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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焦化废水经过常规的二级处理后
,

和
一

往往难以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以活性污泥法处理焦化

废水的出水水质为依据
,

采 用氧化塘深度处理焦化废水
,

其 和
一

均可达到 国家排放标准 因此
,

只要条

件控制得当
,

运用氧化塘处理低浓度焦化废水可以获得较好处理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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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焦化废水二级出水中 和

经常超标问题
,

已研究出一些处理方法
,

如

化学氧化法
,

折点加氯法
,

絮凝沉淀辅以加氯

法
,

吸附
、

过滤再辅以离子交换法等 〔‘〕,

但由于

经济和技术上的原因均处于试验阶段
。

现在普

遍认为对焦化废水处理效果 比较满意的是

法 〔艺
, 〕。

但它在管理上要求较高
,

特别是缺氧段

对硝态氮和溶解氧很敏感
,

运行时必须注意控

制污泥回流比和防止氧气的溶入
。

因此
,

寻求

一种既简单易行
,

效果又好的处理方法 已成为

处理焦化废水的一个焦点
。

应用氧化塘深度处

理焦化废水尚不多见
,

但氧化塘系统具有处理

效果稳定
、

能耗低
、

容易管理
、

费用低等诸多好

处
。

对于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
,

可以

作为深度处理焦化废水的一种方法进行研究
。

实验部分

污染物质在氧化塘 内发生的复杂的物理
、

化字及生物化学变化过程与水质
、

水温
、

光照

强度
、

值
、

风力混合等多种环境因素密切相

关 〔‘ 〕。

本试验主要考虑 值
、

温度和营养条件

等环境因素对氧化塘处理焦化废水的影响
。

实验 条件

静态模拟试验采用直径
,

深 的

塑料盆作为反应器
,

在 自然条件下进行
。

好氧

污泥取 自西安杨森制药厂曝气池 的回流污泥
。

污泥的
, 。

藻类水

取 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内受污染的小湖
。

进水

浓度根据试验设计
,

参照焦化废水二级出水的

特点
,

用葡萄糖和 配制
。

对污泥进行接

种驯化
。

试验设计

值影响因素试验设计见表
。

温度影响因

素试验设计见表
。

营养条件影响试验设计见表
。

在 以上各种条件下
,

定期测定水 中

和
一

的值
,

以确定获得最佳去除效果的

值
、

温度范围和营养条件
。

测定方法

重铬酸钾标准法
一

纳氏比色法

型酸度计测定
,

误差为 土

表 值影响试验

进水浓度 一
, 一

一

影响因素 一 ℃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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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温度影响试验

