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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衰减模型的小口径供水管道余氯衰减分析
钱　 勇∗,王子祎
(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江苏苏州　 215002)

摘　 要　 随着各地高品质水工程的推进,淘汰劣质管材已成为各供水企业的普遍共识。 余氯是末端供水的重要指标,但是目

前各供水企业对于各种管材对余氯的影响差异以及影响机理尚不明确,不利于换管选材的开展。 文中通过试验分析了小口

径管道中余氯衰减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消除水体主反应耗氯的情况下对各类管材的耗氯能力进行了比较,并通过试验测得

各管道的管壁反应耗氯系数。 此外,结合各主流管道耗氯理论对管壁耗氯反应的机理进行分析。 试验表明,304、316 不锈钢

的余氯衰减显著低于镀锌钢管,并且不恰当焊接的不锈钢管道耗氯程度甚至高于镀锌钢管。 根据试验结果以及前人提出的

余氯衰减的机理模型,总结出小口径管道余氯衰减的基本模式,分析可知铁氧化成三价铁的过程是管壁反应耗氯的主要来

源,铁质的暴露程度对于管道耗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在实际管道供水末端实地检测水样余氯验证了理论。 结论表明,小
口径管道中管壁反应耗氯占了总体耗氯的绝大部分,并且铁质是管壁反应的主要因素。 各供水企业应选择不锈钢材质或塑

料等材质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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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water
 

projects,
 

it
 

has
 

become
 

a
 

consensus
 

to
 

eliminate
 

inferior
 

pipes
 

for
 

water
 

supply
 

enterprises.
 

Residual
 

chlorin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end-of-pipe
 

water
 

supply,
 

but
 

at
 

present,
 

the
 

difference
 

and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various
 

pipes
 

on
 

residual
 

chlorine
 

in
 

water
 

supply
 

enterprises
 

are
 

not
 

clear,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ipe
 

replacement
 

and
 

material
 

selection.
 

In
 

this
 

paper,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ual
 

chlorine
 

attenuation
 

in
 

small-diameter
 

pipeline
 

were
 

analyzed
 

through
 

experimen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liminating
 

the
 

chlorine
 

consumption
 

of
 

main
 

reaction
 

in
 

water
 

body,
 

the
 

chlorine
 

consumption
 

capacity
 

of
 

various
 

pipes
 

was
 

compared,
 

and
 

the
 

chlorine
 

consumption
 

coefficient
 

of
 

pipe
 

wall
 

reaction
 

was
 

measured
 

through
 

tests.
 

The
 

mechanism
 

of
 

the
 

chlorine
 

consumption
 

reaction
 

on
 

the
 

pipe
 

wall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chlorine
 

consumption
 

theory
 

of
 

the
 

mainstream
 

pipes.
 

The
 

test
 

showed
 

that
 

the
 

residual
 

chlorine
 

attenuation
 

of
 

304
 

and
 

316
 

stainless
 

ste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alvanized
 

steel
 

pipe,
 

and
 

the
 

chlorine
 

consumption
 

of
 

improperly
 

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
 

was
 

even
 

higher
 

than
 

that
 

of
 

galvanized
 

steel
 

pipe.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and
 

the
 

mechanism
 

model
 

of
 

residual
 

chlorine
 

attenuation
 

proposed
 

by
 

the
 

predecessors,
 

the
 

basic
 

mode
 

of
 

residual
 

chlorine
 

attenuation
 

in
 

small
 

diameter
 

pipeline
 

was
 

summarized.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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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at
 

the
 

process
 

of
 

iron
 

oxidation
 

to
 

ferric
 

iron
 

was
 

the
 

main
 

source
 

of
 

chlorine
 

consumption
 

in
 

the
 

reaction
 

of
 

pipe
 

wall,
 

and
 

the
 

exposure
 

degree
 

of
 

iron
 

had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chlorine
 

consumption
 

of
 

pipeline.
 

The
 

theory
 

was
 

verified
 

by
 

detecting
 

residual
 

chlorine
 

in
 

the
 

water
 

sample
 

at
 

the
 

end
 

of
 

actual
 

pipeline
 

water
 

supply.
 

The
 

conclusion
 

showed
 

that
 

the
 

chlorine
 

consumption
 

of
 

pipe
 

wall
 

reaction
 

account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total
 

chlorine
 

consumption
 

in
 

small
 

diameter
 

pipes,
 

and
 

iron
 

was
 

the
 

main
 

factor
 

of
 

pipe
 

wall
 

reaction.
 

