取水泵站

预沉曝气池及前池水流流态改善的研究显得极为迫

切。因此，本文基于某市新水源地取水泵站整体，采

用ＣＦ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技术，软件

使用ＡＮＳＹＳ１４．５进行计算，紊流模型选取标准ｋε

紊流模型。计算不同流量不同水位工况下的优化方

案以及原方案，通过两个流线图、速度云图及压力云

图的比较，分析优化措施对原方案水流流态的改善

情况。

１　工程概况

本文引用的泵站为某市新水源地取水泵站，取

水泵房内设１０台泵位，水泵根据各种工况灵活搭

配。设７台高扬程水泵，５用２备，单泵流量

２．８７５ｍ３／ｓ，扬程５８．５ｍ，功率２２４０ｋＷ，全变频；

设３台低扬程水泵，３全用，单泵流量２．５５１ｍ３／ｓ，

扬程２９ｍ，功率１０００ｋＷ，全变频。以大泵变频作

为小泵的备用。

泵站大流量工况下流量为１３．３１ｍ３／ｓ、扬程为

５８．５ｍ，小流量工况下流量为７．８０ｍ３／ｓ、扬程为

４０．５ｍ，泵站设计高水位为６．８ｍ、设计常水位为

３．９ｍ、设计低水位为２．４ｍ。

２　数值模拟计算

２．１　流体动力学方程及紊流模型

取水泵站内部流动为不可压缩湍流流动，该流

动可用雷诺时均ＮＳ流体动力学基本方程和连续

性方程来描述，同时本文选取适用范围较为广泛标

准犽ε紊流模型进行计算
［２４２５］。

２．２　网格划分

本文对取水泵站预沉池、曝气池及前池分别进

行网格划分，利用商用软件 ＡＮＳＹＳ１４．５中的

ｍｅｓｈ软件进行划分，采用分块策略，见图１，将取水

泵站整体分为９个部分，分别是穿孔花墙及两侧进

水部分、左右预沉淀池、曝气池廊道及斜坡段、前池

部分、出水段。

图１　计算域网格分块划分

２．３　网格无关性分析

计算域网格数量级的选取以及网格质量的优劣

对于本文研究取水泵站的整体水流动特性尤为重

要，因此，对取水泵站整体进行了网格无关性分析。

在４０万至２４０万内任意选取９个控制网格数并进

行网格无关性分析。选取１１断面（泵站进口）和２

２断面（泵站出口）间的水力损失进行水力损失计

算，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值模拟计算区域

图３为取水泵站不同网格数量下的网格无关性

分析，以取水泵站整体水力损失为指标，随着网格数

的增加，水力损失逐步上升，当网格数量大于１５０万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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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水力损失趋于稳定，无明显变化。理论上，计算

结果的精确程度取决于网格数的多少，而过多的网

格数，会大量耗费计算数值时间，造成计算机资源的

浪费。最终计算域整体网格数量为１７５．６万个，整

个计算域网格节点数为１７２．６万个。

图３　不同网格数下取水泵站水力损失

３　计算方案及结果

３．１　计算方案

水流通过斜坡以闸孔入流方式进入前池，由于

水流主流集中且流速较快，主流在短时间内无法均

匀扩散进入各泵站机组，在前池内两侧易形成了

大面积同向旋转的旋涡，不利于泵机组安全稳定

运行。根据某地新水源地取水泵站的设计图纸，

建立曝气池的三维模型。原方案模型见图４。针

对廊道内存在的脱流、死水区，在原方案的基础上

加设倒圆角，在廊道内增设“Ｕ”形导流墙与１／４弧

形导流墙；针对斜坡段偏流及回流旋涡，在原方案

前池设“八字形”导流墙，并在泵站机组之间加设导

流墩，可使水流相对平顺地进入前池。改进方案模

型见图５。

３．２　计算结果

为了解不同方案在不同水位和流量条件下取水

图４　原方案模型

图５　改进方案模型

泵站内水流流动特性，对两个特殊工况点（小流量

犙＝７．８０ｍ３／ｓ、大流量工况犙＝１３．３１ｍ３／ｓ）及三个

特殊水位（设计低水位２．４ｍ、设计常水位３．９ｍ、

设计高水位６．８ｍ）下不同取水泵站方案的内部水

流流动特性进行数值模拟计算。选取取水泵站中高

度为１ｍ的断面（犣＝１ｍ）作为分析断面，通过后处

理得到取水泵站流线图、流速云图、压力云图进行对

比分析。

３．２．１　不同方案取水泵站整体流线图分析

通过对不同工况及水位条件下两个方案的取水

泵站流场模拟计算发现，由流线图６－图８可知，原

方案沉淀区水流流态较为平顺，但在廊道的转角处

存在小旋涡、流态较为紊乱，而在前池的左侧存在大

面积旋涡、回流区。而在改进方案内廊道转角处脱

流、回流得到改善，流线分布更加均匀。在低水位工

况条件下，前池左侧大回流区得以消除，整体水流不

存在明显的不良流态；在常水位及高水位工况条件

下，前池虽存在旋涡，但廊道与斜坡段的脱流、回流

现象得到改善。

图６　不同流量工况下原方案与改进方案低水位流线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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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流量工况下原方案与改进方案常水位流线

