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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运行管理问题 

中国水协科技委 沈大年 

第一部分 净水管理概论 
一

净水管理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净水管理的目的在于确保净水水质和 

水量，较好的完成提供优质、党足和廉价的 

水。在净水管理上，大致可分为“运行”和“整 

修”两大类型 

“运行”即通过对净水设施 、设备和装置 

的操作，进行投药，沉淀、过滤和消毒，使净 

化水质不仅完全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而且能达到较高要求的企业水质目标值。 

“整修”即为了使净水设施、没备和装 

置，在运行中经常保持良好状态和能发挥其 

较佳性能所必需的检查、修理和准备。 

“运行”要以水量管理和水质管理为中 

心。操作净水设施、设备和装置，进行投药、 

沉淀、过滤和消毒等，均是为达到上述管理 

的手段 

“整修”广义讲可包括两部分：一+是为使 

设施、设备和装置能长期正常工作所必需的 

检验和修理为中心的设施管理；一是为保证 

正常运行所需药品的药剂管理。 

“运行”和 “整修”是净水管理中两项基 

本业务。为了达到净水管理目的，两者必须 

密切地有机结合起来 

二 净水管理工作的具体划分 

净水管理工作具体可分为四个方面．即 

水量管理、水质管理 、药剂管理和设施管 

理。各 自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l 水量管理 ：目标水量的确定；净水过 

程中各阶段水量的测定；水量目标值与测定 

值对比；水量的调控 

2 水质管理：净水过程中各阶段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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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水质目标值与实测值对比：调控挣水 

没施，使各阶段水质均能达到目标值。 

3 药剂管理：根据水量 、水质决定混凝 

剂、消毒剂的投加率及投加量；蒯控投加量； 

储备确保运行使用的药剂量 

4 设施管理：全面掌握设施，设备和装 

置的性能和 良好状况 ；制定确l保设施 、̈童备和 

装置性能的检验、整修措施，并保证及H,Ji,J诸 

实施。 

三 对净水管理体制的要求 

总的要求是：所建立的管理体制能够高 

效地完成水质优，水量足、成本低和设施、设 

备状况良好等方面任务。为此净水管理体制 

必须有利于：对水量，水质、药剂和没施四方 

面全面管理；使 运行”和 整修”二者能够有 

机地结合起来；制定协调的运行程序和管理 

准则；迅速掌握、传递运行情报，进行分析判 

断和及时捌控；人才的培养 与提高一 

第二部分 净水过程全面质量控制 

保证与提高净水水质．除依靠优良的净 

水药剂，高效、可靠的净水没施和合理的管理 

体制外，采用净水过程全面质量控制，这 利 

学管理方法，是十分有效的 

一 净水过程全面质量控制的基础工作 

开展水质全面质量控制之前，首先要做 

好质量教育 、标准化、计量测试、质量信息和 

质量责任制等项工作。现分别叙述如下： 

1 质量教育：其目的是使从事净水_r 

作的职工，加深认识到水质和目计民生的重 

大关系，树立水质第一的思想。同时，认 只到 

为保证水质，除需依靠工艺、没备、原材料和 

环境外，更重要的是还要依靠人，从i何激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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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质量教育首要是思想教育 同时要进行 

业务、技术教育与培训 从而充实、提高工作 

能力和管理水平。为促进质量教育效果，要 

有严格的考试、考核制度 经考试合格方可 

上岗。工作中继续考核，不合格者要进行撤 

换。 

2 标准化工作：标准化包括标准、规 

程、准则和办法多种形式 是衡量工作质量 

的尺度，也是生产活动的依据 它既具有科 

学性和合理性 ，又具有指令性和严肃性。质 

量控制标准化工作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技术 

标准，另一是管理标准。 

2．1技术标准 

在技术标准中又可以分成水质标准和 

工艺标准。 

2．1 1水质标准：应以国家饮用水卫生 

标准(GB一5749—85)为准则。同时还要参照 

行业标准，即建设部 1992年 837号文颁发的 

《城市供水行业 2000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中所规定的水质指标。在 

检验项目方面要求：一类水司 88项，二类水 

司 51项，三、四类水司35项；在管网水浊度 

方面要求(单位：NTU)：目标值及最大允许值 

分别为：一类水司 1，2；二类水司2，3；三四类 

水司3，5。 

2．1．2工艺标准：工艺标准是指导净水 

运行的主要依据 涉及面甚为广泛，例如：混 

凝、沉淀、过滤和消毒等各自操作规程；搅拌 

试验操作规程；各种净水药剂抽样检验、验 

收、贮存和发放规定，清水池管理、维护条例 

等等。内容繁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2．2 管理标准 

2．2．1生产设备管理准则：在掌握生产 

设备技术参数 、技术条件和技术状态的同 

时，指出管理办法， 程序化 、标准化的方式 

固定下来，做为管理的准则。 

2．2．2净水过程管理规定确定各工序的 

质控要求，做为净水过程质控管理的依据。 

2．2．3质量审核标准办法：明确质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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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内容、组织、实施办法和作为负责生产的 