Each
 

water
 

supply
 

enterprise
 

shall
 

select
 

stainless
 

steel
 

or
 

plastic
 

and
 

other
 

non-ferrous
 

pipes.
Keywords　 residual

 

chlorine　 pipe
 

network
 

end　 attenuation
 

model　 pipe
 

material　 hydraulic
 

model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居民对自来水水质的

要求不断提高。 对于用户端“龙头”水质而言,余氯

的含量更为重要。 在 《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2022)中规定,龙头水余氯质量浓度不

得低于 0. 05
 

mg / L。 低余氯量极易导致微生物的孳

生,在增加居民的健康风险的同时导致水体浑浊度、
色度等直接感官性状的变化,增加居民对行业的质

疑。 消毒剂添加后,必须确保管网水中存在足够的

余氯浓度来抑制微生物的再生,因此,控制余氯在管

道末端的衰减就尤为重要[1] 。
通常认为影响末梢余氯浓度的因素众多,例如,

初始氯浓度[2] 、温度[3] 、管材[4] 、总有机碳(TOC)浓

度[5] 、pH[6]等。 但这些针对影响末梢余氯消耗的各

因素的研究,且大多是处于实验室小试阶段,未在实

际场景中进行验证考察。 因此,本文在对管道末端

余氯的消耗模式进行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

试验得出了影响管网末梢余氯的最主要因素,并在

实际管网中进行了相应的验证研究。

1　 小口径管道余氯基本衰减模式
供水管网中余氯衰减的原因,主要是主体水衰

减和管壁衰减 2 种[7] 。 主体水衰减指的是供水管

道中存在的微生物、有机物以及无机物等与氯发生

反应所造成的余氯消耗;管壁衰减指的是管壁在长

期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沉淀物以及附着微生物等能

够与氯相互反应,引起的余氯消耗[6] 。 基于以上 2
个方面,余氯在水中衰减的基本形式可以表述为式

(1)。

dC
dt

= - kcC -
kwkf

rh(kw + kf)
C (1)

其中:C———水中余氯质量浓度,mg / L;
t———时间,d;
kc———水体主反应系数,d-1;
kf———传质影响系数,m / d;
kw———管壁反应系数,m / d;

rh———水力半径,m。
式(1)中的第一项 kcC 代表着在水中氯与有机

物或 无 机 物 反 应 所 消 耗 的 余 氯 量, 第 二 项

kwkf

rh(kw + kf)
C 代表着余氯与管壁铁、亚铁或其他沉

积物反应所消耗的余氯量。 管壁与水体存在反应面

积的问题,因此引入传质系数来表示因余氯传递而

损失的中心水体余氯。 定义管壁耗氯速率 kb,由式

(1)可知,kb 是管壁反应系数 kw 与传质系数 kf 的函

数,即式(2)。 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

kb =
kwkf

rh(kw + kf)
(2)

图 1　 管壁耗氯与管壁反应系数和传质系数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Pipe
 

Wall
 

Chlorine
 

Consumption
 

and
 

Pipe
 

Wall
 

Reaction
 

Coefficient
 

and
 

Mass
 

Transfer
 

Coefficient

Mutoti 等[8]在文章中指出,同种管材下,湍流态

和层流态的管壁反应系数会有极大的差异,在雷诺

数(Re)小于 2
 

500 时,管壁反应速率很小(图 2)。
而在进入湍流态后,随着 Re 的增大管壁反应系数急

剧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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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传质系数与 Re 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Transfer
 

Coefficient
 

and
 

Re

综上,可以认定在层流管壁反应中,起主要限制

因素的是余氯的传质速率。 而由式(1)可知,此时

管壁耗氯与传质系数近似成正比关系,即 kb 仅受 kf

影响(图 3)。 管壁附近 Fe2+的含量远大于 HClO,因
此,余氯与 Fe2+ 的反应可以认为是零级反应。 只要

存在余氯,反应就会发生。 而在大部分输水管道中,
余氯总是存在的,该反应实际取决于氯离子的传递

速率。 因此,管壁铁与余氯的反应仅受氯离子的传

质影响,可以认为,管壁反应速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用 kf 替代。

图 3　 kb 与 kf 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kb
 and

 

kf

在层流态,传质系数可用式(3)表示[9] 。

kf = 3. 65 +
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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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

其中:v———水的流速,m / s;
d———管径,m;
L———管长,m;
D———余氯在水中的扩散系数(20

 

