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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处理单元环节的自动控制方面，混凝投药是最困难的环节，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

过程，但由于混凝在水处理工艺中的重要地位，混凝投药也是最为人们关注的环节。几十年来，我国在混

凝投药控制技术方面，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本文将对此进行回顾。 

  一、传统的人工投药控制技术 

  几十年来，我国的混凝投药控制技术十分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上采用原始的人工控制方

式。传统的投药及控制方式有： 

  1、  按药剂投加形态分为干投与湿投。干投是用干投机将固体药剂直接投入水中或投入溶解容器内，

再投入水中，其计量与控制都是比较困难的，调节性能较差。湿投又可以分为重力式和压力式两种形式。 

  2、  重力式投药。药液自高架溶液池中流出，经过恒液位水箱依靠重力作用投入水中。较早的一种投

药控制调节方式是苗嘴调节。根据对投药量的要求，更换恒液位水箱出口苗嘴的规格，由水力学可知流出

流量会发生改变。这是一种不能太频繁的间歇式调节方式，在 90 年代初期仍有个别水厂应用。另一种常见

的调节方式是对投药管路上的阀门进行调节，观察转子流量计的指示，改变投药量。 

  3、  压力式投加。传统上最常见的方式是采用离心式投药泵，将药液送入水中。调节方法是对投药管

路的阀门调节、转子流量计指示。后来在 80 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计量泵投药的应用。 

  无论上述何种投加与调节方式，都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决定当前投药量应该是多少。传统上采

用的方法有： 

  1、  经验法。操作人员根据工作经验、或者观察絮凝池矾花生成情况，决定投药量。 

  2、  有的水厂根据试验或生产统计经验，制成浊度-矾耗对照表，作为决定投药量的依据。事实上，这

是以原水浊度为控制参数的一种控制方法。 

  3、  烧杯试验法。在 70-8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水厂采用烧杯试验作为确定投药量的参考方法。烧

杯试验每天或每周进行一次。由于间隔时间长，而且许多水厂烧杯试验结果与水厂实际有一定的出入，因

此多数水厂只是将烧杯试验结果作为参考。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烧杯试验条件不应是千篇一律的，每

个水厂应该研究与该厂水处理工艺有相似性的特定烧杯试验条件。 

  上述各种方法都属于人工控制方法，都难以追随水质水量等因素的变化，对投药量进行及时准确的调

节。投药的准确性不仅取决于操作人员的技术与经验，而且和操作人员的责任心有很大关系，工人的劳动

强度也较大。由于投药控制技术落后，严重影响了水处理的质量，也造成药剂的较大浪费。 

  二、混凝投药控制技术的活跃研究 

  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对混凝投药控制技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尝试了多种方法，较为典型的包括下

述几种。 

  1、数学模型法 

  一些研究者希望建立一个描述投药量的数学模型，作为投药控制的依据。1964 年，苏州胥江水厂就建

立了我国最早的投药量模型，其中包括原水浊度、温度、耗氧量等几个参数。后来，重庆高家花园水厂（1981

年）等也陆续建立了投药量模型，但是都一直未能实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当时的自动化仪表水平限

制，很少有几个水质参数能实现可靠的在线连续检测，更何况还涉及耗氧量等参数，至今未能解决在线检

测问题。 

  进入 80 年代，在线检测仪表与控制技术发展较快，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为自动控制提供了关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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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数学模型法混凝控制也有了实现的可能。兰州第一水厂于 1983 年在高浊度水的投药控制上首先建立

了数学模型，主要根据高浊度水的泥沙浓度，用计算机控制混凝剂的自动投加，取得了成效[1]。此后，有

研究者对高浊度水投药控制数学模型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精度较高的比表面积模型，但未见应用

