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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加氯点及投加量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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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钱塘江水为原水, 就净水工艺中加氯点不同所对应的消毒效果、消毒副产物的生成量及

需氯量进行了模拟、检测和对比, 取得了实验数据Λ 实验表明, 加氯点后移对减少致癌副产物的生

成、降低加氯量、提高消毒效果均有重要的实际意义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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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氯因其杀菌有效、投加方便而一直作为自来水的一种基本消毒剂Λ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 对生活饮用水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 在保证管网水余氯、细菌、总大肠菌群等细菌学指

标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合理加氯、减少自来水卤代烃等消毒副产物的含量, 成为我们亟待解决

的问题Λ而合理选择加氯点, 寻找最佳加氯量则是一条有效的途径Λ建设部门就这一问题作了

部署[1 ]Λ 本文为此进行了工艺模拟实验, 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为生产工艺的改进提供了可靠的

依据Λ

1　实验部分

1. 1　实验仪器和试剂

1. 1. 1　仪器

日立 GC3900 气相色谱仪, 岛津 TOC5000 总有机碳测定仪, 变速搅拌仪, 砂芯漏斗, 抽滤

器, 恒温水浴锅等Λ
1. 1. 2　试剂

聚合氯化铝, 氯水, 氯化铵等Λ
1. 2　实验方法

1. 2. 1　需矾量与需氯量测定

取实验用钱塘江水源水在实验前分别进行需矾量与需氯量测定, 确定最佳加量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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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水质分析

对实验用原水进行pH、浑浊度、氨氮、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总有机碳等相关项目的分析

测定Λ
1. 2. 3　混凝加药工艺模拟试验

取 1000 mL 高型烧杯及 500 mL 三角烧杯各 20 只, 经 165℃干热灭菌备用Λ
1)模拟先加氯

(1)单氯 取上述 1000 mL 烧杯 1 只, 在此 1# 杯中加入原水水样 1000 mL , 然后依次加入 1

m l 含 10 m g 的聚合氯化铝液体 1. 0 mL , 1 mL 含 0. 589 m g 有效氯的氯水 4. 75 mL , 然后放入

搅拌试验机中, 160 röm in 搅拌 1 m in, 60 röm in 搅拌 7. 5 m in, 搅拌停止后取下, 静止 20 m in,

取上清液经砂芯漏斗过滤, 再放置 30 m in, 待测Λ
(2)氯胺 取上述 1000 mL 烧杯 2 只, 在此 2# , 3# 杯中加入原水水样 1000 mL , 然后依次加

入 1 mL 含 10 m g 的聚合氯化铝液体 1. 0 mL , 1 mL 含 0. 10 m g 的氯化铵溶液 4. 0 mL , 1 mL

含 0. 589 m g 有效氯的氯水 4. 75 mL , 然后放入搅拌试验机中, 160 röm in 搅拌 1 m in, 60 röm in

搅拌 7. 5 m in , 搅拌停止后取下, 静止 20 m in, 取上清液经砂芯漏斗过滤, 再放置 30 m in, 待测Λ
2)模拟沉淀后加氯

(1) 沉淀　取上述 1000 mL 烧杯 4 只, 在各烧杯中分别加入原水水样 1000 mL , 各加入 1

mL 含 10 m g 的聚合氯化铝液体 1. 0 mL , 然后放入搅拌试验机中, 160 röm in 搅拌 1 m in, 60 rö

m in 搅拌 7. 5 m in , 搅拌停止后取下, 静止 20 m in, 该样称沉淀样Λ
(2) 沉淀后单加氯　取以上沉淀样 500 mL 倒入 1# 三角烧瓶中, 加入 1 mL 含 0. 589 m g

有效氯的氯水 4. 75 mL , 摇匀, 使其接触 30 m in, 经砂芯漏斗过滤, 待测Λ
(3)沉淀后氯胺　取以上沉淀样 500 mL 倒入 2# , 3# , 4# 三角烧瓶中, 分别依次加入 1 mL

含 0. 10 m g 的氯化铵溶液 4. 0 mL , 1 mL 含 0. 589 m g 有效氯的氯水 4. 75 mL , 摇匀, 使其接触

40 m in, 经砂芯漏斗过滤, 待测Λ
3)模拟过滤后加氯

(1)沉淀过滤　取上述 1000 mL 烧杯 4 只, 在各烧杯中分别加入原水水样 1000 mL , 各加

入 1 mL 含 10 m g 的聚合氯化铝液体 1. 0 mL , 然后放入搅拌试验机中, 160 röm in 搅拌 1 m in,

60 röm in 搅拌 7. 5 m in , 搅拌停止后取下, 静止 20 m in, 取上清液经砂芯漏斗抽滤, 该样称沉淀

过滤样Λ
(2) 过滤后单氯　各取以上沉淀过滤样 500 mL 倒入 5# , 6# 三角烧瓶中, 分别加入 1 mL

含 0. 589 m g 有效氯的氯水 4. 75 mL , 摇匀, 使其接触 30 m in, 待测Λ
(3) 过滤后氯胺　各取以上沉淀过滤样 500 mL 倒入 7# , 8# 三角烧瓶中, 分别依次加入 1

mL 含 0. 10 m g 的氯化铵溶液 4. 0 mL , 1 mL 含 0. 589 m g 有效氯的氯水 4. 75 mL , 摇匀, 使其

接触 50 m in, 待测Λ
1. 2. 4　模拟试验样品的测定

将 1. 2. 3 模拟所得样品分别进行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总有机碳、氯仿、四氯化碳

