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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泵类设备保养维护和故障预判处理规程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污水处理厂泵类设备的术语和定义、保养维护、故障预判及处理、安全与

应急。

本规范适用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污水处理厂泵类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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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J440100/T 147-2012 污水处理厂设备设施维护及报废操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运行泵

处在工作状态，停用会影响生产的泵。

3.2

备用泵

处于非工作状态，运行泵不工作或出现故障时可用于替换的泵。

3.3

热备泵

已安装在工艺线上，在运行泵使用时不工作，但可随时切换至工作状态的泵。

3.4

冷备泵

未安装在工艺线上，在运行泵或热备泵出现故障时，可用于替换的泵。

3.5

原位保养

泵不需停机或停机后泵仍在安装原位置不需移至他处的保养维护方式。

3.6

异位保养

需将泵停机并移至保养维护区域的保养维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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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养维护

4.1 基本要求

4.1.1 污水处理厂宜设立泵类设备保养维护机构，并配备专职保养维护人员。

4.1.2 污水处理厂应设置专门保养维护物资储存场所，并配置保养维护设备和工具。

4.1.3 污水处理厂应制定保养维护计划、设定保养维护周期、建立保养维护档案和填写保

养维护记录。

4.1.4 应以保障生产为原则，优先原位保养。在原位保养无法满足维护保养要求时采用异

位保养。需异位保养且无法启用备用泵时，在不影响生产情况下可适当推迟停机时间。

4.2 泵的类别

4.2.1 根据运行情况分为运行泵和备用泵。

4.2.2 根据功能可主要分为提升泵、回流泵、砂泵、污泥泵、冲洗泵、加药泵等。

4.2.3 备用泵包含热备泵和冷备泵。对不可停产的设施，应设置热备泵，无法热备时应设

置冷备泵；对可短时间停产的设施，可设置热备泵或冷备泵。

4.2.4 本标准中未规定的泵，宜参照泵说明书和生产厂家要求进行保养维护。

4.3 保养维护周期

4.3.1 污水处理厂可根据自身生产运营情况、泵的大小与重要程度等对不同泵类设备的保

养维护按每日、每月、每半年、每年或多年的周期设置日检、周检、月检、半年检、年检和

多年检，不同周期可设置不同保养维护项目内容。

4.3.2 泵的辅助、控制设施以及不需停机检查的泵的日常原位保养项目宜采用日检、周检

或月检。

4.3.3 需停机但短暂停机不影响生产的泵及其热备泵的原位或异位保养项目宜采用半年检

或年检。

4.3.4 需停机且停机对生产影响较大的泵及其热备泵的原位或异位保养项目宜采用多年检。

4.3.5 冷备泵宜采用半年检或年检。

4.3.6 工作强度高、输送介质复杂从而导致易磨损、损坏的泵宜缩短保养周期。

4.4 运行泵保养维护要求

4.4.1 提升泵、回流泵

4.4.1.1 适用范围

用于进水提升、消毒池提升、中水提升、混合液回流等，常用类型为离心泵、轴流泵等。

4.4.1.2 原位保养项目

提升泵、回流泵主要原位保养项目如下，污水处理厂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保养维护：

a）检查外观是否正常，阀门通断是否正确。

b）检查运转是否有异响，有明显异响时需进一步停机检查维修。

c） 检查并保证泵的固定设施稳固：

1) 采用悬挂安装方式时检查悬挂链条或缆绳、挂钩、横梁等配套设施的磨损和腐

蚀程度，磨损或腐蚀严重时需停机加固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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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基座固定安装时检查固定基础是否有裂纹、缺损，有裂纹或缺损时需修补、

