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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７０２１—１９８６《离心泵名词术语》。

本标准与ＧＢ／Ｔ７０２１—１９８６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１章，１９８６年版的引导语）；

———增加了“按工作原理分”“按压水室型式分”两种分类方式（见２．１、２．２）；

———修改了“回转动力式泵”“离心泵”“旋涡泵”“径向剖分”“轴向剖分”“单级”“多级”“抽出式”“自

吸式”“潜液式泵”“屏蔽电泵”“锅炉给水泵”“循环水泵”“增压泵”等分类术语的定义（见２．１．１、

２．１．１．１、２．１．１．２、２．４．１、２．４．２、２．５．１、２．５．２、２．９．５～２．９．８、２．１１．１、２．１１．３、２．１１．２０，１９８６年版的１．１、

１．１．１、１．１．２、１．３．１、１．３．２、１．４．１、１．４．２、１．８．５～１．８．８、１．１０．１、１．１０．３、１．１０．１９）；

———修改了“径向剖分”“轴向剖分”“潜液式泵”等分类术语的中、英文名称（见２．４．１、２．４．２、２．９．７，

１９８６年版的１．３．１、１．３．２、１．８．７）；

———增加了“底脚支撑式”“磁力驱动泵”“液化天然气泵”等分类术语（见２．７．１、２．９．９、２．１１．１９）；

———修改了“扬程”“出口总水头”“入口总水头”“汽蚀余量”“流量”“额定流量”“转速”“泵输出功率”

“泵输入功率”“驱动机输入功率”“泵汽蚀余量曲线”等性能、设计术语的英文名称（见３．４、３．９、

３．１０、３．１７、３．２６～３．３１、３．５０，１９８６年版的２．４、２．９、２．１０、２．１７、２．２６～２．３１、２．５０）；

———修改了“关死扬程”“额定流量”“泵输出功率”“泵输入功率”“泵最高效率”等性能、设计术语的

符号（见３．５、３．２７、３．２９、３．３０、３．３８，１９８６年版的２．５、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８）；

———修改了“扬程”“关死扬程”“规定扬程”“排出压力”“吸入压力”“汽蚀余量”“有效汽蚀余量”“必

需汽蚀余量”“比转数”“汽蚀比转数”“型式数”“流量”“额定流量”“转速”“泵输出功率”“泵输入

功率”“驱动机输入功率”“泵效率”“机械效率”“容积效率”“水力效率”“机组效率”“泵最高效

率”“泵汽蚀余量曲线”“轴向力”“径向力”等性能、设计术语的定义（见３．４～３．６、３．１１、３．１２、

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３～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８、３．５０、３．６６、３．６７，１９８６年版的２．４～２．６、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７～

２．１９、２．２３～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８、２．５０、２．６６、２．６７）；

———增加了性能、设计术语“ＮＰＳＨ３”（见３．２０）；

———删除了性能、设计术语“临界汽蚀余量”（见１９８６年版的２．２０）；

———修改了“流量”“额定流量”“转速”“泵输入功率”“驱动机输入功率”“泵汽蚀余量曲线”等性能、

设计术语的中文名称（见３．２６～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１、３．５０，１９８６年版的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１、

２．５０）；

———修改了“扬程系数”的计算公式（见３．６２，１９８６年版的２．６２）；

———修改了 “自动操作”“串联运转”等运转、试验术语的定义（见４．１、４．１０，１９８６年版的３．１、３．１０）；

———修改了“就地操作”“远程操作”“关死点运转”“水锤试验”等运转、试验术语的中文名称（见４．６、

４．７、４．１１、４．２３，１９８６年版的３．６、３．７、３．１１、３．２２）；

———增加了运转、试验术语“冷泵”（见４．１５）；

———修改了“壳体”“导流壳体”“压出壳”“压出弯管”“吸入喇叭管”“平衡盘”“平衡鼓”“喉部衬套”等

零件及部位术语的定义（见５．１．１、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８、５．１．１２、５．４．１３、５．４．１４、５．６．８，１９８６年版的

４．１．１、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８、４．１．１２、４．４．１３、４．４．１４、４．６．８）；

———修改了“压出壳”“压出弯管”“无堵塞叶轮”“喉部衬套”“压出口”等零件及部位术语的中文名称

（见５．１．５、５．１．８、５．３．４、５．６．８、５．７．５，１９８６年版的４．１．５、４．１．８、４．３．４、４．６．８、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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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叶轮密封环”“导叶”“壳体密封环”等零件及部位术语的英文名称（见５．３．５、５．６．１、

５．６．４，１９８６年版的４．３．５、４．６．１、４．６．４）；

———增加了 “填料密封”和“副叶轮密封”等零件及部位术语（见５．５．１、５．５．５）；

———增加了“密度”“比能”等水力术语（见６．１、６．８）；

———修改了“动力黏度”“运动黏度”等水力术语的中文名称（见６．２、６．３，１９８６年版的５．１、５．２）；

———修改了水力术语“动力黏度”的英文名称（见６．２，１９８６年版的５．１）；

———修改了“动力黏度”“运动黏度”“压力”“水头”“总水头”等水力术语的定义（见６．２、６．３、６．４、６．９、

６．１３，１９８６年版的５．１、５．２、５．３、５．７、５．１１）；

———修改了各种量的单位为国际单位制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１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沈阳水泵研究所、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肯富

来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山东双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

司、嘉利特荏原泵业有限公司、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杭州碱泵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上海能源

装备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山东精工泵业有限公司、沈阳鼓风机集团核电泵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洪昌、潘再兵、许敏田、刘广棋、王国良、王家斌、高宏钧、曲景田、厉浦江、

李进富、林永祥、訾斌、李娟、张勇、董钦敏。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７０２１—１９８６。

Ⅱ

犌犅／犜７０２１—２０１９



离 心 泵 名 词 术 语

１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离心泵常用的名词术语及有关的水力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离心泵，其他泵可参照使用。

２　分类

２．１　按工作原理分

２．１．１

回转动力式泵　狉狅狋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狆狌犿狆

依靠叶轮旋转获得速度和压力，将机械能量转换成输送液体能量的机械。

２．１．１．１

离心泵　犮犲狀狋狉犻犳狌犵犪犾狆狌犿狆

依靠叶轮高速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把能量传递给液体，叶轮出口液流方向基本与泵轴垂直的回转

动力式泵。

２．１．１．２

旋涡泵　狉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狏犲狆狌犿狆；狏狅狉狋犲狓狆狌犿狆

依靠叶轮高速旋转时在叶片和泵体流道中产生的旋涡运动把能量传递给液体的动力式泵（参见

图１、图２）。

图１　一般单级旋涡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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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多级自吸旋涡泵

２．２　按压水室型式分

２．２．１

蜗壳泵　狏狅犾狌狋犲狆狌犿狆

叶轮排出的液体直接进入蜗状壳体的泵（参见图３、图４、图５）。

图３　卧式单级双吸泵（水平中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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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蜗壳式多级泵

