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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时和利时和利时和利时 LKLKLKLK PLCPLCPLCPLC在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应用在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应用在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应用在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应用

（和利时集团）

摘 要 排涝泵站在平原湖区的排涝效益显著，本文介绍了基于和利时公司的 LK系列大型冗余 PLC 的

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该系统为冗余 CPU配置、冗余电源配置、冗余以太网及冗余的总线配置。与上

位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进行通讯，保证系统数据传输实时性及控制系统稳定、高效运行。

关键词 LK PLC；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冗余系统。

111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排涝泵站是我国水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防治

水涝灾害，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排涝泵站及泵站计算机

监控系统的建设至关重要。

排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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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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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三十多

年中，先后战胜了七次特大洪涝灾害。其中在 1991年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中，排涝泵站发

挥了骨干作用，日排水量为 4.2亿 m3，累计排水量近 100亿 m3，当年泵站排涝减灾效益达

160亿元。

本文所研究的排涝泵站为湖北省某排涝泵站，该泵站为堤后式泵站，由 14台 155kw 水

泵组成，总装机 2175kw，设计排水能力 21m3/s。该泵站为改造泵站，自 1976年建成至今，

全部为手动控制，无法实现远程监控功能。

2222 排涝泵站计算机排涝泵站计算机排涝泵站计算机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监控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监控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监控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12.12.12.1 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组成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组成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组成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组成

整个系统由 1套上位监控系统和 3个现地控制单元组成，如图 1所示。在中央控制室配

置两套监控计算机，每套计算机配置一套监控组态软件，1台打印机用于打印报表，一套声

光报警设备，用于实时故障报警。在现地控制单元，每 7个机组设置一套 PLC 和一套触摸

屏，全厂公用系统设置一套 PLC 和一套触摸屏。现地控制单元的 PLC 选用和利时的 LK冗

余系统，每套 PLC由电源模块，冗余的 CPU，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

模块、通讯模块及背板组成。触摸屏选用和利时 HT6A00TE触摸屏，用于在现地对现场设

备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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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组成

2.22.22.22.2 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网络结构及通讯方式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网络结构及通讯方式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网络结构及通讯方式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网络结构及通讯方式

整个系统主干传输网采用 100Mbps工业以太网，支持 IEEE802.3规约和标准的 TCP/IP

协议；也可采用工业级专用控制局域网，该控制网具备确定性和可重复性及 I/O共享，实现

数据的高速传输和实时控制，传输介质为五类双绞线。。

LK 通过以太网与触摸屏进行通讯，通过触摸屏可以实现对机组的现地控制。 LK 背板

上集成了 DP 通讯接口，并且配备有 LK239串口通讯模块，使得与第三方设备进行通讯非

常方便。

2.32.32.32.3 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功能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功能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功能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功能

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采用冗余配置的 LK 系列大型 PLC 对全站泵组、电气系统进行有

效监视和控制。对系统过程的工艺参数、电气参数和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测、控制、联锁和

报警以及报表打印，通过使用一系列通讯链，完成整个工艺流程所必需的数据采集、数据通

讯、顺序控制、时间控制、回路调节及上位监视和管理作用。

在机组现地控制单元，LK通过硬接线的方式采集机组辅助设备、泵站电机运行状态、

水位、温度、电压电流等信号。控制信号主要是对电机的启停进行控制。

在公用设备现地控制单元，主要是对断路器的状态、变压器的油位、油温、以及泵站的

上下游水位和一些设备的故障、超限超量程信号进行采集，并对断路器、信号灯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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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排涝泵站计算机排涝泵站计算机排涝泵站计算机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监控系统的监控系统的监控系统的软件实现软件实现软件实现软件实现

3.13.13.13.1 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 PLCPLCPLCPLC程序实现程序实现程序实现程序实现