加固或重铸；检查固定螺丝腐蚀程度和是否松动，腐蚀严重时进行更换，松动

时拧紧。

d）检查电缆挂网松紧度和腐蚀程度，过松或过紧时需停机调整，腐蚀严重时需进一步

停机更换。

e）检查提升管道是否破损泄漏，若存在泄漏，原位修补破损点或进一步停机更换破损

段。

f） 检查控制箱控制与信号：

1) 日常巡视检查信号灯是否显示并与泵启用情况一致，不正常显示时复位或关闭

后重启，复位或重启后仍无解决时需进一步停机检查维修或更换。

2) 定期复位或关闭重启，检查信号显示是否与泵启用情况一致，不正常显示时需

进一步停机检查维修或更换。

4.4.1.3 异位保养项目

提升泵、回流泵主要异位保养项目如下，污水处理厂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保养维护：

a) 清理叶轮、冷却水套、泵体杂物。

b) 检查电缆护套是否破损，修补、裁剪、更换破损电缆。

c) 检测电机接线端与外壳的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值应符合泵的说明书容许数值，不合

要求时可烘干电机并重新密封或更换电机。

d) 检验密封情况，若密封不理想应重新密封，机械密封应更换与技术说明书同型号的

冷却油，填料密封应更换填料。

e) 检查叶轮、蜗壳、静环磨损程度，更换磨损严重的部件。

f） 检测控制箱和保护监测的线路接线情况并进行除尘，发现坏件应及时更换。

g) 检查轴承，若移位应进行矫正，变形或磨损严重应更换轴承。

h) 检查油腔油位和油质，视情况进行补油或换油。

i) 补充润滑油剂。

4.4.2 砂泵

4.4.2.1 适用范围

用于沉砂池高含砂量污水的输送、提升等，常用类型为离心泵、真空泵等。

4.4.2.2 原位保养项目

砂泵主要原位保养项目如下，污水处理厂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保养维护：

a) 检查外观是否正常，阀门通断是否正确。

b) 检查运转是否有异响，若有明显异响时应停机检查维修。

c) 检查并保证泵的固定设施稳固：

1) 采用悬挂安装方式时检查悬挂链条或缆绳、挂钩、横梁等配套设施的磨损和腐

蚀程度，磨损或腐蚀严重时应停机加固或更换。

2) 采用基座固定安装时检查固定基础是否有裂纹、缺损，有裂纹或缺损时应修补、

加固或重铸；检查固定螺丝腐蚀程度和是否松动，腐蚀严重时应进行更换，松

动时拧紧。

d) 检查输砂管道是否出水，确保不堵塞，若输砂管道不出水，应停机疏通。

e) 检查输砂管道、泵体是否破损泄漏，若管道、泵体存在泄漏，应原位修补破损点或

更换破损段管道、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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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检查减速箱、泵体等是否产生异响，若存在异响应停机检查维修。

g) 检查控制箱控制与信号：

1) 日常巡视检查信号灯是否正常显示，不正常显示时复位或关闭后重启，若仍无

法解决，应停机检查维修或更换。

2) 定期复位或关闭重启，检查信号显示是否正常，若显示不正常，应停机检查维

修或更换。

4.4.2.3 异位保养项目

砂泵主要异位保养项目如下，污水处理厂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保养维护：

a) 检查电缆护套是否破损，修补、裁剪、更换破损电缆。

b) 检测电机接线端与外壳的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值应符合泵的说明书容许数值，不符

