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M-7S 在线式沉淀池浊度仪



奥特福 TM-7S沉淀池浊度仪

仪器使用说明书

!在拆包安装，或操作本设备前，请务必完整阅读该使用说明书。

!请注意所有关于危险警告及小心的陈述。否则，可能会造成操作人员的严

重伤害，或对该设备的损坏。

为确保该仪表所提供的保护不被损伤，不得以本说明书规定以外的任

何方式安装使用该设备。

危险信息的使用

危险：指一个潜在的或即将发生的危险情况，如果不能避开会造成死亡或重伤。

小心：指一个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能避开会造成轻伤或中等伤害。

注意：需要特别强调的信息。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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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品简介

本在线式沉淀池高量程浊度仪是一种利用表面散射法测量流体浊度的仪器，具有连续监测和无需

清洗的功能。高量程浊度仪 TM-7S，量程范围为 0.000NTU～10.00NTU；0.000NTU～100.0NTU；

0.0NTU～9999NTU（0.0~999.9分辨率为 0.1NTU；1000~9999为 1NTU）。

1.2 工作原理

浊度是评价水质的重要指标，水的浊度是有机和无机物、浮游生物及其他微生物等悬浮物质所造

成的，浊度为水样光学性质的一种表达语，与样品中的光散射成正比。浊度测量一般分为样品表面散

射法及内散射法，样品内散射法由于入射光在样品內传输过程中的颜色吸收及粒子散射而衰减，因而

除了对色感比较敏感外，其测量范围小，而本在线式高量程浊度仪采用表面散射法，其测量范围较大

且线性度也较好。

1.3 典型应用

主要应用于测量原水、沉淀池出水以及悬浮物含量很高的水的浊度。

适用于饮用水、工业处理水等行业。

1.4 仪器特点

1、光学元件无需接触水，即不需要经常清洗探头，将大大减少维护成本。

2、使用 LED光源，耗电功率小、光强稳定、光源使用寿命达 10万小时，不需要定期更换光源，

免去大量维护工作，大大减少维护成本。

3、采用激光调制和相位检测技术，提高系统灵敏度和稳定性。

4、可选的直流供电方式，可在太阳能供电等无市电条件下运行。

5、历史数据按波形显示功能，时间轴可以按分、时、天自由切换。

6、8G TF卡保存历史数据，默认保存 1年数据（每分钟 1个），并可按客户要求定制保存时间

和保存间隔。

1.5 技术指标

表1 浊度仪技术规格

分析方法 表面散射法

测量范围 0.000NTU~100.0 NTU
0.0NTU~9999 NTU

光源 620~630nm LED激光光源

精度
0.0~2000NTU为读数的±5%或0.1取最大者

2000~9999NTU为读数的±10%
显示分辨率 0.0~999.9为0.1NTU

1000~9999为1NTU
可重复性 优于读数的±1%

初始响应时间 20秒
模拟输出 4~20mA，输出范围可在量程范围内自由设置

数字通讯 RS485（modbus协议，从机地址，波特率，校验方式均可自由设置）

试样流量 1升到2升每分钟

存放温湿度 - 20℃~80℃；相对湿度小于95%，无冷凝水

工作温湿度 0℃~50℃；相对湿度5%到95%，无冷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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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要求 85~264VAC或12VDC或24VDC
试样入口水管尺寸 四分（DN15）水管

排水口水管尺寸 四分（DN15）水管

溢流口水管尺寸 四分（DN15）水管

传感器尺寸 530x630x185mm
传感器通讯

线缆长度
默认1.5米，可定制到200米

安装方式 壁挂式

安装环境 室内

校准方法 用户准备的福尔马肼标准溶液

清洗频率 3个月清洗一次样品溢流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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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控制器的安装

危险

只有获得资格的人员才能进行本说明书中本节所述的各项安装任务。该 TM-7S禁止

在各种危险装置上安装使用。

表 2 控制器安装部件清单

厂家提供部件 用户自备工具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1 控制器 2.0 Kg 1 1 钻孔机 带Ф8钻头 1
2 控制器安装架 L=120 mm 1 2 内六角扳手 1
3 控制器固定架 L=150 mm 1
4 圆柱头内六角螺丝 M5×6 2
5 圆柱头内六角膨胀螺丝 M6×40 2

