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第 2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18 年 1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1 

叠合式处理构筑物在某给水厂的应用 
 

樊金菲 1  唐国平 2 
1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2 扬州市上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DOI:10.32629/bd.v2i11.1850 
 
[摘  要] 给水深度处理是指是将原水经过一系列处理,如,投药,混合反应,沉淀(澄清),过滤,消毒等常规工艺流程后再进行活性

炭砂过滤等进而将原水中所含的各种有害杂质去除,让原水达到符合人们生活,生产用水水质的优质标准,而给水处理构筑物

主要是指给水处理系统,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生活自来水给水处理系统,基于此,本文就对叠合式处理构筑物在给水厂的

应用情况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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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型工厂数量不断增多,

使得污水排放次数增加,水体受污染程度加重,对给水处理

工作增添了诸多压力,目前,水处理构筑物呈现出数量多,占

地面积大,工程造价高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其无法发挥出应

用作用,因此,给水厂将水处理结构物设计成竖向,紧凑叠合

型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有效缓解征地受限的情况,本文

就对叠合式处理构筑物在给水厂的应用,以期提供参考依

据。 

1 某给水厂的概况阐述 

某给水厂位于地级市,工业区发展迅速,用水量非常大,

规模为 40 万 t/d,但是随着该地区的迅速发展,现有的供水

量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因此,进行扩建是发展的必然趋

势,目前,该给水厂工艺流程主要如图 1 所示,且该给水厂中

的水处理系统中主要含有机械混合井,同向流斜板沉淀池,

炭滤池,设备间,细格栅,接触池,清水池,配水泵房,絮凝池,

砂滤池,预臭氧接触池等等,占地面积非常大,导致用地面积

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不仅增加了工程成本,还影响到

原水处理效率,负面影响非常大,面对此种情况,该给水厂为

了提高原水处理效率,方便日常管理,在给水处理构筑物设

计过程中,对机械混合井,微涡旋絮凝池,同向流斜板沉淀池,

浮(炭)滤池,砂滤池,设备间,接触池,清水池等元件都集中

采用了叠合式处理构筑物的设计方法,不仅有效缓解了征地

面积受限问题,还降低了工程施工成本,可谓是“一举多得”。 

图 1  给水厂工艺流程示意图 

 

2 某给水厂的厂区平面及主要建构筑物布置 

某给水厂的主要建筑物含有多种,如,格栅间及预臭氧

接触池,叠合式处理构筑物,配水泵房,加氯间,加药间,排水

池,排泥池,浓缩池,污泥脱水系统等等,在这众多建筑物中,

预臭氧部分除臭氧接触池外,其余部分均预留以后扩建用地,

力求保证给水厂用地面积合理,通常情况下,该给水厂的主

要建构筑物布置情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该给水

厂内部,设置有两根进入给水厂的 DN2000mm 管道,一根接入

格栅间和预臭氧接触池,另一根接入二期工程预留处,并在

这两根 DN2000mm 管道设置机械混合井,确保能够实现微涡

旋絮凝,同向流斜板沉淀,浮(炭)滤等多种处理功能,提高处

理效果；第二,等到完成上述工作后,给水厂工作人员需要在

接触池出水分出设置2个去向,一部分通过DNl600mm出水管

至吸水井,另一部分通过 DN2000mm 出水管至清水池,在此种

情况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因跌水造成的损失,还可以实现

节能环保的目标,意义重大；第三,由于给水厂出水量非常大,

稍不注意,就会造成水资源浪费,面对此种情况,给水厂工作

人员就需要设置水堰自动调节阀门,一旦遇到城市用水量高

于水厂出水量时,全部水量就可以从低堰输送至配水泵房吸

水井,且不足部分可以由清水池补充,进而可以有效避免水

位跌落的情况出现,实现节约用水的目标,第四,给水厂工作

人员需要在低堰进入吸水井的管道上设有调节阀,如,单向

阀,电动蝶阀等等,通过调节阀(单向阀、电动蝶阀等等)的开

度来改变进入清水池的水量比例,从而实现最初效果,保证

原水能够得到有效处理。 

3 叠合式处理构筑物的设计情况分析 

3.1 机械混合井的设计分析 

给水厂工作人员在展开机械混合井设计时,需要严格注

意以下两点：一方面,给水厂工作人员需要将每个机械混合

井的 4 格串联设置,在此种情况下,可以让进水来自预臭氧

接触池 DNl600mm 出水管道,提高进出水效率；另一方面,给

水厂工作人员需要合理设置配水渠,尽量在配水渠上设置十

四个以上的反应浮(炭)滤单元,在此种情况下,可以为原水

处理工作提供方便,有效提高原水处理效率。 

3.2 微涡旋絮凝池的设计分析 

絮凝池主要是指完成絮凝过程的净水池,在净水处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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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此种情况,给水厂工作人员