合要求时可烘干电机并重新密封或更换电机。

c) 检验密封情况，若密封不理想应重新密封。机械密封应更换与技术说明书同型号的

冷却油，填料密封应更换填料。

d) 检查叶轮、蜗壳、静环磨损程度，更换磨损严重的部件。

e) 检测控制箱和保护监测的线路接线情况并进行除尘，发现坏件应及时更换。

f) 检查轴承，若移位应进行矫正，变形或磨损严重应更换轴承，检查或安装完成后添

加润滑剂。

g) 检查油腔油位和油质，视情况进行补油或换油。

h) 检查油气过滤器，更换堵塞的油气过滤器。

i) 补充润滑油剂。

4.4.3 污泥泵

4.4.3.1 适用范围

用于二沉池剩余污泥、污泥池浓缩后污泥的提升、输送等，常用类型为离心泵、轴流泵、

螺杆泵、转子泵、隔膜泵、柱塞泵等。

4.4.3.2 原位保养项目

污泥泵主要原位保养项目如下，污水处理厂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保养维护：

a) 检查外观是否正常，阀门通断是否正确。

b) 检查运转是否有异响，有明显异响时应停机检查维修。

c) 检查并保证泵的固定设施稳固：

1) 采用悬挂安装方式时检查悬挂链条或缆绳、挂钩、横梁等配套设施的磨损和腐

蚀程度，磨损或腐蚀严重时应停机加固或更换。

2) 采用基座固定安装时检查固定基础是否有裂纹、缺损，有裂纹或缺损时需修补、

加固或重铸；检查固定螺丝腐蚀程度和是否松动，腐蚀严重时进行更换，松动

时拧紧。

d) 检查输泥管道、泵体是否破损泄漏，若管道、泵体存在泄漏，原位修补破损点或停

机更换破损段管道、泵。

e) 检查减速箱、泵体等是否产生异响，若存在异响应停机检查维修。

f) 检查控制箱控制与信号：

1) 日常巡视检查信号灯是否显示正常，不正常显示时复位或关闭后重启，若仍无

法解决，应停机检查维修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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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期复位或关闭重启，检查信号显示是否正常，不正常显示时应停机检查维修

或更换。

4.4.3.3 异位保养项目

污泥泵主要异位保养项目如下，污水处理厂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保养维护：

a) 清理叶轮、冷却水套、泵体杂物。

b) 检查电缆护套是否破损，修补、裁剪、更换破损电缆。

c) 检测电机接线端与外壳的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值应符合泵的说明书容许数值，不合

要求时可烘干电机并重新密封或更换电机。

d) 检验密封情况，若密封不理想应重新密封，机械密封应更换与技术说明书同型号的

冷却油，填料密封应更换填料。

e) 检查叶轮、蜗壳、静环磨损程度，更换磨损严重的部件。

f) 检查定子、转子磨损程度，更换磨损严重的部件。

g) 检查轴承，若移位则进行矫正，变形或磨损严重则更换轴承。

h) 检查轴承、螺杆轴同轴度，同轴度需满足泵说明书要求，不满足时需进行维修。

i) 检查万向节磨损程度，更换磨损严重的万向节。

j) 检测控制箱和保护监测的线路接线情况并进行除尘，发现坏件应及时更换。

k) 检查减速箱，视情况进行补充或更换机油。

l) 检查油气过滤器，更换堵塞的油气过滤器。

m) 补充润滑油剂。

4.4.4 冲洗泵

4.4.4.1 适用范围

用于粗格栅、细格栅、沉砂池、膜池、滤池等冲洗、反洗，常用类型为离心泵等。

4.4.4.2 原位保养项目

冲洗泵主要原位保养项目如下，污水处理厂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保养维护。

a) 检查外观是否正常，阀门通断是否正确。

b) 检查运转是否有异响，有明显异响时应停机检查维修。

c) 检查并保证泵的固定设施稳固：

1) 采用悬挂安装方式时检查悬挂链条或缆绳、挂钩、横梁等配套设施的磨损和腐

蚀程度，磨损或腐蚀严重时需停机加固或更换；

2) 采用基座固定安装时检查固定基础是否有裂纹、缺损，有裂纹或缺损时需修补、

加固或重铸；检查固定螺丝腐蚀程度和是否松动，腐蚀严重时进行更换，松动

时拧紧。

g) 检查管道、泵体是否破损泄漏，若管道、泵体存在泄漏，原位修补破损点或进一步

停机更换破损段管道、泵。

h) 检查控制箱控制与信号：

1) 日常巡视检查信号灯是否显示并与泵启用情况一致，不正常显示时复位或关闭

后重启，复位或重启后仍无解决时需进一步停机检查维修或更换。

2) 定期复位或关闭重启，检查信号显示是否与泵启用情况一致，不正常显示时需

进一步停机检查维修或更换。

4.4.4.3 异位保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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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泵主要异位保养项目如下，污水处理厂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保养维护：

a) 检查电缆护套是否破损，修补、裁剪、更换破损电缆。

b) 检测电机接线端与外壳的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值应符合泵的说明书容许数值，不合

