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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

首次提出了采用光学方法控制活化硅酸的最佳活化状态
。

研究发现
,

对于二

氧化硅浓度一定的活化硅酸溶液
,

在一定的人射光波长和 比色皿厚度条件下
,

活化硅酸的透

光率只与活化时间有关
,

而与活化 值无关 可利用活化硅酸的这一光学特性
,

快速简便

地控制活化硅酸的最佳活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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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活化硅酸具有助凝效果好
,

原料价格低廉
,

对人体无副作用等特点
,

目前 已 成

为水处理过程中较为常用的助凝剂 活化硅酸助凝效果的好坏与其活化过程中硅酸分子

的聚合程度有关 当用酸中和水玻璃的碱度时
,

二氧化硅便分离出单硅酸溶胶
,

它 随时

间进行聚合
,

形成聚硅酸大分子
。

其聚合反应如下

一

飞斗

一 一 一

由于聚硅酸大分子带有 电荷
,

相反 电荷溶胶的相 互凝聚是活 化硅 酸助凝作用 的基

础
。

另外
,

聚硅 酸大分子还可 以作为混凝剂水解产物的凝结 中心
,

加速混 凝剂水解产

物形成较大的絮凝体
,

这是其助凝作用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

由此可见
,

制备稳定的且分子大小适中的聚硅酸溶胶是活化硅酸具有 良好助凝作用

的关键 传统上
,

人们一直以粘度作为衡量活化硅酸活化程度的指标
,

但 由于粘度的测

定较复杂
,

且影响因素较多
,

应用时极为不便
。

笔者在研究 中发现
,

当温度及二氧化硅含量一定时
,

随着活化过程的进行 活化硅酸

的透光率逐渐降低 在此基础上首次提 出了一种以活化硅酸的透光率作为控制活化硅 酸

聚合程度的指标
,

并发现应用此方法可快速简便地测定与控制活化硅酸的最佳活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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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型 混凝搅拌仪 湖北潜江 磁力搅拌器 多 分析纯

夕 分析纯 水玻璃 模数为
,

含量为

活化硅酸的制备方法

取 水玻璃 用蒸馏水稀释 倍
,

然后加硫酸调 值分别为
,

进行活化
。

活化开始后每隔一定时间测定溶液的透光率
,

并通过烧杯搅拌试验考

察其助凝效果
。

混凝试验方法

取松花江原水为试验水样 浊度 度 混凝剂为 伍
,

投加量 为 压

新制备的活化硅 酸投加量 为 搅拌时 间 为 快搅 面 而
,

慢搅

而 而
,

最后静沉 而
,

取上层清液测定剩余浊度

透光率测定方法

人射光波长 为
,

玻璃 比色皿厚度为
,

以蒸馏水做空 白
,

测定 不 同

条件下
,

不 同聚合程度活化硅酸溶液的透光率
。

结果与讨论

当活化硅酸的 值为 时
,

自活化开始至活化硅 酸最终变成凝胶为止
,

每 隔

测定活化硅酸的透光率和相对应的助凝沉后余浊
,

表 为 值为 时不同活

化时间所对应的活化硅酸溶液的透光率与其助凝沉后余浊间的关系
。

表 值为 时的试验结果

活化时间

透光率 石 乃

沉后水浊度
· ’

石
·

乃 石

由表 可知
,

当 的含量为
,

值为 时
,

活化时间在 一 而
时所得到 的活化硅 酸具有最佳的助凝效果

,

而与之相对应 的活化硅酸溶液 的 透光率为

一
。

当活化硅酸的 值为 时
,

自活化开始至成为凝胶时
,

每 隔 而 测定不 同

时间活化硅酸的透光率和相对应的助凝沉后余浊
,

表 为 值为 时不 同活化时

间所对应的活化硅酸溶液的透光率与其助凝沿后余浊间的关系

表 值为 时的试验结果

活化时间

透光率

沉后水浊度
。

乃

由 表 的试验结果 可知
,

在其它活化条件不变时
,

只将活化硅酸 的 值改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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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佳 助凝效果 所 对应 的 活 化 时 间 为 一 而
,

而相对应 的 透光率仍 为

一
,

当活化硅酸的 值为 时
,

从活化开始至成为凝胶时为止
,

每隔 而 测定

活化硅酸的透光率和与之相应的助凝沉后余浊
,

表 为 值为 时不 同活 化 时 间

所对应的活化硅酸溶液和透光率与其助凝沉后余浊间的关系
。

表 声值为 时的试验结果

活化时间

透光率

沉后水浊度
。

根据表 的试验结果可知
,

当活化硅酸的 值为 时
,

其它活化条件保持不

变
。

此时
,

活化时间在 一 而 时
,

活化硅酸具有最佳的助凝效果
,

相 对应 的透

光率为 一
。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

活化硅酸的最佳活化状态与活化硅酸的透光率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
,

在二氧化硅含量一定的前提下
,

某一活化硅酸溶液的透光率对应于一定 的 活 化 硅

酸活化状态
,

或活化硅酸聚合程度 如果给定某水玻璃溶液的二氧化硅含量
,

即可通过事

先绘制的透光率 —
沉后余浊曲线

,

快速简便地检测 与控制 活化硅酸溶液的最佳活 化

状态
。

结论

活化硅酸溶液 的最佳活化状态 的检测 与控制是其在生产 中应用 的一个关键环节

本文在试验研究基础上
,

首次提出了一种活化硅酸最佳活化状态的光学控制方法
。

因而可

利用活化硅 酸溶液的光学特性
,

快速简便地检测与控制活化硅酸的最佳活化状态

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