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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变压供水系统控制模型辨识的试验研究

汤 跃，张新鹏※，黄志攀，成 军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镇江 212013）

摘 要：离心泵变压供水被认为是一种节能供水模式，但由于对其控制模型的研究不够深入，在水泵变工况运行时常常

造成用户端水压不稳，推广应用受到很大限制。为提高变压运行控制系统性能，利用变频器、虚拟仪器搭建离心泵供水

系统试验台，编制 LabView 测控程序，进行变工况下的变压和恒压模型辨识试验。根据各响应过程，通过 MATLAB 系

统辨识工具箱建立过程模型与理论模型比较，并对比分析相同阀门开度下和不同阀门开度下变压与恒压过程控制模型的

参数和结构变化。结果表明随着离心泵工况改变，变压供水控制模型是定结构的带延迟二阶模型，参数具有较大幅度的

变化，其惯性、时变和时滞特性比恒压供水更大，建议针对系统暂态性能改善设计具有 PID 特性的变参数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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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国内对于变频变压供水运行机理的研究日益成熟，

节能效果明显[1-5]，但由于系统控制无法满足运行要求，

在工程中却还很少应用。原因是水泵系统运行中的不确

定性、非线性、大时滞等特性，导致了其控制模型的复

杂性，给控制器的设计带来很大的困难[6-8]。针对这一特

性，国内外专家学者利用理论分析法、阶跃辨识分析法

等建立泵系统运行的控制模型[9-10]，包括以供水流量为控

制目标的自适应控制模型，针对时变和非线性系统的神

经网络模型以及鲁棒控制优化运行模型等[11-15]，将扰动和

负载的随机特性考虑进控制器设计中。这些建模方法都

是建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系统仿真具有较好的

效果，但是，泵的实际运行往往产生较大的偏差，根据

这些模型设计的控制器无法满足控制系统性能要求，对

变压供水的实际应用产生很大的限制。

本文以阶跃响应系统辨识为基本原理，对单泵供水

系统在不同装置需求下进行阶跃响应试验，并通过

MATLAB 系统辨识工具箱建立供水模型。比较分析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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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段的模型，找出结构和参数的变化规律，确定最优

控制模型，为供水系统控制器的设计提供依据，促进供

水系统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

1 供水系统模型分析

国内提出的变压供水就是管网最不利点的恒压，其

机理是从恒压供水扩展而来[16]，可分为压力上升过程和

恒压过程。前者是一个惯性环节，后者是一个纯滞后过

程，那么供水系统的模型可表示为[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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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1 为供水系统的惯性时间常数，s；k1 为供水系统

的增益；τ为供水系统的时滞常数，s。s 为时间，s。

变频器和电机可近似等效为时间常数为 T2 的一阶惯

性环节。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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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2 为调速系统的惯性时间常数，s；k2 为调速系统

的增益。

系统中其他控制和检测环节，包括继电器控制转

换、压力检测等环节的惯性时间和滞后时间与供水系统

的时间常数相比可以忽略，那么均可等效为比例环节，

其传递函数为

3 3( )G s k （3）

根据以上分析，整个供水系统的模型为上述 3 个环

节的串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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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 为系统的总增益， 1 2 3k k k k   。

