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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深床过滤过程中颗粒物与滤料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 讨论了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因素 

对微絮凝深床过滤进行了中试研究 考察了  ∗ Λ 粒径颗粒在  滤床中的截留情况 并连续 监测滤

柱水头损失的变化 在滤速为 情况下 计算了  ∗ Λ 粒径颗粒所受的水流剪切力 利用理论分析 分别

讨论了表面电位为  ∂ 及  ∂ !粒径为  ∗ Λ 的颗粒与滤料之间的物理化学作用力 理论计算值对实

验结果进行了很好的解释 说明可以通过颗粒与滤料间的作用力分析来研究均质滤料深床过滤运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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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处理过程中 过滤的主要目的是去除水

中的悬浮颗粒物≈ 作为水处理工艺的关键环

节 过滤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自来水水质 深

床过滤对于低温低浊原水是非常经济有效的 

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地研究与应用≈  

过滤过程中颗粒物的去除包括一系列复杂

的作用机理 许多研究者≈ ∗ 对颗粒物与滤料

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深床过滤工艺

中 待去除颗粒物的尺度远小于滤料孔隙尺度 

因此两者间的物理化学相互作用是颗粒物去除

的主要影响因素 同时滤料孔隙中的水流剪切

力也将影响到颗粒物的吸附与解吸≈  化学处

理对颗粒物的表面电性与尺度有很大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滤床对颗粒物的粘附与截留 所以

预处理在深床过滤工艺中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

提高过滤效率 不同絮凝剂对颗粒物长大与粘

附的影响研究也很受重视≈ ∗  总之 过滤是

一种非常有前景的处理工艺 而且其作用机理

及相关研究还有待提高 

毛细管模型曾被用来对过滤过程中的浊度

去除及水头损失进行理论计算≈ ∗  本文结合

毛细管理论 对微絮凝深床过滤过程中滤料与

颗粒物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 并对试验结

果进行很好地解释 

1  理论分析

111  毛细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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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床由粒状材料填充构成 待处理水以层

流流态通过滤料间的孔隙通道 因此 可以将滤

床间的孔隙看作由毛细管道组成 滤池运行过

程中 由于剪力的不同 颗粒物首先在剪力较小

的位置沉积 当滤池稳定运行时 孔隙通道接近

圆形 将毛细管道视为圆管分析如下 

对于非球形级配滤料 滤床中的毛细管孔

径大小与数目可通过和式计算≈   

δ =
Ε

Α( − Ε)
δ ()

ν =
Α( − Ε)

ΠΕ# δ
()

式中 Ε为滤料的孔隙率(孔隙/ 滤料) ; ν 为单

位面积滤池中毛细管数目根 滤池 δ为

毛细管管径 Α为滤料的表面形状系数 δ

为滤料的当量直径 

单根毛细管中的平均流速应该与滤池总的

孔隙流速相等 通过对圆管层流的流态分析可

以得到过滤过程中水力坡度的计算式≈ 

ϑ =  # υΛ/ Χδ

 ()

式中 ϑ为水力坡度 , ϑ η/ λ, η为沿程水头损

失() , λ为管段的长度() ; Χ为水的重度 ,

1() ; Λ为水的动力粘度 , Λ  1

≅  #(τ   ε ) ; υ 为毛细管中的

平均流速 .

对于有压圆管均匀流 ,切应力 Σ与沿程损

失的关系为 Σ Χ≅ ρ≅ ϑ/  ,圆管层流的平均水

头损失为 η  ϑ ≅ λ,由式()可以得到圆管中

的切应力分布 .设毛细管壁与絮体颗粒间的距

离为 ζ ,则 ζ 处的剪切应力计算式为≈ 

Σ =  ≅ Λ ≅ υ ≅
δ


− ζ / δ ()

112  颗粒与管壁的相互作用

胶体颗粒与平面以及胶体颗粒之间存在多

种物理化学作用力 根据这些力的作用范围可

以将它们分为长程力和短程力  类 过滤过程

中 这些物理化学作用力将影响到颗粒的粘附

与脱落 温度为  ε 时 一价电解质溶液中颗

粒与毛细管壁的作用力可以简化如 ∗ 

式≈  ∗  

考虑延迟作用的伦敦2范德华作用力 

Φ = 1 ≅ − α # ( +  . ζ) #

(ζ +  . ≅ − ζ) − ()

  双电层作用力 

Φ = −  . # Ι/  # α #  .
Ι
 .

≅ ζ

( .Ω)( .Ω) ()

   斥力 

Φ = −  . # − α # Ρ ζ
− ()

  水合作用力 

Φ = −  . # α # Κ η # ¬(− ζ/ η) ()

式中 Φ !Φ!Φ !Φ的作用方向均为沿颗粒球

心垂直于毛细管壁的方向 α 是颗粒的半径

 ζ 是颗粒与毛细管壁之间的分隔距离

 Ι 为离子强度 Ω !Ω 分别为 

个表面的电位∂  Ρ 为碰撞直径 Κ 和

为经验常数 对于一价电解质 η 约为 1 ∗

1≈ 

2  实验研究

211  实验方法

在北京市水源九厂对微絮凝深床过滤进行

中试研究 实验原水为密云水库引水 实验流程

如图 所示 絮凝剂由蠕动泵投加  2

 ≤2°∏≤ 与原水在静

态管式混合器中   2≤222  

≤混合 混合水通过管道直接进入填充滤

柱 实验出水水质通过在线浊度仪  

  ≤监测 监测结果输入

记录仪  2  ≤进行输

出与分析 

212  实验材料

滤柱为高  的有机玻璃管 其内径为

 采样口间距离  承托层为  厚

的卵石 填充滤料为无烟煤颗粒 等效粒径

1 填充床高度为 1 实验滤速为 

原水 !投加絮凝剂后的混合水以及出水中的

颗粒粒径分布都由 ≤∏≤∏ ∏

≤∏∞进行测量 实验中所用

絮凝剂为液体聚合铝°≤ 青岛净水剂厂和

聚合铁°ƒ≤ 由酸洗废液制取 聚合铁中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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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 1 碱化度为   而聚合铝