经理或总工程师行使质量审核的依据。 

3 计量测试工作：计量测试工作 (包括 

测试、化验、分析等)是保证计量的量值准确 

和统一，确保技术标准的贯彻执行 役有准 

确的计量，就无法开展质量控制工作。 

净水过程中的计量包括：水质、水量和 

生产工艺控制方面的一些计量。 

4 质量信息工作：质量信息包括原水 

水质 、净水工程过程水质等基本数据。通过 

收集这方面的信息， 便及时分析、掌握影 

响水质的因素，准确地采取措施确保水质。 

5 质量责任制：建立个人、班组和各级 

领导在水质方面的责任制，对每个人都要明 

确其在水质工作上的具体职责。使水质工作 

事事有人管 ，人人有专责，考核有标准和工 

作有检查。 

二 现场质量控制 

现场质量控制的任务，是控制好影响质 

量的人 设备 、原材料 、工艺和环境五大因 

素。建立起能够稳定生产、保证水质的生产 

系统。使每个生产环节都能严格执行有关标 

准、规定和规程， 确保质量。为此，必须严 

格工艺纪律，及时掌握质量动态，搞好质量 

检验和加强净水工艺薄弱环节 的管理和改 

进。 

三 质量检验 

公司水质科和水厂化验室，是供水企业 

对水质的专门检验与管理部门。他们是代表 

公司或厂进行质量检查、甚至可 认为代表 

国家和用户进行对水质的验收。为此，一定 

要牢牢树立 “水质第一”的思想。他们工作 

时，要严格按水质检验规程进行 ，认真执行 

质量考核制度。针对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水质 

问题，主动同有关部门协商予 解决，并积 

极参与新的净水工艺、净水药剂的试验与研 

究。 

四 开展质量控制小组活动 

结台水质目标，针对净水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制定 QC计划。通过 QC小组活动，依靠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群众研究，制定解决措施，解决水质问题 