图５　卧式轴向吸入离心泵（蜗壳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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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导叶泵　犱犻犳犳狌狊犲狉狆狌犿狆

叶轮排出的液体直接进入导叶形扩散器的泵（参见图６）。

　　注：即使扩散器外侧有蜗形体的也称为导叶泵。

图６　卧式节段多级离心泵

２．３　按泵轴方向分

２．３．１

卧式　犺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

泵轴为水平方向的结构。

２．３．２

立式　狏犲狉狋犻犮犪犾

泵轴为铅直方向的结构。

２．３．３

斜式　犻狀犮犾犻狀犲犱

泵轴与水平面具有倾斜角度的结构。

２．４　按壳体剖分型式分

２．４．１

径向剖分　狉犪犱犻犪犾狊狆犾犻狋

泵壳接合面垂直于泵轴中心线（参见图１、图２、图６）。

２．４．１．１

节段式　狊犲犮狋犻狅狀犪犾狋狔狆犲

径向剖分的一种，其中每一级都具有剖分面（参见图２、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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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２

侧盖式　狊犻犱犲犮狅狏犲狉狋狔狆犲

径向剖分的一种，壳体一侧或两侧具有泵盖（参见图５）。

２．４．２

轴向剖分　犪狓犻犪犾狊狆犾犻狋

泵壳接合面平行于泵轴中心线。（参见图３、图４）。

２．５　按级数分

２．５．１

单级　狊犻狀犵犾犲狊狋犪犵犲

（泵）安装一个叶轮的结构（参见图３、图５、图７、图８）。

图７　管道泵 图８　屏蔽电泵

２．５．２

多级　犿狌犾狋犻狊狋犪犵犲

（泵）同一根轴上串联安装两个及以上叶轮的结构（参见图２、图４、图６、图９、图１０、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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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地坑筒式泵

图１０　立式筒式泵 图１１　潜水电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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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按吸入形式分

２．６．１

单吸　狊犻狀犵犾犲狊狌犮狋犻狅狀

叶轮仅一侧有吸入口的结构（参见图５、图６、图７、图８、图９、图１０）。

２．６．２

双吸　犱狅狌犫犾犲狊狌犮狋犻狅狀

叶轮两侧都有吸入口或装入两个单吸叶轮（背靠背）的结构（参见图３）。对于多级泵，只要第一级

叶轮双吸就是双吸结构。

２．７　按支撑形式分

２．７．１

底脚支撑式　犳狅狅狋犻狀犵狊狌狆狆狅狉狋狋狔狆犲

泵体的支撑平面设置在泵体下部的结构。

２．７．２

中心支撑式　犮犲狀狋犲狉犾犻狀犲狊狌狆狆狅狉狋狋狔狆犲

泵体的支撑平面设置在包含（或近于）泵轴线的水平面内的结构（参见图１２）。

图１２　中心支撑式

２．７．３

管道式　犻狀犾犻狀犲狋狔狆犲

可以直接安装在管道上的结构（参见图７）。

２．７．４

共座式　犮狅犿犿狅狀犫犪狊犲狆犾犪狋犲狋狔狆犲

立式泵的一种型式。传动部分直接安装在泵上面（参见图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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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共座式

２．７．５

分座式　狊犲狆犪狉犪狋犲犫犪狊犲狆犾犪狋犲狋狔狆犲

立式泵的一种型式。泵与传动部分分别安装在上、下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参见图１４）。

图１４　分座式

２．７．６

可移式　狆狅狉狋犪犫犾犲狋狔狆犲

不安装在固定的基础上，可移动使用的泵与原动机机组。

２．８　按驱动方式分

２．８．１

直接连接式　犱犻狉犲犮狋犮狅狌狆犾犲犱狋狔狆犲

原动机与泵通过联轴器连接的方式。

２．８．２

齿轮传动式　犵犲犪狉犱狉犻狏犲狀狋狔狆犲

原动机与泵通过齿轮装置传动的方式。

２．８．３

液力耦合器传动式　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犮狅狌狆犾犻狀犵犱狉犻狏犲狀狋狔狆犲

原动机与泵通过液力耦合器装置传动的方式。

８

犌犅／犜７０２１—２０１９



２．８．４

皮带传动式　犫犲犾狋犱狉犻狏犲狀狋狔狆犲

原动机与泵通过皮带轮装置传动的方式。

２．８．５

共轴式　犮犾狅狊犲犮狅狌狆犾犲犱狋狔狆犲

原动机与泵共轴（共用一轴）的方式。

２．９　按特殊结构分

２．９．１

液下式　狑犲狋狆犻狋狋狔狆犲

立式泵的一种型式。泵本体被吊装在液面下面的结构（参见图１５）。

图１５　立式单吸蜗壳泵（液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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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

筒式　犫犪狉狉犲犾狋狔狆犲

内壳外侧设置能承受吐出压的圆筒状外壳，主要用于多级高压泵（参见图１０）。

２．９．３

双壁壳式　犪狉犿狅狌狉犲犱狋狔狆犲

为方便检修和更换易磨损、腐蚀的壳体，而把壳体壁设计成两层的。一般外层要有较好的强度，内

层具有耐蚀性及耐磨性。

２．９．４

地坑筒式　狆犻狋犫犪狉狉犲犾狋狔狆犲

立式泵的一种型式。为了增加有效汽蚀余量而利用地坑作为泵体一部分。一般用于凝结水泵等

（参见图９）。

２．９．５

抽出式　狆狌犾犾狅狌狋狋狔狆犲

大型立式泵的一种型式。为检拆方便，外壳（管）安装后不需要再拆解即可取出叶轮、导叶等进行

检修。

２．９．６

自吸式　狊犲犾犳狆狉犻犿犻狀犵狋狔狆犲

泵具有自吸能力或自吸装置，能自动抽去吸入管路中空气，并使之充满液体，因而起动前不需人工

灌水。

２．９．７

潜液式泵　狊狌犫犿犲狉狊犻犫犾犲狆狌犿狆

整体（包括电机）潜没在输送液体中运行的泵。电机内部有充水、充油和充气等型式（参见图１１）。

２．９．８

屏蔽电泵　犮犪狀狀犲犱犿狅狋狅狉狆狌犿狆

电机转子在泵输送液体或其他液体中运转，利用屏蔽套（衬套）将电机的定子与转子隔离的泵。（参

见图８）。

２．９．９

磁力驱动泵　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犱狉犻狏犲狆狌犿狆

永磁场穿过隔离套（密封套）感应具有永磁体或感应装置的内部转子，将驱动机的轴功率传递给叶

轮的泵。

２．１０　按轴向力平衡方式分

２．１０．１

平衡鼓式　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狆犻狊狋狅狀狋狔狆犲

用平衡鼓平衡轴向力的方式。

２．１０．２

平衡盘式　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犱犻狊犮狋狔狆犲

用平衡盘平衡轴向力的方式。

２．１０．３

自身平衡式　狊犲犾犳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狋狔狆犲

利用叶轮本身或对称布置平衡轴向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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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４

