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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棒水处理器

HG／T 4083--2009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离子棒水处理器(以下简称水处理器)的定义和术语、分类、命名和工作参数、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水温(标准大气压下)不大于99℃，工作压力不大于1．6 MPa的水处理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793．1—2001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GB 6514--1995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T 8163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 13306标牌

GB／T 13384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808铜及铜合金挤制棒

GB 50050—1996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

HG／T 2160--1991冷却水动态模拟试验方法

HG 20592～20635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

HG 20627～20633钢制管法兰用垫片(美洲体系)

JB／T 2932水处理设备技术条件

JB／T 5845--1991高压静电除尘用整流设备试验方法

QB／T 3624聚四氟乙烯管材

ANSI／IEEE 299测量电磁屏蔽有效性的标准方法

3定义和术语

下列定义和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控器electrical controller

指高电压发生器。
3．2

离子棒水处理器Ion stick water treater

指能产生高压静电，由电控器和探头、导管组成的水处理装置。

3．3

高压静电场high—voltage electrostatic field

指大于8 500V的高压静电场。

4分类、命名和工作参数

4．1产品分类

水处理器按结构分为单体式水处理器、一体化水处理器。结构示意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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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产品命名

4．2．1 单体式水处理器型号表示方法及示例

品专用序列号

高工作压力，MPa

称直径DN，mm

体式英文缩写

子棒英文缩写

示例1：由某公司生产、公称直径为DNl00、最高工作压力为1．6 MPa、处理流量90 m3／h的水处理

器型号为：ISI—S一100 PI)_B-C。

4．2．2一体化水处理器型号表示方法及示例：

示例2：由某公司生产的、最高工作压力为1．0 MPa、水处理流量为350in3／h、公称直径为DN250

的水处理器型号为：ISI-I一250—350一】．0。

4．3工作参数

离子棒水处理器工作参数见表1。

表1 离子棒水处理器工作参数

指 标
项 目

单体式离子棒水处理器 一体化离子棒水处理器

适应水质 总硬度(以CaC03计算)：≤10 mmol／L 总硬度(以CaC03计算)：≤10 mmol／L

适应水温 1℃～99℃ 1℃～99℃

工作压力 0．1MPa～1．6MPa 0．1MPa～1 6MPa

管内流速 0 5 m／㈧2 8m／s 0．5m／s～2．8m／s

输人电压 AC220 V土22 V，50 Hz AC220 V士22 V，50 Hz

输出电压 DCl 2 000 V～DC20 000 V DCl2 D00 V～Ⅸ：20 000 V

功 耗 10W nXl0W

注1：n表示一体化离子棒水处理器安装的单体式离子棒水处理单元的数量。

注2：水质其他问题(pH、碱度、悬浮物、腐蚀等)采用其他水处理方式。

5要求

5．1设计

5．1．1水质

经水处理器处理后的水质应符合如下规定

a)阻垢率应大于95％。

b)杀菌率应大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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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灭藻率应大于85％。

5．1．2电控器输出电气参数

高电压发生器：输入电压220 V±22V．50 Hz，输出电压≥8 500V(直流)。

5．1．3电气安全性和稳定性

5．1．3．1水处理器的电控器的电源线对其外壳，应能承受1 500 V电压历时1 rain，无击穿和闪烁现象

(漏电流不大于0．5 mA)，电控器的输出线对其外壳和水处理器内的探头对其筒体应能承受大于工作

电压的介电强度。

5．1．3．2水处理器的滞回电路与外壳或简体的绝缘电阻应符合如下规定：

a) 电控器的电源线对其外壳的绝缘电阻不小于10 Mgl。

b)高压静电场电控器的输出线对其外壳和水处理器内的探头对其简体的绝缘电阻不小

于1 000Mn。

5．1．3．3电控器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输出电气参数应稳定，并能经受住极端温度性能试验和连续运

行试验。

5．1．3．4高压静电场的电控器除应符合5．1．3．1至5．1．3．3的规定外，还应符合GB 6514--1995中

8．3的规定。

5．1．4简体强度

水处理器简体应满足在工作温度下承受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强度，并能经受住水压试验时在环