第三部分 净水工作有关的几个问题 

与净水工作有关的问题甚多。现从中选 

几个关系密切或较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予 

以探讨。 

一 用好混凝剂 

在净水工艺、净水构筑物选好之后，能 

否用好混凝剂是影响净水效果至关重要的 

问题 。 

1 国内外混凝剂开发使用的简况：国 

内外较早使用的混凝剂是一般铝盐和铁盐， 

如硫酸铝 、硫酸亚铁和三氯化铁等。 

高分子混凝剂是 60年代由国外先行开 

发的，具有高质、低耗的优点。高分子混凝剂 

分为有机和无机两大类。对有机高分子混凝 

剂的毒性，学者们看法不一．尚未获得广泛 

选用。无机高分子混凝剂，虽不产生有机高 

分子混凝剂的毒性，但如原材料选用不当， 

亦有有害成分。已开发出的此类混凝剂品种 

不少，其中 聚合氯化铝最早，在日本广为 

选用，我国7O年代初也研制出来。由于性能 

良好，使用单位逐渐扩大。现生产厂家很多， 

但质量差别很大。 

2 筛选混凝剂的评价、比较内容：净水 

效果(浊度、色度 COD、TOC的去除，pH或碱 

度的变化等)；药剂本身成分；根据耗量折合 

成本；沉淀体积大小和处理的难易；残留在 

水中的物质对人体的影响。 

最后选定不限于一种，也可能多品种混 

凝剂，以适应不同原水水质和降低成本的需 

要 。 

对硫酸铝、无水氯化铁、氯化铁溶液及 

聚合铝产品质量的检测项目和方法，国家都 

有标准。 

3 投加率确定方法有烧杯试验法 、 

(zeta)电位法、胶体滴定和粒子计数法。目前 

较为普遍采用的还是烧杯试验法。 

4 投加方式及设备：我国50年代曾选 

用过定时震荡干式投加机 ，虽向机械化投加 

迈进了，但投加均匀性欠佳。现多采用湿式 

投加，具有投剂量准确，控制简便和使于实 

现 自动投加。 

5 混凝控制投加方式： 

人工控制 试验室确定投加率，再根据 

水量计算出投加量 由人工控制。 

自动控制。自动控制是稳定水质、降低 

药耗的有效办法。有靠建立水质数学模型 ， 

靠沉淀池出水浊度反馈，采用模拟装置等多 

种方式控制。选择原则是根据原水水质变化 

状况、数学模型建立的难易、可提供传感器 

的质量以及对自动化水平的要求，园地制宜 

地选定。 

二 对增加助凝剂的考虑 

当原水不易处理 ．如高浊或低温、低浊 

时，单独使用混凝剂，或配合投碱也难以形 

成良好絮体，沉淀效果下降时，考虑增加助 

凝剂是大有必要的。 

1 常用的几种助凝剂：有聚丙烯酰胺、 

活化硅酸和海藻酸钠 前一种适用于处理高 

浊水，后两种适用于低温低浊水，在这方面 

国内都有选用 特别是活化硅酸，50年代初 

期，天津水司便已采用，现已积累多年经验 

2 活化硅酸和海藻酸钠质量规格可参 

考 日本 水 道 协 会 JWWAK121— 1975和 

Kl03— 1979 

3 活化硅酸的投加量与投加点的选 

定：天津水司经验，硫酸亚铁与活化硅酸投 

加比以 l：I～1：0 5为宜。投加点以二者混合 

后一并投加好 但是这只能作为参考。最好 

还是结合各自原水、混凝剂品种，通过烧杯 

试验来确定适宜投加比，以及助凝剂投加次 

序是先投、后投、还是与混凝剂混合投。 

三 合理消毒 

I 氯、二氧化氯、氯胺和臭氧四种消毒 

剂，经综合比较认为，氯依然是当前最适用 

的消毒剂 鉴于化学药剂消毒均有不 良副作 

用，一些学者现研究以物理方法取代化学方 

法消毒。 

2 不同水质的消毒余氯与投加率的关 

系不同。自由氯比化合氯杀菌(下特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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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健全规章制度，督促党员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 

他们围绕着生产经营的中心工作，围绕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提高 

党员的素质为目的，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民 

主评议 、联系群众、廉洁 自律等建立健全了 
一 系列规章制度 ，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 

内部约束机制，使党员的教育、监督、管理落 

到了实处，从而规范了党员的行为，消除了 

党员混同于一般职工群众的思想，增强了党 

员积极进取的意识 

由于他们狠抓了 上四个环节，切实加 

强了对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使党员队伍 

的整体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党员成为企业 

改革和生产经营的脊梁 哪里有困难、哪里 

有危险、哪里最关键，哪里就有共产党员 堵 

坝截流抢送径流水打头阵的是党员；工程施 

工当先锋的是党员：抗洪抢险奋不顾身的是 

党员；加班加点奉献最多的还是党员一群众 

心悦诚服地评价“急 、难、险、重冲在前，十有 

八九是党员” 民主评议党员，全处百分之自 

的合格。在去年年终评选的各类先进人员 

中，有 83％是党员，6名局级先进生产者、1 

名局级劳模全部是党员。党员隋立钢于 1991 

年、l993年先后荣获省建委 、市级劳动模范 

光荣称号，党员张立成于 1992年荣获市级优 

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正是全处共产党员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的忘我奉献精神感染了身边更多的职 

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全处两个文明建设硕果累累 管理处连续多 

年被评为公司、局级“先进单位”，青岛市“文 

明单位标兵”；管理处党总支连续多年被评 

为公司、局级 “先进党总支”，1995年青岛市 

建设工委授予”党建工作先进集体”还曾被 

青岛市、山东省委授予 “先进党总支”等称 

号 

(上接第 29页)力强、效果好。 

3 加氯需注意事项：在确保杀菌效果 

和管网余氯前提下，尽可能压低氯的投加 

量；为减少致癌物质卤代烃的生成，加氯点 

以往后移为佳。但要视原水水质情况，全面 

考虑，灵活掌握；氯水混合良好是节氯的有 

效措施；消毒设施必须经常保持 良好 ，对其 

巡视、检查和整修工作，可参考 日本水道协 

会编制的 《水道维护、管理指针》中表 1．26 

“消毒设备的巡视、检查、整修要领例”。 

四 尽量降低浊度 

1 水中有害成分除细菌、大肠菌、一些 

有机物和病毒外，肝炎、~Jgi,麻痹发病率也 

随着浊度降低而减少。因此，浊度是一个水 

质评价的重要指标。 

2 国内外对净水 浊 度的要 求 日益提 

高。 

3 我国浊度标准需按《规划》要求统一 

为：标准液用甲膳，测浊仪用散射光式，以便 

与国际接轨。 

‘⋯  ● ～ ～ ● ⋯ ⋯ ⋯ ～ ～ ～ ● 一  ． _● ‘ 

4 降低浊度除靠高效混凝剂外，更要 

靠性能优良的净水构筑物 如何改善提高净 

水构筑物的净水效果 ．《规划》中有很丰富的 

内容可供选用。 

五 把好过滤关 

1 国内外过滤工艺情况(略)。 

2 快滤池运行的基本事项：关注沉淀 

出水浊度；严格控制滤速；注意水头损失；运 

行避免负水头；及时冲洗。 

3 要特别重视冲洗：掌握好冲洗强度， 

要随水温而变和防止对滤床突然冲击 ；科学 

安排过滤周期；准确判断冲洗效果，应 滤 

料含泥量为判断的最后依据；单 一冲洗效果 

欠佳时，要考虑增加辅助冲洗。 

六 掌握好加速澄清池 

1 保持泥渣浓度是发挥其功能的 首要 

条件。 

．  2 运行主要掌握好泥渣大小、同流比 

和大小排泥量，使泥渣浓度保持在：二反盅 

室的泥渣 5mln沉降比为 10％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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