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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2⁄ƒ气浮装置进行了研究 该装置取消了溶气灌 在循环泵的压水管和吸水管之间装有一个射流器和一个静态混

合器进行吸气和溶气 采用显微摄像系统 对该装置中气泡粒径分布进行了探讨 结果表明 当环流比由  增加到  时气

泡平均粒径由 1Λ降低到 1Λ 当表观气水比由  降低到  时 气泡平均粒径由 1Λ降低到 1Λ 这说明

提高溶气系统中的紊流强度能够形成更多的原始气泡核位 从而可以形成更小的气泡 随着溶气压力由 °增加到

°气泡粒径分布曲线变低变宽说明压力的升高加剧了气泡的碰撞与并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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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气气浮⁄ƒ技术在去除给水和废水中的颗

粒物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具有可靠 !可控

和高效的特点≈ 传统的溶气气浮装置中包括溶气

系统 !释气系统和池体分离系统 其中溶气灌 ) ) ) 溶

气系统的主要部件 占溶气气浮处理厂基建投资的

 以上≈ 并且在实际运行的启动与关闭操作

中 控制溶气灌中的气液水位达到平衡需要很长时

间且较为困难 

  最近研发出一些新型的溶气系统 例如泵前吸

气式气浮装置 2⁄ƒ 取消了空气压缩机和溶气

灌≈ 与传统 ⁄ƒ相比 2⁄ƒ的主要改进之处是

对溶气方式的改进 空气通过循环水泵吸水管引射

进入并在泵体中溶解 压力溶气水无需经过溶气灌

而直接在气浮池中释放 其优点是投资较低 易于操

作 因此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特别是在中小型气

浮装置中的应用 不过 由于泵前吸气的溶解效率并

不很高 在 2⁄ƒ 气浮装置中虽然泵与释放器间

的管线长度达到了  仍然有未溶解的大气泡引

入到气浮池中破坏了絮体与气泡间的碰撞粘附 同

时也使得溶气水回流比达到了   

本文介绍了一种新型溶气气浮装置∞

≥ ¬⁄√ ƒ∞≥2⁄ƒ 

并采用显微动态摄像技术和图像分析系统对该装置

中气泡粒径分布进行了表征 

1  实验方法及流程

111  ∞≥2⁄ƒ装置流程

该装置在循环泵的压水管和吸水管之间连有一

环流管路 管路上装有一个射流器和一个静态混合

器 如图 所示 空气通过射流器的自吸而引入 并

被射流器内高强度紊流的水体切割粉碎成小气泡并

溶解 接着又被静态混合器和循环泵进一步切割粉

碎并溶解 最后一部分水体流到释放器处进行释放 

另一部分留在环流管线中继续被切割溶解 这种形

式的溶气装置能够溶解更多的气体 与传统溶气气

浮装置相比具有节省基建投资和占地面积 操作维

护非常简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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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水 1 混凝剂 1 快速混合器 1絮凝反应器 1 气浮池

1 排渣 1 处理后水 1循环水 1 泵 1环流水 Θ1 空气

1 射流器 1静态混合器 1压力溶气水 Θ 1 释放器

图 1  ΕΣ2∆ΑΦ流程示意图

ƒ  ≥  ∞≥2⁄ƒ 

112  气泡图像采集和处理

气泡粒径分布的测量是在国外装置基础上改造

而成的≈ ∗  采用一个特别制作的样品池 通过显微

镜头和 ≤≤⁄联用进行图像采集 如图 所示 

图像采集系统包括一个计算机控制的 ≤≤⁄

倍显微镜头 照明系统 !图像采集卡和图像分析软件 

为了准确测量气泡粒径尺寸 用十字型测微尺进行校

准 在实验开始时 将一根 Λ的铜线放在观察窗

处以进行聚焦 分析图像中气泡粒径分布时 先调节

图像的对比度以得到更为清楚的气泡图像 

图 2  气泡测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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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参数计算

实验用水是北京水源九厂的自来水 水温是 1

∗ 1 ε 文中引入一些参数其具体计算如下 

环流比定义为 

Ρ = Θ/ Θ + Θ ()

  式中 Θ环流水量 Θ 回流水量 

表观气水比定义为 

Ρ  = Θ/ Θ ()