境温度下的试验压力和允许形变。水压试验时发现的缺陷允许返修，但返修后应重新进行水压

试验。

5．2使用、安装要求

5．2．1水温、水压、水质

5．2．1．1水温应不大于99℃，压力应不大于1．6 MPa。

5．2．1．2循环冷却水水质应符合如下要求：

a)总硬度(以CaC03计算)：≤10 mmol／L。

b)细菌数：<5×105个／mL。

c) 其他指标应符合GB 50050规定。

5．2．2选型和安装

水处理器的选型原则和安装使用要点参见附录E。

5．2．3电控器

5．2．3．1电控器的工作环境温度最高不得超过40℃，最低不低于 40℃，日平均温度不得超

过35℃。

5．2．3．2电控器的工作环境温度为40℃时，环境空气的相对湿度不得超过50％，在较低温度时，允许

空气有较高的相对湿度(如20℃以下时为90％)。

5．2．3．3环境空气中不得有过量的尘埃、酸、盐、腐蚀性物质及爆炸性气体。

5．2．3．4电控器工作地点的海拔高度超过1 000m时，电控器滞回电路的介电强度和空气冷却效果等

有关参数按供需双方订货合同的规定。

5．2．3．5电控器允许振动条件：振荡频率10Hz～150 Hz时，最大振动加速度应不超过5m／s2。

5．2．3．6额定供电电源：交流220V±22V／50Hz±1 Hz。

5．2．4安装条件和安装要求

5．2．4．1水处理器安装位置至少应离开10 kW以上的电气设备5 m～6 m。如无法回避，应采取屏蔽

措施(如采用在电控器外加装金属外壳，高压输出线外套金属软管等措施)。屏蔽效果按ANSI／IEEE

299的规定。

5．2．4．2电控器的外壳均应可靠接地．筒体与大地之间应有可靠的绝缘措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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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材料与制造要求

5．3．1 制造水处理器所用的各种材料均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并应有材料质量合格

证明文件。

5．3．1．1水处理器筒体所用材料应符合GB／T 8163的规定。

5．3．1．2水处理器所用铜质材料应符合GB／T 13808的规定。

5．3．1．3水处理器所用聚四氟乙烯材料应符合QB／T 3624的规定。

5．3．2水处理器的制造除应符合标准的要求外，还应符合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的

要求。

5．3．2．1水处理器筒体的制造应符合JB／T 2932的规定。

5．3．2．2简体进出口法兰和简体的连接法兰及法兰盖的制造应符合HG 20592～20635的规定。

5．3．2．3法兰用垫片应符合HG 20627～20633美洲体系的规定，制造材料也可采用聚四氟乙烯制造，

但垫片尺寸应符合HG 20627～20633的规定。

5．3．2．4所有焊接表面不得有裂纹、弧坑等缺陷。

5．3．2．5水处理器外表面的防锈和涂漆应符合图样的规定，漆膜应均匀、平整、光滑和牢固，不得有明

显的泪痕，表面无脱裂、皱纹、气泡、斑痕及粘附颗粒杂质等缺陷。

6试验方法

6．1 电控器输出电气参数测试

高电压发生器输出电压的测试；

按JB／T 5845中7．1的规定，采用静电电压表或微安表串联直流电压测量棒测量直流输出端电

压，其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1．2的规定。

6．2电控器环境温度性能测试

将电控器置于工作环境温度40℃、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50％，保持4 h后将电控器加上额定负

载，使电控器处于工作状态，30rain后测试电控器输出电气参数，其结果应符合5．1．2的规定。

将电控器置于工作环境温度一40℃、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90％，保持I h后将电控器加上额定负

载，使电控器处于工作状态，30 rain后测试电控器输出电气参数，其结果应符合5．1．2的规定。

6．3电控嚣连续运行试验

将电控器加上额定负载(也可与水处理器相连)，在常温条件下连续运行72 h后，测试电控器输出

电气参数，其结果应符合5．1．2的规定。

6．4介电强度的试验

使用相应的耐压测试仪测试，测试方法应符合GB 4793．1—2001中9．7．4的有关规定，其结果应

符合本标准5．1．3．1的规定。

6．5绝缘电阻的试验

水处理器使用2 500兆欧表测试绝缘电阻，其结果应符合5．i．3．3的规定。

6．6水压测试

6．6．1筒体加工完毕后，采用常温清水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压力取筒体设计压力的I．25倍。