平衡孔式　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犺狅犾犲狋狔狆犲

利用叶轮开设平衡孔平衡轴向力的方式。

２．１１　按工作用途分

２．１１．１

锅炉给水泵　犫狅犻犾犲狉犳犲犲犱狆狌犿狆

往锅炉汽包里送水以维持锅炉汽包正常水位的泵。

２．１１．２

凝结水泵　犮狅狀犱犲狀狊犪狋犲狆狌犿狆

抽送凝水器中凝结水的泵。用于凝水器中高度真空而要求泵应有较高汽蚀性能。

２．１１．３

循环水泵　犮犻狉犮狌犾犪狋犻狀犵狑犪狋犲狉狆狌犿狆

在封闭系统中克服环路的阻力损失、使水在系统内循环流动的泵，一般为低扬程大流量的泵。

２．１１．４

水力采煤泵　犿狅狀犻狋狅狉狆狌犿狆

水力采煤水枪用的高压泵。

２．１１．５

矿山排水泵　狆犻狋犱狉犪犻狀犪犵犲狆狌犿狆

自矿坑内向外排水的泵。

２．１１．６

煤水泵　犮狅犪犾狆狌犿狆

煤矿中输送煤水混合物的泵。

２．１１．７

除鳞泵　犱犲狊犮犪犾犻狀犵狆狌犿狆

钢厂轧钢过程中用于除氧化皮的高压泵。

２．１１．８

压舱泵　犫犪犾犾犪狊狋狆狌犿狆

根据船上货物多少，把海水放进或排出船内水槽，使船保持一定吃水深度的泵。

２．１１．９

倾斜平衡泵　犺犲犲犾犻狀犵狆狌犿狆

为保持船体平衡，使船上左、右水槽里的水来回移动的泵。

２．１１．１０

杂质泵　犾犻狇狌犻犱狊狅犾犻犱狊犺犪狀犱犾犻狀犵狆狌犿狆

输送带有固定颗粒的浆料泵的总称。

２．１１．１１

砂泵　狊犪狀犱狆狌犿狆

输送含有砂子的液体的水泵。

２．１１．１２

渣浆泵　狊犾狌狉狉狔狆狌犿狆

输送渣浆的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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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１３

泥浆泵　狊犾狌犱犵犲狆狌犿狆

输送泥浆的泵。

２．１１．１４

污水泵　狊犲狑犪犵犲狆狌犿狆

输送污水的泵。

２．１１．１５

消防泵　犳犻狉犲狑犪狋犲狉狆狌犿狆

救火用的泵，一般是可移动式。

２．１１．１６

流程泵　狆狉狅犮犲狊狊狆狌犿狆

石油化工装置中输送原料、半成品及产品的泵的总称。

２．１１．１７

纸浆泵　狆狌犾狆狆狌犿狆

造纸工业输送纸浆的泵。

２．１１．１８

液化石油气泵　犔．犘．犌（犾犻狇狌犲犳犻犲犱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犵犪狊）狆狌犿狆

输送液化石油气的泵。

２．１１．１９

液化天然气泵　犔．犖．犌（犾犻狇狌犲犳犻犲犱狀犪狋狌狉犪犾犵犪狊）狆狌犿狆

输送液化天然气的泵。

２．１１．２０

增压泵　犫狅狅狊狋犲狉狆狌犿狆

安装在输送液体的管路上，用来增加液体压力的泵。

２．１１．２１

耐腐蚀泵　犪狀狋犻犮狅狉狉狅狊犻狏犲狆狌犿狆

用来输送酸、碱和盐类等含有腐蚀性液体的泵。

３　性能、设计

３．１

工况点　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狆狅犻狀狋

性能曲线上表示泵实际运行状况的点，是扬程曲线和阻力曲线的交点。

３．２

规定点　狊狆犲犮犻犳犻犲犱狆狅犻狀狋

性能曲线上规定流量和规定扬程所确定的点。

３．３

最高效率点　犿犪狓犻犿狌犿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狆狅犻狀狋

泵性能曲线上效率最高的点。

３．４

扬程　狆狌犿狆狋狅狋犪犾犺犲犪犱

犎

出口总水头和入口总水头的代数差。

　　注：扬程的单位为米（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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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关死扬程　狊犺狌狋狅犳犳犺犲犪犱

犎０

泵流量为零时的总水头。

　　注：关死扬程的单位为米（ｍ）。

３．６

规定扬程　狊狆犲犮犻犳犻犲犱狆狌犿狆犺犲犪犱

犎ｓｐ

对应于合同单上规定流量的总水头。

　　注：规定扬程的单位为米（ｍ）。

３．７

静扬程　狋狅狋犪犾狊狋犪狋犻犮犺犲犪犱

总静压头

犎ａ

泵装置上吐出液面和吸入液面之间总水头之差。

　　注１：等于几何高度加上吐出液面和吸入液面之间的压力水头之差。

　　注２：静扬程的单位为米（ｍ）。

３．８

理论扬程　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狆狌犿狆犺犲犪犱

犎Ｔ

叶轮给予单位质量液体的能量，通常指未考虑泵内损失时的理论值。

　　注：理论扬程的单位为米（ｍ）。

３．９

出口总水头　狅狌狋犾犲狋狋狅狋犪犾犺犲犪犱

犎２

换算到基准面上的泵出口截面处的总能量。

　　注：出口总水头的单位为米（ｍ）。

３．１０

入口总水头　犻狀犾犲狋狋狅狋犪犾犺犲犪犱

犎１

换算到基准面上的泵吸入口截面处的总能量。

　　注：入口总水头的单位为米（ｍ）。

３．１１

排出压力　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狆ｄ

泵出口轴线与出口截面交点处的流体静压力（绝对压力）的积分平均值。

　　注：排出压力的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３．１２

吸入压力　狊狌犮狋犻狅狀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狆ｓ

泵入口轴线与入口截面交点处的流体静压力（绝对压力）的积分平均值。

　　注：吸入压力的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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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排出压头　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犺犲犪犱

换算到泵基准面上的排出口压力水头。

　　注：排出压头的单位为米（ｍ）。

３．１４

吸入压头　狊狌犮狋犻狅狀犺犲犪犱

换算到泵基准面上的吸入口压力水头。

　　注：吸入压头的单位为米（ｍ）。

３．１５

几何高度　犵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犺犲犻犵犺狋

吸入液面和吐出液面之间的高度差。

　　注：几何高度的单位为米（ｍ）。

３．１６

泵基准面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犾犪狀犲

计算排出、吸入水头时确定位置水头基准的水平面。是通过叶轮叶片进口边的外端所描绘的圆的

中心的水平面（参见图１６）。

　　注：对于多级泵以第一级叶轮为基准；对于立式双吸泵以上部叶片为基准。

图１６　泵基准面

３．１７

汽蚀余量　狀犲狋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狊狌犮狋犻狅狀犺犲犪犱；犖犘犛犎

相对ＮＰＳＨ基准面的入口绝对总水头与汽化压力水头的差。用式（１）表示：

ＮＰＳＨ＝犎１－狕Ｄ＋
狆ａｍｂ－狆ｖ

ρ１犵
…………………………（１）

　　式中：

ＮＰＳＨ———汽蚀余量，单位为米（ｍ）；

犎１ ———泵入口总水头，单位为米（ｍ）；

狕Ｄ ———ＮＰＳＨ基准面的高度，单位为米（ｍ）；

狆ａｍｂ ———大气压力，单位为帕斯卡（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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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ｖ ———泵输送液体的汽化压力，单位为帕斯卡（Ｐａ）；

