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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促进混凝沉淀烧杯试验技术的发展，指导净水厂的工

程建设及生产管理。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评价水中溶解、胶体和悬浮物质的混凝沉

淀处理过程。主要用途有下列 5个方面：

1 比较各种混凝剂的混凝效果；

2 确定最佳的混凝剂投加量；.
3 优化混合条件；

4 优化絮凝条件；

5 探求混合、絮凝、沉淀的合理组合。

1.0.3混凝沉淀烧杯试验除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1.0.4在试验过程中，如出现药剂或水样影响人体健康和操作

环境的情况，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2 术语
2.0.1 混凝沉淀烧杯试验 coagulation-flocculation and
seri-mentation beaker

一种应用搅拌杯系列研究或控制混凝沉淀过程的方

法。又称混凝试验、混凝烧杯试验、烧杯搅拌试验。

2.0.2模拟试验 simulation test
探求混凝沉淀烧杯试验与净水厂中混合、絮凝和沉淀

生产工艺运行相似性的试验过程。

2.0.3搅拌器 stirrer
一种能按要求改变转速和时间的搅拌装置。一般采用

多联搅拌器，又称多位搅拌器或成组搅拌器，是混凝沉淀烧

杯试验的主要设备。

2.0.4搅拌杯 beaker
混凝沉淀烧杯试验中用于盛水样的容器。

2.0.5速度梯度 velocity gradient
两相邻液体层间的速度微分量与距离微分量的比值。

可间接反映絮凝过程中颗粒的接触碰撞速率和絮体的成长

尺度及其密度。



3 技术要求

3.1 一般规定

3.1.1 混凝沉淀烧杯试验用的试验设备和仪器，主要由搅拌

器、搅拌杯、计时器、温度计和浊度仪等组成。

3.1.2搅拌器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选用可同时搅拌几个搅拌杯的多联搅拌器；

2 底部应有观察絮体的照明装置，且照明装置不应引起

水样温度升高；

3 应有加注药剂的小试管和放置试管的支架，且能同时

对搅拌杯投加药剂；

4 搅拌生产的速度梯度 G 值应在 1000~20s 范围内可

调；

5 搅拌桨宜采用无级调速，否则其转速不应少于 5档。

转速应能控制，有显示，其精度士 2％。当一个 或几个桨叶

停止或启动搅拌时，不应影响其他桨叶的转速；

6 搅拌时间应能控制，精度士 1％，有显示；

7 宜采用单平直式叶桨；

8 所有桨叶的材质应相应相同且均匀，形状和尺寸上

应相同，精度士 1mm，径向摆动应不大于 2mm，应具有化

学稳定性、耐腐蚀性，对试验不产生影响；

9 各桨叶轴中心线应铅垂，允许偏差士 2mm；

10 桨叶在各个搅拌杯中的几何位置应相同(桨叶上缘

距水面、边缘距杯壁、下缘距杯底的距离相同)，允许偏差士

2mm；

11 搅拌过程中桨叶应全部淹入水体中；

12 桨叶应能自由放下和提升；

13 搅拌时整套装置应保持平稳，严禁桨叶在转动时扭

弯。



3.1.3搅拌杯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具有相同的材质、尺寸和形状，并且有化学稳定

性、耐腐蚀性，对试验不产生影响；

2材料应采用透明塑料或有机玻璃，形状宜为方形，宽

深比(有效宽度与有效水深之比)宜为 1：1~1：1.2，有效容积

应不小 1000mL；
3有固定的取样口，取样口可设于距水面下 1/2水深处；

4搅拌杯上的体积刻度误差不大于 2％。

3.1.4 搅拌器和搅拌杯应为配套产品，搅拌功率应由生产商

标明。

3.1.5 温度计允许偏差应不大于士 1C。
3.1.6 浊度仪应分辨率高，需要的水样少。

3.1.7 水质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标准

检验法》GB/T5750、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污水水质检验方法

标准》CJ/T51~79、《生活杂用水标准检验法》CJ49等的规

定。

3.2 常用水处理药剂

3.2.1在本标准中，除特别注明者外，药剂均为化学纯质量。

凡未注明溶剂名称者，均指水溶液。配制或稀释药液，均使

用普通蒸馏水。

3.2.2溶液浓度以质量/体积百分比表示。

3.2.3所有溶液放置时间不宜超过 8h。
3.2.4混凝沉淀处理工艺中，常用的水处理剂主要有：絮凝剂、

助凝剂、氧化剂、增重剂、吸附剂、碱、酸。



3.3速度梯度计算

3.3.1水样的速度梯度可按下列分式确定：

Ρ = CDρω3 bd 4 (3.3.1-1)

