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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厂水处理工艺的发展与应用
管冠宇

（芜湖华衍水务有限公司，安徽　芜湖　241001）

摘　要：城乡居民用水均来自自来水厂，这意味着自来水厂水处理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能否饮用健康、安

全、卫生的生活饮用水。自来水厂应以新时代为背景，正确认识到高新技术加持的重要性，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优化水处理

工艺，以便提高水源运输效率、提高水质质量，满足城区居民的用水需求。基于此，文章将着重分析自来水厂水处理现状，

进而结合案例探讨自来水厂水处理工艺的发展与应用。

关键词：自来水厂；水处理工艺；应用；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064（2022）03-043-03
DOI：10.12310/j.issn.1674-1064.2022.03.015

自来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就要求自来水厂

要严格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的相关要求生产自来

水。也就是针对不同水源水质，实施适合的、可行的水

处理工艺，如常规处理工艺或深度处理工艺，有效处理水

源，清除杂质，提高水质质量，使人们饮用安全放心的自

来水。但实际情况则不然，某些自来水厂应用的水处理工

艺存在不足，水源水质处理不到位，其中含有危害人体健

康的物质，长期饮用，可能患病。所以，不断提高水处理

工艺技术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1　城市自来水处理现状分析

1.1　利用远程操作系统监控

以往的城市自来水厂水资源输送，主要是利用机械设

备完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自来水

厂开始注重现代化发展，积极应用先进技术优化水处理工

艺，如构建远程操作系统，支持水处理工艺，实现水资源

输送的自动化、智能化。

但笔者深入了解自来水厂水处理实际情况后发现，远

程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度还有待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在

远程操作系统支持下，水资源控制不到位、水资源输送总

量较低、水资源水质不高等现象，导致水资源输送效率及

能力不高。为了促进自来水厂的长远、良好发展，让广大

居民饮用安全、卫生的自来水，应正确认识远程操作系统

应用的不足，探究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优化，以便对不同

水源水质予以处理，进而合理分配，提高居民的用水安全

和用水效率。

1.2　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控制自动化

互联网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之在各个领域之中

的应用日渐深入，给各个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从近些年

自来水厂的实际发展情况看，互联网技术逐渐应用于水处

理工艺中，通过相关科技设备，实时跟踪和监控水资源流

量、配给和水质。如在水资源输送环节，安装水源报警

器，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该设备就能自动监测水资源输

送情况。如果水资源输送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该设备就

将报警信号传递给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异常情况，采取针

对性措施加以处理，从而保障水资源输送顺畅、高效。在

水资源分配阶段，将互联网技术与水资源控制器相连接，

则可跟踪掌握用水数量，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如某用户或

者企业的用水数量超标，该设备就能自动切断供水，从而

保证供水量合理分配，避免浪费水资源。例如在水质筛查

阶段，互联网技术与水质净化系统相结合，使该系统基于

水质标准，排查和调整水质，如果水源水质不符合标准，

可利用适合的水处理工艺净化水质，提高水质[1]。

1.3　合理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自动化

在城市自来水厂水处理工艺创新过程中，还积极应用

了数字化技术，为有效管控和处理水资源提供了极大的帮

助。应用数字化技术，能够获取水资源的相关数据，加以

整合、处理及分析，从而获得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数据。

其能客观反映当前自来水处理存在的问题，或者管理不到

位的情况，以便相关工作人员以此为依据制定针对性的、

有效性的解决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水资源处理

的有效性、科学性。

2　自来水厂水处理工艺的发展与应用

随着城市居民用水需求的不断提高，以及相关政策意

见的颁布，对水处理工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掌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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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应用现状，明确其发展方向，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