ρ１ ———泵入口处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犵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２）。

３．１８

有效汽蚀余量　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犖犘犛犎；犖犘犛犎犃

由装置条件确定的、规定流量下可获得的（可利用的）ＮＰＳＨ。

　　注：有效汽蚀余量的单位为米（ｍ）。

３．１９

必需汽蚀余量　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犖犘犛犎；犖犘犛犎犚

在规定的流量、转速和输送液体的条件下，泵达到规定性能的最小汽蚀余量（出现可见汽蚀、汽蚀引

起的噪声和振动的增大、扬程或效率开始下降、给定降幅的扬程或效率、汽蚀侵蚀限度）。

　　注１：其值由制造厂家／供方给出。

　　注２：必需汽蚀余量的单位为米（ｍ）。

３．２０

犖犘犛犎３

泵第一级扬程下降３％时的汽蚀余量，作为标准基准用于表示性能曲线。

　　注：ＮＰＳＨ３的单位为米（ｍ）。

３．２１

临界吸上真空高度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狊狌犮狋犻狅狀狏犪犮狌狌犿

最大吸上真空度

犎ｓｃ

泵入口液体压力小于大气压力的极限值。

　　注：临界吸上真空高度的单位为米（ｍ）。

３．２２

允许吸上真空高度　犪犾犾狅狑犪犫犾犲狊狌犮狋犻狅狀狏犪犮狌狌犿

犎ｓａ

对于不同类型的泵和不同的使用条件，考虑一定安全裕量的吸上真空高度。

　　注：允许吸上真空高度的单位为米（ｍ）。

３．２３

比转数　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狊狆犲犲犱

狀ｓ

以泵在最佳效率点的转速、叶轮入口的流量（单吸泵取总流量、双吸泵取二分之一流量）和最大叶轮

直径时单级扬程表示的特征量。用式（２）表示：

狀ｓ＝
３．６５狀犙

１

２

犎
３

４

…………………………（２）

　　式中：

狀ｓ———比转数；

狀 ———泵转速，单位为转每分（ｒ／ｍｉｎ）；

犙 ———流量（双吸泵取
１

２
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ｍ３／ｓ）；

犎 ———扬程（多级泵取单级扬程），单位为米（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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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汽蚀比转数　狊狌犮狋犻狅狀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狊狆犲犲犱

犮

以泵在最佳效率点的转速、叶轮入口的流量（单吸泵取总流量、双吸泵取二分之一流量）和首级叶轮

直径最大时最佳效率点的ＮＰＳＨ３表示的泵汽蚀性能的特征量。用式（３）表示：

犮＝
５．６２狀犙

１

２

ＮＰＳＨＲ
３

４

…………………………（３）

　　式中：

犮　　 　———汽蚀比转数；

狀 ———泵转速，单位为转每分（ｒ／ｍｉｎ）；

犙 ———流量（双吸泵取
１

２
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ｍ３／ｓ）；

ＮＰＳＨＲ———必需汽蚀余量，单位为米（ｍ）。

３．２５

型式数　狋狔狆犲狀狌犿犫犲狉

犽

按最佳效率点计算的无因次的量，用式（４）表示：

犽＝
２π狀犙

１

２

６０（犵犎）
３

４

…………………………（４）

　　式中：

犽———型式数；

狀———泵转速，单位为转每分（ｒ／ｍｉｎ）；

犙———流量（双吸泵取
１

２
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ｍ３／ｓ）；

犵———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犎———扬程（多级泵取单级扬程），单位为米（ｍ）。

型式数实质上是比转数狀ｓ的无因次表达式。

３．２６

流量　狆狌犿狆犳犾狅狑狉犪狋犲

犙

每单位时间内泵出口截面排出液体的体积。

　　注：流量的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３／ｈ）、立方米每秒（ｍ３／ｓ）、升每小时（Ｌ／ｈ）或升每分（Ｌ／ｍｉｎ）。

３．２７

额定流量　狉犪狋犲犱犳犾狅狑

犙ｒ

保证点的流量。

　　注：额定流量的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３／ｈ）、立方米每秒（ｍ３／ｓ）、升每小时（Ｌ／ｈ）或升每分（Ｌ／ｍｉｎ）。

３．２８

转速　狊狆犲犲犱

狀

每单位时间内轴、联轴器或叶轮的转数。

　　注：转速的单位为转每分（ｒ／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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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９

泵输出功率　狆狌犿狆狆狅狑犲狉狅狌狋狆狌狋

有效功率

犘ｈ

泵传递给输出液体的功率，用式（５）表示：

犘ｈ＝
犙犎γ

１０００
…………………………（５）

　　式中：

犘ｈ———泵输出功率，单位为千瓦（ｋＷ）；

犙 ———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ｍ３／ｓ）；

犎 ———扬程，单位为米（ｍ）；

γ ———重度，单位为牛每立方米（Ｎ／ｍ３）。

３．３０

泵输入功率　狆狌犿狆狆狅狑犲狉犻狀狆狌狋

轴功率

犘２

驱动机传递给泵的功率。

　　注：泵输入功率（轴功率）的单位为千瓦（ｋＷ）。

３．３１

驱动机输入功率　犱狉犻狏犲狉狆狅狑犲狉犻狀狆狌狋

犘ｇｒ

泵驱动机吸收的功率。

　　注：驱动机输入功率的单位为千瓦（ｋＷ）。

３．３２

泵效率　狆狌犿狆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η
泵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的百分数。用式（６）表示：

η＝
犘ｈ

犘２
×１００％ …………………………（６）

　　式中：

η ———泵效率；

犘ｈ———泵输出功率，单位为千瓦（ｋＷ）；

犘２———泵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ｋＷ）。

３．３３

机械损失　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犾狅狊狊

犘ｍ

轴承、轴封等机械摩擦阻力及叶轮盖板外侧与液体摩擦阻力所消耗的功率。

　　注：机械损失的单位为千瓦（ｋＷ）。

３．３４

机械效率　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ηｍ

泵输入功率和机械损失之差与输入功率之比的百分数。用式（７）表示：

ηｍ＝
犘２－犘ｍ

犘２
×１００％ …………………………（７）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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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ηｍ ———机械效率；