要求时可烘干电机并重新密封或更换电机。

c) 检验密封情况，若密封不理想应重新密封，机械密封应更换与技术说明书同型号的

冷却油，填料密封应更换填料。

d) 检查叶轮、蜗壳、静环磨损程度，更换磨损严重的部件。

e) 检查轴承，若移位则进行矫正，变形或磨损严重则更换轴承。

f) 检测控制箱和保护监测的线路接线情况并进行除尘，发现坏件应及时更换。

g) 补充润滑油剂。

4.4.5 加药泵

4.4.5.1 适用范围

用于混凝剂、絮凝剂、消毒剂等液体、固体药剂添加，常用类型为螺杆泵、转子泵、隔

膜泵、注塞泵等。

4.4.5.2 原位保养项目

加药泵主要原位保养项目如下，污水处理厂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保养维护：

a) 检查外观是否正常。

b) 检查阀门通断是否正确。

c) 检查运转是否有异响，有明显异响时需进一步停机检查维修。

d) 检查管道、泵体是否破损泄漏，若管道、泵体存在泄漏，原位修补破损点或停机更

换破损段管道、泵。

e) 检查是否正常出药，不正常出药应停机清理出药管路。

f) 检查计量的准确度是否满足要求，计量不准确时需进行校准。

4.4.5.3 异位保养项目

加药泵主要异位保养项目如下，污水处理厂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保养维护：

a) 检查电缆护套是否破损，修补、裁剪、更换破损电缆；

b) 检测电机接线端与外壳的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值应符合泵的说明书容许数值，不合

要求时可烘干电机并重新密封或更换电机；

c) 检验密封情况，若密封不理想应重新密封，机械密封应更换与技术说明书同型号的

冷却油，填料密封应更换填料；

d) 检查轴承，若移位则进行矫正，变形或磨损严重则更换轴承；

e) 检查膜片，更换不满足要求膜片；

f) 检查定子、转子磨损程度，更换磨损严重的部件。

g) 检查轴承，若移位则进行矫正，若变形或磨损严重应更换轴承；

h) 检查轴承、螺杆轴同轴度，同轴度需满足泵说明书要求，不满足时需进行维修；

i) 检查万向节磨损程度，更换磨损严重的万向节；

j) 检查柱塞与推杆连接是否松动，松动时进行加固或更换磨损严重的部件；

k) 检查减速箱，视情况进行补充或更换机油；

l) 检查油气过滤器，更换堵塞的油气过滤器；

m) 检测控制箱和保护监测的线路接线情况并进行除尘，发现坏件应及时更换；

n) 补充润滑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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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备用泵保养维护要求

4.5.1 热备泵

4.5.1.1 热备泵和运行泵定期相互切换，即运行泵定期切换为热备状态，同时启用热备泵。

4.5.1.2 切至运行状态的泵执行运行泵保养维护要求，切至热备状态的泵执行热备泵保养

维护要求。

4.5.1.3 热备泵按运行泵保养维护要求进行保养维护。

4.5.2 冷备泵

4.5.2.1 冷备泵应由专人在专门区域保管。

4.5.2.2 由运行泵或备用泵拆卸后用作冷备时，冷备前应按运行泵异位保养要求进行保养。

4.5.2.3 有故障的泵需及时维修，保障冷备泵的储备。

4.5.2.4 使用过的泵在冷备前，应按要求进行验收。

a) 目视检查：

1) 铭牌清晰、完整，正确无误；

2) 泵体处于完好状态，不得有气孔、缩孔及断裂现象，整机表面清洁无损伤；

3) 电气电缆等处于完好状态；

4) 能转动自如，平稳、无卡滞、碰擦等现象；有可靠接地装置或螺栓，并有明显

的接地标志。

b) 绝缘电阻试验：测量电机绕组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冷态绝缘电阻值应符合说明书要