中的 含量为 1 碱化度为   

由于原水浊度较低 所以实验过程中规定

水头损失最大不超过   而水质穿透标准

为 1 ×  否则认为过滤结束 完成一个过

滤周期 

图 1  微絮凝2深床过滤实验流程图

ƒ  ≥  2∏



3  结果与讨论

311  实验结果

由图 可以看出 当没有絮凝剂投加时 颗

粒的去除与其直径成反相关关系 即 颗粒物的

直径越大其去除率越低 一旦投加絮凝剂就会

观察到不同的实验现象 如图  !图 所示 随着

颗粒物直径的增加 其去除率也相应增加 

图 2  未投加絮凝剂时颗粒去除情况

ƒ  ∞

√ ∏∏

通过图 与图 的对比可以得到不同絮凝

剂类型对颗粒截留的影响 对于聚合铁絮凝剂 

颗粒物主要在滤床的顶部截留 而对于聚合铝 

颗粒物的截留沿整个滤柱长度方向比较均匀 

如图 所示 相比聚合铝 聚合铁作絮凝剂时水

头损失增长比较缓慢 这或许由于聚合铁絮体

更容易脱水密实导致≈ 

图 3  ΠΑΧ做絮凝剂时颗粒物截留(015 µ γ/ Λ)

ƒ  °√ 

°≤  

图 4  ΠΦΧ做絮凝剂时颗粒物截留(014 µ γ/ Λ)

ƒ  °√ 

°ƒ≤  

图 5  水头损失随过滤时间的变化曲线

ƒ  ∏



  理论计算过程中所采用的部分常数为 离

子强度为 1 常数 Κ 和 η分别为 1

和 1≈ 滤料的形状系数取值 1 等效粒径

为 1 滤床高度为 1 滤床的孔隙率为

  过滤流速为  其它计算条件在各

组讨论中分别给出 

312  颗粒粒径对水流剪力的影响

将颗粒视为质点 以颗粒中心作为质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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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由式可以计算毛细管中颗粒粒径与其所

受水流剪力间的相互关系 因为管径直接决定

了其中的水流速度 所以颗粒所受水流剪切力

是毛细管管径 也即滤床孔隙率的函数 颗粒物

以及滤料的表面性质对其所受的水流剪力影响

非常小 根据毛细管模型的计算结果 颗粒的粒

径对其所受的水流剪力影响也较小 如图  所

示 

图 6  颗粒直径对水流剪力的影响

ƒ  × 



313  高表面电位情况

假定颗粒物与滤料的表面电位均为

 ∂ 计算求得两者间的相互作用曲线如图

 !图 所示 由图 可以看出 颗粒与滤料间的

相互作用力随间距的降低而迅速降低 甚至会

出现负值 当两者间距大于  时 颗粒粒径

的影响非常小 当两者间距离小于  时 粒

径对两者间的物理化学作用力会产生很大的影

响 随着颗粒粒径的增加作用力急剧增加 从图

中可以观察到同样的变化趋势 

图 7  颗粒2毛细管壁间距离与作用力关系曲线

ƒ  ∏ 

2



  当表面电位较高时 颗粒粒径对物理化学

作用力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当两者间的间距较

小时 因此在有效碰撞的范围内 相互作用力会

随着颗粒粒径的增加而增加 投加絮凝剂后 颗

粒物或者微絮体的表面电位迅速升高 滤料的

表面电位也会由于粘附了微絮体而升高 所以

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变化趋势将会如图 

与图 所示 

图 8  颗粒直径与作用力关系曲线

ƒ  °∏

2



图 9  颗粒2毛细管壁间距离与作用力关系曲线

ƒ  ×∏√ 

2 



  如上所述 颗粒粒径对剪切力的影响相对

较小 也就是说致使颗粒脱离吸附位的作用力

较小 因此颗粒与滤料间的物理化学相互作用

力将成为最终决定颗粒的粘附去除 综上所述 

药剂的投加会导致较大颗粒或颗粒聚合物的产

生 从而提高了去除效率 如图  !图 所示 

314  低表面电位情况

假定颗粒物与滤料的表面电位均为

 ∂ 则会得到图 的分析结果 由图 可

以看出 此时颗粒与滤料间的作用力为负值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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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颗粒去除的决定因素为惯性 !扩散或者其他

相互作用 

随着颗粒粒径的增加 其与滤料间的物理

化学作用力相应减小 导致两者间粘附能力的

降低 与高表面电位时观测结果类似 当两者间

间距大于 时间距对作用力的影响会很小 

在不投加药剂的情况下颗粒与滤料表面的电位

会很低 而且颗粒粒径对剪切力的影响很小 所

以随着颗粒粒径的增加去除效率会大大降低 

这与图 所示实验结果一致 

4  结论

微絮凝2深床过滤实验中 对实验过程中的

水头损失 !颗粒截流分布及去除效率进行了测

量与分析 利用毛细管模型对过滤过程中颗粒

与滤料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 讨论了颗

粒与滤料间的物理化学相互作用 !水流剪切力 !

直径等因素对颗粒物去除的影响 理论计算结

果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很好地解释 由此可以

得出能够通过理论分析对均质滤料深床过滤过

程进行分析控制 需要对微絮凝2深床过滤及其

它过滤情况开展进一步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以

便能够进行定量控制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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