6．6．2试验时，采用试压泵对其加压。压力应缓缓上升，达到规定试验压力后，保压时间应不少于

30 min，所有焊缝和连接部位不得有渗漏。

6．7阻垢、杀菌、灭藻效果的试验

6．7．1阻垢率的测试

阻垢率一盎墅丝里盟渠墨噩羞亩靠斋篙翼重螳×100％
阻垢率的测试方法按附录B进行，并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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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的质量均按HG／T 2160--1991中9．2．1污垢沉积率取值，其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1．1中a)的

规定。

6．7．2杀菌效果的试验

灭菌效果的测试方法按附录C进行，其结果应符合5．1．1中b)的规定。

6．7．3灭藻效果的试验

灭藻效果的测试方法按附录D进行，其结果应符合5．1．1中c)的规定。

7检验规则

7．1产品检验

水处理器应由制造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出具合格证。

7．2检验分类、项目和要求

7．2．1水处理器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和要求分别按表2中相应的规定。

裹2检验项目和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要求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试验方法

5．3．2．4
1 外观 √ √ 目视

5．3．2．5

Z 输出电气参数 5．1．2 √ √ 6．1．1

3 介电强度 5．1．3．1 √ √ 6．4

4 绝缘电阻 5．1．3．2 √ √ 6 5

5 电控器环境温度性能试验 5．1．3．2 6．2

6 连续运行试验 5．1．3．3 √ √ 6．3

7 水压试验 5．1，4 √ 6．6

8 阻垢率 5．1 1 a) √ 6．7．1

9 杀菌率 5．1．1 b) √ 6．7．2

10 灭藻率 5．1 1 c) √ 6．7．3

7．2．2出厂检验应逐台进行。

7．2．3型式检验应随机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任意抽取一台进行，抽样基数不少于5台。有下列情况

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产品定型鉴定时。

b)结构、材料、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正常生产时问达24个月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检验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3判定规则

7．3．1每台水处理器按7．2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和要求进行检验，如有任何一项检验要求不合格时，

可进行返工，返工后重新进行检验。

7．3．2型式检验若有任何一项不符合7．2规定的型式检验项目和要求时，允许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

行复验，以复验结果为最终判定合格与否的依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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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标志、包装、贮存、运输

8．1标志

8．1．1 产品标牌应固定在水处理器的明显部位。

8．1．2标牌尺寸和要求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标牌应采用耐环境腐蚀的材料制作。标牌应包括

下列内容：

a)制造厂的名称和商标。

b)产品名称及型号。

c)主要技术参数，如额定电源电压、输出(人)功率、处理水量等。

d)产品编号和制造日期。

e)制造厂地址。

8．2包装

8．2．1包装前应清除简体内积水。进水口和排水口应进行封堵，封堵件要耐风、雨侵蚀，并能够经受意

外的损坏。

8．2．2包装采用塑料薄膜和木箱，包装应符合GB／T 13384的规定。

8．2．3随机提供的文件应装人防水袋内，并随同水处理器装入包装箱内。

8．2．4包装箱外壁的防雨、防震等标志应符合GB 191的规定，并注明如下内容：

a)执行标准号。

b)产品名称、型号、出厂编号。

c)外形尺寸、毛重。

d)生产企业名称、厂址。

8．2．5随机文件应包括下列资料：

a)装箱单。

b)产品合格证。

c)产品使用说明书。

d)电气接线图或接线表。

8．3贮存及运输

8．3．1包装后的水处理器应存放在清洁、干燥、通风良好的仓库内，不得与易燃、易爆、有腐蚀性的物品

混存，贮存环境空气中不得含有腐蚀性的气体，贮存环境温度范围为一5℃～35℃，贮存环境相对湿度

应小于80％。

8．3．2运输过程中，应设有防振动与碰撞的间隔设施，不得与易腐蚀物品同时装运。



A．1

A．2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离子棒水处理器结构示意图

单体式离子棒水处理器基本结构见图A．1。

图A．1

一体化离子棒水处理器基本结构见图A．2。

图A．2

nC／T 408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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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循环冷却水动态模拟试验方法

