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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所学专业为矿物加工工程（选矿），1993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环境工程（主要是水
处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从1987年研究矿物的选择性分离开始，到1996年着手研究生物絮凝剂及有关生物絮凝剂在水处理中的
应用，十多年来本人始终以“混凝理论与应用”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并为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开设
这方面的课程。
现在将本人在该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经验及对混凝理论的认识、理解及总结奉献给广大读者，期望
对混凝技术在各行业的实际生产中的合理应用及新型混凝剂的研制开发（例如生物絮凝剂等）有一定
的启迪作用，并对混凝技术及有关的理论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书主要介绍以下内容：　　1）凝聚与絮凝的基本理论。
其主要内容涉及：悬浮液的电学性质，例如颗粒表面荷电起因、界面双层结构和电动电位、电动现象
和电位的测定等；范德华引力作用、静电斥力作用、溶剂化力作用、疏水化力作用、空间位阻力效应
及高分子桥连作用等有关颗粒间的相互作用；DLVO理论、异相凝聚理论及凝聚动力学等凝聚基本理
论以及絮凝剂在颗粒表面吸附、絮凝过程及其机理等。
　　2）凝聚剂与絮凝剂。
其主要讨论无机盐类，无机大分子及典型凝聚剂的制备、作用及其作用机理；絮凝剂分类，各类絮凝
剂的优缺点及适应场合，絮凝剂的合成和天然絮凝剂的改性；生物絮凝剂的特点，生物絮凝剂的产生
菌及其筛选与培养，生物絮凝剂的产生、提纯、培养条件与生物絮凝剂合成的关系，影响生物絮凝剂
作用效果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生物絮凝剂的应用与发展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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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主要内容包括固液分散体系及其基本性质，凝聚与絮凝的基本理论，凝聚剂与絮凝剂以及生物絮凝剂
的介绍、研制及其作用机理，混凝效果影响因素及改善措施，混凝实验、工艺与设备，混凝技术在给
水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污水深度处理工程及几种典型工业废水处理工程中的应用等。
　　本书可供环境工程、矿物工程、化学工程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及从事水处理及固液分离研究
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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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3 固液分散体系的基本性质　　1.固液分散体系的稳定性　　固液分散体系就其本质而言是热
力学不稳定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动力学的稳定性。
所谓稳定性是指固液分散体系的某种性质（例如分散相浓度、分散相粒度、体系的黏度和密度等）有
一定程度的不变性，也可以说是固相颗粒在液相介质中保持均匀分散的能力。
　　影响固液分散体系的稳定性的因素有两大类，一类是物理因素，另一类是化学因素。
　　物理因素有：固体的密度、浓度、颗粒的粒度及其组成、分散系的温度及体系的存放时间等。
一般来说，密度越大，固体就越容易沉降，分散体系保持稳定的时间越短，稳定性越差；如果不考虑
颗粒之间的絮凝情况，则固体的浓度越高，固液分散体系相对越稳定；显然，颗粒粒度越粗，稳定性
越差，颗粒的粒度组成越宽，体系的稳定性也越差；体系的温度越高，体系的稳定性相对越好；一般
情况下，体系搁置时间越长，体系的性质越容易发生变化，即体系的稳定性越差。
　　影响固液分散体系稳定性的化学因素主要是指固液界面的性质、界面吸附及体系中化学性质的变
化对固液界面的影响，例如颗粒的表面电性、表面的亲水或疏水性以及各种化学试剂的添加、pH的变
化等对固液界面产生的影响。
关于化学因素对固液分散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可以从分散体系中发生在固体颗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来
讨论，这一内容详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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