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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committed	to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tomatic	control	of	the	water	plant	purifi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water	quality	treatment.	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plant	purification	
system	and	automatic	control	in	the	field	of	water	treatment,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ensors,	actuator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re detailed. In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desig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whole system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combined	with	the	selected	sensors	and	actuators	to	clarify	the	efficient	data	communication	and	processing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the	real-time	response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water	plant	purification	system.	In	the	control	algorithm	
design	stage,	the	control	target	of	the	water	plant	purification	system	is	defined,	and	the	control	accuracy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system	
are improved by PID control algorithm. With detailed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lutions and vision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water quality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service of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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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厂净化系统自动化控制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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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致力于水厂净化系统自动化控制的设计与实现，以提高水质处理的效率、精确性和可靠性。通过回顾水厂净化系统和
自动化控制在水处理领域的发展，详细介绍传感器、执行器以及通信技术的选择和应用。在系统架构设计中从软件和硬件
两个角度分析整体系统的架构，结合筛选出的传感器及执行器，明确高效的数据通信与处理系统，实现水厂净化系统的实
时响应、高效运行。在控制算法设计阶段，明确水厂净化系统的控制目标，以PID控制算法进行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和适
应性。论文以翔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分析，为进一步改善水质处理技术和服务城市发展提出了解决方案和愿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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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对清

洁饮用水的需求在日益凸显。水厂作为保障城市居民饮水安

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净化系统的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到公共

健康和社会稳定。本研究旨在设计与实现水厂净化系统的自

动化控制，引入先进的控制算法和技术手段，提高水质处理

的效率、精确性和可靠性。在系统架构设计中，提出一个综

合考虑硬件和软件的总体框架，确保系统能够稳定、高效地

运行。在控制算法设计中介绍控制目标的设定和采用的 PID

控制算法，解释控制算法的优越性。实验与结果分析通过展

示系统实际运行的性能，分析评估系统的有效性，为水厂自

动化控制领域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际经验，同时

也为实现清洁、高效的水资源利用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2 水厂净化系统综述

水厂净化系统是确保城市供水质量的关键环节，其目

标是从水源中去除各类杂质，确保饮用水的安全性和卫生标

准。传统水厂净化系统通常包括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

多个处理步骤。深入了解水厂净化系统的原理和运行机制，

对于制定有效的自动化控制策略至关重要。

2.1 自动化控制应用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动化控制在水处理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自动化控制系统能够通过实时监测水质参

数、控制处理设备的运行状态，实现水质的持续稳定调控，

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可提高处理效率、降低能耗，对于处理



84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8卷·第 03 期·2024 年 03 月

水质波动和突发事件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水厂净化系统自

动化控制是当前水处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是水厂智

能控制系统，自来水厂智能化改造的核心是“现场设备数据”

