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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传统城市供水管网一般在净水厂实行消毒以减少用户受到病原体及各种水传播疾病的危害。既要保证足够的氯残

留，又要减少过量氯产生的气味和可能的消毒副产物（/012），传统的消毒方法经常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对矛盾，二次加氯将会

是个很好的解决策略。二次加氯的优势已经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对二次加氯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合的论述，从新的

角度对现有的优化模型进行了分类，并比较和推荐了认为可行或相对较好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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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传统模式下，供水企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

面，由于氯在管网中长时间停留而发生衰减消耗，如

果净水厂不增加过量的氯量，就不能满足管网中许

多关键点的余氯浓度要求；另一方面，过高的氯浓度

将会产生气味，从而增加消费者的投诉。另外，有研

究表明，过量的氯会导致消毒副产物（/929:E463;:3
0AF15(<@632，/012），这 些 物 质 将 会 危 害 人 体 的

健康［!F&］。

限制 /012 浓度，已经在美国、欧洲乃至中国变

得越来越严格。因此，供水水质问题转化为调节余

氯浓度，使其控制在相对可靠的范围内，低限保证充

足消毒，高限限制 /012。
为保证供水管网中各处水质，二次加氯是种高

效的余氯浓度控制策略。该方法系分布式的补给技

术，通过在供水管网中的氯投加高效点再次投加或

补充氯，改变氯的浓度分布，提高供水水质。这种方

法与仅在水厂消毒的传统方式相比有如下优点：

（!）减少 /012 形成的可能［,］；（*）减少氯的总投加

量；（&）导致供水管网消费节点限制范围内的余氯

有更加均匀的时空分布；（,）减少从水厂到消费节

点的消毒时间，降低消毒终端产物；（L）增加系统抵

御和应对事故或蓄意污染物侵害的稳固性。

近年来，应用二次加氯控制城市供水水质的潜

在好处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本文在对二次

加氯基本假设和背景模型进行论述的基础上，从新

的角度对现有的优化模型作了分类，并比较和推荐

了笔者认为可行或相对较好的模型。

7 假5 设

!M ! 反应级数

目前，有关二次加氯研究的文献中都是假定氯

衰减遵循一级反应。尽管在供水管网水质模拟中是

常见的，而且基于反应物过量假设的实验研究，但是

该模型应用于二次加氯时包含明显错误［L］。0(6648F
89 等［%］指出活性粒子模型（N4;639C4 2=46942 B(<48）
在一次和二次加氯中将优于一级模型。如果采用更

合理的反应动力学模型，线性模型关系将不再适用，

而且优化问题求解将会更加困难。由于模型存在误

差，由一级反应动力学模型推导出来的各种模型（如

H G K 模型），可以产生实际系统的次优解，在实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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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取得足够好的效果。所以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采

用一级反应动力学模型。

!" # 拟稳态

城市供水管网稳态模型假定管网水力要素（ 管

段流速、流量、节点流量和水压等）和水质要素（ 物

质浓度）都不随时间变化。城市供水管网中的水体

流动呈现复杂的周期性，大多采用拟稳态模型对其

进行研究，即将时段细分，单个研究时段是稳态的。

通常假定水力条件、水压、流速、水池水位及加氯模

式（净水厂和二次加氯中）等都呈周期性变化。节

点的氯浓度如 $%&&’(() 所示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实

际城市供水管网呈现出很强的周期性元素和非周期

变动，只要这些变动能够导致单个时段内产生稳态

的影响系数和衰减系数，随后叙述的传统水质模型

和 * + , 模型就能够得到应用。

! 背" 景

通过二次加氯改善供水水质，需要建立相应的

水力模型和水质模型，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二次加氯

的优化模型应用。由于水力模型读者较熟悉，而部

分水质模型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所以本文仅对

水质模型进行简单的描述。

#" ! 传统水质模型

管网水质模型是模拟水中物质随时间在管网中

变化规律的模型。管网水质模型是在水力模型的基

础上，利用计算机模拟水质参数或某种污染物在管

网中随时间和空间的分布。管网水质模型主要的功

能是可以跟踪管网水质的变化，评估管网水质的

状况。

在单个管段中，氯分布状态可以按式（!）计算。

!!（"，#）
!#

$ % !!（"，#）
!"