ω = 2πn (3.3.1-2)

G =
Vu
p (3.3.1-3)

式中 P一搅拌功率，即桨叶在搅拌杯中转动时消耗的功

率，

W；

ω 一 桨叶旋转角速度，S -1；

G一 速度梯度，S -1；

d一 桨叶直径，m；

b一 桨叶高度，m；

ρ 一 水样的密度， kg/m 3；

n一 桨叶旋转速度，r/s；
μ一 水的动力粘滞系数，pa.s；
GD 一 阻力系数，根据具体设备确定；(0.3)
V一 水样体积，m 3 。



4试验方法

4.1操作步骤

4.1.1将试验水样倒入搅拌杯至刻度线，根据需要测定水温、

pH值、浊度、色度和碱度等水质参数。 4.1.2将搅拌杯放置

于搅拌器的设定位置，再把桨叶放入搅拌杯中，对准桨叶与

搅拌杯的中心。

4.1.3根据试验水样水质设定药剂投加量，先用刻度吸管加到

药试管中，再加适量稀释水使各加药管中的体积相等，并摇

匀。

4.1.4设定下列试验操作参数；

1 设定混合搅拌转速和时间；

2 设定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

3 设定沉淀时间。

用于指导生产的混凝沉淀烧杯试验的操作参数，应按本章 4.2
的规定通过模拟试验确定。

4.1.5启动搅拌器按钮，当搅拌达到设定混合转速时，按药剂

的投加量和投加顺序同时向每个搅拌配药，并同步开始记录

搅拌时间，观察混凝状况。

4.1.6混凝搅拌完成后，立即从搅拌杯中提出桨叶，同步记录

沉淀时间，观察沉淀状况。

4.1.7沉淀完成后，先从搅拌杯的取样口排掉少许水样，再取

水样测定浊度和 PH值等水质参数。试验结果的记录可采用

表 4.1.7。



表 4.1.7混凝沉淀烧杯试验纪录

水样______ p H _______ 浊度_______ 日期________
地点______ 色度_______ 水温_______ 体积________

项 目
搅 拌 杯 号

1 2 3 4 5 6
加药顺序

及投加量

(mg/L)

1.
2.
3.