进水浓度

影响因素

一
, 、一

一 、

一
,

一 心
、

℃
、 、

℃

进水浓度

影响因素

表 营养条件影响试验

一
, 一 一 吸 ‘

一
,

一
,

分别加入葡萄糖
、

淘米水
、

生活污水

结果与讨论

值的影响

值对 和
一

去除率的影响

值对焦化废水 和
一

的去除率

的研究结果如表 和图 所示
。

表 不同 值对 和
一

去除率的影响

时间 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声座
且

门口

﹄日
。。。。

只︸一了︺悦

勺乃八口勺八今曰拟脚脱瑞
。。门﹄少

。电月,︵匕八

乙

旦些
」匕

旦
一

旦旦
一

一

一

自石冲︹勺,生曰左
‘月‘八乃八几马︵了

﹄︽︺八乃曰门

⋯⋯
合﹄

八内月
月

改乙﹃,二几几眨八刁马口勺八月卜︵卜卜︺了︵才﹃卜户︹
山土

。

⋯
勺八︵曰︵曰八弓内乃
,月志月片争乃妇乙乙价八

︸甘犯氏

乙曰

飞‘住乃乃日

⋯⋯
奋

公曰
月

改占八口一﹄曰少一八厂几乙八白八

刀沟书。牛肠加论 黑 黑

岌
‘

井 牡
‘

表 值对硝化反应的影响
尹、 、 、
口

沪户 项 目 一

、 、 、 、

一 一

—
一

岁、朴货琳

图 不同 值下 和
一

去除率

从图 可看出
,

对焦化废水的 和
一

去除率影响很大
。

当 值为 时
,

氧

化塘对焦化废水的 去除率较高
,

约为
,

为 时最佳
。

适宜的 范围是

一
,

在这个范围内
,

的去除率可达到

以上
。

值在 时
, 一

的去除率高于
。

在相同的 值下
, 一

的去除率低于

的去除率
。

·

值对 牙 和 三
一

形成量的影响

在氧化塘处理焦化废水过程中
,

由于是好氧

环境
,

所以水中一部分
一

可通过硝化作用

被转化成 牙和 ‘
,

然后被藻类吸收
。

亚硝

化和硝化过程常受 值的影响
。

本试验所得结

果见表
。

由表 可知

亚硝化作用和硝化作用的适宜 值范

围为 一
,

此与 对 和
一

去除率的

影响完全一致
。

而且最佳 为
,

这与远失

年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

这一分析结果显示了 矛
一

量远低于
一 ,

说明在氧化塘内前者已经转化成 矛

,

从而证明了焦化废水中 介 的去向
。

值和氧化塘内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和代谢

过程存在着密切关系
。

本实验得出的最佳 值

为 一
,

而当 值为 和 时
,

去除率明显下

降
,

这可能是由于 ① 改变
,

引起微生物表

面电荷改变
,

从而影响了微生物
,

特别是藻类对
一

的吸收 ②不适宜的 值会使酶的活性

降低
,

进而影响微生物的生物化学过程 ③当

值高时
,

会抑制硝化杆菌的活动
,

影响硝化作用过

程
,

从而降低了氧化塘对
一

的去除效果
。

温度的影响

温度对焦化废水 和
一

去除率的

影响研究结果如表 和图
、

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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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温度的影响试验

℃
‘ ’

