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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渗透浓水回收利用系统,是从反渗透浓水经高压泵加压进入反渗透装置,经反渗透处理产生大部分淡水分流到中间水池和淡水水箱

中,处理后产生的部分浓水排入过滤器反洗水池被利用。本文就反渗透浓水回收利用进行简要分析实施,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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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技术 

一般反渗透浓水排放量约100~125T/H,该水可以作为循环水补水使用,

由于该水浓缩倍率高,有些循环水岗位因担心会引起设备结垢腐蚀,而不

愿用浓水作为补充水使用,于是就造成反渗透浓水管路憋压,而引起浓水

防爆板憋炸的情况,对反渗透的安全运行非常不利。为保障反渗透的安全

运行,不得不采取排放部分浓水的办法。而大量的浓水被白白的排掉实在

是一种浪费,无疑就增加了生产成本,必须找到一种可行的方法将浓水回

收利用起来。 

2.实施方案 

为了弥补已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反渗透浓水回收利用系统。其

特征在于：包括有从反渗透浓水总管中引出的一个分支管道,分支管道进

来的水经控制阀进入管道泵进口,经管道泵增压进入砂滤器,浓水经砂滤

器除去机械杂质进入保安过滤器,经保安过滤器除去铁胶体等物质后,再

经高压泵加压进入反渗透装置,经反渗透处理产生的大部分淡水分流到中

间水池和淡水水箱中,而处理后产生的部分浓水排入过滤器反洗水池也被

利用。 

2.1原理：由于浓水管线比较细,不经加压直接进入反渗透装置,可能

会出现因压力不够而影响浓水再处理,所以决定将浓水总管线接到反渗透

装置管道泵的进口管,这样,就可在浓水总压力低的情况下,用管道泵对其

加压,在浓水总压力高的情况下停运管道泵,打开管道泵旁路阀,让浓水直

接进入砂滤器,这样无论压力高低,都能保证对反渗透浓水进行处理。 

2.2优点：本系统结构设计合理,将浓水全部进行了再处理,减少了废

水的排放量,在节能减排降低制水成本方面,成功的解决一级反渗透浓水

再处理利用的难题。 

  

 

图  1 

2.3实施：参见附图1,反渗透浓水回收利用系统,包括有从反渗透浓水

总管1中引出的一个分支管道2,分支管道2进来的水经控制阀进入管道泵3

进口,经管道泵3增压进入砂滤器4,浓水经砂滤器4除去机械杂质进入保安

过滤器5,经保安过滤器5除去铁胶体等物质后,再经高压泵6加压进入反渗

透装置7,经反渗透处理产生的大部分淡水分流到中间水池8和淡水水箱9

中,而处理后产生的部分浓水排入过滤器反洗水池也被利用。 

例如：装后的50T/H反渗透可处理一级反渗透浓水70T/H,可产淡水约

45T/H,该淡水电导率为14US/CM左右,完全符合淡水水质标准。在正常运行

情况下,每小时可节约深井水70T。这样每天可节约深井水70×24=1680T,

一年按300个工作日计算,可节约深井水1680T×300=504000T。可节省金额

50.4万T×0.65元/吨=32.76万元。 

3 结语 

本系统结构设计合理,将浓水全部进行了再处理,减少了废水的排放

量,在节能减排降低制水成本方面,成功的解决一级反渗透浓水再处理利

用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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