T1 由用户规模决定，一般用户的数量越大，即供水

系统的所需水压值越大，系统的惯性时间常数越大；T2

与变频器加速时间常数和电机自身特性相关。系统的滞

后时间 τ由供水系统的最不利点决定，它是由最不利点和

用户的距离和供水系统的平均流速决定。当用户规模发

生变化时，模型参数也会发生改变。

控制模型是控制器设计的前提，参数的变化规律对

控制器的设计具有重要作用。供水系统的理论模型是阶

跃响应试验模型辨识的根据，对试验起到一定指导作用。

2 阶跃响应试验

2.1 试验装置

设计如图 1 的模拟供水系统水泵试验装置，P1 为水

泵的出口压力，阀前压力 P2 模拟供水系统中用户端的最

不利点压力，闸阀调节流量模拟改变用户的需水量。整

个装置利用阀门调节泵的工况，通过变频器输出频率控

制电动机转速，利用虚拟仪器作为数据采集系统的核心。

图 1 水泵试验装置图

Fig.1 Experimental setup of pump system

试验用泵额定流量 15 m3/h，额定扬程 35 m；采用涡

轮流量计测量流量，压力传感器测量泵的进出口及模拟

用户端（阀前）的压力，数据采集利用 LabView 的 DAQ

Assistant 通过 PXI-6251数据采集卡完成各个信号物理通

道的配置。

2.2 试验原理

阶跃响应是常用的模型辨识方法，其原理是通过系

统的阶跃响应曲线获得模型的结构和参数[19-20]，如图 2

所示。

注：y(∞)为响应终值，P 为响应曲线拐点，AB 为过 P 的响应曲线的切线，T

为等效惯性时间常数。

图 2 阶跃响应曲线图

Fig.2 Curve of step response

基本步骤是：首先通过手动操作使过程工作在所需

测试的稳定条件下，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快速改变过

程的输入量，并用记录仪或数据采集系统同时记录过程

输入和输出的变化曲线；经过一段时间后，过程进入新

的稳态，试验结束后所得到的记录曲线就是过程的阶跃

响应曲线。利用 MATLAB 系统辨识工具箱建立各个响应

过程的模型。

2.3 试验方案

通过供水系统节能机理的分析，为满足供水需求，

变压运行时变频器输出频率最低约为 30 Hz，因此试验时

的响应过程是 30～50 Hz 的频率范围。

试验步骤为：

1）首先使阀门全开，调节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均为

5 s，输出频率为 50 Hz，待管道充满水；

2）泵的运行工况稳定一段时间后，开始采集数据，

同时快速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 30 Hz，待泵运行稳定

后一段时间后停止记录并保存；

3）再分别调节阀门开度 k 约为 80%、50%、40%，

重复步骤 1 和 2；

4）调节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均为 10 s，再重复步骤

1）、2）、3）的试验过程。

3 试验结果分析

3.1 模型辨识

将试验所得数据预处理加载到 MATLAB 的

workspace，再导入系统辨识工具箱，选择过程模型进行

建模得到如表 1、2 的模型传递函数。

表 1 恒压供水模型

Table 1 Control model of constant-pressure water supply

阀门开度 k/% 响应过程/Hz 传递函数 拟合度

100 30～50
0.233.38(1 4.42 )e

( )
(1 1.25 )(1 1.26 )

ss
G s

s s




 
90.31

80 30～50
0.284.19(1 8.78 )e

( )
(1 1.05 )(1 3.11 )

ss
G s

s s




 
93.12

50 30～50
0.34.79(1 7.3 )e

( )
(1 1.12 )(1 2.54 )

ss
G s

s s




 
93.31

40 30～50
0.176.96(1 7.81 )e

( )
(1 2.0 )(1 1.99 )

ss
G s

s s




 
93.22

表 2 变压供水模型

Table 2 Control model of variable-pressure water supply

阀门开度 k/% 响应过程/Hz 传递函数 拟合度

100 30～50
0.2920.34(1 4.81 )e

( )
(1 1.27 )(1 1.27 )

ss
G s

s s




  93.09

80 30～50
0.333.33(1 10.87 )e

( )
(1 1.07 )(1 3.78 )

ss
G s

s s




 
91.56

50 30～50
0.344.04(1 7.62 )e

( )
(1 1.18 )(1 2.56 )

ss
G s

s s




 
93.16

40 30～50
0.1961.96(1 7.38 )e

( )
(1 1.85 )(1 1.87 )

ss
G s

s s




 
92.96

从辨识得到的变压供水和恒压供水各阀门开度下的

传递函数看，供水模型结构是不变的，都是一个二阶带

延迟的模型，包括比例环节、2 个惯性环节、微分环节和

延迟环节。同理论分析模型相比，阶跃响应试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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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多了一个微分环节。由于微分环

