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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中等职业学校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系列教材之一，是根据建设部市政工程施工与给排水专业
指导委员会编写的中等职业学校三年制给水与排水专业教学文件汇编中《水质净化技术》教学大纲的
要求编写的。
　　新的教学大纲对第二版的中等职业专业学校给水排水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水质净化技术
》将原《给水工程》和《排水工程》中有关水处理部分的内容合并成一体，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对水处理的方法更加融会贯通，更便于理解。
　　根据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特点，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尽量压缩理论、工艺设计部分，突出运行管
理，体现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中的实用性，实践性的特点。
在教学中，各中等职业学校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教学特点，对各章节的教学课时、教学内容进行
调整。
　　本书是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主要专业课之一，在讲授完基础课和与之相关的专业课内容之后讲授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建设部市政工程施工与给排水专业指导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上
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邵建民高级讲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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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建设行业中等职业教育推荐教材，内容包括：水处理概述、水的预处理、混凝、沉淀与气
浮、过滤、消毒、污水生物处理、污泥的处理、其他处理方法等。
     本书可供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使用，亦可供一般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质净化技术>>

书籍目录

第1章 水处理概述 1.1 水质的基本概念 1.2 水处理的基本方法 思考题第2章 预处理 2.1 格栅 2.2 沉砂池 思
考题第3章 混凝 3.1 混凝的基本原理  3.2 混凝剂和助凝剂及其配制与投加 3.3 混合和絮凝设备 思考题第4
章 沉淀与气浮 4.1 沉淀的基本原理 4.2 沉淀池 4.3 澄清池 4.4 气浮池 思考题第5章 过滤 5.1 概述 5.2 滤料
和承托层 5.3 滤池冲洗 5.4 普通快滤池 5.5 无阀滤池 5.6 虹吸滤池 5.7 移动罩池 5.8 其他形式滤池 5.9 滤池
的运行管理 思考题第6章 消毒 6.1 概述 6.2 氯消毒 6.3 其他消毒法 6.4 消毒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思考题第7
章 生物处理 ⋯⋯第8章 污泥的处理第9章 其他处理方法附录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质净化技术>>

章节摘录

　　第三类是有毒物质，如砷、汞、镉、铬、铅、氰化物、氯仿、苯并（a）芘等。
这类有毒物质主要来自于工业废水，其中某些有毒物质含量高时会引起急性中毒，而大多数有毒物质
往往在人体内积蓄引起慢性中毒。
例如，砷化物是一种致癌物质。
汞及化合物在人体内积蓄，对人的神经系统、心脏、消化系统均有损害，会形成齿龈炎、胸痛、咳嗽
等疾病。
氰化物系剧毒物质，一次摄入50～60mg会致死。
氟也是人体必需元素，人体缺氟会引起龋齿，但过量氟能引起牙斑釉和骨硬化。
人体内砷化物过量可引起毛细血管扩张、新陈代谢和神经系统病变；毒性最大的砷化物是三氧化二砷
（俗称砒霜），是剧毒物质，一次摄人量约100mg即可致死。
氯仿、苯并芘（a）等有机污染物已确认为致癌物。
　　需要指出的是，人体健康与水中各种化学物质的关系相当复杂，有些至今仍不是很清楚。
此外，进人人体的各种元素问还存在着协同作用和拮抗作用。
在医学术语中，当两种药物在人体内所起的共同作用比他们在同样剂量下分别所起的作用之和还大时
称为协同作用；反之，当他们的共同作用是使其中的一种甚至两种药剂分别所起的作用受到削弱时，
则称为拮抗作用。
通过饮水进入人体内的，以及通过食物甚至空气进入人体内的各种元素之间都存在着协同作用和拮抗
作用。
如铜和铁起生理协同作用，没有铜，铁就不能进入血红蛋白分子，铁充足而缺铜时一样可发生贫血症
。
铜和锌与镉之间都显示拮抗作用，锌能取代铜，低铜或缺铜时对镉的耐受性降低。
硫、砷、硒互相拮抗，可以减弱彼此的毒性。
　　第四类是细菌学指标。
水中各种传染的病源微生物有很多，包括致病细菌、病毒和病原原生动物等，但要测定每种病原微生
物显然是不可能的。
细菌学指标仅采用细菌总数、大肠杆菌数和余氯量三项指标来间接反映水中病原微生物致病的可能程
度。
这是因为，细菌总数可反映水体受污染的程度；大肠杆菌类则是人类粪便中共有、含量最大的细菌，
当水中大肠杆菌类很少时，病原菌将不复存在或含量极微小。
此外，水中细菌总数和大肠杆菌的检测也较方便，故目前以细菌总数和大肠杆菌数作为细菌学指标。
余氯量是指用氯消毒时，加氯接触一段时间后，水中尚存的剩余游离性氯量。
它可以保证在供水过程中继续维持消毒效果，抑制水中残存的病原微生物在管网中再度繁殖，并可作
为水质受到再度污染的指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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