和优化水处理工艺，提高其应用价值，使经过处理的自来

水更加安全健康。

2.1　水处理工艺的应用

2.1.1　常规处理工艺

自来水厂的良好运行，可为城市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所

需的饮用水。为了保证人们能够饮用健康、安全的饮用水，

自来水厂要根据水源水质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合的工艺加以

处理，将水源中含有的杂质清除，提高水源水质，使之满足

生活饮用水的标准要求。通常情况下，水源水中的悬浮物、

胶体物质和病原微生物，通常会采用常规处理工艺，即利用

混凝、沉淀、澄清、过滤等一系列工序清除水中的杂质。常

规处理工艺是将水源中含有的悬浮物、胶体物质予以混凝处

理、沉淀处理或过滤处理，清除杂质。与此同时，还能一并

清除水中含有的多种细菌或者病毒。在此基础上，还要采用

适合的消毒剂，如利用氯气、漂白粉或二氧化氯等处理水，

过滤、杀灭致病微生物，提高水质[2]。

2.1.2　深度处理工艺

如果水源水质不高，常规处理后难以达到生活饮用水标

准，就要利用深度处理工艺来代替常规处理工艺。就当前自

来水厂水处理的实际情况看，常用的深度处理工艺有：

活性炭处理工艺。活性炭主要是利用其吸附性，配合其

他技术，对于过滤异味、有机污染物以及色度等都有很好的

效果。一方面，充分发挥其吸附性，吸附水中的杂质，提高

水体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活性炭是新碳，这种碳

的吸附效果更好，并且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还可以在其表面

形成生物膜，对水中的杂质进行降解处理，提高水体质量。

膜处理工艺。膜处理工艺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

处理水中含有的化学污染物和生物污染物。这是因为该项

工艺主要是利用膜过滤水源，而膜是利用天然矿石制作而

成的。加之超滤技术和反渗透技术的应用，也就是在反渗

透技术的支持下可形成反渗透膜，过滤重金属等有害有

机物，也可过滤无机盐。当然，膜处理工艺也并非绝对有

效，不同物质分子对膜的穿透能力不尽相同，但反渗透膜

的设置，即可对不同物质分子予以隔绝，仅允许水分子通

过。另外，膜处理工艺还具有操作时间短、处理效果稳定

等优点，相关工作人员可根据水源水质实际情况，选择适

合的方式，运用适合的过滤膜净化水体。

深度氧化处理工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也被称为

臭氧活性炭技术，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生活饮用水深度处理

的典型代表之一。深度氧化处理工艺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首先是以臭氧为原材料，而臭氧本身具有较强的氧化性。利

用臭氧处理水体，即可将水体中的有机物予以氧化，使之成

为小分子的有机物，过滤水体，即可降低有机负荷。在此基

础上，将活性炭放入水体中，活性炭将充分发挥吸附作用，

清除水体中的小分子有机物，提高水体质量。相关调查研究

表明，臭氧活性炭的应用，不仅能够净化水体，而且能够

节约混凝剂用量。换句话说，臭氧活性炭在水体净化过程

中还能发挥助凝作用。使用臭氧活性炭，能够清除水体中

70%～90%的氨氮、40%～50%的CODmm，但也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例如某水源中一旦含有溴离子，利用该技术虽然能

够清除水体中的杂质，但会产生致癌的消毒副产品，如果人

们长期饮用，会威胁身体健康[3]。

2.2　智慧水厂建设的思考

现代化的今天，因先进技术的广泛、深入应用，自来

水厂逐渐朝着智慧水厂迈进。智慧水厂建设是以实用为中

心，根据水厂实际运行情况及发展构建信息化系统，支持

水厂智慧化运营。为了保证信息化系统的良好运行，支持

水厂生产工艺、原材料管控、设备维护、安全保障等多个

方面，要合理设置自动化层、智慧大脑层及智慧应用层。

其中，自动化层的设置，支持工艺流程自动化、安防自动

化、环境自动化；智慧大脑层设置，则是由物联网平台、

智能视频监控平台及人工智能平台构成；智慧应用层则涵

盖了智慧安防、智慧生产、智慧运营、智慧环境控制等。

2.3　水处理工艺的发展方向

随着国民健康意识、安全意识的提高，其对生活饮

用水的水质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种情况下，除了常规

水处理工艺，自来水厂水处理过程中还要应用深度处理工

艺，如臭氧活性炭工艺、膜处理工艺等，分离并清除水体

中的污染物，确保水质安全。

总结分析现阶段水处理工艺的应用情况及相关技术的

研究情况可知，水处理工艺的发展方向之一是微孔精滤膜工

艺。其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有效的水资源处理技术，在处理水

体的过程中，可直接清除病毒、天然有机物；可利用纳滤膜

清除有毒物质，如农药、镁离子等；可利用反渗透膜清除无

机离子、有机物。当前，该项水处理工艺主要应用于瓶装水

或者优质水处理，未能广泛应用于居民饮用水处理之中。这

是因为处理工艺处于发展阶段，膜处理技术还未成熟、完

善，膜生产成本较高。在未来研究和发展该项水处理工艺的

过程中，要重点攻克成本问题，以便不断降低成本，使之广

泛应用于水资源处理中，为人们提供优质的饮用水。在我国

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

境动态平衡是很有必要的。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在水资源

处理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国内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生态环

