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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气生物滤池处理生活污水试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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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曝气生物滤池具有体积小、处理效率高等特点. 研究结果表明, 曝气生物滤池处理生活污水在 0153m öh 的水力负荷下,

BOD 5、COD、SS、N H 42N 和 TN 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9513%、9216%、9617%、91185% 和 8511% , 平均出水浓度分别为 310m gö

L、1215m göL、215m göL、117m göL 和 413m gö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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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m ova l Performance of the Sewage Trea tm en t w ith

the B iolog ica l Aera ted F ilter (B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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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B io logical A erated F ilter (BA F) has m any advan tages, such as sm all vo lum e、h igh treatm en t effi2
ciency. T he research resu lts show that the perfo rm ance of BA F fo r sew age treatm en t is excellen t. U nder the hy2
drau lic rate of 0153m öh, the average removal percen t fo r BOD 5、COD、SS、N H 42N and TN is 9513%、9216%、
9617%、91185% and 8511% respect ively, average effluen t concen trat ion fo r BOD 5、COD、SS、N H 42N and TN is
310m göL、1215m göL、215m göL、117m göL and 413m göL respect 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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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气生物滤池技术 (B io log ica l A era ted

F ilter, BA F) 的最大特点是使用了一种新型的

粒状填料[ 1, 2 ] , 由于曝气生物滤池具有池容较

小, 出水质量高、流程简单、对环境影响较小等

优点, 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被广泛地用于处理生

活污水和工业废水[ 3～ 5 ], 但是, 该技术在国内尚

未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有待于对该技术进行研

究和开发利用.

1　实验条件与方法

实验装置见图 1. 采用直径为 20cm 的有机

玻璃柱, 柱高 315m , 内装粒状填料, 沿柱高设置

取样孔. 实验柱采用逆向流设计, 污水由上部进

入, 出水在柱底排出, 空气由柱底进入.

　　清华大学校园生活污水, 由泵站打到实验

室高位水箱, 经管道自流入污水箱, 由计量泵打

到柱顶, 污水经过滤层后, 由柱底自流至清水箱

后排放. 曝气采用空压机, 空气由柱底部进入柱

图 1　实验装置示意图

体. 气水共同反冲, 清水池中放置潜水泵, 清水

由柱底进入, 反冲液由柱顶溢流口排放.



实验于 1997204208 正式获取数据, 19972
10226 结束. 整个运行期间分 2 个水力负荷运

行. 第 1 阶段为 04208～ 06205, 水力负荷为

0153m öh, 第 2 阶段为 06206～ 10226, 水力负荷

为 111m öh.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期间生活污水浓度发生了较大变化,

开始有机污染物的浓度较高, 但从 5 月份开始,

COD 浓度降低. 这种变化同气温升高后学生宿

舍区排出大量的洗浴水有关. 运行结果见表 1.

211　COD 去除效果

当 COD 进水浓度发生很大变化时, 其

COD 出水保持稳定 (见图 2). 例如, 04223 和

04224 COD 进水浓度上升至 722m göL 和

4 56m g öL , 但出水浓度分别为6 17m g öL 和
表 1　运行结果

项目
第 1 阶段 (水力负荷 0153öm·h - 1) 第 2 阶段 (水力负荷 111öm·h- 1)

进水öm g·h- 1 出水öm g·h - 1 去除率ö% 进水öm g·h - 1 出水öm g·h- 1 去除率ö%

COD 169137 1215 9216 5718 1013 8212

BOD 5 6412 310 9513 2614 316 8615

SS 7511 215 9617 4014 512 8711

TN 2819 413 8511 2515 1016 5814

N H 32N 20186 117 91185 19112 4 7911

1213m göL , COD 去 除 率 分 别 为 99% 和

9713%. 整个运行期间COD 的去除率见表 1.

在第 1 阶段 COD 进水平均值为 169137m gö

L , COD 出水平均值为 1215m göL , 平均去除

率为 9216%. 第 2 阶段: COD 进水平均值为

5718m göL , COD 出水平均值为 1013m göL , 平

均去除率为 8212%. COD 运转结果表明, 曝

气生物滤池去除 COD 的能力强, 去除率高,

抗冲击负荷能力强.

图 2　COD 进出水浓度和去除效果

212　BOD 去除效果

BOD 的去除效果同 COD 去除效果极为

类似 (见图 3) , 无论进水BOD 浓度有何变化,

BOD 出水浓度保持在 10m göL 以下, 04223

BOD 值上升到 124m göL , 而BOD 出水浓度仅

为 3m göL , 去除率为 9716%. BOD 平均进出

水浓度值见表 1.

图 3　BOD 进出水浓度和去除效果

213　SS 去除效果

SS 的去除效果见图 4, 出水 SS 浓度绝大

部分在 10m göL 以下, 表明曝气生物滤池技术

对 SS 的去除效果非常好. 粒状填料过滤悬浮

物能力强, 且填料表面生长有大量生物膜, 对

悬浮物有很强的吸附作用. 污水在通过滤层

时, 污水中的悬浮固体被过滤和吸附, 进而部

分 SS 被微生物利用, 截留的悬浮物和长厚的

生物膜会堵塞滤料的孔隙, 增加过水阻力. 一

定时候就需进行反冲洗, 目的是去除多余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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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保留足够的生物量, 待反冲结束后, 立即

恢复去除有机污染物的能力. 填料有 2 个作

用, 一是提供微生物生长的场所, 二是可以截

留污水中的 SS, 省去二沉池[ 6, 7 ].

图 4　SS 进 出水浓度和去除效果

214　N H 42N 和 TN 的去除效果

对氮污染物的去除是衡量污水处理设施

性能的重要方面[ 8, 9 ]. N H 32N 和 TN 的去除效

果见图 5、图 6. 曝气生物滤池对N H 32N 的去

除作用明显.

图 5　N H 32N 进出水浓度和去除效果

　　N H 32N 和 TN 的去除效果非常接近, 说

明曝气生物滤池中存在厌氧或兼性微生物, 使

得反硝化得以进行. 在滤料中存在厌氧或缺氧

的微环境, 厌氧或兼性微生物可以生存. 在生

物膜的内部, 也存在厌氧或兼性微生物. 所以,

曝气生物滤池同时存在好氧、兼性和厌氧微生

物, 可以同时进行硝化和反硝化反应[ 10 ].

3　结论

曝 气 生 物 滤 池 的 出 水 水 质 好. 在

图 6　TN 进出水浓度和去除效果

0153m göh 水力负荷下, 其 BOD 5、COD、SS、

N H 32N 和 TN 的 平 均 出 水 浓 度 分 别 为

310m göL、1215m göL、215m göL、117m göL 和

413m göL. 曝气生物滤池抗冲击负荷能力强,

运转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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