循环冷却水动态模拟试验采用HG／T 2160--1991冷却水动态模拟试验方法。但对该标准中有关

内容则根据水处理器对防垢、杀菌、灭藻试验的具体需要和要求作如下变动。

B．1 在HG／T 2160--1991中4的试验装置中，加装水处理器17。

循环冷却水动态模拟试验装置流程见图B．1。

1——补充水槽；

2——集水池；

3——冷却塔；

4——填料；

5 水泵I

6一一轴流风机；
7——浮球阀；

8一进水流量计
9 一排污流量计

10——测温元件}

11——连接接头；

12——换热器{

13——试验管；

14——冷凝管；

15——电加热元件；

16——试片架{

17——离子棒水处理器。

图B．1 循环冷却水动态模拟试验装置流程图

B．2将HG／T 2160--1991中的3方法提要的条文改为：“评定离子棒水处理器防垢、杀菌、灭藻

性能”。

B．3将HG／T 2160--1991中4．2．1．1的集水池容积“1／2～1／5”改为“1～2倍”。试验时按实际的停

留时间来设定容积值。

B．4当需进行热水系统模拟时，试验装置中采用的塑料构件(如采用塑料制成的水箱、管件等)应按耐

温不小于90℃选用。

B．5 HG／T 2160--1991中4．2．4的水泵选用热水泵(以满足热水系统的模拟)。

B．6在HG／T 2160--1991中增加4．5离子棒水处理器(流量200 L／h)。

B．7取消HG／T 2160--1991中6．4预膜及水处理剂投加方式(需作保留时，见附录E．5说明)。

B．8将HG／T 2160—1991中7．7试验周期改为7 d～15 d。

B．9将HG／T 2160--1991中11．2的“水处理剂含量控制范围”改为“离子棒水处理器的电气参数(如

频率、电压等)”。

B．10在集水池2的出水管(水泵5)的管口部位应加装滤网，防止污物(如藻类)堵塞流量计等缝隙。



附录C

(规范性附录)

杀菌效果试验方法

C．1方法

采用动态流动试验法。

C．2装置

试验装置见附录B。

C．3试验用水

试验用水取用户实际水样或按实际水样中的优势菌种配制。

C．4配水方法

Im／T 4083--2009

C．4．1 活化：将冰箱保存的肉膏斜面转接到新鲜肉膏斜面上，37℃培育24 h。

C．4．2菌悬液：搜集活化菌种。将其配制在pH--7．o磷酸盐缓冲溶液中使菌数恒定。取0．5 m3的自

来水，用活性炭过滤，以去除余氯，将配制的菌种投入到其中搅拌均匀，使菌液含细菌总数大于5×105

个／mI。。

C．5试验

在试验装置中进行循环处理，根据循环水流量(200 L／h)和系统容积来计算循环次数。

C．6测定

用无菌瓶从水箱中取水样，以琼脂平扳方法计细菌总数。

C．7计算

试验后按公式(c．1)计算杀菌数。

Xl—al--a2×100％
al

式中：

x。——杀菌数，单位为百分数(％)；

n。——未处理的水经循环20次后测定的细菌总数，单位为个每毫升(个／mL)

a2——处理的水经循环20次后测定的细菌总数，单位为个每毫升(个／mL)。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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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灭藻效果试验方法

(规范性附录)

D．1方法

采用动态流动试验法。

D．2装置

试验装置见附录B。

D．3试验用水

试验用水取用户实际水样或按实际水样中的优势藻种配制。

D．4试验方法

D．4．1 藻种富集培养：将试验用培养液进行培养后转接于水中，使每毫升水样中含细胞数达1×103

个为止。

D．4．2取样前必须对各种器皿进行消毒杀菌清洗处理。

D．4．3调节阀门保持通过水处理器的水流量在200 L／h左右。

D．4．4试验时间为15 d。

D．4．5控制光照在6 000 ix左右(光照地点设在水箱水面上)。光照与黑暗的间歇为16：8。

D．5计算

试验后按公式(D．1)计算灭藻率。

X2=a3--a4×100％．．．⋯⋯⋯⋯⋯⋯⋯⋯⋯⋯．⋯．．⋯(D．1)
a3

式中：

X2——灭藻率，单位为百分数(％)；

a3——未处理的水经15 d循环运行后水中细胞存活个数，单位为个每毫升(个／mL)}

a4——处理的水经15 d循环运行后水中细胞存活个数，单位为个每毫升(个／mL)。



附录E

【资料性附录)