混 合

1档 转速

时间

2档 转速

时间

絮 凝

1档 转速

时间

2档 转速

时间

3档 转速

时间

絮凝出现时间

沉 淀

时间

沉淀速度

水质

检验

浊度(NTU)
色度(度)
碱度(mg/L)
pH

混凝沉淀效果

4.1.8 若经混凝沉淀烧杯试验后水质指标未能满足预期的

处理结果，则选用另一系列的试验参数，重复 4.1.1至 4.1.7
条的步骤，直至获得预定结果为止。



4.2模拟试验
4.2.1应按下列步骤确定混合搅拌转速和时间：

1 测定净水厂混合过程中的速度梯度，计算混合搅拌

转速。

2 在净水厂混合装置末端取混合后的水样，立即置于搅

拌器的设定位置。设定絮凝速度梯度为 100~20中的某一值，

搅拌 5~10min中的某一时间，静止沉淀 5min后测定浊度。

3 把装好原水水样的一组搅拌杯置于搅拌器的设定位

置。按本条第 1款设定混合搅拌转速，同时各杯设定不同的

混合搅拌时间；按本条第 2款设定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

4启动搅拌器，加入与生产使用相同品种和投加量的药

剂，搅拌至设定时间，各杯静止沉淀 5min后取样测定浊度。

5重复本条第 3~4款，直到某一搅拌杯水样的浊度与本

条第 2款相同或相近，则该搅拌杯的混合搅拌转速和时间即

为模拟混合操作参数。

4.2.2 根据净水厂絮凝池构造形式将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划

分为若干档，应分别按下列步骤进行模拟试验：

1 第一档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

1)测定净水厂絮凝池第一档的速度梯度，计算第一档絮

凝搅拌转速。

2)在絮凝池第一档末端取水样，立即置于搅拌器的设定

位置，用比第一档转速小的转速搅拌 5min。静止沉淀 5min
后取样测定浊度。

3)把装好原水水样的一组搅拌杯置于搅拌器的设定位

置。按第 4.2.1 条设定混合搅拌转速和时间；按本条款第 1)
项设定第一挡絮凝搅拌转速，同时各杯设定不同的搅拌时

间，再按本款 2)项设定下一档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

4)启动搅拌器，加入与生产使用相同品种和加量的药剂，

搅拌至设定时间。各杯静止沉淀 5后测定浊度。

5)重复本款第 3)~4)项，直到某一搅拌杯水样的浊度与本款第

2)项相同或相近，从而确定第一档模拟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
2参照本条第 1款的试验方法，依次确定第二、第三等档的



模拟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

4.2.3应按下列步骤确定沉淀时间：

1测定沉淀池出水浊度。

2把装好原水水样的一组搅拌杯置于搅拌器的设定位置，依

据第 4.2.1条设定混合搅拌转速和时间；依据第 4.2.2条设定

各挡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

3启动搅拌器，加入与生产使用相同品种和投加量的药剂，

搅拌至设定时间，分别测定不同静止沉淀时间后的浊度。

4重复本条第 2~3款，直到某一搅拌杯水样的浊度与沉淀池

出水浊度相同或相近，从而确定模拟沉淀时间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一、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二、条文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按……

执行”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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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1 混凝沉淀烧杯试验能够在设备和操作都很简单的条件

下，反映出混凝沉淀过程中很多因素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所

以一直是研究或控制混凝沉淀过程的最主要方法。但调查表

明，我国大多数净水厂虽在生产管理中都采用混凝沉淀烧杯

试验方法指导混凝剂的投加和处理沉的判断，但由于试验方

法不规范，其试验结果往往与实际相差甚远，不能起到控制

生财的作用，故有必要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的应用范围：

1 净水厂在不同典型水质条件下宜用不同品格的混凝

剂。市场上可供选用的混凝剂品种繁多，合理选用混凝剂是

净水厂保证水质、降低成本的重要工作之一。首先用混凝沉

淀烧杯试验求得各种混凝剂最佳的投加量，然后把筛选后的

二种或三种混凝剂进行试验对比，从而选出最佳的品种。判

断混凝剂效果首先看水质处理效果，主要是浊度去除率，而

作为全面衡量还应包括色度、COD和 TOC去除率、PH和碱

度变

率等；其次是经济性；再次是药剂的运输、储存、使用方便

性，沉淀后污泥体积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2最佳混凝剂投加量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指水质达到最

优时的混凝剂投加量；另一种是达到既定水质目标要求时的

最小混凝剂投加量。

3在混凝剂投加量、絮凝搅拌条件和沉淀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寻求最佳的混合搅拌强度和时间组合。

4在混凝剂投加量、混合搅拌条件和沉淀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寻求最佳的絮凝搅拌强度和时间组合。