节在物理系统中不能单独存在，因此该环节没有实际的

物理意义，只是对模型的修正，但是对系统的稳定性产

生一定的影响。

而传递函数各环节的参数表明，恒压供水与变压供

水具有相似的变化规律。比例系数随着用水量的增大而

减小，模型的 2 个极点在大流量和小流量下接近甚至相

同，而在 2 者之间呈现极点分离的趋势，因而模型稳态

特性相似，但是，参数变化幅度有较大差别。如果利用

实现恒压供水的 PID(proportion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

控制设计变压供水控制系统，只能满足个别工况段的要

求，显然不符合供水系统工况变化大的实际情况。

3.2 模型的拟合度分析

不同的需求流量下，辨识得到不同参数的模型。将

这些模型同时与相同的试验过程数据比较，如图 3、4。

注：图中 e 表示试验原始数据模型，a、b、c、d 分别表示阀门开度为 40%、

50%、80%、100%时试验辨识模型，下同。

图 3 恒压模型适应性比较图

Fig.3 Adaptability of constant-pressure models

图 4 变压模型适应性比较图

Fig.4 Adaptability of variable-pressure models

从不同的模型对同一调节过程的适应性来看，恒压

和变压供水模型拟合度都有一定的降低，但是变压供水

的降幅更大。恒压供水其中 3 组模型对相同过程的拟合

度都超过 90，最低为 80.47；而变压供水模型只与其对应

的过程拟合度超过 90，对其他过程的适应性很差。

3.3 恒压和变压的最优模型

将辨识得到每个模型与各个过程进行比较，通过拟

合度的计算结果判断，适应性最好的模型是在阀门开度

为 80%，即流量约为 15 m3/h 时调节过程所得模型。恒压

供水和变压供水的最优模型对不同调节过程的拟合结果

如图 5、6 所示。

图 5 恒压供水最优模型拟合度

Fig.5 Best fits of constant-pressure optimum model

图 6 变压供水最优模型拟合度

Fig.6 Best fits of variable-pressure optimum model

从恒压供水最优模型对各个调节过程的适应性来

看，拟合度度最低的为 87.42，因此该最优模型可以代替

其他调节过程的模型，即对于恒压供水调节过程可认为

是不变模型的，那么在控制器设计时针对最优模型就能

满足控制要求。

根据变压供水模型辨识的结果判断，对各个调节过

程适应性最好的模型仍然是在阀门开度为 80%时所得模

型。但对各个调节过程的适应性远不及恒压供水，拟合

度最低为 80.68，因此模型参数变化较大，不能用最优模

型代替其他调节过程的模型。

3.4 模型应用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分析结果，利用最优模型进行单泵机

组恒压供水的 PID 控制器参数设计，并在上述各个阀门

开度下进行试验，运行结果如图 7 所示。同时根据变压

分析结果为变压供水设计不同阀门开度下 PID 参数，试

验运行结果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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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恒压闭环控制试验响应曲线

Fig.7 Experiment response curve of constant pressure

closed-loop control

图 8 变参数 PID 变压控制响应曲线

Fig.8 Response curve of variable-pressure control with

variable-parameter PID

恒压运行响应曲线表明，在小流量下最大超调量为

13.3%，调节时间约为 10 s，稳态误差在 1%以内。整体

控制性能优良，控制过程是在定参数下实现。而对于变

压供水的控制，根据阀门开度设计相应的不同 PID 参数，

从响应曲线可以看出，系统最大超调量为 75%，明显偏

高，稳态性能良好，因此针对系统超调量过大的问题进

行控制器设计是进一步的研究。

4 结 论

1）随着离心泵工况的改变，恒压供水可根据最优线

性模型设计控制器，而变压供水模型参数的变化比起恒

压更大，其系统惯性、时变和时滞特性更明显。不同的

模型对同一响应过程的适应性及最优模型对不同响应过

程的适应性都较差，针对最优模型设计固定参数的 PID

控制已不能满足变压供水系统的控制要求。

2）变压供水模型结构是定结构的带延迟二阶模型，

参数变化趋势与恒压供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根据恒变

压供水模型的异同分析，建议变压供水的控制利用 PID

良好的稳态控制性能，针对系统暂态性能的改善设计具

有 PID 特性的变参数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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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control model of centrifugal pump

variable-pressure water supply system

Tang Yue, Zhang Xinpeng
※
, Huang Zhipan, Cheng Jun

(Research Center of Fluid Machinery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Variable-pressure water supply is considered to be a good operation mode to save energy. But lacking enough

study on the control model results in pressure fluctuation at user side, which will restrict variable-pressure water supply

for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To improve the control quality, a step response experiment rig of water-supply

system was set up based on virtual instrument and frequency converter. A LabVIEW test program was compiled to carry

out the step response experiment at different openings of valve. And then process models were constructed with system

identification toolbox of Matlab according to experiment data. Contrasting the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models,

variations among different processes were analyzed from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sp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ariable-pressure operation had a similar variation trend in structure and parameters, and it also had more obvious inertia,

time varying and hysteretic nature. So the transient state performance of the variable-pressure water supply system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design of variable-parameter controller with PID.

Key words: centrifugal pump, control, models, system identification, step response, variable-pressure water supp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