图 1 厂家提供部件

2.1.1 控制器尺寸图示说明

图 2 控制器主体尺寸

2

3

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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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控制器安装架尺寸 图 4 控制器固定架尺寸

2.1.2 控制器的安装

控制器的安装有两种方式：壁挂式安装和嵌入式安装。

1、壁挂式安装

壁挂式安装步骤：

 先用M5×6的圆柱头内六角螺栓把控制器安装架和控制器按图装配；

 墙壁上合适位置高度打2个Ф8的孔，深度不小于50 mm，孔距130 mm；

 往打好的孔里装入圆柱头内膨胀管，膨胀管和墙面平齐，再用M6×40的螺钉将控制

器固定架安装到墙上；

 再将控制器挂到固定架上即可；

图 5 控制器壁挂式安装示意图

表 3 控制器壁挂式安装部件说明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控制器 2.0 Kg 1 厂家提供

2 圆柱头内六角螺丝 M5×6 2 厂家提供

3 圆柱头内膨胀螺栓 M6×40 2 厂家提供

4 控制器安装架 L=120 mm 1 厂家提供

5 控制器固定架 L=150 mm 1
6 安装墙壁 1 墙壁合适位置开孔 2*Ф8，位置尺寸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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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嵌入式安装

嵌入式安装步骤：

 薄板上合适位置高度开洞，尺寸详见右图；

 控制器嵌入到开好空洞的墙板上，确保和墙壁贴合；

 打开控制器盖，用4个M5的内六角螺栓安装，墙壁后用Ф5弹平垫固定。

图6 控制器嵌入式安装示意图

表 4 控制器嵌入式安装部件说明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嵌入墙板 1 墙壁加工图见示意图

2 控制器 2.0 Kg 1
3 螺母 M5 4
4 平垫圈 M5 4
5 内六角螺栓 M5×50 4 长度要考虑到墙壁厚度

2.1.3 控制器电器安装

危险

该仪表必须由获得相关资格的技术人员进行安装，以确保安装人员在安装过程遵守所

有可利用的电气规范。该 TM-7S 仪表禁止在各种危险装置上安装使用。

本仪表出厂前控制器内部布线连接已完成，客户只需将厂家提供的国标电源线的三芯航空插头母

座接到控制器三芯航空插头公座上，再连接到220V(50HZ)普通国标电源插座即可。如还需连接模拟

输出、继电器输出和MODBUS数字输出请从控制器上预留的防水接头往控制器内部接线，接线端子

定义如下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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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控制器内部接线定义

序号 端子名称 接线端子说明

1 4～20mA 模拟输出通道一
MA1+，MA1-；

MA1+接信号线正极，MA1-接信号线负极

2 4～20mA 模拟输出通道二
MA2+，MA2-；

MA2+接信号线正极，MA2-接信号线负极

3 MODBUS 数字输出
A3、B3、G ；A3、B3 为 MODBUS 通信端口、G

为 GND,接通讯线屏蔽层或不接

4 继电器输出通道一 NC1(常闭)、COM1(公共端）、NO1（常开）

5 继电器输出通道二 NC2(常闭)、COM2（公共端）、NO2（常开）

2.2 高浊度仪主体的安装

2.2.1 主体安装步骤

 墙壁上合适位置高度打2个Ф8的孔，深度不小于50 mm，孔距240 mm；

 打好的孔里装进去圆柱头内膨胀管，膨胀管和墙面平齐，再用M6×40螺栓将余氯仪主体

安装片固定安装至打好的孔中；

 将余氯仪箱体挂至安装片上即可。

注意

在一个不受各种腐蚀性流体或气体侵蚀的具有良好通风环境中安装该仪表。

安装时请保持余氯仪本身的顶部水平。

安装之前清洗余氯仪本体。

余氯仪本体下面也应留有足够空间以在校正或清洗时拆下底部塞堵并在排水口下放

一个容器。

顶部至少保留有 220mm 的空间，方便校准时安放标准溶液。

图7 主体安装片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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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主体安装图