& -!!（"，#） （!）

式中：!（"，#）为管道中 # 时段 " 处的氯浓度，./ + 0；

% 为水的流速，. + 1；-! 为一级反应常数，为管道反应

系数、质量传输系数和余氯衰减系数的函数，2 3!。

现有的水质模型按求解方法可以分为两类：欧

拉法和拉格朗日法。水质模拟技术计算精确，并且

足够预测管网水质残留。但是，各种方法都尽力近

似求解各管道中无数点的氯浓度，从而丢失氯输入 +
输出路径的关系。

#" # * + , 模型

输入 + 输出（ *4567 + ,67567，* + ,）模型［8，9］是种递

归回溯方法，该方法可以从输出节点开始，找到何时

投加氯到供水管网中。该模型通过相邻上游节点浓

度指数衰减值加权平均，表达特定时间节点氯浓度。

如果上游节点是加氯点，上游节点浓度即可获得；如

果不是加氯点，可以运用同样的过程回溯到已知加

氯点。* + , 模型在管网中从消费节点回溯到氯投加

点，这便是递归过程的基础。依此方法可以建立输

入节点和输出节点之间的关系：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为时刻 #、调度周期 , 输入节点 )（二次加

氯点）对输出节点 ’ 的影响系数；!’（ #）为节点 ’ 在 #
时刻的浓度，./ + 0；+,

) 为二次加氯点 ) 的投加浓度，

./ + 0。

* + , 模型能比传统模型提供更基础的信息，如

提供输入、输出节点之间的各路径关系，将其分解为

相应的延时和影响系数。输出节点的行为能通过任

何源节点来推求计算，这种数学形式的表达对应用

有利，如反馈控制。另外，* + , 模型由于路径表达清

楚，所以有助于理解水质过程。

# 二次加氯优化模型

二次加氯优化模型是一系列基于专业假设和方

法而建立，通过优化方法求解的模型。根据决策变

量的不同，该系列模型可分为优化布置模型和优化

投加量的模型。优化布置模型可以分为覆盖模型

!、# 和优质水模型；优化投加量模型包括一次形式

模型和二次形式模型。不同的想法可以有不同的组

合方法，如 :;<1<2 联合优化布置模型中优质水模型

和优化投加量模型中的一次形式模型组成多目标函

数形式，可以同时实现二次加氯的点和量的优化。

不同优化模型采用不同的优化算法获得优化解。到

目前为止，遗传算法［=，!>］、多目标遗传算法［!!］、整数

规划［!#，!?］、线性规划［!@］、二次规划［!A］、混合整数线

性规划［!B，!8］、> 3 ! 非线性规划［!9］和混合整数二次

规划［!=］已经得到应用。

?" ! 优化布置模型

?" !" ! 覆盖模型 !
基于水力模型计算，在有限现场监测点的情况

下，0’’CD’)4)4/’; 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用水量发现最

佳的覆盖集，从而确定最佳的现场监测点［#>］。该方

法实际是管网中的监测点应该覆盖最大的其他管网

节点水量。引入“覆盖”或“ 覆盖节点”是为了建立

联系，从而通过管网的其他节点的监测结果评价管

网水质。如监测节点 ’ 从节点 ) 获得足够的水，即节

点 ’ 覆盖节点 )。因此，可以通过节点 ’ 的水质浓度

推导出节点 ) 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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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选择二次加氯点，需要象 "## 和 $#%&%&’#(
那样控制下游节点而不是上游节点。当选择一个节

点为加氯点时，下游节点的水质可以通过一些假设

而进行评价。借鉴以上方式可以建立优化问题为：

)*+"
!,

"
#"$" （-）

约束条件为：

"
!,

"
%" ( !& （.）

"
!

