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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泵流量为什么比给谁流量大－－给水流量为什么大于主
蒸汽流量-股识吧

一、为什么泵的实际流量大于理论流量而马达相反，解释一下原
因，谢谢

当泵的工作压力，低于泵设计的额定压力时，流量有可能会偏大。
输送不同的介质，流量也有可能有差异的。
不知，你指马达的什么参数是相反的。

二、为什么在衡量液压泵的大小时排量比流量更能说明问题

流量是液压泵在一定压力下的最大流量，排量是该泵的实际排出量，所以排量比流
量更能说明问题。
排量是泵本身决定的，定量泵排量不变，流量和驱动泵的转速有关；
变量泵可以调排量，流量排污泵的电机转速有关，压力大小和驱动的负载有关，负
载越大，压力越大（在额定的范围内），流量大了，油缸运动速度肯定增大。

三、为什么空压机压力低流量比压力高时流量大

在压缩空气气体里面：压力和流量成反比

四、锅炉汽塞时，为什么给水压力比汽包压力大还补不上水啊？

在一般情况下锅炉汽塞与补水泵关系不大，如果补水泵工作正常启动补水泵一般压
力表上都能显示压力上升，锅炉内压力只要不超过水泵出口压力都能补上水，如果
补不上可以检查一下补水泵是不是进了空气。
一般补水泵进空气补不上水，但补水泵声音会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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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给水流量为什么大于主蒸汽流量

主蒸汽流量在理想状态下应该等于给水流量，但锅炉实际运行时是有损耗的，加之
管路系统的泄露等因素影响，主蒸汽小于给水流量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损耗量过大则需要做相应的检查处理。
主蒸汽流量=给水流量+减温水流量主蒸汽流量=给水流量+减温水流量-锅炉排污-
疏水尤其是汽包锅炉在变负荷的时候，给水无论是在自动还是手动上，给水流量和
蒸汽流量肯定是不符的，只有在负荷稳定后才能按：给水流量=主汽流量+连续排
污量+疏水+定期排污量+跑冒滴漏这个公式考虑。
还有，我在调试中接触的给水流量计的安装位置全部在减温水的前面，从75T的锅
炉到1024T的，还真没碰上过不包含减温器水量计量的安装方式，所以有些朋友提
出的主蒸汽流量=给水流量+减温水流量这种类型的公式我认为不妥，当然，如果
流量计的安装位置变化这个公式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应该用"给水流量=主汽流量+连续排污量+疏水+定期排污量+跑冒滴漏这个
公式"来计算。
不过，我们单位是表面式减温器，而且给水流量的测点在减温器之前，也就是说包
括减温水的流量。
不过，我们的主汽流量是始终大于给水流量的。
如果水量大于汽量，基本可以判断给水系统有泄漏了。
这里的流量单位是：立方米/小时。
因蒸汽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故同样质量的水比同样质量的蒸汽体积小，反映在流
量表上就是主蒸汽的流量比进水的流量大。

六、为什么空压机压力低流量比压力高时流量大

在压缩空气气体里面：压力和流量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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