2.2.2 高浊度仪主体的水路连接

危险

高浊度仪主体的水路连接前请务必断开电源和部分水路管道。

按图 10所示装配水位高度调节器（直立管道）和过滤器。要达到良好的运行状态，样品调节

装置前的样品压力应保证在 1.5-75psig之间。

 箱体的左侧管路是出水口，中间管路为进水口，右侧管路为出水口。

 通过调节球阀设置流量，当阀的调节手柄垂直阀体时阀门为全闭状态，平行时为全开状态。

 球阀的作用是关闭进入仪器的样品水流。

表 7 高浊度仪主体水路连接配件清单

序号 描述 数量

1 PVC-U外牙直通接头(4分) 3
2 双活接球阀（DN20） 2
3 PVC水管（4分），0.5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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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高浊度仪主体水路连接示意图

穿板接头

PVC-U外牙接头

PVC4分水管

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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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按键功能

图 9 控制器正面图

表 8 小键盘功能简介

3.2 液晶显示屏

图 10 液晶显示屏主测量界面

1 苏州奥特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LOGO
2 3.2" 液晶显示屏

3 HOME键

4 菜单键

5 返回键

6 向上、向下、向左、向右键

7 OK键

编号 图标 键名称 功能

3 HOME键 从任意页面返回主测量界面

4 菜单键 从其他菜单返回至主菜单界面

5 返回键 在菜单层次中返回一个层次

6 向上、向下、向

左、向右键
通过该菜单导航，变更各设置值，并增减数字

7 OK键
接受一个输入值，更新或接受所显示菜单内的

各种选项

1 时间栏

2 日期栏

3 主测量结果

4 参数

5 单位栏

6 辅助测量结果

1

4

2

7

6

5

4
3

21

6

5

3

20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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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功能操作

注意

本机出厂默认密码为：0000
表9 液晶显示屏主菜单简介

3.3.1 警报功能

主页面正面图 菜单名 功能

警报
手动设置各警报通道的门限值、查看警报

详情、消除警报

校准 零位校准、标准位校准、系数选择

查看数据 查看数据波形、删除数据

时间设置 年、月、日、时、分设置

亮度设置 亮度调节

输出设置 模拟输出的输出低限、输出高限设置

语言设置 语言版本切换

开发者选项 查看参数、硬件测试、修改密码

报警功能界面图 功能操作

1、警报详情
按“menu”键进入主界面 选“警报” “OK” 选

“警报详情”按“OK” 进入警报详情界面，红色标识代

表异常，绿色标识代表正常 按“back”键返回。

2、消除警报
选“消除警报” 按“OK”键，界面显示“警报消除”。

3、报警设置
按“OK”键进入“报警设置” 进入后系统默认通道

一，用户通过“↑↓”增减数字进行当前位数值的设置，

“←→”切换编辑位 设置完毕后，按“OK”切换通道

按“back”键返回。

报警设置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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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校准功能

注意

本机零位校准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操作，需严格按照本说明书执行，由客户自行

校准造成的损失本公司概不负责。

校准前请检查水路与电路是否已完成连接。

自动校准前，请确认控制器校准系数默认选择的是自动校准。

自动校准必须进行1次零位校准，1次标准位校准。具体操作请参照4.3.1 零位校准。

标准位校准操作前，请务必完成零位校准操作。

校准使用后的溶液请勿倒回原溶液避免造成污染。

具体操作请参照4.3.2 标准位校准。

在手动写入标准系数时，非专业人士严禁操作。

3.3.3 查看数据功能

校准功能界面图 功能操作

1、零位校准
按“menu”键进入主界面 按“→” 选“校准” “OK”

选“零位校准” 进入零位校准界面，显示零位校准

信息 按“back”键返回。

2、标准位校准
按“OK”键进入界面 界面显示浊度值、各项AD等参

数信息。

3、系数选择
进入该界面，可供用户选择“自动”和“手动”两种

校准系数模式。

查看数据界面图 功能操作

1、数据波形
按“menu”键进入主界面 按“→” 选“查看数据”

“OK” 选“数据波形” 设置查看的日期时间、显

示方式、最大值等参数 界面显示该时间段的数据记录

波形 “back”键返回。

2、删除数据
进入该界面，选择是否删除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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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时间设置操作

3.3.5 亮度设置

3.3.6 输出设置

时间设置界面图 功能操作

按“menu”键进入主界面 按“→” 选“时间设置”

“OK” 通过“↑↓”键增减数字设置日期时间 “OK”

“back”键返回。

亮度设置界面图 功能操作

选“亮度设置”后，通过“↑↓←→”键调节亮度

“back”键返回。

输出设置界面图 功能操作

按“menu”键进入主界面 按“→” 选“输出设置”