等项目的测定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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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和讨论

2. 1　不同位置单氯消毒效果及副产物

在本实验中, 模拟了不同位置单加氯, 模拟先加氯、沉淀后加氯、滤后加氯, 接触 1 h, 尔后

对该系列进行了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氯仿、四氯化碳、总有机碳等项目的测定, 其结果

见表 1Λ
表 1　单氯不同位置加氯检测结果

加氯点
余氯

m göL

细菌总数
个ömL

总大肠菌群
个öL

氯仿
ΛgöL

四氯化碳
ΛgöL

总有机碳
m göL

先加氯 1. 6 33 < 3 10. 3 < 0. 2 3. 84

沉淀后加氯 1. 8 29 < 3 7. 2 < 0. 2 3. 49

滤后加氯 2. 1 7 < 3 3. 8 < 0. 2 2. 99

由表可见, 同样的加氯量, 加氯点后移, 余氯增大, 细菌总数减少Λ
加氯点后移, 加氯副产物氯仿含量明显减少, 这是由于沉淀后, 原水中被认为是生成卤代

烃前驱物的部分有机物得到了去除, 因而过滤后加氯的消毒效果最好, 副产物最少Λ
2. 2　不同位置氯胺消毒效果及副产物

在本实验中, 模拟了不同位置加氨加氯消毒, 模拟进水加氨加氯、沉淀后加氨加氯、滤后加

氨加氯, 接触 1 h, 尔后对该系列进行了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氯仿、四氯化碳、总有机

碳等项目的测定, 其结果见表 2Λ

表 2　氯胺不同位置加氯检测结果

余氯
m göL

细菌总数
个ömL

总大肠菌群
个öL

氯仿
ΛgöL

四氯化碳
ΛgöL

总有机碳
m göL

先加氯胺 1. 5 34 < 3 6. 0 < 0. 2 3. 84

沉淀后加氯胺 1. 6 32 < 3 5. 1 < 0. 2 3. 49

滤后加氯胺 1. 9 7 < 3 4. 0 < 0. 2 2. 99

与前类似, 加氯点后移, 加氯副产物氯仿含量明显减少, 但由于氯胺消毒使氯仿生成的可

能性减少[2 ] , 所以加氯点后移氯仿生成量虽有所减少, 但减少幅度不大Λ
2. 3　不同加氯点的需氯量差异

对不同加氯点水样进行了需氯量测定, 结果如图 1 所示Λ
由图 1 可以看出, 随着加氯点的后移, 需氯量减少, 但氯胺消毒减少不明显Λ

2. 4　浑浊度等水质变化与加氯点位置变化的关系

对不同浑浊度原水进行了多次相同实验, 均得出上述类似结果Λ 不过, 从加氯点位置对水

质的影响来说, 较高浑浊度 (大于 100N TU )的原水所受影响要比较低浑浊度 (小于 20N TU )所

受影响要更显著Λ
2. 5　不同季节的影响

对不同季节同一采样点原水进行了同样的实验, 均得出上述类似结果Λ但春夏季氯仿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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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秋冬, 这与春夏季水源水中有机物增多有关Λ

图 1　不同加氯点的需氯量变化

3　结　论

1)在原水混凝处设置加氯点 (前加氯) , 氯耗大, 消毒副产物多, 因而不是最佳的加氯位置Λ
2)过滤后加氯的消毒效果最好, 副产物最少Λ
3) 加氯点后移, 可以明显减少因加氯所产生的对人体有害的副产物的生成, 提高消毒效

果, 减少加氯量, 降低生产成本Λ若氯胺消毒, 则可同时减少加氨量, 提高出厂自来水的安全性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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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Chlor ina tion Po in t and Am oun t of

Chlor ine in D r ink ing W ater Trea tm en t

DON G M in2qiang , 　W A N G M in2hua , 　X U Y ang
(H angzhou W ater Supp ly General Co. H angzhou 310009, Ch ina)

Abstract: 　Q ian2T ang R iver w ere taken as the samp le of raw w ater, beaker p ilo t test, set ch lo rination po in t

a t the coagu lat ion, sedim entat ion and filtra t ion. A nalyzed fo r w ater quality param eters. Comparied effect of

ch lo rizat ion, disinfectan t by2p roducts and ch lo rine requ irem ent. T he resu lt of the research show s that set

ch lo rination po in t after the filt ra t ion w as reasonab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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