境的变化情况，制定长远目标，科学合理地研究水处理技

术，以便不断提高水处理工艺水平，科学合理地处理水资

源，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4]。

3　案例分析

3.1　案例说明

某市自来水厂工程建设规模为常规处理10万m³/d，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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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处理规模为15万m³/d。对自来水厂的日常供水实际情况

加以了解可知，其存在供水不均等问题。为了保证自来

水厂提供的饮用水安全、卫生，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规

范》的要求，有效管控自来水供应，保证城区供水均衡，

自来水厂决定一方面优化水处理工艺，提高水源水质，使

之符合规范要求，即为卫生标准合格的生活饮用水；另一

方面，要加强水质管理一体化平台建设，以便提高水质管

理水平。

3.2　水处理工艺

应用常规水处理工艺并不能清除水源中的杂质。提高

水质的安全性，要采用深度处理工艺。结合自来水厂运行

的实际情况，笔者规划设计的深度处理工艺如下：

3.2.1　臭氧+活性炭+石英砂处理工艺

前文已经介绍说明了臭氧活性炭应用于水源处理之

中，即可彻底处理水体中含有的有机物、毒物、金属物

等，从而提高水质质量。立足保证水源水质安全的角度，

臭氧+活性炭处理工艺的应用，是非常可行的、非常有效

的。但是，该处理工艺也并非十全十美，在实际工艺应用

过程中，臭氧活性炭的应用，可能会造成水体浑浊或者细

菌增多的情况，导致水体依旧不符合卫生标准。对此，自

来水厂应注意设置砂滤池，以石英砂为原材料，将臭氧活

性炭处理后的水倒入砂滤池中，同砂滤作用清除细菌、消

除浊度，从而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3.2.2　粉末活性炭+超滤膜处理工艺

超滤（UF）是一种物理性的低压驱动的膜分离技术，

将其与粉末活性炭结合应用，深度处理水源，主要是利用

中空纤维超滤膜元件。该超滤膜具有亲水性好、耐有机污

染、耐酸碱等特点，又因为超滤膜的膜孔直径非常小，应

用于水中可阻拦病毒、细菌等。考虑到超滤膜不能清除水

体中的所有杂质，如中小分子的有机物，此时可利用粉

末活性炭进一步净化水体，即可清除水中含有的有机污染

物、氨氮等杂质，如图1所示。

以上两个深度处理方案均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但方案

一运行的灵活性明显高于方案二，再结合自来水厂的实际

情况，最终确定采用方案一。

 

图1  超滤膜处理工艺流程

3.2.3　废水回收工艺

遵循节能环保理念，自来水厂优化建设过程中还根

据废水回收需求，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充分利用本厂资

源构建废水回收系统，以便在该系统良好运行过程中，

将污泥上清液和滤池中的反冲洗水流在流量调节后引入

净水系统。

3.3　水质管控一体化平台

水质管控一体化平台构建的基本内涵是“业务整合、

融合共享、智能决策”。对本厂水资源处理的实际情况加

以分析，可掌握并了解水资源输送、水处理工艺及自来水

供应等方面的情况，明确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

从促进自来水厂智能化、自动化、现代化发展的视角出

发，结合自来水厂发展的战略目标，利用先进技术，如互

联网技术、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构建个性

化的水质管控一体化平台；合理设置配套设施，以便该平

台跟踪管控水厂的整体运行；获取水处理相关数据，并对

数据予以整合处理，以客观反映水处理的实际情况；及时

发现问题，以便相关工作人员加以处理[5]。

3.4　效果评估

在水质管控一体化平台运行之下，自来水厂水处理的

整体水平明显提高，解决了之前存在的生产调度、管网漏

损、电耗过高等问题。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水源水质处理

效果，真正保证了水源安全、居民用水均衡。

4　结语

随着高新科技的不断发展，自来水厂在先进技术的加

持下逐渐朝着智慧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在互联网技术、

数字化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下，水处理工艺水平大大提

高；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信息化平台，支持智慧化运营，

推动智慧化水厂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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