离子棒水处理器的选型原则和安装使用要点

HG／T 4083--2009

E．1选型原则

应根据下列已知条件选择水处理器的型号(规格、压力⋯⋯)。

E．1．1 用途：如用于工业(或空调)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防垢、缓蚀、杀菌、灭藻；或用于热水循环

系统的防垢⋯⋯

E．1．2处理水量(Q)：注明最大、最小和正常值(m3／h)。

E．1．3水质：原水水质分析结果、水质受粉尘等污染的估计。

对于已经运行的水系统可说明存在的问题：如结垢、菌藻滋生⋯⋯情况描述。按5．2．1．2水质项目

提供数据。

注：对水质受粉尘污染的估计作为研究旁流处理方案的依据。

E．1．4工作水温：如≤50℃，80℃等。变化幅度较大时给出最大值、正常值和温差。

注：变化幅度较大时给出最大值、正常值和温差，作为特殊保护对象。

E．1．5工作水压：

a) 单体式离子棒水处理器工作水压：≤1．6 MPa。

b)一体化离子棒水处理器工作水压：40．6 MPa、≤1．0 MPa、≤1．6 MPa。

E．1．6安装条件：室内、室外环境条件；垂直或水平安装的要求；电控器与水处理器分开安装时的允许

距离不大于10m。

E．1．7工作方式：如常年运行、季节性运行(时间)。

E．1．8水系统容积(v)：指被处理的水系统中管道、设备、水池⋯⋯全部水容积的总和(m3)(并联部分

择其最大值)。

E．1．9停留时间(T)：按公式(E．1)计算。

(E．1)

(E．2)

式中：

Q——处理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v——水系统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E．1．10用户应指明连接水处理器进出管所用的法兰标准(GB、HG、JB⋯⋯)，以利于按用户要求

选用。

E。1．11用户应指明水处理器安装地点周围用电设备及电气仪表等情况及对屏蔽条件的要求，以便采

取措施避免相互干扰。

E．2安装要点

E．2．1 水处理器安装位置应尽量靠近需保护的设备(如换热器、冷却塔⋯⋯)，并使所有进入冷却系统

或换热器的水均通过水处理器。

E．2．2水处理器一般应逆水流安装，并安装在过滤器之后，有直角安装、三通管安装、弯管安装三种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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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3管道系统最低点、水箱、换热器等的底部应设排污口。

E．2．4根据水质条件，设计中明确采用旁流处理(沉淀、过滤⋯⋯)措施时，必须在安装水处理器的同

时予以落实，以确保正常运行。

E．2．5安装水处理器前应确保水系统已经清扫、清洗，老垢已清除以免造成堵塞或操作电极。

E．2．6水处理器安装后，应按本标准有关要求认真检查电气部分外壳是否良好接地，筒体与大地是否

可靠绝缘。

E．3使用要点

E．3．I运行中应定期或不定期通过各排污口及时排除水中的污物(包括垢漆⋯⋯)。

E．3．2运行中应注意观察电控器指示灯或电压表等的指示情况，发现异常及时解决。

E．3．3电控器设定的电气输出参数(频率、电压⋯⋯)，使用过程中不得擅自调整。

E．3．4水处理器内的探头在水质干净的水系统中可连续运行，最好经常周期性地对探头进行擦拭清

洗，清洗探头时，宜用干净软布或泡沫塑料轻轻擦洗，再用清水冲洗即可。

E．3．5水处理器筒体底部设有排污口，运行中应经常通过它及时排除筒体内污物，延长使用寿命。

E．3．6水处理器长期停用时(如季节性运行的)，为了降低对循环水系统管道及设备的腐蚀，在其停用

前应在水系统中投加预膜药剂。

E．4化学复合处理

当对阻垢率、杀菌率、灭藻率有更高要求时，应考虑水处理器(为主)，辅以少量化学药剂处理的复合

方案，以获得更满意的效果。

E．5使用效果检测

可以采用以下三种进行使用效果检测：

a)分析滴定法：分析设备进出VI水样，比较设备进出El水样中的钙、镁离子浓度的变化，水处理器

正常工作时，设备出口应小于设备进口。

b)挂片法：在循环水系统中挂片，正常情况下，挂片应洁净无附着物。

c) 目测法：拆开用户设备进行检查，正常情况下设备内部应无硬垢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