图８　不同流量工况下原方案与改进方案高水位流线

　　取水泵站内当水位一定时，随着流量的增加，两

个方案流线变化较小，而原方案与改进方案之间流

线的对比变化规律与流量无关。

当流量一定、水位抬升至常水位、高水位时，两

个方案整体水流流态与低水位时相比变化较小，改

进方案对原方案存在的不良流态的改善较明显。

３．２．２　不同方案取水泵站整体流速云图分析
通过对不同工况及水位条件下两个方案的取水

泵站内部流场模拟计算发现，由流速云图９－图１１

可知，原方案在廊道转角处存在高速区，流速分布不

图９　不同流量工况下原方案与改进方案低水位流速云图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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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不同流量工况下原方案与改进方案常水位流速云图

图１１　不同流量工况下原方案与改进方案高水位流速云图

均匀，前池内流速分布也不均匀。而在改进方案内

整体水流流速分布较为均匀，不存在明显的流速波

动，廊道转角处的流速分布不均匀得到改善。

取水泵站内当水位一定时，随着流量的增加，两

个方案整体流速逐渐增大但变化规律类似，而原方

案与改进方案之间流速的对比变化规律与流量

无关。

当流量一定、水位抬升至常水位、高水位时，由

流速云图可知，常水位和高水位的两个方案内的流

速和低水位时相比减小，流速分布基本不变，改进方

案使取水泵站整体流速分布更加均匀。

３．２．３　不同方案取水泵站整体压力云图分析
通过对不同工况及水位条件下两个方案的取水

泵站流场模拟计算发现，由压力云图１２－１４可知，

改进方案与原方案相比较，廊道内压力较小，压力分

布更加均匀。

取水泵站内当水位一定时，随着流量的增加，

整体压力数值逐渐增大但变化规律类似，而原方

案与改进方案之间压力的对比变化规律与流量

无关。

当流量一定、水位抬升至常水位、高水位时，与

低水位时相比，两个方案整体压力数值减小，但压力

分布大致相同，改进方案压力分布均匀度比原方案

更佳。

３．３　计算结果分析

为了定量分析比较两种流量工况下原方案与改

进方案各水泵机组吸水均匀性的差异，对５台水泵

机组（图１５）喇叭管入口断面流速均匀度进行对比

分析。

特征断面流速均匀度的计算公式为

珚犞狌＝ １－
１

狌犪

∑（狌犪犻－狌犪）２

槡
烄

烆

烌

烎犿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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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不同流量工况下原方案与改进方案低水位压力云图

图１３　不同流量工况下原方案与改进方案常水位压力云图

图１４　不同流量工况下原方案与改进方案高水位压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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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泵机组编号

式中：狌犪为垂直特征断面的平均轴向速度，ｍ／ｓ；狌犪犻

为垂直特征断面第犻个单元轴向速度，ｍ／ｓ；犿为断

面网格单元数。

图１６为两种流量工况下喇叭管各入口断面流

速均匀度。计算结果表明：两种流量工况下未添加

改善措施的前池各水泵吸水均匀性差异均较大，两

侧水泵吸水均匀性较差。通过在前池加设倒圆角，

廊道内增设“Ｕ”形导流墙以及在前池设八字形导流

墙，泵站之间加设导流墩后，５台水泵在两种流量工

况下的吸水均匀性均得到显著提高，喇叭管入口断

面流速均匀度最大提高幅度达３．６％，且各泵机组

喇叭管入口断面最大流速均匀度差异缩小至１．８％

以内，但靠近前池两侧的泵机组吸水均匀性相比中

间３台机组吸水均匀度较差。

图１６　不同流量工况下喇叭管各入口断面流速均匀度

４　结　语

（１）取水泵站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对曝气池廊道

转角处设置倒圆角、廊道转角内设置“Ｕ”形导流墙

与１／４弧形导流墙、前池内设置八字形导流墩及泵

机组间设隔墩。原方案沉淀区水流流态较为平顺，

但在廊道的转角处存在小旋涡、流态较为紊乱，而在

前池的左侧存在大面积旋涡、回流区。而在改进方

案内廊道转角处脱流、回流得到改善，流线分布更加

均匀，且水泵喇叭管各入口断面流速均匀度有较大

提升。尤其在低水位工况条件下，前池左侧大回流

区得以消除，整体水流不存在明显的不良流态。

（２）取水泵站前池无整流措施时，斜坡闸孔入流

后，后壁受射流形式水流撞击，极易在两侧形成大面

积的回流区。通过在前池内两闸孔中线处设置八字

形导流墩及泵机组间设隔墩，较好地控制了在低水

位工况条件下的面层大面积回旋区。

（３）当取水泵站内水位一定时，随着流量的增

加，流线变化不大，整体流速和压力逐渐增大但变化

规律类似，而原方案与改进方案之间流线、流速以及

压力的对比变化规律与流量无关。当流量一定、随

着水位的抬升，整体水流流态与低水位时相比变化

较小，改进方案对原方案存在的不良流态改善较明

显，水泵吸水均匀性得到显著提高。流速相对减小

但流速分布基本不变，整体压力数值减小，但压力分

布大致相同，沉淀区水流流态变差。

参考文献：

［１］　刘超．水泵及水泵站［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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