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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8545—2012《水轮机、蓄能泵和水泵水轮机更新改造和性能改善导则》,与

GB/T28545—2012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将冲击式水轮机改为水斗式水轮机(见第1章,2012年版的第1章);

b) 删除了术语“现代技术改造”(见2012年版的3.4);

c) 增加了术语“更换”及其定义(见3.4);

d) 增加了缩略语(见第4章);

e) 更改了改造的原因,对改造的7个主要原因进行了详细描述(见5.2~5.8,2012年版的第4
章);

f) 更改了方案的确定,从改造范围、成本、进度、效益、风险管理和经济分析方面对比选方案的确

定进行了细化(见6.2.2~6.2.7,2012年版的5.2.3.1~5.2.3.6);

g) 增加了典型的常规检查表(见表2);

h) 增加了对温度、噪声、不锈钢电偶腐蚀和刮蹭方面评估的内容(见7.3.2.2.5~7.3.2.2.7);

i) 增加了流道本身和其相邻部件的粗糙度对效率的影响(见7.3.3.3.2);

j) 增加了止漏环密封间隙对水力性能影响的评估(见表3);

k) 增加了混流式水轮机更换转轮(包括改进翼型、恢复表面状态和减小止漏环损失)后预期效率

的提高值(见表4);

l) 增加了改造/更换更新混流式水轮机流道其他部件后水轮机潜在效率的提高值(见表5);

m) 删除了将转轮下环部分叶片伸入尾水管锥管上部的改造方案(见2012年版的6.3.4.5.3);

n) 删除了导叶超长设计的方案(见2012年版的6.3.4.5.3);

o) 增加了对电网产生影响的评估(见7.4.9);

p) 更改了改造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方面的内容(见B.4,2012年版的A.1.4)。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2256:2017《水轮机、蓄能泵和水泵水轮机 更新改造和性能改善》。
本文件与IEC62256:2017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第4章对应IEC62256:2017中第3章的缩略语部分;
———第5章对应IEC62256:2017中的第4章;
———第6章对应IEC62256:2017中的5.3.4.2~第6章;
———7.3.3对应IEC62256:2017中的7.3.4;
———附录A对应IEC62256:2017中的第9章;
———附录B对应IEC62256:2017中的5.1、5.2.1、5.2.2、5.3.2、5.3.3、5.3.4.1;
———附录C对应IEC62256:2017中的附录B;
———附录D对应IEC62256:2017中的7.3.3;
———附录E对应IEC62256:2017中的附录A;
———附录F对应IEC62256:2017中的附录C。
本文件与IEC62256:2017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更改了适用范围,删除了斜流式机组(见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的GB/T2900.45(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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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术语“升级”“扩大性大修”“现代技术改造”“改建”“整修”(见IEC62256:2017中的第3
章);

———删除了缩略语“ACG”“ETA”“FMA”“FMECA”“FTA”“HAZOP”“IRR”“PCB”“VAR”(见

IEC62256:2017中的第3章);
———更改了改造的原因(见第5章);
———删除了改造工程逻辑流程图(见IEC62256:2017中的图1);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的GB/T15613(见6.4.2);
———增加了运行方式的优化(见6.6.2.3.3);
———增加了尾水管鼓包对水轮机状态的影响(见7.3.2.4.1);
———删除了关于混流式水轮机改造后潜在效率提高和转桨式水轮机改造后在效率提高的图(见

IEC62256:2017中的图11和图12);
———更改了转轮改进对水轮机效率的影响(见7.3.3.3.2);
———更改了水轮机其他部件改进改进对水轮机效率的影响(见7.3.3.3.3);
———删除了美国胡佛坝水电站机组改造和加拿大奥特尔德斯电站(Outardes)3号水轮发电机组的

改造项目的实例和曲线(IEC62256:2017中的7.3.4.2);
———删除了仅改进混流式水轮机转轮水力设计后的潜在效率提高值和加拿大魁北克拉格朗德三级

电站(LaGrande-3)水轮机转轮(1982年投入运行)通过对叶片出水边稍微切削而获得效率提

高的情况和曲线(IEC62256:2017中的7.3.4.3.2)。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将标准名称改为《水轮机、蓄能泵和水泵水轮机更新改造和性能改善导则》;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15613替换了IEC60193(见6.5.2、7.3.2.2.8.2、8.3.4.2、8.3.4.3);
———用资料 性 引 用 的 GB/T20043 替 换 了IEC60041,用 资 料 性 引 用 的 GB/T15469.1、

GB/T19184替换了IEC60193(见6.5.2、8.4.1);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17189替换了IEC60944(见7.3.2.2.3、7.4.1);
———用资料性引用的 GB/T32584替换了ISO7919-5:2005,增加了安装和运行维护问题(见

7.3.2.2.8.1);
———更改了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轮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7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

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长
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葛洲坝电厂、白鹤滩电厂、水利部水利

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有限公司、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宫让勤、游超、潘罗平、王伦其、李长勇、刘洁、张鹏、郑涛平、邱绍平、马龙、

王建明、井弦伟、伍志军、覃大清、王向志、李金伟、高海军、高鹏、胡雄峰、伍杰、王磊、王宪平、丁况、
李立、杨艳。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2年首次发布为GB/T28545—2012;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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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机、蓄能泵和水泵水轮机
更新改造和性能改善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下列型式的水轮机、蓄能泵和水泵水轮机:
———混流式;
———轴流式;
———贯流式;
———水斗式。
本文件给出了可能影响水轮机、蓄能泵和水泵水轮机改造或可能受改造影响的电站厂房内的其他

设备,但未作详细论述。
本文件的目的是协助鉴别、评价和实施水轮机、蓄能泵和水泵水轮机的更新改造和性能改善项目工

作,适用于业主、咨询单位和供货厂商确定下列事项:
———更新改造和性能改善的需求和经济性分析;
———更新改造的工作范围;
———技术要求;
———效果评估。
本文件的目的如下:
———为决策过程提供帮助;
———为改造提供信息资源;
———认定改造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确定改造过程中的关键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900.45 电工术语 水电站水力机械设备(GB/T2900.45—2006,IEC/TR61364:1999,

MOD)
GB/T15613 水轮机、蓄能泵和水泵水轮机模型验收试验(GB/T15613—2023,IEC60193:

2019,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4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更新改造 rehabilitation
设备的效率和/或容量恢复至接近新机组的水平或通过重新建立整机的性能,延长设备的使用

寿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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