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哈 尔 滨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聚丙稀酞胺处理高浊度水对流动电流

技 术 应 用 的 影 响 研 究

范 洁 李圭白 石 颖 陈忠林
水工业新技术研究室

摘 要 通过实验研究了高浊度水经聚丙稀酸胺处理的情况下流动电流的变化规律以

及流动电流技术的应用可行性问题 实验结果表明
,

该技术对此种原水的棍凝控制具有 良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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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处理工艺技术的发展
,

人们对混凝工艺 日趋重视
,

已将它视为传统净水工

艺 中最为重要 的环节
,

而准确控制投药则是 良好混凝效果的首要前提 另外
,

尽 可 能

节省 混凝药剂的消耗可 以降低净水成本
,

减少净水中铝离子浓度过高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 因此
,

混凝投药控制技术成为各国竞相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

根据表 面化学理论
,

固体表面要有选择地吸附溶液中的某些荷 电质点 以获得 电

荷
,

这样就会导致固体表面某种电荷的过剩
,

并且在附近液相 中形成反 电有离子 的不均

匀分布
,

从而构成固液界面的双电结构 当液体在固体表面流动时
,

双电层扩散层中的离

子随液休流动
,

从而产生了固液界面上双电层的电荷分离
,

并产生流动电流
,

流动电流 与

电位具有 正线性相 关
,

可 以很好地反应混凝效果 流动电流技术 以其先进性和实用

性
,

已被广泛应用于给水处理混凝工艺过程控制川 但是
,

已往的研究与应用工作多是在

一般地面水源条件下展开的
,

而对于以高浊度水经过一次沉淀处理的水为原水进行混凝投

药控制的研究却很少
。

本文对在此种条件下
,

流动电流技术能否正常对混凝投药过程进

行有效地控制进行了实验研究
,

并且通过实验数据加以评价和分析

黄河水的净化处理

黄河是我国泥沙含量最高的河流
,

也是世界上罕见 的多沙河流
,

年输沙量和年平

均含沙量均居世界大江河的首位 黄河泥沙主要是来自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
,

而径流

则主要来 自上游
。

黄河含沙量 的季节性变化很大
,

黄河高含沙量主要发生在汛期

黄河水的净化处理往往是先将黄河水进行一次沉淀
,

使浊度 降低 到 比较低 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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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经过常规工艺进行处理
。

在黄河高浊度水的预沉淀处理 中
,

聚丙稀酞胺属于阴离子型有机高分子絮凝剂
,

由于其分子量很大
,

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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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采 用部分水解 的

具有 良好的吸附架

实验研究方案

实验方法

取经过 自然沉淀的黄河水
,

向其中加人黄河底泥
,

配制成不 同含 沙量 的 高 浊度

水
,

然后向其中投加聚丙稀酞胺絮凝剂
,

使沉淀后水的浊度控制在要求范围内 对沉

后水进行混凝搅拌实验
,

在投 药混合后
,

取 出一部分混合后水样 来检 测 流 动 电 流

值
,

另一部分混合后水样继续反应
、

沉淀
,

并测定沉后余浊 根据实验结果建立起流

动电流值和沉后余浊与混凝剂投加量的关系
,

由此来评价流动电流值是否 与混凝剂投

加量和沉后余浊具有相关性
。

实验条件

混凝搅拌实验

一次沉淀处理 快速混合 而
,

而 慢速反应 而
,

静止 沉 淀

而
。

二 次沉淀处理 而 快速混合 而
,

而 慢速 反应 而
,

静止沉淀
。

有机高分子絮凝剂 阴离子型聚丙稀酞胺
。

混凝剂 液体三氯化铁
,

液体聚合铝

实验结果与分析

流动电流值与混凝剂投加里的相关性

先配制不同含沙量的高浊度水样
,

分别加 人 相 应 剂量 的 聚丙 稀 酞胺
,

经 过一次

沉淀处理后
,

取得符合浊度要求的水样
,

见表 再向一次沉淀处理后的水样 中投加不

同剂量的混凝剂
,

实验得到对应的流动电流值
,

见表

表 对高浊度水进行一次沉淀处理后的出水浊度

项 目 水样 水样 水样 水样

原水浊度

人 投加量

沉后余浊

表 流动电流值与混凝剂投加且的关系

水水样 三抓化铁投加童 水样 三‘ 化铁投加量‘ ,,

编编号 乃 刀 乃乃 编号
·

’刀 , 刀刀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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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中的结果可 以看出
,