5在一般净水厂中为保证滤后水的浊度合格，对沉淀水

的浊度都有一定要求。混合时间短，投资就少，无疑要按最

佳要求设置。絮凝、沉淀和混凝剂投加量三者之间有着相互

补充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某一条件差些，在一定范围内可



由其他条件补充。因此，在满足一定出水浊度要求的前提下，

三者有多种组合可满足出水浊度要求，可用混凝沉淀烧杯试

验探求三者之间的最佳组合。

1.0.3指出了在进行混凝沉淀烧杯试验时，需同时执行我国有

关标准的规定。

1.0.4水处理用氧化剂一般有强烈的刺激性和很强的毒性，有

些混凝剂在溶解过程中会产生异臭且溶液为强酸性，污水中

往往含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这些都会影响人体健康和操作

环境，故应根据不同的试验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2术语

2.0.1 混凝沉淀试验的名称很多，但其应用目的基本相同。

2.0.2 规定模拟试验的含义。

2.0.3 规定本标准试验所用搅拌器的含义。

2.0.4 规定本标准试验所用搅拌杯的含义。

2.0.5 规定在混凝过程中速度梯度的含义。



3技术要求

3.1一般规定

3.1.1 阐明混凝沉淀烧杯试验中所需的主要设备和仪器。

3.1.2 搅拌轴的主要技术要求：

1为使试验具有重复性、重现性和可能性，搅拌器应能

同时对多个搅拌杯进行试验，现有的搅拌器多为 6联。

2底部设置照明装置，可便于定性观察絮体的形成和沉

降状况。同时应采取隔热措施。防止照明系统传热给水样，

使水温升高而影响混凝沉淀结果的准确性。

3一个搅拌杯须对应一个加药管，以便同步投加药剂。

4混凝沉淀效果取决于絮体尺度及其密度，所谓混凝效

果相似是指形成的絮体尺度和密度相同。絮体在形成过程

中，一方面受到颗粒间相互聚集的粘结作用，另一方面也受

到流体紊动对絮体的破碎作用，限制了絮体继续增大。在一

定的水流条件下，若输入水体的能耗不变，经过一定的絮凝

时间就会达到絮体聚结与破碎的动态平衡，絮体粒径将保持

不变。根据各国的大量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相同

的原水和凝聚条件下，达到絮凝平衡时，絮体粒径主要取决

于速度梯度 G。根据这一原理，阿格曼等人提出了絮体平衡

粒径 d与速度梯度 G的关系：

d =
G
C

式中，C为与原水絮凝性质有关的系数。

丹保宪仁利用沉降管和摄影的方法，对絮体粒径、有效密度

和沉速进行了测定，并建立了絮体的密度公式为；

ρe = ρs ρ-ρ =
d

a

式中，ρe 为絮体的有效密度，g/cm3；Ps为絮体密度，

g/cm3；ρ为水的密度，g/cm3；a为常数，随混凝剂品种和加



注量而定，

g/cm3；Kp为指数常数，随混凝剂品种和加注量而定。

由此可以看出，絮体尺度及其密度取决于混凝过程中的

速度梯度 G。因此，要使混凝效果相似，速度梯度 G须对应

相等。在实际工程中，混合阶段 G = 1000~500s，絮凝阶段

G=100~20s-1，为使试验能够模拟实际生产，搅拌器产生的速

度梯度 G应在 1000~20s-1范围内可调。

5 为保证搅拌转速准确，混合、絮凝和沉淀连续进行，

桨叶最好采用无级调速方式并规定了精度。当不能采用无级

调速时，为使试验能模拟实际的混合、絮凝过程，搅拌器转

速至少应设 5挡，因实际生产工艺中混合强度多采用一挡，

絮凝强度一般采用 4挡。

6 由于混合、絮凝和沉淀是连续进行，因此各工艺过

程运行时间需提前设定，同时为保证准确记录运行时间，规

定了时间控制的精度。

7 桨式搅拌器结构简单，加工制造容易，有关参数的

选用可参见下表。

桨叶参数选用

项 目 符号 单位 设计参数

桨叶直径 d m (0.35 ~ 0.8) D
桨叶距搅拌杯底高度

h
m (0.5 ~ 0.75) D

桨叶高度 b m (0.1 ~ 0.85) d