求。

c) 密封检验：不带冷却系统的水泵，设备调试前应检查油位，并通过注油方式检查机

械密封状态。

d) 冷却系统检验：带冷却系统的水泵，设备调试前应检查冷却液液位，并通过注冷却

液方式检查机械密封完好状态。

e) 转向检查：短时间或使用变频电源在低压状态下启动泵，观察叶轮转向，应与泵体

标示一致。

4.5.2.5 长期冷备未投入使用的泵，宜定期开展运转测试，测试周期可按污水处理厂管理

情况设置。

4.5.2.6 冷备泵应定期检查泵的完整性、除锈、添加润滑油剂，确保满足安装使用要求。

4.5.2.7 冷备泵投入使用前，需检查油箱和冷却液，不足时进行补充。

4.5.2.8 冷备泵重新安装在启动前，应逐项检查以下内容：

a) 润滑油剂已添加完成；

b) 已安装完成并按照规定连接了保护装置；

c) 已填充输送介质且已排气；

d) 有辅助接线的泵，辅助线都已连接并且功能正常；

e) 电源电压偏差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0%范围，两相之间的电压差不超过 1%。

4.6 大修

4.6.1 应参照 DBJ440100/T 147-2012 制定泵类设备大修计划，且大修计划应包含日常保养

维护内容。

4.6.2 泵类设备大修应按照大修计划和设备技术说明书的相关要求开展，处于使用过程中

泵类设备大修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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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障预判及处理

5.1 预判方式

5.1.1 泵在运行过程中，可通过观察或监控泵的流量、声音、震动、温度、电流、电气保

护元件跳匣、控制器报警等方式对泵的可能故障进行预判。

5.1.2 本标准所述的故障预判处理方式主要用于运行泵和热备泵，冷备泵以及无法采用常

用方式判断故障的运行泵和热备泵，可送泵厂家维修。

5.1.3 以流量、声音、震动、温度为基本故障预判途径。污水处理厂可安装电流监控器、

电气保护元件、控制器监控报警装置等，进一步根据电流、电气保护元件跳闸、控制器报警

进行预判。污水处理厂应根据自身运行情况，通过多种方式预判故障。

5.1.4 泵的故障预判处理应坚持先预判、再现场确认、后处理的原则。

5.2 流量预判

5.2.1 流量大幅降低(低于正常值 20%)

若泵流量大幅降低（低于正常值 20%），可按如下逐项排查，并可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解

决处理：

a) 泵出水管道阀门未开启或堵塞：可开启阀门或疏通管道；

b) 泵吸水高度超标：降低泵的安装高度或更换高扬程泵；

c) 底阀淹没深度不足：底阀淹没深度宜大于进水管直径的 1.5 倍，不足时应降低高度；

d) 蜗壳气蚀或磨蚀穿孔：更换蜗壳；

e) 叶轮堵塞或磨蚀：清理堵塞叶轮或更换磨蚀严重叶轮；

f) 进水端耐磨环磨损或脱落：磨损超过说明书要求时应更换耐磨环，耐磨环脱落应重

新安装；

g) 泵轴、轴承、减漏环腐蚀严重：更换腐蚀严重部件；

h) 叶轮转向错误：重新正解接线；

i) 电机扫膛：更换轴承或电机。

5.2.2 无流量

5.2.2.1 先检查继电器、接触器能否有效动作，若不能有效动作，更换损坏的继电器或接

触器。

5.2.2.2 检查电源是否通电，若电源不通电应重新接电。

5.2.2.3 电源正常时，泵无法重启，应将泵移至特定区域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