在展开叠合式处理构筑物设计工作时,就需要重点关注微涡

旋絮凝池的设计,具体做到以下两点：一方面,给水厂工作人

员需要在微涡旋絮凝池设计过程中需要将每座微涡旋絮凝

池分为 15 格,并在底部设泥斗,进水口,出水口等等；另一方

面,给水厂工作人员需要在微涡旋絮凝池中合理是指排泥渠,

并在排泥渠设置过程中做到沿列方向最少有 5 组排泥管,在

此种情况下,泥进入排泥渠汇集后可以直接送入叠合式处理

构筑物北端的污泥泵房,从而提高原水处理效率。 

3.3 同向流斜板沉淀池的设计分析 

沉淀池是应用沉淀作用去除水中悬浮物的一种构筑物,

又可以称之为“净化水质的设备”,在净水处理工作中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面对此种情况,给水厂工作人员在展开叠

合式处理构筑物设计工作时,就需要重点关注同向流斜板沉

淀池的设计,具体做到以下两点：一方面,给水厂工作人员需

要沿池宽方向均布 20 根出水管,平行汇入出水渠,出水渠位

于浮渣槽下部,力求实现浮(炭)滤池溶气释放区均匀布水；

另一方面,给水厂工作人员需要采用气动排泥阀定时自动排

泥,严格按照国家下发的设计参数标准展开设计工作,从而

保证原水处理效率。 

3.4 浮(炭)滤池的设计分析 

浮(炭)滤池主要作用是过滤,去除水中的悬浮物,获得

浊度更低的水,力求确保出水水质符合要求,面对此种情况,

给水厂工作人员在展开叠合式处理构筑物设计工作时,就需

要重点关注浮(炭)滤池的设计,具体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

方面,给水厂工作人员需要对每座浮(炭)滤池的溶气释放区

和气浮过滤区合理设计,对所释放溶气的面积区域合理规定,

进而可以有效保证溶气水与待处理水的均匀混合及均匀分

布；另一方面,给水厂工作人员需要将合理设置气浮过滤区

下部的翻板阀滤池,对翻板阀滤池的占地面积,进炭管道,出

炭管道等内容都合理设置,从而有效保证原水处理效率,实

现最初目标。 

3.5 砂滤池的设计分析 

砂滤池主要是指净化饮水,用水的池子,在设计过程中

主要是通过环绕在滤池上部的进水渠道,进水堰向各单元配

水,力求保证出水质量,通常情况下,给水厂工作人员在进行

砂滤池设计时,需要合理设置反冲气动蝶阀,气反冲气动蝶

阀,出水气动调节蝶阀,进水气动调节板闸,排水气动调节板

闸等各个元件,确保滤沙池能够发挥出作用。 

3.6 接触池的设计分析 

接触池主要是指水和废水处理中用以促进化学药品或

其他物质与所处理的液体之间接触的水池,作用巨大,面对

此种情况,给水厂工作人员在叠合式处理构筑物设计时就需

要重点关注接触池设计,一方面,给水厂工作人员需要在接

触池中设置导流墙,溢流堰,将水流分为 2 个去向,有效缓解

出水情况；另一方面,给水厂工作人员需要合理设置低堰和

高堰,从而可以有效避免进入清水池的水位跌落,保持吸水

井大部分时间处于高水位状态,实现水流量自动平衡的目

标。 

4 结语 

总而言之,某地区给水厂用地紧张,使得水处理构筑物

建设数量受到限制,原水无法得到及时处理,面对此种情况,

某地区给水厂就需要合理采用叠合式处理构筑物,采用叠合

式设计法设置微涡旋絮凝池,同向流斜板沉淀池,砂滤池,清

水池等主要构筑物,在此种情况下,不仅可以实现节能设计

目标,还可以有效缓解征地受限的问题,从而提高给水厂的

经济效益,为给水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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