的实时管理，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未来有必要进

一步攻关解决实时管理在水厂净化系统和自动化控制中的

应用。

2.2 控制系统的技术和方法
在水厂净化系统自动化控制中，涉及多种关键技术和

方法。传感器技术的应用能够实时监测水质参数，包括浊度、

pH 值、溶解氧等，为自动控制提供准确的输入数据。执行

器的选择和控制算法的设计直接影响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控

制精度。通信技术的合理应用则保障各个子系统之间能够实

现及时的信息交互。

3 系统架构设计

在实现水厂净化系统的自动化控制过程中，系统总体

架构的设计是关键一环。我们提出的系统总体架构应综合考

虑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以确保系统能够高效、稳定地运行。

硬件方面包括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等组成要素，而软件

方面则包括控制算法、数据通信和处理等关键功能。通过清

晰而合理的系统总体架构设计，我们能够为后续的具体实现

提供指导。

3.1 传感器和执行器选择
在系统架构中，传感器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传感器

负责实时采集水质参数，直接影响系统对水质状况的感知。

我们需仔细选择适用于不同参数的传感器，并确保其精度和

可靠性。执行器则负责根据控制算法的指令对处理设备进行

调节，因此执行器的选择应考虑其响应速度和控制精度。

3.2 数据通信与处理
系统中各个部分需要高效的数据通信与处理机制，以

确保信息的实时传递和有效处理。合适的数据通信协议能够

保障传感器与执行器之间的数据流畅传输，而数据处理方面

则需要设计高效的算法，以确保系统能够及时、准确地做出

响应。这一步骤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系统的实时性和稳定性。

通过系统总体架构的设计，我们将确保各个组成部分协同工

作，形成一个高效、稳定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4 控制算法设计

在水厂净化系统自动化控制中，明确的控制目标是确

保系统高效运行的前提。我们首先需要定义水质参数的目标

范围，并建立相应的控制策略。这包括对浊度、pH 值、溶

解氧等关键参数的设定目标值，并明确系统在不同工况下的

响应策略。通过细致而合理的控制目标设定，我们可以使自

动化控制系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水质状况。

4.1 PID 控制算法
在控制算法的选择上，我们采用 PID（比例—积分— 

微分）控制算法作为基础。PID 控制算法通过调节比例、积

分和微分三个参数，能够实现对系统的精确控制。我们将详

细描述 PID 控制算法的原理、参数的选择和调整方法，以

确保系统对水质参数的控制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灵活性。

4.2 其他高级控制算法（如模型预测控制）
除了 PID 控制算法，我们还将探讨其他可能的高级控

制算法，如模型预测控制（MPC）。模型预测控制是通过

建立系统的数学模型，预测未来的系统行为，并基于这些预

测进行控制决策 [1]。模型预测控制是一种基于模型的闭环优

化控制策略，已在水厂、炼油、化工、冶金和电力等复杂工

业过程控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模型预测控制具有控制效果

好、鲁棒性强等优点，可有效地克服过程的不确定性、非线

性和关联性，并能方便处理过程被控变量和操纵变量中的各

种约束。

控制算法有多种选择，但核心是能够在实际系统中有

效地运行，为水厂净化系统的自动化控制提供灵活而可靠的

算法基础。

5 系统实现与实验

5.1 硬件搭建
系统实现的第一步是进行硬件搭建，确保传感器、执

行器和控制器之间的正确连接。通过对传感器的布置位置，

执行器与处理设备的关联方式，以及控制器的选型进行优化

设计，从而使硬件搭建的合理性和稳定性是保证系统正常运

行的基础，因此我们将工程设计放在第一步，在初始设计的

时候就将工程实现的原理嵌入，有效完成硬件搭建的布局，

提升后续软件实现的便利性。

5.2 软件实现
在硬件搭建完成后，需进一步将控制端进行嵌入，以

成体系的电子化电气化控制算法进行初步试验验证，通过系

统软件的具体实现、数据通信协议的编写，以及实时数据

处理的算法设计，不断调试，去完善系统的实时性和控制 

精度 [2]。所以这个阶段对软件的架构、模块划分和代码编写

规范提出了较高要求，以确保系统的高效运行。

5.3 实验设计
为验证系统的性能和有效性，通过设计一系列的工程

实验，涵盖了水质参数变化，系统在不同工况下的控制性能，

以及系统对突发事件的响应能力。从而对前置的硬件、软件

的设计思路、条件设置进行微调和优化，通过不断对实验过

程中采集到的关键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实现硬—软—端的内

部循环和纠错能力 [3]。

6 案例研究

通过对系统在不同水质条件下的表现进行全面评估，

探讨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解释导致性能不佳的原因，从而更

全面地了解系统的运行状况，为进一步改进系统性能提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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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据。

6.1 案例分析
“文山暮底河水厂”自控系统用于自来水厂远程控制

管理，进行硬件端的设计并完成软件端的功能检验，通过对

不同环境下的验证，均能够达到系统承载阈值，实现了水厂

净化系统自动化控制的实现。

其中水厂操作人员可以在水厂控制室远程监测厂内水

池水位、进厂流量、出厂流量、出厂压力、水质等信息；远

程监测加压泵组、配电设备及其他自动化设备可以远程控制

加压泵的启停。水司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及公司主管领导可以

远程监测各水厂的工作情况及水厂操作人员的操作情况。

6.1.1 硬件端布局水厂自动化控制终端
①采集进厂流量、蓄水池水位、清水池水位、出厂压力、

出厂流量、出厂水质、安防报警等信息；可采集每台泵的出

水压力、出水流量。

②采集每台加压水泵启停状态、运行时间、工作电流、

工作电压、电能等电参数。

③采集配电室设备的开关状态、总电能等。

④监视水厂大门、制水车间、泵房等重要区域的图像。

⑤支持加压泵组控制柜手动控制、自动控制、远程控

制泵组设备的启停，控制模式可切换。

⑥电流过大、水位过低、压力过高、控制柜保护、配

电故障、闲人进入状况发生时，立即上报告警信息。

⑦支持局域网有线通信，支持 GPRS、短消息无线通信。

⑧存储、显示、查询水厂监测数据及工作参数。

⑨支持就地、远程测控设备维护。

6.1.2 软件端集成水厂中央控制室
①远程监测所辖水源井的工作情况、安防情况，远程

控制所辖水源井水泵的启停。

②在线监测水厂内加压泵组设备的工作情况，控制加

压泵组的启停。

③在线监测水厂内蓄水池水位、清水池水位；进厂原

水流量；出厂清水流量和压力。

④在线监测出厂水的浊度、pH 值、余氯等水质指标，

录入其他水质信息。

⑤在线监测大门、制水车间等重要场所的图像。

⑥生成各种报表及数据曲线。

6.2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案例通过对自动化控制功能的布局、验证、收集与

分析，评估了系统在不同场景下的性能表现，包括系统的控

制精度、响应速度以及在复杂水质状况下的稳定性，展示系

统在实际运行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4]。这是整体解决方案能

够完成的核心，只有在不断的实验、分析、整理反馈，才能

不断优化水厂自动化的整体解决方案，从而进一步地进行

输出。

7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水厂净化系统自动化控制的设计与实现进行深

入研究，本研究在系统架构、控制算法、硬件搭建以及实验

验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结论部分，我们对研究的

主要发现和贡献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7.1 结论
本研究首先从背景、目的与意义出发，明确水厂净化

系统自动化控制的紧迫需求，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研究

目标。在系统性综述中，我们全面梳理了水厂净化系统和自

动化控制在水处理领域的应用在系统架构设计阶段，我们提

出了综合考虑硬件和软件的系统框架，确保系统具备高效、

稳定的运行能力。控制算法设计中，我们分析 PID 控制算法，

并探讨了其他高级控制算法的应用，以提高系统的精确性和

适应性。在系统实现与实验中，我们详细介绍了硬件搭建和

软件实现的过程，通过一系列实验来验证系统的性能和功能

的实现。

通过深入的讨论与改进，我们全面了解了系统的优点

和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改进方向，为系统的进一步优化提供

了理论支持。

7.2 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仍有一些方面

值得在未来的研究中深入探讨和完善。一是可以进一步优化

控制算法，尝试引入深度学习等先进技术，以提高系统对复

杂水质变化的适应性。二是可以考虑引入更多先进的传感器

技术，以提高水质监测的精度和覆盖范围。三是对系统的实

时性能和安全性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关

键方向。四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可以进一步探索新的硬

件设备和通信技术，以适应未来水处理系统的需求。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水厂净化系统自动化控制提供了

有益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未来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我们期待未来的研究者能够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

掘，进一步推动水处理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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