犘２———泵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ｋＷ）；

犘ｍ———机械损失，单位为千瓦（ｋＷ）。

３．３５

容积效率　狏狅犾狌犿犲狋狉犻犮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ηｖ

泵的流量与通过叶轮的流量之比的百分数。

３．３６

水力效率　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ηｈ

泵的扬程与理论扬程之比的百分数。

３．３７

机组效率　狅狏犲狉犪犾犾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ηｇｒ

泵的输出功率与驱动机输入功率之比的百分数。用式（８）表示：

ηｇｒ＝
犘ｈ

犘ｇｒ

×１００％ …………………………（８）

　　式中：

ηｇｒ———机组效率；

犘ｈ———泵输出功率，单位为千瓦（ｋＷ）；

犘ｇｒ———驱动机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ｋＷ）。

３．３８

泵最高效率　犿犪狓犻犿狌犿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ηｍａｘ；ηｏｐｔ；ηＢＥＰ

在给定工作条件下，泵效率达到的最大值。

３．３９

保证效率　犵狌犪狉犪狀狋犲犲犱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ηＧ

制造单位保证能达到的泵效率。

３．４０

性能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泵在一定转速下，扬程、轴功率、效率等与流量之间的关系。

３．４１

特性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由泵种类和形状所决定的，与泵大小无关，表示泵性能上的特点、特征等。

３．４２

性能曲线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犮狌狉狏犲

用图表示泵性能的曲线。

　　注：此图称为性能曲线图。

３．４３

特性曲线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犮狌狉狏犲

用图表示泵特性的曲线。

　　注：此图称为特性曲线图。也有用百分率、无因次数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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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

容差　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

泵性能的保证值与试验结果之差的允许范围。

３．４５

全特性　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包括泵正转、反转、正流、倒流全部特征。一般泵特征是正转正流，反转倒流为水轮机工况，正转倒

流称为制动工况，反转正流称为反转泵工况。

３．４６

飞逸转速　狉狌狀犪狑犪狔狊狆犲犲犱

狀

切断原动机出力后，泵反转倒流情况下的最大转速。

　　注：飞逸转速的单位为转每分（ｒ／ｍｉｎ）。

３．４７

扬程曲线　犺犲犪犱犮狌狉狏犲

性能曲线中表示流量与扬程的关系曲线。

３．４８

效率曲线　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犮狌狉狏犲

性能曲线中表示流量与效率的关系曲线。

３．４９

轴功率曲线　狊犺犪犳狋狆狅狑犲狉犮狌狉狏犲

性能曲线中表示流量与轴功率的关系曲线。

３．５０

泵汽蚀余量曲线　狆狌犿狆犖犘犛犎犮狌狉狏犲

在给定转速和液体的工作条件下，必需汽蚀余量与流量的关系曲线。

３．５１

等效率曲线　犻狊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犮狌狉狏犲

改变泵的转速、叶轮外径或叶片安放角所得到的数条扬程曲线上连接效率相同的点的曲线。

３．５２

阻力曲线　狊狔狊狋犲犿犺犲犪犱犮狌狉狏犲

静扬程加上管路损失与流量的关系曲线。

３．５３

泵工作范围　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狉犪狀犵犲

由制造厂所规定的泵允许使用的流量区间。

３．５４

大流量点　犾犪狉犵犲犮犪狆犪犮犻狋狔狆狅犻狀狋

泵工作范围内的流量上限值。

３．５５

小流量点　犾狅狑犲狉犮犪狆犪犮犻狋狔狆狅犻狀狋

泵工作范围内的流量下限值。

３．５６

绝对速度　犪犫狊狅犾狌狋犲狏犲犾狅犮犻狋狔

犮

相对于静止坐标系的液流速度。

　　注：绝对速度的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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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７

相对速度　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狏犲犾狅犮犻狋狔

ω

相对于旋转叶轮的液流速度。

　　注：相对速度的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３．５８

圆周速度　狆犲狉犻狆犺犲狉犪犾狏犲犾狅犮犻狋狔

狌

旋转叶轮圆周方向的速度。

　　注：圆周速度的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３．５９

轴面速度　犿犲狉犻犱犻犪狀狏犲犾狅犮犻狋狔

犮ｍ；ωｍ

液流子午面（含有轴心线的截面）上的速度。

　　注：轴面速度的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３．６０

速度三角形　狏犲犾狅犮犻狋狔狋狉犻犪狀犵犾犲

由绝对速度、相对速度及圆周速度三个向量组成的三角形（参见图１７）。

　　说明：

α———绝对速度方向和圆周方向之间的夹角；

β———相对速度方向和圆周方向之间的夹角。

图１７　速度三角形

３．６１

流量系数　犮犪狆犪犮犻狋狔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泵特性中表示流量的无因次数。用式（９）表示：

＝
犮ｍ２

狌２
…………………………（９）

　　式中：

 ———流量系数；

犮ｍ２———液体受叶片排挤后的出口轴面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狌２ ———叶轮出口平均直径处的圆周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３．６２

扬程系数　犺犲犪犱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ψ

泵特性中表示扬程的无因次数。用式（１０）表示：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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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犮ｕ２

狌２
或＝

犎

狌２２／２犵
……………………（１０）

　　式中：

ψ ———扬程系数；

犮ｕ２———液体受叶片排挤后的出口圆周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狌２———叶轮出口平均直径处的圆周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犎 ———扬程，单位为米（ｍ）；

犵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２）。

３．６３

圆周速度系数　狊狆犲犲犱犮狅狀狊狋犪狀狋

犽ｕ

叶轮出口圆周速度和扬程之间的比例常数。用式（１１）表示：

犽ｕ＝
狌２

２犵槡 犎
…………………………（１１）

　　式中：

犽ｕ———圆周速度系数；

狌２———叶轮出口平均直径处的圆周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犵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２）；

犎 ———扬程，单位为米（ｍ）。

３．６４

轴功率系数　狊犺犪犳狋狆狅狑犲狉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狏

泵特性中，表示轴功率的无因次数。用式（１２）表示：

狏＝
犘２

（γ／２犵）犃２狌
３
２

…………………………（１２）

　　式中：

狏 ———轴功率系数；

犘２———泵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ｋＷ）；

γ ———重度，单位为牛每立方米（Ｎ／ｍ３）；

犵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２）；

犃２———叶轮出口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
２）；

狌２———叶轮出口平均直径处的圆周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３．６５

托马汽蚀系数　犜犺狅犿犪狊犮犪狏犻狋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狊狋犪狀狋

σ

必需汽蚀余量或有效汽蚀余量与扬程的比值。

３．６６

轴向力　犪狓犻犪犾狋犺狉狌狊狋

犉ａ

泵内液体作用在转子上（或泵轴上）与泵轴方向一致的力。

　　注：轴向力的单位为牛（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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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７

径向力　狉犪犱犻犪犾狋犺狉狌狊狋

犉ｒ

由于泵运转工况不同，涡壳内压力分布不均匀，因而产生的作用在泵轴上的垂直于泵轴的力。

　　注：径向力的单位为牛（Ｎ）。

４　运转、试验

４．１

自动操作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在没有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外加的电气设备或机械装置，自动地按照预定的规律运行来控制