施：

a) 填料过紧或叶轮堵塞：放松填料或疏通引水槽；

b) 叶轮、轴承、减漏环卡住或锈蚀：拆开泵体清除杂物、除锈处理；

c) 泵主轴弯曲：拆下泵轴进行校正或更换泵轴；

d) 防水电缆破损：裁剪电缆破损段并重接或更换破损电缆；

e) 电源线接线处密封或防水不良：在修复或更换进水影响部件后，重新密封；

f) 机械密封不良：在修复或更换进水所影响部件后，更换机械密封；

g) O 型密封不良：在修复或更换进水所影响部件后，更换 O型密封圈；

h) 密封处螺栓未拧紧：在修复或更换进水所影响部件后，重新拧紧螺栓；

i) 电机绝缘电阻过低：绝缘电阻不合要求时，烘干电机并重新密封或更换电机；

j) 三相泵的三相电源接线故障：可按以下进行检查，并重新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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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电缆线是否接解不良；

2) 检查电源和电机是否缺相；

3) 检查电源三相电压、电流平衡情况。

5.2.2.4 电源正常时，泵可以重启，但仍无流量，则应将泵移至特定区域按如下逐项排查，

并采取相应措施：

b) 泵体和吸水管未灌满水：灌满水；

c) 动水位低于水泵滤水管：降低水泵的安装位置或提高动水位；

d) 吸水管破裂：修补或更换吸水管。

5.3 声音预判

泵运行过程噪音或异响，应将泵移至特定区域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a) 电机滚珠轴承损坏或卡顿：更换电机滚珠轴承；

b) 泵轴承损坏或叶轮卡死：更换轴承或清理叶轮异物；

c) 水泵主轴弯曲或与电机主轴不同心、不平行等：矫正弯曲的水泵主轴或调整水泵与

电机的相对位置；

d) 安装不牢或水泵安装过高：调稳水泵或降低水泵的安装高度；

e) 进水井液位过低：调节进水液位；

f) 吸入口堵塞：疏通泵体吸入口异物。

5.4 震动预判

5.4.1 泵体震动异常故障原因主要分为机械原因和水力原因。

5.4.2 机械原因可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a) 泵叶轮或电机转子的质量分布不均匀：应更换叶轮或电机；

b) 泵主轴与电机轴出现偏离：将泵主轴和电动机轴调整至处于一条线上；

c) 联轴器的螺栓间距不合格：调整联轴器间的间隙；

d) 主轴转速与临界转速相结合、相接近或成倍数：调整主轴转速；

e) 泵主轴出现弯曲，转动部位与衬套及轴瓦出现碰触，导致泵轴偏转：更换异常部件；

f) 基础底座不结实或螺栓不紧固：加固基础底座及加固螺栓；

g) 水泵震动频率与管道震动频率接近而产生共振：可对管道进行加固。

5.4.3 水力原因可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a) 汽蚀引发振动：可调整泵的安装高程；

b) 水流撞击隔舌以及导叶前缘引发振动：调整叶轮出口与泵蜗壳隔舌或是导叶前缘的

距离；

c) 水井液位过低或泵吸入口堵塞：调节进水液位或疏通泵体吸入口异物；

d) 喘振现象：根据泵的说明书要求进行处置。

5.5 温度预判

泵体温度过高，可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a) 轴承不顺：添加润滑油剂或更换轴承；

b) 轴承或电机过载：降低运行功率或更换更大功率水泵。

5.6 电流预判

电流异常时，应将泵移至特定区域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a) 轴承异常：检查维修或更换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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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转速超过额定转速：检查电路电压，降低泵转速；

c) 泵主轴弯曲：拆下泵轴进行校正或更换泵轴；

d) 有杂物堵塞：清理杂物；

e) 电机滚珠轴承损坏：更换电机的滚珠轴承。

5.7 电气保护元件跳闸预判

5.7.1 电气保护元件跳闸包括热继电器保护动作跳闸、空气开关保护动作跳闸、交流接触

器保护动作跳闸。

5.7.2 若热继电器保护动作跳闸，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a) 热继电器触点不良：更换热继电器；