℃ 时,
D= 0. 10×10-3

 

m2 / d),m2 / d;
由此可知,在管道内当管径越大,流速越小,kf

越小,余氯消耗速率越低,并且管径对余氯的影响更

为明显。 因此,在小口径管道的传质耗氯为主要作

用的情况下,那么管网中的余氯消耗如式(4)。

C =- kt (4)

其中,t 计算方式如式(5)。

t = L
v

(5)

结合式(5)得到耗氯量计算如式(6)。

C = 3. 65 +
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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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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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ú

D
d

× L
v

(6)

在管网末端用水量低峰段,通常存在以下情况:
只有枝状管网的某个末端用水,此时管网某片分管

网内所有管道流量相等[式(7)]。

Q1 = Q2 = … = Qn (7)

流量公式如式(8)。

Q = d2

4
πv (8)

代入式(8)得到式(9)。

kf = 3. 65 +
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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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kq = 3. 65 +
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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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可以得

到式(10)。

kf =
kq

d
(10)

其中:kq———传质耗氯速率,mg / min。
所以在以传质耗氯占主体的管道中,管径与传

质耗氯速率呈反比例关系。
一般居民夜间停用水时间为 8

 

h,此时流速为

0,因此,可计算 kq 为 3. 65×10-4
 

mg / min。
根据理论计算表明,管壁消耗会对余氯的产生更

大影响,极易因为余氯降低而导致龙头水微生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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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因此,进行试验证明该理论具有实际可行性[10] 。
2　 试验方法
2. 1　 小口径管道余氯衰减试验装置

在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的中试基地构建了如

图 4 所示的小口径管道余氯衰减试验装置。 分别选

用 304 不锈钢、无规共聚聚丙烯(PPR)、铝塑、镀锌、
焊接 316 不锈钢以及聚苯乙烯基吡啶(PSP)钢塑复

合管 6 种常见入户管材作为试验对象,管径均为

DN20。 通过单一管道进行分水后进入各试验管道,
管道与管道之间均通过阀门实现流量控制。

图 4　 小口径管道试验装置

Fig. 4　 Experimental
 

Device
 

for
 

Small-Diameter
 

Pipelines

2. 2　 管道余氯衰减影响因素分析

取砂滤池出水,将水通入试验水箱后补氯至

0. 7
 

mg / L 后静置 3
 

d,等待余氯与水中有机物充分

反应,以消除水体主反应系数耗氯的影响。
3

 

d 内通过取样管分别取上层水和下层水检测

余氯 浓 度, 测 得 上 下 层 水 余 氯 质 量 浓 度 均 为

0. 3
 

mg / L 且保持稳定,此时可视作水中主要有机物

质已反应完毕并上下层已混合均匀,可作为排除水

体主反应耗氯的影响。
以上述水样作为试验的初始条件。 等试验用水

充分充满各管道后,封闭管道末端黄铜球阀,每隔

30
 

min 取水样进行余氯测定,每次打开末端阀门放

水 50
 

mL 进行余氯浓度测定。

2. 3　 管道余氯衰减速率分析

基于本文 1 小节中理论可知,在 k 相同的情况

下,同等反应时间管道内初始余氯浓度和末端余氯

浓度成正比关系。 因此,使用不同初始余氯浓度的

水封闭相同时间,即可求得各管道的耗氯速率常数。
取砂滤池出水,将水通入试验水箱后分别补氯

至 0. 05、0. 8
 

mg / L 和 4
 

mg / L 进行试验,待水箱中余

氯上下混匀后打开阀门,使水充分充满各试验管道。
封闭管道末端黄铜球阀,将水封存 24

 

h 后测定

余氯浓度,打开末端阀门放水 50
 

mL 进行余氯浓度

测定。
3　 结果与讨论
3. 1　 管道余氯衰减影响因素分析

静态管道余氯 3
 

h 内衰减趋势如图 5 所示。

—381—

净　 水　 技　 术

WATER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Vol. 42,No. 8,2023

August
 

25th,
 

2023



图 5　 静态小口径管道余氯时间衰减

Fig. 5　 Static
 

Small-Diameter
 

Pipeline
 

Chlorine
 

Attenuation
 

with
 

Time

由图 5 可知,各种管道 0. 5
 

h 内的耗氯量就有

明显的差异,之后则总体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考虑到

取样会造成水体流动。 因此,1
 

h 之后的衰减速率

包含了水体混合而引起的余氯升降以及管壁微生物

　 　