和运行设备。

４．２

手动操作　犿犪狀狌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由人力直接或间接地操作设备运转。

４．３

自动运转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犿犲狋犺狅犱

按自动操作的运转方式。

４．４

手动运转　犿犪狀狌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犿犲狋犺狅犱

靠一次手动操作，使包括泵在内的数台设备组成的机组按顺序完成自动操作。

　　注：如启动、停止或改变运转状态。

４．５

单独运转　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包括泵在内的数台设备分别独立地按手动操作的运转。

４．６

就地操作　犳犻犲犾犱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在机械设备旁边控制设备的手动操作。

４．７

远程操作　狉犲犿狅狋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距设备一定距离的地方进行的手动操作。

　　注：大多数场合操作者是看不见运转的设备，根据信号进行操作。

４．８

自动控制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犮狅狀狋狉狅犾

由控制装置自动地使运转的有关参数（流量、压力、水位和轴功率等）保持一定的值。

４．９

并联运转　狆犪狉犪犾犾犲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两台以上的泵向同一管路输液的运转。

４．１０

串联运转　狊犲狉犻犲狊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两台或以上的泵的运转，前一台泵的出口与后一台泵的入口连接在同一系统中，允许同时运行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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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高出口压力。

４．１１

关死点运转　狊犺狌狋狅犳犳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关闭泵出口闸阀使流量为零的运转。

４．１２

灌水　狆狉犻犿犻狀犵

启动前向泵内和吸入管内注水。

４．１３

水封　狑犪狋犲狉狊犲犪犾犻狀犵

在轴封部注水，以防止大气进入泵内。

４．１４

暖泵　狑犪狉犿犻狀犵狌狆

对于高温用泵，启动前对泵和管路的预热。

４．１５

冷泵　犮狅狅犾犻狀犵犱狅狑狀

对低温用泵，启动前对泵和管路的预冷。

４．１６

型式试验　狋狔狆犲狋犲狊狋

包括运转试验、性能试验、汽蚀试验以及必要时进行的噪声和振动试验。

４．１７

出厂试验　狊犺狅狆狋犲狊狋

泵出厂前检查泵工作范围内的扬程、流量和轴功率的试验。

４．１８

运转试验　狉狌狀狀犻狀犵狋犲狊狋

检查泵轴承温升、泄漏、振动和噪声等运转状态的试验。

４．１９

性能试验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狋犲狊狋

确定泵扬程、流量、转速、轴功率及效率相互关系的试验。

４．２０

水压试验　犺狔犱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狋犲狊狋

对承压零部件施加水压到规定压力，确认有无渗漏的试验。

４．２１

模型试验　犿狅犱犲犾狋犲狊狋

以相似模型推算实物泵性能的试验。

４．２２

汽蚀试验　犮犪狏犻狋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

为了确定泵的临界汽蚀余量与流量之间的关系或验证泵的临界汽蚀余量是否小于或等于规定的必

需汽蚀余量的试验。

４．２３

水锤试验　狑犪狋犲狉犺犪犿犿犲狉狋犲狊狋

确定包括泵在内的管路系统的水击作用和系统装置性能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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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表压　犵犪狌犵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狆ｅ

压力计指示的压力。

　　注：表压的单位为帕斯卡（Ｐａ）或兆帕（ＭＰａ）。

５　零件及部位

５．１　壳体部分

５．１．１

壳体　犮犪狊犻狀犵

泵体

形成包含和输送液体的外壳总称。

５．１．２

蜗形体　狏狅犾狌狋犲犮犪狊犻狀犵

叶轮外圆侧直接形成的具体蜗形的壳体（参见图１８）。

图１８　蜗形体

５．１．３

双蜗形体　犱狅狌犫犾犲狏狅犾狌狋犲犮犪狊犻狀犵

叶轮外圆侧形成两个对称于轴心的蜗形体或者在单一蜗形体中设置隔板而形成双蜗壳体。

５．１．４

导流壳体　犱犻犳犳狌狊犲狉犮犪狊犻狀犵

叶轮外圆侧具有导叶片的壳体。

５．１．５

压出壳　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犮犪狊犻狀犵

压出段

径向剖分的泵中具有压出口或者通往压出口的壳体。

　　注：如此壳体由多种零件组成时，则指它们的总称。

４２

犌犅／犜７０２１—２０１９



５．１．６

吸入壳　狊狌犮狋犻狅狀犮犪狊犻狀犵

吸入段

径向剖分的泵中具有吸入口的或者通往吸入口的壳体。

　　注：如此壳体由多种零件组成时，则指它们的总称。

５．１．７

中壳　狊狋犪犵犲犮犪狊犻狀犵

中段

径向剖分的泵中吸入壳和压出壳之间的壳体。

５．１．８

压出弯管　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犲犾犫狅狑

具有压出口的泵的弯管部分。

５．１．９

扬水管　犾犻犳狋犻狀犵狆犻狆犲

立式泵中从下部扬水部分开始到吐出口输导液体的垂直管。也有时和悬吊管通用合一。

５．１．１０

悬吊管　犮狅犾狌犿狀狆犻狆犲

立式泵中悬吊下部扬水部分（工作部分）的管子。

　　注：在兼作扬水管时称为扬水管。

５．１．１１

吸入弯管　狊狌犮狋犻狅狀犲犾犫狅狑

带有弯管的吸入壳。

５．１．１２

吸入喇叭管　狊狌犮狋犻狅狀犫犲犾犾

具有喇叭口形状的吸入壳或吸入盖。

５．１．１３

内壳　犻狀狀犲狉犮犪狊犻狀犵

筒式、地坑筒式及双壳泵中内层壳的总称。

５．１．１４

外壳　狅狌狋犲狉犮犪狊犻狀犵

筒式、地坑筒式及双壳泵中外层壳的总称。

５．２　盖部分

５．２．１

泵盖　犮犪狊犻狀犵犮狅狏犲狉

安装在泵体上并形成壳体一部分的壳盖。

５．２．２

吸入盖　狊狌犮狋犻狅狀犮狅狏犲狉

具有吸入口或通往吸入口的壳盖。

５．２．３

平衡室盖　犮狅狏犲狉狅犳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犮犺犪犿犫犲狉

安装在平衡室（平衡轴向力装置）上的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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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