" ’ /
(#（ "，)）%" * $" # 0 （1）

式中：#" 为节点 " 的水量，)- 2 3；!, 为所有可能设置

二次加氯泵站的节点数；! 为节点数；!& 为最大二次

加氯泵站数；%" 为是否在 " 点设置二次加氯点，0 为

不在该点设置，/ 为设置；$" 为一个覆盖点，0 为不覆

盖，/ 为覆盖。

式（.）限制二次加氯点的最大数量。式（1）限

制管网中不同的节点，通过这个约束，使得监测节点

) 至少由一个二次加氯节点 " 覆盖，可控制节点 ) 的

水量。

-4 /4 5 ! 覆盖模型 5
覆盖模型 5 寻求确定最小化的二次加氯点，对

于确定的节点和时段，这些加氯点能够提供完全的

余氯覆盖。余氯覆盖序列由各个监测点和监测时段

产生，并且保证各个监测点和时段至少由一个二次

加氯点决定，因此导致完全覆盖。该模型的关键步

骤是确定节点是否被覆盖。优化问题为：

)%&"
!,

"
%" （6）

约束条件为：

"
"++,)

%" # /! ) ’ /⋯!-，, ’ /⋯.! （7）

+,
) ’ ｛" / #,) # #)%&｝ （8）

%" ’ ｛0，/｝! " ’ /⋯!, （9）

式中：+,
) 为监测点 ) 在时段 , 的余氯覆盖集；#,) 为监

测点 ) 在时段 , 的余氯浓度，)’ 2 "；#)%& 为能够接受

的最小余氯浓度，)’ 2 "。

覆盖集 +,
) 包括可能的二次加氯点 "，该加氯点

的浓度为 #)*+，并且由此推导出的各节点 ) 在时刻 ,
的余氯浓度大于 #)%&。因此，覆盖集又可以定义为

+,
) :｛" ;!,

")#" : #)%& 2 #)*+｝。残余参数 " : #)%& 2 #)*+是

个衡量余氯残留的设计参数，直接影响着优化模型

的位置和数量。

-4 /4 -! 优质水模型

优质水模型基于管网水力和水质的模型。将余

氯在限制范围内的总用水量，代替节点数量，作为优

化的目标函数。5. < 内优质水的总量称为总优质水

量，所有节点的总优质水量必须在能够接受的浓度

范围内。该模型表示为：

)*+012( ’ ."
!

" ’ /
"
5-

3 ’ 0
4" （/0）

约束条件为：

4" ’ 0! 当 ! #" 5 #)%& （//）

式中：4" 为节点 " 在 / < 内的优质水消耗量，)- 2 <；.
为单 位 转 换 系 数；012( 为 管 网 中 总 优 质 水 量，

)- 2 3。

-4 5 优化投加量模型

-4 54 /! 一次优化模型

假定一定数量的氯二次投加点，氯的定点和定

量问题转化为最小化的氯总投加量，各节点以余氯

浓度上下限为约束条件。最小化的投加氯量将会产

生前面所述的许多优点如减少 $=>? 等，根据这一原

则，目标函数为：

)%&"
!,

" ’ /
"
!,

" ’ /
6,

" （/5）

约束条件为：

#)%&
) ( #-) ( #)*+

) ；

) ’ /⋯!-，- ’ #⋯# 7 !8 * / （/-）

6,
" # 0；! " ’ /⋯!,，, ’ /⋯!, （/.）

式中：6,
" 为投加点 " 在投加周期 , 时段内总氯的投

加量，)’ 2 "；#-) 为节点 ) 在监测时间间隔 - 之后的

余氯浓度，)’ 2 "；#)*+ 为监测节点余氯的最大允许浓

度，)’ 2 "；# 为监测时间的开始；!, 为水力循环时间

步长数（等于监测时间步长数）。

-4 54 5! 二次优化模型

氯会随时间衰减，余氯在管网中的时空分布呈

现很大的波动性。管网中余氯分布最好的方式便是

均匀地达到某一期望水平，与期望余氯浓度的差值

便成为衡量用户水质的标准。二次优化模型的表达

形式如下：

9（00）’ /
00
"
00

3 ’ 0

/
!"

!