“OK” 进入后系统默认输出低限，用户通过“↑↓”

增减数字进行当前位数值的设置，“←→”切换编辑位 设

置完毕后，按“OK”切换输出高限（设置同输出低限） “OK”

保存，页面自动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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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语言设置

语言设置界面图 功能操作

按“menu”键进入主界面 按“→” 选“语言设置”

“OK” 用户通过“↑↓”键选择语言版本 “OK”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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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般操作

危险

系统启动前务必检查管道与电气是否连接正常。

当所有管道和电气连接完成并经检查后，将该设备安装好并向系统提供电源。控制器接通电源，

屏幕上将出现主测量界面。用户可按“Menu”键，进入主界面进行报警、时间、亮度等设置。

4.2 测试样品流动

打开测试样品供应阀启动试样流入仪表。让浊度计运行足够长的时间使管道和测量池被完全浸

没，并使显示屏上的读数稳定。最初要达到完全稳定可能需要0.5 h～1.0 h或更长时间。

4.3 仪表校准

本公司提供福尔马肼标准溶液进行校正。仪表校准提供自动校准和手动写入校准系数两种方法，

客户使用自动校准栏，手动写入校准，本公司暂不提供标准系数。下面主要介绍自动校准。

TM-7S浊度计在装运之前由厂家使用稳定的福尔马肼标准溶液进行校正。建议在任一次重大维

护或修理后和在正常运行中至少每三个月也进行复校。在初次使用前和每次校正前，浊度计测量池必

须彻底清洗和冲洗。

注意

按照第五节5.1日常维护经常清洗浊度计测量池。

请勿扰动或混合稀释水，避免造成各种噪声（波动）读数。

在开启各种福尔马肼标准溶液瓶子之前需倒置瓶子一分钟，切勿剧烈晃动，确保标准

溶液浊度值恒定。

校准时，若福尔马肼标准溶液浓度≧20NTU时，将其倒入浊度计主体请务必将时间控

制在10～15min，时间过短，则会产生气泡；时间过长，福尔马肼标准溶液沉降，浓

度不均匀。

按照各项说明使用完标准液后，需将所有标准液废弃，请勿将标准液再倒回原容器中，

以免造成污染。

自动校准前，请确认控制器校准系数默认选择的是自动校准。

4.3.1 零位校准

当所有管道和电气连接完成并经检查后，向系统提供220V交流电源。给仪器进水口通入零浊度

水并使其测量池注满溢出，在控制器上进行操作，等待10min检查AD值稳定，再保存自动校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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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标准位校准

当所有管道和电气连接完成并经检查后，向系统提供220V交流电源。给仪器测量池注满≥20NTU
的福尔马肼标准浊度溶液，在控制器上进行操作，等待5~10min检查AD值稳定，再保存自动校准结果。

4.4 仪表验证

准备好仪表量程以内的福尔马肼标准溶液，按标准位校准方法倒入测量池内，静置 5 min后，观

察测量读数与浊度标准值差值是否在允许范围内（TM-7S：标准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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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日常维护

表10 日常维护表

维护工作 频率 具体操作

清洗浊度计测量池 三个月一次

关闭电源，切断液体流入，给测量池倒入适量水，用软刷

或湿布清洗池内外，最后取下排液塞并用去离子水冲洗，清

洗时加入清洁剂效果更佳。

清洗控制器
一个月一次

断开电源，将控制器外壳盖紧，用一块湿布擦洗控制器外

壳。

清洗镜片 用无尘布擦洗传感器窗口。

注意

以上各项维护标准仅供参考，如有必要，操作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清洗与维护频率，

还可根据使用经验制定新的维护日程表。



我公司为用户提供及时、高效、便捷的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及时联系我们。

售后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苏州奥特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高新区元丰路 232号机器人产业园浙大昆山智能装备产业基地 1号楼

联系电话：0512-36680289
邮 编：215300
邮 箱：Optfull@126.com
网 址：http://www.optfull.com/

技术支持：

公司名称：浙江大学昆山创新中心

公司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祖冲之南路 1699号工业技术研究院 综合办公楼 11楼
联系电话：0512-36680286
邮 编：215300
网 址：http://www.zdksii.com/

http://www.optfull.com/
http://www.zdksi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