b) 电流整定值设定太小：增大电流整定值；

c) 过载运行：降低运行功率，若无法排除故障则应更换电机；

d) 叶轮有堵塞或卡阻：疏通引水槽；

e) 电机绕组相间、匝间、对地存在短路现象：更换电机；

f) 绕组温控线缆破损或折断：更换损坏部件。

5.7.3 若空气开关保护动作跳闸，可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a) 空气开关选型与负载不匹配：更换空气开关；

b) 软启动器或变频器故障：更换损坏部件；

c) 动力线路发生短路：重新接线；

d) 三相电机缺相运行：重新接线；

e) 电机绕组相间、匝间、对地存在短路现象：更换电机；

f) 泵过载运行：降低运行功率，若无法排除故障则应更换电机。

5.7.4 若交流接触器保护动作跳闸，可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a) 交流接触器线圈故障：更换交流接触器线圈；

b) 交流接触器辅助触头异常：调整或更换交流接触器辅助触头；

c) 中间继电器异常：更换中间继电器；

d) 电机绕组相间、匝间、对地存在短路现象：更换电机。

5.8 控制器报警预判

5.8.1 油室泄漏报警

若控制器泄漏报警，可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a) 假信号：按复位键；

b) 传感器异常：拆线检查泄漏监测传感器，更换坏件；

c) 冷却油室进水：排空、清理冷却油室，更换密封部件；

d) 泵体、底座穿孔：更换泵。

5.8.2 轴承温度报警

若轴承温度报警，可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a) 假信号：按复位键；

b) 泵控制器异常：按复位键，无法恢复时拆箱检查控制器，更换坏件；

c) 传感器异常：更换传感器；

d) 轴承移位或损坏等故障：应将泵移至特定区域检查轴承，若轴承故障则应维修或更

换故障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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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电机绕组报警

若电机绕组报警，可按如下逐项排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a) 假信号：应按复位键；

b) 温控开关回路打开：关闭回路；

c) 电机过载：降低运行功率，若无法排除故障则应更换电机；

d) 电机绝缘阻值或相间、匝间绝缘异常：更换电机；

e) 绕组温控线缆破损或折断：更换损坏部件；

f) 三相电动机缺相工作：重新接线。

6 安全与应急

6.1 安全要求

6.1.1 对泵异位保养维护或故障处理前，应先保证断电并在电闸处做好警示，才可将泵移

动至其他位置进行保养维护或故障处理。

6.1.2 对泵异位保养或故障处理时，应划定区域并做好警示。

6.1.3 需对泵悬吊移动时，应保证人员位于安全范围，悬吊链条或缆绳无裂痕，并做好安

全保护。

6.1.4 需进入有限空间对泵保养维护或故障处理时，应进行有毒有害气体监测，必要时对

有限空间进行通风，保证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符合安全要求。

6.1.5 保养维护人员应做好穿戴好安全防护装备、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才可对泵进行移动、

保养维护、故障处理。

6.1.6 保养维护或故障处理完毕后，应保证泵已安装完成、保护措施已做好且人员已撤到

安全距离才可电源合闸重新启动泵。

6.2 应急要求

6.2.1 污水处理厂应以保障生产、减少损失为原则制定泵类设备的应急预案。

6.2.2 泵类设备应急预案应至少包含三级情况：

a) 重大紧急情况（I级）：可能造成污水处理厂全线停产的泵故障；

b) 较大紧急情况（II 级）：可能造成污水厂部分生产线停产或对工艺存在长期影响，

造成处理水量减少的泵故障；

c) 一般紧急情况（III 级）：可能对部分生产线处理水量造成影响，但可迅速解决处

理，不会造成长期影响的泵故障。

6.2.3 当通过预判手段诊断出泵存在风险点时，应根据情况启动相应应急预案。

6.2.4 对 II、III 级紧急情况，应立即启用热备泵，热备泵启用后应及时移走故障泵，并

更换状况良好的泵，以应对进一步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若无热备泵时，应立即更换冷备泵，

若故障在短时间内不能修复，应调整后续工艺，保证厂区生产稳定。

6.2.5 对 I 级紧急情况，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根据情况调整工艺，申请停产，并应及

时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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