对于 四个水样
,

随着混凝剂投加量 的增加
,

流动电流

值也随之增加
,

并没有 因为水中残 留一 定 量 带有 负 电荷 的 聚丙 稀 酞 胺 而 引起 对流 动

电流值的无序干扰
。

但是
,

由于流动电流值与混凝剂投加量之 间的关系受水质 中多种

因素的影响
,

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非线性 不过
,

从总的趋势来看
,

流动 电流

值是混凝剂投加量 的单增 函数
,

这说 明了流动电流值 与混凝剂投加量 之 间具有相 关

性
,

应用流动电流值作为混凝投药控制参数是可行的
。

流动电流值与混凝效果的相关性

常规净水工艺是 以去除浊度为主要 目的
,

一般在生产 上是 以沉后余浊作为评价混凝

效果
、

控制混凝剂投加量 的指标
。

在 此 选 择 以 沉 后余 浊来 表 征 混凝效果
,

通 过 实

验
,

分析流动电流值与沉后余浊的相关性
。

表 列出沉后余浊和混凝剂投加量的关系
。

从表 中的结果看出
,

对于四个水样
,

随着混 凝 剂投加 量 的增 加
,

沉后余浊 随之 降低
。

将流动电流值 与混凝剂投加量
、

沉后余浊 与混凝 剂投药量 的关系绘成曲线图后
,

从 图中找 出对应不 同沉后余浊 的流

动电流值列于表 中
。

根据表 中可以看出
,

沉后余浊与流动电流值之间存在特定的相

关性
,

即随着沉后余浊的增高
,

流动电流值相应降低
。

实际中只要 给定一个流 动 电流

值就会有一特定的沉后余浊与之对应
,

从而可以保证水质满足规定的要求
。

表 沉后余浊与混凝剂投加皿的关系 表 流动电流值与沉后余浊的关系

水样 三氛化铁投加量 沉后余浊 水样编号 流动电流

编号 刀 一 一 乃 刊 一 平均值

名 飞 ,

乃

,

石 名

不同聚丙稀酞胺残余里对流动电流值的影响

实际中对于同一浊度的高浊度水往往会出现投加不同量聚丙稀酞胺的情况
,

这就会使

在沉后水中聚丙稀酞胺的残余量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流动电流值与混凝剂投加量和

沉后余浊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上面的规律
,

将会直接影 响流动 电流技术 的应用
,

有必

要通过实验加 以验证

向 的水样中投加过量的聚丙稀酞胺对高浊度水进行一次沉淀处理
,

如

表 所示 通常情况下
,

一次沉淀处理后水的浊度要求为
,

聚丙稀酞胺投加量

为 时 的沉 后 浊 度 已 满足 要

求
,

那 么
,

聚 丙 稀 酞 胺 投 加 量 为

时
,

其沉后 浊 度 比投 加 量 为

时的要低许多
,

实际中就属于

过 量
,

另 外
,

当聚丙 稀 酞胺 投 加 量 为

表 对高浊度水进行一次沉淀处理后的出水浊度

水样编号

刀几、︸
乃,且,山

原水浊度

投加量

沉后余浊
,

时
,

其 沉 后 浊 度 没 有 继 续 下降
,

反而有所增加
,

说明了聚丙稀酞胺投加量 已经

过量
,

这都势必使一次沉淀处理后水中存在过多的聚丙稀酞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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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向这些水样投加混凝剂进行混凝实脸
,

得到流动电流值与混凝剂投加量
、

沉后余

浊与混凝剂投加量的关系
,

列于表 中
。

并将实验结果绘成 曲线 图
,

然后从图中找 出

流动电流值与沉后余浊的对应关系
,

如表 所示 从表 中的分析结果可 以看 出
,

沉

后余浊与流动电流值之间仍然存在特定的相 关性
,

即随着沉后余浊相应 的增高
,

流动

电流值相应降低
。

这说明在一定范围内即使过量地投加聚丙稀酞胺对高浊度水进行一次

沉淀处理 对后续投加三氯化铁混凝过程中应用流动电流技术没有影响
。

表 流动电流值和沉后余浊与混凝剂投加量的关系 表 流动电流值与沉后余浊的关系

水样

编 号

实验

结果

三氯化铁投加量 沉后余浊 水样编号

哎曰少

刀 夕

,
‘︸凡」

、

︸、︸,︸,一

气

习马, ,︸

,︸

戈曰,﹄气、︸

⋯

,,了﹄气‘气石名石流动电流值

沉后余浊

流动电流值

沉后余浊

运行时间对流动电流检测的影响

在实际中
,

流动电流 自动投药系统是需要长期连续运行的
,

其维护十分简单
,

只是定

期 清洗 传感器探头
,

这 主要是 为了消除污物在传感 器 探 头 上 的累 积 对检 测 信 号 的影

响
。

以往流动电流技术的实验与应用都证明
,

无机混凝剂在传感 器探头上 会随取样水

流的连续流动不断地更新 ’】
。

但聚丙稀酞胺在传感器探头上的吸附与累积对流动 电流检

测是否有影响
,

将关系到流动电流 自动投药系统能否长期 正常连续运行
。

对此
,

通 过

实验室的连续实验来研究 与分析

取 的水样
,

投加聚丙稀酞胺进行一次沉淀处理
,

然后 向处理后 的水 中

投加液体聚合铝来进行混凝实验
,

连续实验
,

结果见表
。

表 流动电流值与混凝剂投加最的关系

聚合铝 运行时间

投加量

名 石 夕

刀

巧

通过实验结果可 以看出
,

在连续运行过 程 中
,

流 动电流值均能够很好地反 映混凝

剂投加量的变化
,

并且变化规律是相近的
,

聚丙稀酞胺预沉淀处理不会干扰传感器对流动

电流的正常检测 值得提到的是
,

以上结论是在实验室中通过静态实验得到 的
,

实际

生产 中
,

山于取样水流对传感器探头的 自清洗作用
,

必然会进一步排除聚丙稀酞胺在传

感器探头上吸附与累积对流动电流检测的影响
。

结论

在高浊度黄河水 中投加聚丙稀酞胺进行一次沉淀处理后的水 中虽然会含有一定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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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稀酞胺
,

但它对以一次沉淀处理水为原水进行 常规净化处理 过程 中应 用流动 电流

混凝投药控制技术没有发现不 良影响
,

在此种条件下
,

流动电流值与混凝剂投加量和沉

后余浊之 间仍然具有 良好的相关性
,

以流动电流作为混凝过程投药控制参数是可 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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