桨叶层数 e 1
注：D为搅拌杯的宽度

8 为使各试验水样在相同操作条件下呈现较好的重现

性，故作此规定。另外，桨叶材质具有足够的化学稳定性，

以防止与水样发生化学反应而影响试验结果。

9在相同搅拌条件下，为使各搅拌杯的搅拌功率相同而

作的规定。

10根据相似理论，确保各试验结果相似的首要条件是几

何相似，因此需对各桨叶在搅拌杯中的几何位置进行规定。

11搅拌器转速较高时容易产生漩涡。当漩涡达到桨叶的



位置时，会带入大量空气，影响搅拌效果。

12为便于定性观察沉淀状况，絮凝搅拌完成后桨叶应立

即从杯中提出。

3.1.3 搅拌杯的主要技术要求：

1 为使各搅拌杯在相同操作条件下试验结果相似而作

的规定。另外，搅拌杯材质应具有足够的化学稳定性，以防

止与水样发生化学反应，影响混凝沉淀烧杯试验结果。

2 为便于观察混凝沉淀烧杯试验的状况，搅拌杯宜采

用较好的透明材质，且有较好的隔热性能。搅拌杯应能较好

地阻止水体随桨叶旋转，根据国外实践经验推荐使用方形

杯。为保证混凝搅拌过程中搅拌杯内的水流为紊流，搅拌杯

的有效体积应不小于 1000mL。
3 为防止取样时扰动水样，影响水质检验结果，应设

固定的取样口。根据实践经验，建议设在水面下 1/2水深处。

3.1.4搅拌功率除与水质因素有关外，主要与桨叶形式、尺寸、

转速，搅拌杯形状、尺寸及桨叶在搅拌杯中的位置等因素有

关。因此，搅拌器和搅拌杯应配套生产，搅拌功率应通过实

测后标定。

3.1.5规定温度计的计量精度。

3.1.6浊度仪分辨率要高，以便区别各搅拌杯的浊度差别；需

要的水样较少，以便进行几种沉速试验。

3.2 常用水处理药剂

3.2.1 水处理药剂一般配制为水溶液后投加。

3.2.2 规定药剂浓度的表示方法。

3.2.3 药剂溶液不应放置时间太长，否则会影响处理效果。

3.2.4 指出混凝沉淀中常用的水处理剂。

1常用的絮凝剂有：

1) 聚 氯 化 铝 ( 碱 式 氯 化 铝 、 羟 基 氯 化

铝)[Al2(OH)nCl6-n]m；

2)精制硫酸铝 Al2(SO4)3.18H2O；



3)铝酸钠 NaAlO2；

4)聚硫酸铁[Fe2(OH)n(SO4)3-n/2]m；
5)硫酸铁 Fe2(SO4)3；
6)三氯化铁 FeCl3.6H2O；
7)壳聚糖[C6H11NO4]n；
8)单宁 C76H52O46。

2常用的助凝剂有：

1)活化硅酸(活化水玻璃、泡花碱)Na2O. xSiO2. yH2O；
2)海藻酸钠(NaC6H7O6)x；
3)阴或阳离子聚合电解质；

4)非离子型聚合物。

3常用的氧化剂有：

1)氯 CI2；
2)二氧化氯 CIO2；

3)次氯酸钠 NaOCI；
4)臭氧 O3；

5)高锰酸钾 KMnO4。

4常用的增重剂有：

1)膨润土；

2)高岭土；

3)其他粘土和矿物。

5常用的附剂有：

粉末活性炭。

6常用的碱有：

1)氢氧化钠 NaOH；
2)碳酸钠 Na2CO3；

3)碳酸钙 CaCO3；

4)熟石灰 CaO。
7常用的酸有：

1)盐酸 HCI；
2)硫酸 H2SO4。



3.3速度梯度计算

3.3.1 提出了计算搅拌功率的公式，其中阻力系数 CD应根据

具体的搅拌系统确定，在无测定值时，建议 CD取 0.3~0.5。
计算速度梯度时，应考虑温度对水的粘滞系数的影响。对于

一般低浑浊度水，若无实测资料，可直接采用 3.3.1 中清水

动力粘滞系数 u。
表 3.3.1清水的动力粘滞系数μ。

表 3.3.1清水的动力粘滞系数 μ

温度

(℃)
μ

(10-4pa.s)
温度

(℃)
μ

(10-4pa.s)
温度

(℃)
μ

(10-4pa.s)

0 17.90 35 7.22 70 4.06
5 15.13 40 6.53 75 3.80
10 13.04 45 5.99 80 3.55
15 11.42 50 5.49 85 3.33
20 10.00 55 5.08 90 3.15
25 8.89 60 4.70 95 2.97
30 8.01 65 4.36 100 2.82