报导[2]。 

  早期的数学模型是前馈模型，难以实用。80 年代后期，哈尔滨市第三水厂和上海石化水厂分别建立了

前馈-反馈投药量数学模型，利用前馈水质模型粗调、以沉淀水浊度反馈微调修正的方式，用计算机自动控

制投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3、4]。 

  数学模型法未能获得推广，其原因包括：混凝的影响因素众多，准确建模困难；建立数学模型，需要

长期大量的准确数据统计；涉及仪器仪表多，投资大，维护要求高；模型灵活性差，难以适应混凝剂品种

改变、控制目标调整等变化。 

  2、模拟滤池（沉淀池）法 

  这是研究较多的另一种方法。利用一个小的模型滤池或沉淀池，使水处理生产系统中得到初步絮凝的

水流过该模型，计算机控制系统以该模型的出水浊度来评价投药量是否合理，并作为调节投药量的依据。

1984 年，无锡中桥水厂报导了这种技术的试验研究[5]，有一些水厂将之作为控制投药量的辅助手段。 

  这种方法的控制过程有 10-20min的时间滞后（水样流经模型的时间），在原水水质变化急剧的水厂不

能适用。方法的准确性也较差，因为其依据是模型与原型（生产系统）的相似性，然而保证其相似是困难

的。例如在原水浊度较高时，仅以一个小滤池模拟水处理全系统工况是不全面的。这些不足也限制了该方

法的普遍应用。 

  3、胶体电荷法 

  由混凝理论知道，常规混凝过程就是水中胶体杂质电荷特性改变的过程，通过测定胶体电荷来控制投

药量是混凝控制的根本性方法。最初，曾有研究试图用控制ζ电位实现混凝控制，后来又有胶体滴定等研究，

但都由于不能实现在线检测而无法成为混凝自动控制技术。 

  此外，还有一些采用各种技术的尝试。如沙市水厂在 1978 年试用了按电导率差值控制投药的技术[6]。 

  在 80 年代后期，由于混凝控制技术没能取得突破，一些引进技术设备、具有较高自动化程度的水厂，

在混凝环节仍采用了按流量比例控制等简易的控制技术，不能随水质变化对投药量进行自动调节，成为水

厂控制技术的“瓶颈”。 

  三、投药控制技术的突破与发展 

  80 年代，国际上出现了流动电流投药控制技术，其关键是通过测量流动电流，实现了对水中胶体电荷

的在线连续检测。 

  1989 年，流动电流投药自动控制技术被首次介绍到了国内[7]，随后国内对该项技术开展了全方位、系

统化的研究，包括了基础理论、检测技术、工艺技术、设备开发、产业化应用等各个方面，解决了检测器

制造等一系列技术难点，并采用微电脑控制器进行控制，开发出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流动电流混凝投药自

动控制系统。1991 年，国内首套引进流动电流检测设备建立的投药控制系统投入使用[8]。由于当时引进的

检测器属初级产品，控制部分是 286 普通微机也不适应连续运行，因此这套设备运行几年后已被新型产品

替换。但首次应用所取得的开创性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1992 年，首套国产流动电流混凝控制系

统在牡丹江应用成功[9]。与流动电流技术相配合，还将变频调速技术应用于包括计量泵和离心泵在内的投

药泵的调节。在应用中，流动电流技术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发展出了流动电流-浊度串级反馈控制系统、流

量-流动电流前馈-反馈控制系统等[10]。 

  流动电流技术在我国许多水厂获得了较普遍的应用，已被列入我国“城市供水行业 2000 年技术进步发

展规划”，成为水处理混凝控制的主导技术之一[11]。 

  流动电流技术是基于电荷的控制技术，不适合一些特殊水质情况，例如黄河高浊度水和某些污染较严

重的水质。絮凝脉动检测技术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技术测量水中杂质絮凝过程中尺寸的相对变化，

检测过程不受水中杂质玷污的影响。我国将国外尚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的该项技术进行了应用开发，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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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首次成功地应用于黄河高浊度水的投药控制[12]。 

  流动电流和絮凝脉动检测技术的应用成功，解决了从常规浊度水到高浊度水的全浊度系列、从较清洁

水到污染严重水的全水质的投药控制问题，开创了混凝投药控制的新局面。 

  与投药控制技术的发展相对应，自 80 年代后期起，投药设备的发展也较快，计量投药泵得到了较多的

应用，而且较为普遍地采用变频调速技术对计量泵的工况进行调节。这一设施上的进步，也为混凝投药自

动控制技术的应用创造了基础条件。 

  四、展望 

技术进步是无止境的。同任何技术一样，混凝投药控制技术也在不断地进步。近年来，流动电流和絮凝脉

动检测技术在日臻完善，已经形成了系列化产品。最近，又有应用水下摄影和计算机处理技术进行投药控

制的研究报导[13]。随着水质在线检测仪表的发展、完善与普及，水厂自动化系统的进步，新一代数学模型、

模糊控制等方式也将出现。可以预计，水处理投药控制技术将出现更加丰富、完善的局面，这将促进水处

理系统自动化、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为生产安全饮用水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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