。一 一

竺巡些
一

︹︺﹃

﹃月斗连
占月沈︸卜内土

⋯⋯
﹄曰及只八自今八﹄匀,一丫山卫,上︸。乙︺月任﹃巧白斗

门
。。,月斗脚了几山

八一,‘确

一

‘

些些

尸口廿八︵了

﹃

⋯
。。八卜目人卜连占︺

勺乃六舀八勺」

时间

,

六‘往
几

︵了︺弓山

⋯⋯
比户︺﹄︵门内只勺八

比,︵︸,今月

几卜广
山

斗门

⋯
内产乃户︸乙今‘心山︸

土吐﹄目咬勺了月了,勺︼口乙,工刁月了内匕广刁产口一为

岁、锌坐和

温度
图 去除率随温度的变化

一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

这就进一步阐明了氧化塘

夏季脱氮的能力高于秋季的生物学原理
。

温度是氧化塘这一 自然净化系统处理废水

的关键因素之一
。 ‘

仑将直接影响氧化塘的负荷

能力
、

处理效果及菌藻的优势种群
。

这些研究

结果 与好氧菌要求最佳温度 ℃一
一

℃
,

藻

类生长最佳温度 ℃一 ℃完全一致
。

另一

方面
,

有资料表明
,

塘水的溶解氧随温度的升

降而升高或降低‘” ,

由此证明氧化塘在适宜温

度下
, 、 一

的去除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是菌藻生长旺盛
、

代谢活动较强所致
。

营养条件的影响

投加不同的营养物对焦化废水的 和
一

去除率的影响结果见表 和图
、

图
。

表 投加不同营养物的试验结果

时间 加葡萄糖液 加淘米水 加生活污水

岁、朴坐琳

‘ 曰 日 二 人 ‘

温度

图
一

去除率随温度的变化

从图
、

图 可以看出

随着温度的升高
,

焦化废水
、

的去除率也随之升高
。

温度高日寸
,

氧化糖褪侄日最高

去除率的时间短
。

处理焦化废水的适宜温度为 ℃

℃
。

低温对
一

的去除效率影响较大
。

年 研究表明 硝化

细菌增长的最适温度范围为
‘

℃
,

而

巨还证实硝化菌在低温或高温条件下硝化反应

效果都很差
。

当温度在 以下 以上时
,

硝

化作用不能进行
。

由此可见
,

我们的试验结果与这

一 一 一

,

乃︷朽八﹄,山止丈曰

笼任

今‘

一‘

‘

门门︺

。

从图
、

图 可看出
,

废水中所加的营养物

质不同
,

氧化塘的去除效果也不同
。

投加生活污水的焦化废水的 去

除率最高
,

其次是投加淘米水的水样
,

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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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针世半

图 种废水的

— 一

时间

去除率历时曲线

梦二芬二爪二

·

一

,

力对岁、件迷水

时间

图 种废水的
一

去除率历时曲线

— 一 一
·

一

是投加葡萄糖的水样
。 一

的去除率结果类

似
。

氧化塘对 的去除效果与进水浓

度密切相关
。

进水浓度在一定范围内
,

浓度越

高
,

去除率越大
,

反之亦然
。

进水浓度在 一

范围内
,

氧化塘对 的处理效果

较为理想
。

在废水中加入葡萄糖这种单一碳源物

质并不利于有机物的去除
,

相反
,

却使进水

增高
,

抑制了微生物的生命活动
。

当加入

含有多种元素的淘米水和生活污水时
,

则大大

改善了微生物的营养条件
,

使 的去除率

得到提高
。

因此
,

在处理含有多种污染物及有

毒难降解的有机工业废水时
,

适当补充一些别

的废水
,

增加营养素
,

加强共代谢作用
,

对处

理效果的提高是很有好处的
。

表 说明氧化塘对
一

的去除效

果也与进水浓度有关
。

进水
一

浓度低
,

去

除率高
,

进水浓度高
,

去除率低
。

这可能与氧

化塘中
一

去除的机理有关
。

因为
一

能被藻类吸收同化
,

而一定量的藻类所能固化

的
一

的量是一定的
。

因此
,

当
一

负

荷提高时
, 一

去除率则会下降
。

氧化塘去除焦化废水
一

机理的分析

值在 时
,

氧化塘中 子
一

含

量高达 一
才 ,

牙
一

在 值

为 时的最高含量为
,

可见前者含

量远高于后者
,

这一结果表明焦化废水在氧化

塘内能很好地进行硝化反应
。

藻类生长受温度影响较大
,

尤其是低

温常常使其难以适应
。

研究中看到温度升高
,

塘

内藻类数量增加
, 一

的去 除率也相应提

高
。

藻类是一种无机营养型微型植物
,

它喜欢利

用氨氮为氮源
,

而且也能吸收硝酸盐或亚硝酸盐

为营养
,

从而促进了藻类生长繁殖
,

焦化废水中

的
一

为藻类生长提供了很好的氮源物质
。

在静态试验研究中还发现
,

当停留时

间延长之后
,

焦化废水
一

含量反有上升之

势
。

这可能是藻类死亡后作为有机物被微生物

分解的缘故
。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并参考已有资料
,

我们认

为运用氧化塘进行焦化废水脱氮
,

其机理是 硝化

菌将
一

转化为 歹
一 ,

藻类和菌类又将
一

和 矛
一

作为氮源来吸收利用
,

合成蛋

白质
,

形成新的微生物体
,

从而使焦化废水得到净

化
。

结论

氧化塘对低浓度焦化废水进行处理的

适宜 值为 一
,

最佳 值为 适宜温度

范围为 ℃
,

最佳温度为 如投

加生活污水于焦化废水中
,

其 和
一

去除率都将得到提高
。

藻类吸收作用是焦化废水氧化塘脱除
一

的主 要 途 径
,

硝 化 反 应 是 焦 化废水
一

转化的重要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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