在机组现地控制单元，由于每台机组的容量较小，为三相异步电机，采用软启动器进行

启停控制，机组现地控制单元 PLC 主要实现水泵的启停控制。

断路器合闸条件：远程就地开关在远程位置且投入禁止开关处于投入位置且电机断路器

处于分闸位置且上位机发合闸命令。

水泵的启动条件：远程就地开关在远程位置且投入禁止开关处于投入位置且电机断路器

处于合闸位置且上位机发启动命令。

水泵的启动复位条件：软启动器保持启动输出后 20s且电机处于运行信号。

断路器分闸条件：远程就地开关在远程位置且投入禁止开关出于投入位置且电机断路器

处于合闸位置且上位机发分闸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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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泵基本启停控制梯形图程序

表 1 1#电机控制点表

序号
信号点

名

信号类

型
信号含义

信号状态说明

0 1

1 SA1 DI 远程/就地切换 远程 就地

2 SA2 DI 投入/禁止切换 禁止 投入

3 DJ1_YX DI 1#电动机运行信号 停止 运行

4 QF1_H DI 1#电机断路器合闸位置 分闸位置 合闸位置

5 MID0 COM 遥控启动 1#软启动器 启动无效 启动

6 MID1 COM 遥控合 1#电机断路器 合闸无效 合闸输入

7 MID2 COM 遥控分 1#电机断路器 分闸无效 分闸输出

8 MCD1 COM 1#电动机软启启动成功 无效 启动成功

9 MID21 COM 遥控停 1#电动机软启 停止无效 停止输出

10 KO0 DO 1#电机软起启动 关闭输出 启动输出

11 KO1 DO 1#电动机断路器合闸出口 合闸无效 合闸输出

12 KO2 DO 1#电动机断路器分闸出口 分闸无效 分闸输出

在公用现地控制单元，主要监控主变高压侧两路断路器开关合分闸、主变低压侧两路断

路器开关和母联开关合分闸。

断路器合闸条件：远程就地开关在远程位置且投入禁止开关在投入位置且远程遥控合闸

且上述三个条件保持 1s。

断路器分闸条件：远程就地开关在远程位置且投入禁止开关在投入位置且远程遥控分闸

且上述三个条件保持 1s。



5

图 3 断路器合分闸控制梯形图程序

表 2 主变高压侧断路器控制点表

序号
信号点

名

信号类

型
信号含义

信号状态说明

0 1

1 SA1 DI 远程/就地切换 远程 就地

2 SA2 DI 投入/禁止切换 禁止 投入

3 MID0 COM 遥控合 1#主变高压侧开关 合闸无效 合闸输入

4 MID1 COM 遥控分 1#主变高压侧开关 分闸无效 分闸输入

5 KO0 DO 1#主变高压侧开关合闸出口 合闸无效 合闸输出

6 KO1 DO 1#主变高压侧开关分闸出口 分闸无效 分闸输出

3.23.23.23.2 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排涝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 PLCPLCPLCPLC程序实现程序实现程序实现程序实现

触摸屏实现的主要功能：远程监视各断路器的合分闸状态、远程监视各机组的运行状态、

远程控制各断路器合分闸、远程控制各机组的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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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机组运行控制触摸屏界面

图 5 机组运行开关量监视触摸屏界面



7

图 6 断路器控制触摸屏界面

4444 系统优点系统优点系统优点系统优点

在现在常用的泵站常用配置中，计算机监控系统配置趋于豪华，通常在较小的机组中也

采用与大中型泵站相同的配置，每套机组配置一套现地控制单元，每套现地控制单元中配置

一套 PLC，这种豪华的配置即造成了电源模块、机柜、建筑空间的浪费，又使的系统在组

网、通讯、数据采集和工程调试变得复杂。并且与系统安全性能要求和实际情况并不匹配。

本系统采用简化的冗余系统配置，14套泵组配置两套冗余 PLC控制，即提高了控制系

统的安全性能，简化了系统配置。在机组运行过程中，能够通过程序实现系统的经济运行，

为泵站的节能减排做出贡献。

采用和利时 LK 系列大型 PLC 冗余系统进行的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大大提高了系统

的安全性，简化了系统配置，使机组经济运行，实现无人值守，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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