  式中 Θ表观空气流量 

2  结果与讨论

  一般情况下 气泡粒径越小越有利于颗粒物与

气泡的碰撞粘附 在溶气气浮装置中 影响气泡粒径

分布的主要因素是释放器的几何构造 另外还有溶

气压力 !水体温度和水体中的化学成分等≈  在其

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采用同一个释放器产生的气

泡粒径保持稳定 

  图  ∗ 图 中改变了溶气系统的配置 随着环

流比 !表观气水比和溶气压力的改变 气泡粒径分布

明显不同 在 °溶气压力下逐渐增大环流比 

气泡粒径分布曲线朝着气泡粒径减小方向移动 当

环流比从  增大到  气泡平均粒径从 1Λ

降低到 1Λ 标准偏差 Σ从 1降到 1 如

图 所示 同时在进行显微图像采集时 可以明显看

到随着环流比的提高气泡粒径减小 气泡数量浓度

增大 释气水/白度0提高 

图 3  不同环流比对气泡粒径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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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表观气水比对气泡粒径分布的影响

ƒ  ∏∏√∏

∏2 π   ° Ρ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采用同一喷嘴 在相同的溶

气压力下 气泡平均粒径应该保持稳定 在溶气压力

等因素相同的情况下 改变环流比发现气泡粒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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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随着改变 这是由于随着环流比的增大 溶气系统

中水体的紊流程度急剧增加 从而对气泡粒径分布

的影响也大大提高 这说明影响气泡粒径的因素除

了释放器的几何形状 溶气压力 水体温度和水体中

的化学成分外 溶气系统中水体紊流程度对其也有

重要影响 分析溶气系统中水体流态如何影响气泡

的产生 有必要了解气泡的形成过程 文献≈曾提

出一概念模型来描述释放器中气泡的形成 该过程

分为 个阶段 第 个阶段 在压力突然降低后 气

泡从溶气水含有的气泡核位析出并成长 第 个阶

段 由于并聚作用气泡粒径逐渐增大 另外如果增多

气泡核位的原始数量 就会有更多的气泡形成 由于

从溶气水中释放的气量是一定的 那么气泡粒径就

会变小 从这一概念模型中可以得出气泡核位的原

始数量对形成气泡的最终大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

响 不过文献≈并没有就如何增多气泡核位原始数

量的方式给出任何建议 

从图 中气泡粒径随着环流比的提高而增大可

以推断出 提高环流比能够增加气泡核位的数量 气

泡核位可以存在于溶气系统的内壁上 在悬浮微粒

的表面上或者以亚稳微气泡形式存在于溶气系统中

的压力水中≈ 增加环流比也就增加了溶气系统的

紊流程度 随着紊流强度的提高 亚稳微气泡可以更

加易于从悬浮微粒的表面析出并存在于溶气水中 

而新的气泡核位可以继续在悬浮微粒表面形成 因

此气泡核位的总体数量不断增加 可见提高溶气系

统的紊流强度能够获得较小的气泡 

图 是在 °压力下在不同表观气水比时

的气泡粒径分布 图中显示气泡粒径随着表观气水

比的减小而减小 当表观气水比从  降到  时 

平均气泡粒径从 1Λ降低到 1Λ 随着表观

气水比的减小 气液界面处的相对紊流强度也得以

提高 从而能够增加溶气系统中的气泡核位原始数

量 所以形成的气泡粒径减小 改变溶气系统的压力

同样可以得到不同的气泡粒径分布 如图 所示 从

图 可以看出 当溶气压力为  ∗ °平均气

泡粒径是 1 ∗ 1Λ 这与其他研究者的结果

类似≈ 不过 随着溶气压力的增大 平均气泡粒径

在减小的同时 粒径分布曲线变得更低更宽 由图 

还可以看出 改变溶气系统压力对气泡粒径的影响

并不十分显著 这与文献≈的研究相符合 

  更低更宽的气泡粒径分布说明了随着压力的增

大气泡在形成的第 阶段并聚加剧 这是因为当压

力增大时 压力溶气水在气泡形成的第 阶段会有

更多的能量 但由于释放器几何尺寸的限制促进了

图 5  不同压力对气泡粒径分布的影响( Ρχ = 20 % , Ρα− ω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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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间的碰撞接触 另外 在进行显微图像采集时通

过观察窗可以看到 随着压力的提高溶气水的/ 白

度0也在增加 而通过计算机屏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气泡的浓度在增强 气泡浓度的增强使得气泡间碰

撞与并聚的几率增大 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升高

压力时 平均气泡粒径的降低并没有设想的那样低 

因此要想将气泡粒径减小很多是很困难的 与此相

反将气泡的浓度提高就变得容易了 这种情况在

°压力时愈加明显 很大部分直径为  ∗ Λ

的气泡开始并聚成较大气泡 于是它们所占的几率增

大导致粒径分布曲线变得较宽较低 

3  结论

气泡粒径随着环流比的增大或者表观气水的减

小而减小 这说明了提高溶气系统的紊流强度可以

形成更多的气泡核位 从而能够减小气泡粒径尺寸 

提高溶气系统压力气泡粒径分布曲线变得较低较

宽 说明了压力升高气泡并聚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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