4试验方法

4.1操作步骤

4.1.1 按试验目的和要求确定水样个数，检验原水水质。

4.1.2 方形搅拌杯具有较好的阻流条件，桨叶的轴心和搅拌

杯中心可对准。

4.1.3 投药前，用蒸馏水把加药试管内的药剂稀释成等体积，

通常为 10ml。若某种药剂的投加量大于 10ml，为减少体积

变化对试验的影响，其他试管应补水，直至体积与最大的药

剂体积相等。当有药剂悬浮液时，投加前须摇匀。

4.1.4 设定混合搅拌转速和时间，各挡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

静止沉淀时间。

按预定的混合和絮凝速度梯度 G和时间 T，分别设定各段的

转速和相应的搅拌时间。混合阶段的 G值一般为 1000~500s，
时间 10~30s；絮凝阶段 G值一般为 100~20s，时间 5~20min。
絮凝时 G值应逐时递减。

4.1.5 启动搅拌按钮后，转速不会立刻达到设定值，稍等片

刻当转速稳定后，迅速向搅拌杯内同步投加药剂，然后注意

观察絮体的生成速度及大小。

4.1.6 静止沉淀，注意观察絮体与水的分离状况。

4.1.7 为防止取样口内的存水影响水质检验结果，建议取样

前先排掉少量水样。然后再取样检验。

4.2 模拟试验

用于确定指导生产运行的混凝沉淀烧杯试验的操作参

数。试验中，混合搅拌转速和时间、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

沉淀时间不能任意选用，应通过模拟试验确定。

所谓混凝沉淀相似是指形成的絮体相似，即絮体具有同

样的沉淀速度。根据斯笃克斯的颗粒自由沉淀公式，絮体的

沉淀速度取决于絮体的尺度和密度。研究和实验证明，絮体



的尺度和密度取决于混凝过程中的速度梯度，因此，混凝时

的速度梯度相等是进行模拟生产运行的首要边界条件。

另外，试验中的水流流态须与实际混凝过程中的水流流

态保持一致。水流可分为层流运动和紊流运动，两者有质的

差别。当水流的雷诺数 Re小于某一临界值(Re的下限)时，

则水流在层流状态。当水流的雷诺数 Re大于另一临界值(Re
的上限)时，则水流在紊流状态。实际混凝过程中的水流状态

均为紊流，因此，试验中的水流状态也必须是紊流。很多文

献指出，对于具备良好阻流条件的搅拌装置，当搅拌雷诺数

Re=pnd2/u≥1000时，就可按完全紊流处理。

4.2.1 确定混合搅拌的转速和时间：

1依据生产中的混合速度梯度，确定模拟试验的混合搅

拌转速。

2测定净水厂混合效果。

3进行不同混合搅拌时间条件的试验。

4测定试验结果。

5通过对比试验结果，确定混合搅拌时间。由此可得到

不同流量条件下的混合试验条件，根据系列参数可以作出混

合试验曲线，见下图。有了混合模拟曲线，混合搅拌转速和

时间都可根据生产中的实际流量，从图中查得。

4.2.2 确定各挡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

1 确定第一挡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

1)确定絮凝池第一挡在不同流量时的速度梯度，计算第

一挡絮凝搅拌转速。



2)测定絮凝池第一挡的絮凝效果。

3)进行不同第一挡絮凝搅拌时间的试验。

4)测定试验结果。

5)对比试验结果，确定第一挡絮凝搅拌时间。

2 确定第二、第三等各挡的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由此可得

到不同流量条件下各挡的絮凝模拟试验条件，根据系列参数

可以作出絮凝模拟试验曲线，见下图。有了絮凝模拟曲线，

絮凝搅拌转速和时间都可根据生产中的实际流量，从图中查

得。

4.2.3 确定沉淀试验时间：

对比试验结果，确定沉淀试验时间。由此可得到不同流

量条件下的沉淀试验时间，根据系列参数可以作出沉淀模拟

试验曲线，见下图。有了沉淀模拟曲线，沉淀试验时间可根

据生产中的实际流量，从图中查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