水套盖　犼犪犮犽犲狋犮狅狏犲狉

冷却室或保温室上安装的盖。

５．２．５

机械密封盖　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狊犲犪犾犮狅狏犲狉

支撑机械密封固定环的盖。

５．２．６

填料压盖　犵犾犪狀犱犮狅狏犲狉

轴封部外侧压紧填料防止水外泄的盖。

５．３　叶轮部分

５．３．１

叶轮　犻犿狆犲犾犾犲狉

把能量传给液体的具有叶片的旋转体。

５．３．２

闭式叶轮　犮犾狅狊犲犱犻犿狆犲犾犾犲狉

离心泵或混流泵中具有前、后盖板的叶轮。

５．３．３

开式叶轮　狅狆犲狀犻犿狆犲犾犾犲狉

离心泵或混流泵中，前、后盖板不全的叶轮。其中只有后盖板的叶轮称半开式叶轮；前、后盖板都没

有的或只有很短的后盖板的称为全开式叶轮。

５．３．４

无堵塞叶轮　狀狅狀犮犾狅犵犵犻狀犵犻犿狆犲犾犾犲狉

用于输送含有固体物、纤维状物等具有流道形状不易堵塞的叶轮。

５．３．５

叶轮密封环　犻犿狆犲犾犾犲狉狑犲犪狉狉犻狀犵

口环

叶轮上对应于泵体密封环部位的密封环。

５．３．６

叶轮螺母　犻犿狆犲犾犾犲狉犮犪狆

装于轴头，用以固定叶轮的异形螺母。

５．３．７

叶轮轮毂　犻犿狆犲犾犾犲狉犺狌犫

叶轮固定在泵轴上的部分。

５．３．８

诱导轮　犻狀犱狌犮犲狉

为了提高泵的吸入性能，在叶轮前面同轴安装的轴流式叶轮。

５．４　泵轴部分

５．４．１

泵轴　狆狌犿狆狊犺犪犳狋

支撑并将动力传给叶轮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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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上轴　狌狆狆犲狉狊犺犪犳狋

立式泵中最上部的轴。

５．４．３

下轴　犾狅狑犲狉狊犺犪犳狋

立式泵中最下部的轴。

５．４．４

中间轴　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狊犺犪犳狋

立式泵中位于上、下轴之间的轴。

５．４．５

中间联轴器　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狊犺犪犳狋犮狅狌狆犾犻狀犵

泵体内联接两个轴的联轴器总称。

　　注：有套筒式、螺纹式、法兰式等。

５．４．６

轴套　狊犺犪犳狋狊犾犲犲狏犲

装在轴上的圆筒形零件。

５．４．７

填料轴套　狆犪犮犽犻狀犵狊犾犲犲狏犲

装在轴上填料部位的轴套。

５．４．８

水轴承套　犫犲犪狉犻狀犵狊犾犲犲狏犲

对应于水轴承部位的轴套。

５．４．９

挡套　犻狀狋犲狉狊狋犪犵犲狊犾犲犲狏犲

多级泵中各叶轮之间的轴套。

５．４．１０

轴套螺母　狊犾犲犲狏犲狀狌狋

轴上固定轴套的螺母。

５．４．１１

减压套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狉犲犱狌犮犻狀犵狊犾犲犲狏犲

为降低轴封部的压力所使用的轴套。

５．４．１２

平衡套　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狊犾犲犲狏犲

在液体平衡轴向力部件中对应于平衡衬套处安装的轴套。

５．４．１３

平衡盘　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犱犻狊犮

为平衡多级泵的轴向推力所采用的盘形平衡装置。

５．４．１４

平衡鼓　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狆犻狊狋狅狀

为平衡多级泵的轴向推力所采用的筒状平衡装置。

５．４．１５

调整环　犪犱犼狌狊狋狉犻狀犵

用于调整轴上零件相互轴向位置的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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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６

对开挡环　狊狆犾犻狋狉犻狀犵

轴上用来固定叶轮等所用的挡环。

５．４．１７

挡液圈　犱犲犳犾犲犮狋狅狉

为防止介质沿轴向流出或异物进入轴承内部而装在轴上的挡圈。

５．４．１８

挡砂圈　犱犲犳犾犲犮狋狅狉

防止水中砂、土及异物进入轴承而装在轴上的挡圈。

５．５　轴封部分

５．５．１

填料密封　狊狋狌犳犳犻狀犵犫狅狓狊犲犪犾

将填料缠绕在轴上，借助填料函外端部的压盖，通过螺栓把填料压紧，从而产生压力，达到密封液体

的一种装置。

５．５．２

填料　犵犾犪狀犱狆犪犮犽犻狀犵

放入填料函中的密封物。

５．５．３

机械密封　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狊犲犪犾

由垂直于主轴的两个面间的接触压力达到回转密封作用的一种装置。

５．５．４

浮动环密封　犳犾狅犪狋犻狀犵狉犻狀犵狊犲犪犾

轴封部把既不固定在轴上也不固定在壳体上的套环与固定在壳体上的套环相互交错并形成极狭小

的通路来限制泄漏达到密封的一种装置。

５．５．５

副叶轮密封　狊狌犫犻犿狆犲犾犾犲狉狊犲犪犾

由于副叶轮的作用，在同轴旋转时使流向叶轮后面的液体压力升高，重新压回到叶轮出口处，保证

轴封处的液体不泄漏的一种装置。

５．６　壳体上的零件

５．６．１

导叶　犱犻犳犳狌狊犲狉

使液体按规定方向流动并使它的部分速度能量转换成压力能量的具有叶片的零件。

５．６．２

隔板　犻狀狋犲狉狊狋犪犵犲犱犻犪狆犺狉犪犵犿

装在多级泵的壳体上用来分开压力不同的两空腔部分所用的间隔板。

５．６．３

壳衬　犮犪狊犻狀犵犾犻狀犲狉狊犻犱犲狆犾犪狋犲

泵体中对应于开式叶轮叶片或背导叶的部位设置的内衬。

５．６．４

壳体密封环　犮犪狊犻狀犵狑犲犪狉狉犻狀犵

壳体内对应于叶轮密封环部位装入的衬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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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５

填料函　狊狋狌犳犳犻狀犵犫狅狓

装填料或机械密封构成轴衬的部位或部件。

５．６．６

填料环　狊犲犪犾犮犪犵犲

填料函中以封液、减压、润滑、冷却为目的的放入的各种环的总称。

５．６．７

水封环　狑犪狋犲狉狊犲犪犾犮犪犵犲

主要起水封作用的填料环。

５．６．８

喉部衬套　狋犺狉狅犪狋犫狌狊犺犻狀犵

装在内侧密封与叶轮之间，在轴套（或轴）周围形成微小节流间隙的装置。

５．６．９

中间衬套　犻狀狋犲狉狊狋犪犵犲犫狌狊犺犻狀犵

对应于挡套或叶轮轮毂外圆表面装在泵体上的衬套。

５．６．１０

减压衬套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狉犲犱狌犮犻狀犵犫狌狊犺犻狀犵

装在泵体上与平衡套外圆相对应的衬套。

５．６．１１

平衡衬套　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犫狌狊犺犻狀犵

装在泵体上与平衡套外圆相对应的衬套。

５．６．１２

平衡板　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狊犲犪狋

与平衡盘的光滑端面相对应装在泵体上的圆板。

５．６．１３

平衡环　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狉犻狀犵

与平衡鼓光滑外圆相对应装在泵体上的衬环。

５．６．１４

水封管　狊犲犪犾犻狀犵狆犻狆犲

注入水封液体用的管子。

５．６．１５

平衡管　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狆犻狆犲

主要是为了平衡轴向力，降低平衡室内压力，将平衡室的低压部分连接起来所用的管子。

５．６．１６

穿杠　狋犻犲犫狅犾狋

节段式多级泵中把吸入段、中段、吐出段缔结在一起用的双头螺柱。

５．６．１７

水轴承　狊狌犫犿犲狉犵犲犱犫犲犪狉犻狀犵

直接受输送介质包围的轴承。

　　注：靠介质润滑。

５．６．１８

水轴承体　犫犲犪狉犻狀犵狊狆犻犱犲狉

立式泵中支撑轴承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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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１９