生长所带来的余氯消耗。
以 0. 5

 

h 的采样情况看,各管道的余氯衰减基

本可分为快速、中速、不变 3 种衰减情况,具体衰减

如表 1 所示。
表 1　 余氯衰减拟合参数

Tab. 1　 Fitting
 

Parameters
 

of
 

Chlorine
 

Consumption
 

Rate
采样

时间 / h
304-1 304-2 304-3 PPR-1 PPR-2

PPR+
316

铝塑-1 铝塑-2 铝塑-3
镀锌

管-1
镀锌

管-2
316 PSP 316+PSP

0 0. 3 0. 3 0. 3 0. 3 0. 3 0. 3 0. 3 0. 3 0. 3 0. 3 0. 3 0. 3 0. 3 0. 3
0. 5 0. 3 0. 3 0. 3 0. 3 0. 3 0. 2 0. 3 0. 3 0. 2 0. 2 0. 1 0. 1 0. 2 0. 2

　 注:除采样时间外,其余单位为 mg / L。

　 　 由表 1 可知,其中衰减基本不变的有 304-1、
304-2、304-3、PPR-1、PPR-2、铝塑-1 和铝塑-2;中速

的有 PPR + 316、铝塑 - 3、镀锌管 - 1、 PSP 和 316+
PSP;耗氯较快的有镀锌管-2 和 316 管道。 在排除

水体主反应对氯的消耗后,管道中的耗氯反应基本

全为管壁反应所造成的余氯消耗,可以发现在管道

中基本为含铁量越高的管道余氯衰减越快。 具体含

铁量为 304-1 ( 0. 28
 

mg / L)、 304-2 ( 0. 27
 

mg / L)、
304-3( 0. 27

 

mg / L )、 PPR-1 ( 0. 27
 

mg / L )、 PPR-1
(0. 27

 

mg / L)、PPR+316(0. 36
 

mg / L)、铝塑-1(0. 27
 

mg / L)、铝塑-2(0. 27
 

mg / L)、铝塑-3(0. 27
 

mg / L)、
镀锌管- 1(0. 25

 

mg / L)、镀锌管- 2( 0. 46
 

mg / L)、
316(0. 4

 

mg / L)、PSP (0. 46
 

mg / L)、316+PSP (0. 45
 

mg / L)(图 6)。
在管道中,铁和水中的溶解氧发生反应,负极反

应为式(11),正极反应为式(12)。 而另一方面,氯
在水中歧化产生 HClO,而 HClO 与水中的 Fe2+ 进一

步发生反应,其反应表达式为式(13)。

图 6　 静态小口径管道余氯衰减和铁质量浓度关系

Fig. 6　 Residual
 

Chlorine
 

Attenuation
 

and
 

Iron
 

Mass
 

Concentration
 

of
 

Static
 

Small-Diameter
 

Pipelines

Fe-2e- = Fe2+ (11)
1
2

O2 +2H+ +2e- = H2O (12)

2Fe2+ +HClO+H+ = 2Fe3+ +Cl- +H2O (13)

LU 等[11]指出在管道中,铁的溶解主要来自与

水中溶解氧的反应,而余氯和铁的直接电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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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 因此,余氯的消耗主要来自