" ’ /
［#"（ 3）* #!］5 （/1）

式中：00 为规划范围的时间长度，<；#!为期望的余

氯浓度，)’ 2 "。

在给定氯衰减级数和固定投加点的情况下，该

种方式的优化目标函数使模型更加接近实际。输出

浓度依赖于二次加氯点的输入浓度，优化投加量问

题转化成 00 趋于无限时投加量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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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较
表 !" 优化布置模型比较表

模型分类 覆盖模型 ! 覆盖模型 " 优质水模型

模型基础 水力模型 !# 水力模型

"# $ % & 模型

!# 水力模型

"# 传统水质模型

模型假设 拟稳态 !# 拟稳态

"# 氯衰减遵循一级反应

!# 拟稳态

"# 氯衰减遵循一级反应

理论依据 通过节点间的水量大小比例及水流

路径建 立 整 个 管 网 节 点 间 的 水 质

关系。

通过 $ % & 模型建立供水管网中

节点间的水质联系。

通过传统水力水质模型，直接

构建节点间的水力水质联系。

优点 简单实用 路径关系清晰，水质过程表达

准确

直观易于理解

缺点 水量信息代替水质信息，会产生偏

差，如：不能体现管段两节点流量变

化不大、水流时间很长而造成水质

变化的局限性。

影响系数确定较为复杂，容易

受到水力周期波动影响。

对水力、水质模型依赖性强，

模型精度要求高。

模型应用 !# 文献［"!］

"# 文献［""］

文献［!"］ 文献［!!］

表 #" 优化投加量模型比较表

模型分类 一次优化模型 二次优化模型

模型基础 $ % & 模型 $ % & 模型

实现功能 减少总投加量 !# 改善管网水质分布

"# 减少投加量

优点 模型求解简单 !# 易于理解水质和水力之间的关系

"# 不需要严格的水力周期，接近于实际应用

’# 引入期望余氯浓度，降低优化问题维度

(# 计算要求不严格

缺点 !# 易受水力周期影响；

"# 计算过程维度高；

’# 实际应用中，为满足要求需要做必要处理

计算量相对大

模型应用 !# 文献［!’］

"# 文献［!(］

!# 文献［!)］

"# 文献［!*］

+ + 覆盖模型 !、" 和优质水模型通过表 ! 得到系统

全面的比较信息。在具体应用中，可以根据需要选

择模型。笔者认为，在水力水质模型基础好的单位

可以应用优质水模型，但一般供水企业不具备好的

模型条件，在我国还未见到成功应用的水质模型。

覆盖模型 ! 相对粗糙但实用，在目前需相对准确水

力建模的机构可以应用；覆盖模型 " 与后面所述的

优化投加量模型，包含相同的模型机理可以相互融

合，如单独确定位置可以使用。如果采用组合模式

既优化二次加氯点位置又优化投加量，建议用覆盖

模型 ! 代替。

另外，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尝试借鉴国外 ,-./.
等［"’］、国内张怀宇等［"(］和伍悦滨等［")］提出的，用

节点水龄来确定供水管网水质（ 或水质监测点）的

方法，确定二次加氯点，该方法尚未见到文献报道。

优化投加量模型中的一次形式和二次形式参

见表 "，表中很明确地显示了二次形式的优越性。

目前，计算求解已经不是模型应用的瓶颈了。所

以通过比较，笔者建议使用二次形式的优化投加

量模型。

# 结" 论

为保证供水管网中各处水质，二次加氯是种高

效的余氯控制策略。通过在供水管网中的氯投加高

效点，再次投加、补充氯，从而改变管网余氯分布，提

高供水水质。二次加氯的优化问题，可以根据不同

假设和理论建立优化模型，运用优化方法进行求解。

本文对当前存在的优化模型，从新的角度进行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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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系统的描述、分类和比较。经过分析比较，笔者建

议在二次加氯优化布置模型中，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优化模型；在优化投加量模型中，二次形式模型比一

次形式模型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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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书记赞扬楠溪江环境保护工作

EMMW 年 N 月 O! 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专程去永嘉看

望为民好支书郑为民，沿着楠溪江驱车到山坑乡后九降村途

中，一路江水如碧，山色似黛，习书记赞不绝口，并高度评价

了永嘉县楠溪江保护工作。楠溪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水秀

岩奇瀑多村古滩林美，名闻遐尔，同时也是永嘉县人民赖以

生存的母亲河。永嘉县委县政府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对楠溪

江的保护，坚持在该流域禁止建立污染型工业，加强对高速

公路、康庄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环境评估和运行日常管理，

仅建设诸永高速公路的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就达到 OEMM 万

元，还实施“楠溪江保清方案”和“ 畜禽禁养区管理实施方

案”，使楠溪江水环境得到切实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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