轴承体　犫犲犪狉犻狀犵狊狌狆狆狅狉狋

支撑轴承的零件。

５．６．２０

托架　犳狉犪犿犲

悬架

支撑泵体和轴承体的零件。

　　注：为有所区别有时称为泵体托架或轴承支架。

５．７　部位

５．７．１

蜗室　狏狅犾狌狋犲

叶轮外圆与漩涡状泵壳体间的空间（参见图１８）。

５．７．２

隔舌　犮狌狋狑犪狋犲狉

蜗形体中蜗室起点与扩散部起点所形成的部位（参见图１８）。

５．７．３

喉部　狋犺狉狅犪狋

隔舌处的吐出断面，即蜗形体中锥管状吐出部分的入口（参见图１８）。

５．７．４

吸入口　狊狌犮狋犻狅狀狅狆犲狀犻狀犵

泵吸入液体的入口。

５．７．５

压出口　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狅狆犲狀犻狀犵

泵排出液体的出口。

５．７．６

导叶片　犵狌犻犱犲狏犪狀犲

使液体按规定方向流动设置的叶片或作为扩散器设置的叶片。

５．７．７

前盖板　犳狉狅狀狋狊犺狉狅狌犱

形成叶轮流道吸入侧方的盖板。

５．７．８

后盖板　犫犪犮犽狊犺狉狅狌犱

形成叶轮流道的后侧壁与轮毂连在一起的盖板。

５．７．９

叶片　犻犿狆犲犾犾犲狉狏犪狀犲

叶轮内均匀分布的数枚板片状物。

　　注：主要作用是传递能量。

５．７．１０

背叶片　狆狌犿狆狅狌狋狏犪狀犲

后盖板外侧所设置的辅助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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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１１

平衡孔　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犺狅犾犲

叶轮后盖板上为平衡轴向力开设的孔。

５．８　其他部分

５．８．１

底座　犫犪狊犲

支撑和固定设备的台座总称。

５．８．２

共同底座　犮狅犿犿狅狀犫犪狊犲

两个以上设备安装在一起的底座。

５．８．３

单独底座　狊犻狀犵犾犲犫犪狊犲

单个设备安装的底座。

５．８．４

连接轴　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狀犵狊犺犪犳狋

泵与驱动部分分开的场合，用于连接它们的轴。

５．８．５

联轴器　犮狅狌狆犾犻狀犵

连接泵轴和驱动轴的连接件总称。

５．８．６

联轴器罩　犮狅狌狆犾犻狀犵犵狌犪狉犱

联轴器周围设置的安全罩。

６　水力

６．１

密度　犱犲狀狊犻狋狔

ρ
规定温度下每单位体积的质量。

　　注：密度的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３）。

６．２

动力黏度　犱狔狀犪犿犻犮狏犻狊犮狅狊犻狋狔

μ
液体层间相互滑动的剪应力与剪切速度变化率的比值。用式（１３）表示：

μ＝
τ

犱ｕ／犱ｙ
…………………………（１３）

　　式中：

μ　　———动力黏度，单位为帕秒（Ｐａ·ｓ）；

τ ———剪应力，单位为帕（Ｐａ）；

犱ｕ／犱ｙ———剪切速度变化率，单位为每秒（１／ｓ）。

６．３

运动黏度　犽犻狀犲犿犪狋犻犮狏犻狊犮狅狊犻狋狔

ν

动力黏度与输送液体密度的比值。用式（１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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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μ

ρ
…………………………（１４）

　　式中：

ν———运动黏度，单位为平方米每秒（ｍ
２／ｓ）；

μ———动力黏度，单位为帕秒（Ｐａ·ｓ）；

ρ———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６．４

压力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犘

流体中某一点单位面积上所受的垂直作用力。

　　注１：除非另有规定，所有压力均是表压。

　　注２：压力的单位为帕（Ｐａ）或兆帕（ＭＰａ）。

６．５

静压　狊狋犪狋犻犮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狆

一般与液流平行的面上作用的液体压力。

　　注：静压的单位为帕（Ｐａ）或兆帕（ＭＰａ）。

６．６

动压　犱狔狀犪犿犻犮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狇

表示液体的动能的压力。用式（１５）表示：

狇＝
γ狏

２

２犵
×１０

４ …………………………（１５）

　　式中：

狇———动压，单位为帕（Ｐａ）；

γ———重度，单位为牛每立方米（Ｎ／ｍ
３）；

狏———流速，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犵———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６．７

总压　狋狅狋犪犾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狆ｔ

流体具有的静压和动压之和。

６．８

比能　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犲狀犲狉犵狔

每单位质量液体的能量。

　　注：比能的单位为焦每千克（Ｊ／ｋｇ）。

６．９

水头　犺犲犪犱

每单位质量的液体的能量除以重力加速度。

　　注：水头的单位为米（ｍ）。

６．１０

压力水头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犺犲犪犱

液体的静压以液柱高度表示的值。

　　注：压力水头的单位为米（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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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

位置水头　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犺犲犪犱

液体具有的位置能量以水头表示的值。

　　注：位置水头的单位为米（ｍ）。

６．１２

速度水头　狏犲犾狅犮犻狋狔犺犲犪犱

液体具有的动能以水头表示的值。

　　注：速度水头的单位为米（ｍ）。

６．１３

总水头　狋狅狋犪犾犺犲犪犱

任一截面处的总能量。

　　注１：总水头为压力水头、位置水头和速度水头之和。

　　注２：总水头的单位为米（ｍ）。

６．１４

损失水头　犾狅狊狊犺犲犪犱

液体由于摩擦、涡流等失去的能量以水头表示的值。

　　注：损失水头的单位为米（ｍ）。

６．１５

冲角　犪狋狋犪犮犽犪狀犵犾犲

攻角

液体流入翼形的速度方向和翼弦形成的角。

　　注：冲角的单位为度（°）或弧度（ｒａｄ）。

６．１６

失速　狊狋犪犾犾

冲角过大时，液流在翼面或叶片表面上产生显著分离的现象。

６．１７

汽蚀　犮犪狏犻狋犪狋犻狅狀

流动着的流体由于局部压力的降低产生汽泡的现象。泵发生汽蚀，在汽蚀部位会引起机件的侵蚀，

进一步发展则将造成扬程下降，产生振动噪声等。

６．１８

喘振　狊狌狉犵犻狀犵

管路系统（包括泵）由于小流量，液流在泵内脱液而形成的自振。

　　注：表现为压力、流量周期性变化，泵与管路产生激烈振动及低沉噪声。

６．１９

水锤　狑犪狋犲狉犺犪犿犿犲狉

水击

管路系统由于流量急剧变化而引起的较大的压力变动。

６．２０

脱流　狊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

接近物体表面的液流不是沿着物体表面流动而产生逆流或死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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