和二价铁的化学反应。
由此可见,基本上衰减速度与管道内壁材质铁

含量有关,PPR 和铝塑管道内壁为塑料,304 不锈钢

管道内壁有氧化铬保护层。 而无衬塑镀锌钢管内壁

含有大量铁质,因此,引起余氯的极大消耗。 316 不

锈钢理应衰减速度较慢,但是本试验所用 316 管道

均经过焊接,焊接部位含有大量铁素体,会导致大量

Fe2+的产生,从而导致余氯的损耗。 张剑桥等[12] 的

研究结果也验证了此结论。
为了证明确实是由于焊接产生的铁素体对余氯

产生影响,进一步选取 304 和 316 不锈钢的焊接件

以及未经焊接的 304、316 不锈钢管段和不含铁的

PPR 管段使用砂滤水加氯至 1
 

mg / L 进行浸泡,试
验结果如图 7 所示。

图 7　 焊接不锈钢管道余氯衰减

Fig. 7　 Attenuation
 

of
 

Residual
 

Chlorine
 

in
 

Welding
 

Stainless
 

Steel
 

Pipes
 

　 　 由图 7 可知,各类管材中经过焊接的管道耗氯

速率明显高于未焊接管道,经过焊接的 304 焊和

316 焊不锈钢在 1
 

d 内余氯质量浓度即降至 0. 1
 

mg / L,而不含铁质的 PVC 管道与空白对照组余氯

衰减基本相近,可以认为是由水体主反应导致的余

氯消耗,耗氯速率低于 304 和 316 不锈钢管道,由此

可见不锈钢管道仍然会有一部分的铁质溶出造成余

氯的降低,因此,在忽略水体主反应耗氯时,含铁量

是引起管道水中余氯消耗的主要原因(图 8)。

图 8　 不锈钢管道焊接铁质量浓度

Fig. 8　 Mass
 

Concentration
 

of
 

Welding
 

Iron
 

Stainless
 

Steel
 

Pipe

3. 2　 不同浓度静态管道余氯衰减

不同浓度的初始余氯静态衰减 24
 

h 后结果如

图 9 所示。
在长时间的层面上,不含铁质的 PPR 管道的余

氯总体衰减速度较为缓慢,钢铁类管道均有较大的

耗氯速率。
根据式(4)可知,对不同时间的氯消耗拟合即

可求得 k。

图 9　 不同初始浓度余氯 24
 

h 衰减率

Fig. 9　 24
 

h
 

Attenuation
 

of
 

Residual
 

Chlorine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Concentrations

　 　 由图 10 可知,耗氯速率由小到大排序分别为铝

塑、PPR、PSP、304、304 焊蚀、316 焊蚀、镀锌钢管和

316+PSP。 具体拟合参数如表 2 所示。
根据 3. 1 小节可知,塑料管道衰减速率与水体

主反应系数基本相近,仅存在部分由铁质主管所带

来的铁质,因此,认为铝塑管和 PPR 管道的耗氯速

率近似于水体主反应耗氯速率,得到各管道的管壁

反应相关速率,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 不锈钢管道

因为有氧化铬保护层,管壁反应耗氯速率仅约为其

余管道的 1 / 2。 PSP、304、304 焊蚀、316 焊蚀、镀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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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耗氯速率

Fig. 10　 Chlorine
 

Consumption
 

Rate

表 2　 耗氯速率拟合参数

Tab. 2　 Fitting
 

Parameter
 

of
 

Chlorine
 

Consumption
 

Rates

管材 拟合系数 R2 耗氯速率

铝塑 0. 565
 

7 0. 938
 

0 -0. 023
 

74

PPR 0. 500
 

0 1. 000
 

0 -0. 028
 

88

PSP 0. 246
 

3 0. 990
 

2 -0. 058
 

38

304 0. 099
 

3 0. 993
 

4 -0. 096
 

23

304 焊蚀 0. 026
 

5 0. 925
 

3 -0. 151
 

28

316 焊蚀 0. 025
 

7 0. 707
 

1 -0. 152
 

55

镀锌钢管 0. 017
 

1 0. 759
 

2 -0. 165
 

93

316+PSP 0. 012
 

5 0. 966
 

2 -0. 182
 

58

图 11　 管壁反应耗氯速率

Fig. 11　 Chlorine
 

Consumption
 

Rate
 

of
 

Pipe
 

Wall
 

Reaction

钢管和 316+PSP 不锈钢管道耗氯速率占总反应速

率分别是 0. 59%、0. 75%、0. 84%、0. 84%、0. 85%和

0. 87%。 此外,铝塑和 PPR 的管壁反应速率常数与

图 12　 余氯消耗

Fig. 12　 Residual
 

Chlorine
 

Consumption

水体主反应系数接近,而 PSP、304、304 焊蚀、316 焊

蚀和镀锌钢管的管道反应速率常数分别是水体主反

应系数的 2. 65、4. 75、4. 79、5. 44 倍和 5. 93 倍。 可

见对于小口径管道管壁耗氯是氯消耗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实际管道中,余氯消耗的主体来自于管壁

反应。 在管壁附近 Fe2+的含量远大于 HClO,因此余氯

与 Fe2+的反应可以认为是零级反应。 只要存在余氯,
反应就会发生。 而在大部分输水管道中,余氯总是存

在的,因此该反应实际取决于氯离子的传递速率。
3. 3　 管道耗氯速率计算

根据 3. 1 和 3. 2 小节可知,在小口径管道中,影
响管道中氯浓度的主要是管道中的铁含量。

对于 DN20 的试验用管道,此时 kf 为 1. 825 ×
10-2

 

mg / min, 与 3. 2 小 节 中 测 得 的 304 焊 蚀

(0. 151
 

28
 

mg / min)、316 焊蚀(0. 152
 

55
 

mg /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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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锌 钢 管 ( 0. 165
 

