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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31/T451—2009《自来水厂处理用煤质颗粒活性炭技术规范》,与DB31/T451—

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术语(见第3章);

b) 修改了部分技术要求,增加了孔容积、比表面积、漂浮率、酚值、水溶物、有效粒径、均匀系数、
汞;删除了单宁酸吸附质、腐殖酸吸附质、水溶性灰分等参数,(见4.2,2009年版的3.2);

c) 删除了检验方法的具体描述(见2009年版的4.1,4.2,4.3,4.4,4.5,4.6,4.7,4.8,4.9);

d) 增加了活性炭的性能评估与选型(见4.3);

e) 删除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描述(见2009年版的5,5.1,5.2,5.3);

f) 删除了安全防护措施的描述(见2009年版的6,6.1,6.2,6.3);

g) 增加了净水厂活性炭的使用(见第5章);

h) 增加了活性炭滤池的运行监测与活性炭的更换(见第6章);

i) 修改了附录A(删除颗粒活性炭丹宁酸吸附值的检验方法,见2009年版的附录A,增加了异养

菌平板计数法);

j) 修改了附录B(删除颗粒活性炭腐殖酸吸附值的检验方法,见2009年版的附录B,增加了一致

性生成条件试验)。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

有限公司、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同济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顾晨、童俊、陈国光、赵鉴、施俭、朱慧峰、朱斌、孙坚伟、张东、楚文海、俞红俭、

葛云思、乐洋、周文琪、张迪、段友丽、曾次元、张书培、韩敏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9年首次发布为DB31/T451—2009;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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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上海位于长江下游和太湖下游,饮用水水源主要有青草沙水源地、陈行水源地、东风西沙水源地和

金泽水源地。其中青草沙水源地、陈行水源地和东风西沙水源地水质易受咸潮影响,金泽水源地水质易

受上游太湖来水影响,使上海市水源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水质特征。为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的要求,上海自2008年开始进行深度处理工艺改造,截至2020年底,上海供水能力

为1250万m3/d,其中64%已完成深度处理改造,仍有36%需要深度处理工艺改造。

2017年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其中

第七条规定:“本市应当推进自来水水厂实施深度净化处理工艺,保障公共供水水质优于国家标准的要

求。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供水专项规划时,应当对自来水水厂深度处理净化处理提出明确

要求。”
上海市水务局按市人大要求制定了“上海市深度处理工艺改造方案”,根据上海水源特点和研究成

果,确立了本市净水厂应采用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去除水中微量有机物,解决嗅味问题。

2018年10月1日,上海市颁布实施了DB31/T1091—2018《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该文件以

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为基础,根据上海原水、饮用水水质特点,结合上海城市规划要

求及经济发展能力,接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组织的最新饮用水水质要求,提出了具有上海市地方需求

特征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同时为上海净水厂深度处理改造提供了技术依据。
上海市第一批深度处理的净水厂使用活性炭已有10多年时间,活性炭的效能已经不能满足水质要

求,有部分已经更换,还有部分仍在使用,需要对其效能进行评估。新建净水厂的活性炭选择、使用

也需要依据。但国内尚未有水处理工艺过程中的煤质颗粒活性炭的使用及其更换的标准。本次对

DB31/T451—2009《自来水处理用煤质颗粒活性炭技术规范》的修订,重点考虑了净水厂用煤质颗粒活

性炭选择、使用及更换等技术要素,也可为进一步提升本市供水水质,确保水质稳定达标提供必要的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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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厂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选择、使用及更换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净水厂用煤质颗粒活性炭的技术要求、活性炭的使用要求、活性炭滤池的运行监测与

活性炭的更换等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臭氧生物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的净水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7701.2 煤质颗粒活性炭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GB/T7702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CJ/T345 生活饮用水净水厂用煤质活性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煤质颗粒活性炭 granularactivatedcarbonfromcoal
采用煤作为原料制备的颗粒尺寸在0.18mm(80目)筛网以上的活性炭。

3.2
压块(片)破碎活性炭及柱状破碎活性炭 extrudedorcolumnbrokenactivatedcarbon
两种不同成型方式制备的破碎型煤质活性炭,将孔隙结构不同的煤种按一定比例混合,经磨粉、成

型(压块或制成圆柱)、炭化、活化、破碎、筛分制得的破碎活性炭。

3.3
圆柱状活性炭 columnactivatedcarbon
无烟煤经磨粉,加入黏合剂混捏成形后,炭化、活化后而得的粒径为Φ1.5mm的活性炭。

3.4
生物活性炭 biologicalactivatedcarbon
在活性炭上附着一定微生物,保持活性炭吸附容量,提高活性炭滤池微生物代谢能力,延长活性炭

的使用寿命。

3.5
活性炭自然挂膜 biofilmcoveredgranularactivatedcarbonbynatural
通过自然生长的方式,使生物膜附着在活性炭上的挂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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