93
 

mg / min )、 316 焊 蚀 + PSP
(0. 182

 

58
 

mg / min)的耗氯系数基本相近,特别是对

于铁充分暴露的 316 焊蚀+PSP 组,该反应系数相似

程度较高。 因此,对于不同管径的小口径管道,有关

系如图 13 所示。

图 13　 静止时传质系数与管径关系

Fig. 13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Transfer
 

Coefficient
 

and
  

Pipe
 

Diameter
 

at
 

Static
 

Flow

　 　 因此可知,在管道内余氯质量浓度为 1
 

mg / L
时,DN10 口径的管道在 27

 

h 内余氯将降至 0,并且

DN100 的管道耗尽时间是 DN10 管道的 10 倍。
4　 实际配水管网余氯检测
4. 1　 日间用水低峰时段

在某小区的日间 10:00 用水低峰段对实际用水

管网进行现场检查,对照现场管网图(图 14),并通

过管网水力模型分析流向,确定相似支管用水点为

一幢用户和门卫用户。
通过水力模型判断该点处水流流向(图 15),确

定支管对应的主干管网。
小区市政管道水质无直接取水口,无法直接判

断。 通过管路图发现,消防管道与市政管道基本并

行排列,因此,通过消防栓放水判断市政管道余氯,
同时以一幢 101 居民家中龙头和门卫龙头作为相似

点。 各管道间关系如图 16 所示。

图 14　 水质点位置

Fig. 14　 Location
 

of
 

Water
 

Quality
 

Points

图 15　 水质点水流方向

Fig. 15　 Water
 

Flow
 

Direction
 

of
 

Water
 

Quality
 

Points

　 　 以消防栓代表 DN100 管道,门卫和 101 用户代表

入户 DN20 管道,现场检测结果如图 17~图 18 所示。
检测结果表明,在同样无人用水的情况下,管道

余氯口径越小衰减越快,符合前述理论。
4. 2　 夜间用水低峰时段

在凌晨 5:00 用水低峰段对某小区进行水质监

测,该小区 10 幢位于小区最末端,对 10 幢通过便携

式余氯仪进行水质检测。
在对 10 幢 3、4 层进行检测时,阀门问题导致水

流量大,测得的实际为主管网上余氯,从而导致该处

余氯较高。 这表明主管上的余氯在经过长时间的衰

减后仍能保持水质达标,而在 1、2 层时正常检测入

户管处水质时可发现余氯较低,因为管径小从而管

壁反应占了主导地位,导致余氯消耗速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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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水质点管线关系

Fig. 16　 Pipeline
 

Relationship
 

of
 

Water
 

Quality
 

Points

图 17　 日间现场检测结果

Fig. 17　 On-Site
 

Inspection
 

Results
 

in
 

Day
 

Time

图 18　 夜间现场检测结果

Fig. 18　 Results
 

of
 

On-Site
 

Inspection
 

at
 

Night
 

Time

5　 结论
本文通过试验、理论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并通

过检测实际管网日夜间低峰用水时段的管道余氯量

对试验结论进行了验证。
(1)影响小口径管道中余氯衰减的主要因素是

管壁反应,管壁反应所消耗的余氯可占到总余氯消

耗的 60% ~ 80%。 各不同管材管道中,铝塑和 PPR
的管壁反应速率常数与水体主反应系数接近,而

PSP、304、304 焊蚀、316 焊蚀和镀锌钢管的管壁反

应速率常数分别是水体主反应系数的 2. 65、4. 75、
4. 79、5. 44 倍和 5. 93 倍。

(2)管壁反应主要由铁元素引起,亚铁离子和

次氯酸的反应是主要余氯消耗途径,焊接会破坏不

锈钢表面保护层并产生铁素体,从而增强不锈钢管

道的管壁反应。
(3)在小口径管网中低峰用水以层流为主,此

时主要限制速率为传质速率,当管道中铁充分暴露

时,余氯反应速率应为 1. 825×10-2
 

mg / min,实际情

况中会有所降低,镀锌钢管实测反应速率为 2. 83×
10-3

 

mg / min。
(4)实地配水管网中检测发现同片管网中大口

径消防管余氯较之小口径居民给水管要高,符合管

壁余氯衰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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