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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式曝气池曝气设备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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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污泥法曝气池的功能常受制于氧的传递速率
,

氧的传递速率则决定于曝气设备的性

有琶
。

实验表明
,

氧传递速率同氧饱和不足量 进行曝气的液体
,

氧饱和时的氧浓度与曝气时

的氧实际浓度之差 成正比
。

式中

一

黝
、 , 。 。。 , 一 。

会
丁

一氧传递速率 毫克 升 时

己矿—氧饱和浓度 毫克 升

口

—实际 瞬时 氧浓度 毫克 升
’“

—氧传递总系数 时
。

氧传递总系数是反映曝气设备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
。

它的测定有赖于曝气池氧传递速率

的测定
。

本文以实例介绍廊道式曝气池氧传递速率的测定方法
,

并附带简介测定氧传递总系

数的方法
。

一 基 本 概 念

年
, 护‘ 〕报导了在连续流水池中流水的混和情况

,

他的结论是少的水池基本 上

处在完全混和状态
。

外 和 彭’〕对水池中的流水混和状况作出了最重要的研究
,

提

出了反映廊道式曝气池中纵向混和的数学关系式
,

常为后人所采用
。

年 矛”’采用

一个轴向弥散模型和一次代谢反应导出一组表述活性污泥过程的公式
。

韶
,

和

尹一助 对活性污泥法曝气池中的混和和反应速率作出了一系列的研究
,

考察有关混 和 的

轴向弥散和容积分配的模型
,

指出团流曝气系统 的 饭 洲 幻与完全混和

曝气系统相比
,

出流的质量较好
。

和 尹。指出轴向弥散模型最能反映习用的

气泡曝气池中的混和状况
,

这种曝气池的处理效果比完全混和曝气池较好
。

柳〕对一个

大曝气池继续 二 和 叭 的研究
,

也认为轴向弥散模型是适用的
。

他 们 相 信
,

习

用活性污泥系统基本上是完全混和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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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廊道式曝气池中 , 氧的传递速率 芸兰 常不能满足氧的需要速率
‘

芸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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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氧状态 当供应的氧量达到 一定程度
,

氧的需要速率才低于氧的传递速率
,

混合液才出

现有氧状态
。

池中沿流程各断面上混合液的氧需要速率是逐渐下降的
,

如果水流处在严格的

团流状态并缺氧时
,

需氧速率的下降速率应等于供氧速率
,

也就是氧传递速率
。

但是
,

如上

所述
,

在廊道式曝气池中确实存在着纵 向混和
。

因此
,

沿程各断面上混合液的氧需要速率的

下降
,

可能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
。

一个因素是微生物的代谢作用
,

另一个因素则是曝气池后

段中因得到处理而含有有机物较低的混合液的回流稀释作用
。

实测的结果表明
,

廊道式曝气池中混合液氧需要速率的递降和溶解氧的变化大致如图

所示
。

氧需要速率的变化规律基本上分为三段 起

端的氧需要速率很高
,

约在 邝 的池长内以较高的

速率下降到较低的数值
,

同时
,

混合液处在缺氧状

态 接着
,

氧需要速率的下降速率有所减弱
,

而混

合液仍处在缺氧状态 最后
,

氧需要速率下降平缓
,

接近不变
,

混合液则转入有氧状态
。

据此可以推测

在第三段池子中
,

微生物主要进行内源代谢
,

故反

应速率很低
,

混合液氧需要速率下降平缓 在第一

段池子内除存在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有机物的转化

外
,

还存在着明显的纵向混和
,

故混合液氧需要速

率大大高于第二段 在第一段和第二段池子内
,

溶

‘中、叫砌︶嵘︸吸块

一一
’

, 叭

川川
。。。

,

一一
雾雾福一韶之痴一一一礴礴礴

,, 分
一

咨咨

入混合液的氧气全数用于微生物的呼吸
。

按照上述概念
,

廊道式曝气池中第二段和第三段交界处断面 相当于图 中乙处的断面 上
上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小 月 一
、。 , ‘ , ,

的混合液氧需要速率 相当于图 中的 号岑 。 应等于曝气池的氧传递速率
。

实测 数 据 表曰“ 川 曰
‘

外 一 , 、 ’“

一
‘

几 、 ‘
, ’」

一
,

囚
‘

”
‘ 砂

七
寿’

“ 灿
、 ’山 曰 子 ’‘ , 一 ”

八 盯
、咨 扩曰

明
,

第二段线段的坡度 每小时 马梦
一

洛
。 的下降值 也等于氧传递速率

,

即在第二段池子中混
‘ ’

一 一
、 一 ‘

一 、 , ” , 七 “ ‘ ’ ,

”
一
「 ‘ , ’ ’、 一 ”

一

“一‘ ”一一
’ , ‘

四

合液的氧需要速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有机物的转化
。

二 实 例

琼岛东厂
,

密尔沃基市
,

威州

这个厂有 个曝气池
,

每池有两个廊道
,

每个廊道 长 米
,

宽 米
,

深 米
,

如图 所示
。

曝气系统由扩散板组成 每池池底铺板 块
,

分 组
,

每组 列
,

每列

块 每块 米见方
,

扩散板总面积约 占曝气池

而积的
。

年 月 日
,

对两个曝气池 进 行了测

定
。

每池取 个试样
,

取样点贴近池面
,

均匀分

布于全长
,

如图 所示
。

因为池面混合液中大都

含有空气泡
,

故试样的溶解氧在取样桶内测定
。

一 扩散长

邪。术

—
一
一一一一一一司

固

一侯测得溶解氧
,

试样立即倒入一个容积为

升的广口塑料瓶
,

加盖
,

迅速摆晃 次
,

使试样具有足够的溶解氧 随即测定试样的氧吸

一
, 、。 人 一

。 、
、 二

一
、 , 、 、

一
‘

一 一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 、

取速率 即混合液的又箭夕动
。

测定在曝气池池顶过道上进行
,

采用黄泉牌 型测氧仪直接

读出 值
。

在下午 点时
,

号曝气池的混合液流量为 米 时
,

空气流量为 米 秒

号曝气池则分别为 。 米 秒和 米“ 秒
。

混合液温度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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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的数据列在表 中
。

从 看
,

曝气池是缺氧 的
。

在第 号 池 中
,

终 点 的 是

毫克 升 由于取样点可能受出 口堰引起的水面波动所影响
,

侧 〕值可能 偏 高了
。

在第

号池中
,

中点的 是 毫克 升 , 这是取样点处在涡流造成的
。

表 溶解氧和叙需要速率 琼岛东厂污水处理厂

号 池池 号 池池

取取 样 点 一 不酉又一 一厂一一 而
叫

一

———————————————————————
、、 了卫色 、

毫克 升 时 毫克 升 、击 ”” 毫克 升

毫克 升 时
一

工工

一

工工 王
一

‘ 一 一

鱼鱼 一一
“‘

⋯⋯
一

一 一

。。。
一

多多
一

忿忿忿

旦旦

鱼鱼

根据表 数据
,

点绘得图
。

可以看出
,

池子起端的氧需要速率很高
,

在合长的池子内

降落得很快
,

随后降落速率就减低
。

在 号池子的终点
,

混合液似乎 己进入内源代谢 如果

终点的 确实反映混合液已处于有氧状态
,

则 号池的氧传递速率应 在 毫 克 升 时 以
上

。

池 的最后令内氧 需要速率下降 毫克 升 时
,

据此估计 号池的氧传递速率也是 毫
, ,

一
, , , ‘

二
, , , , 、 ,

一 二 一 一
、 , , ,

克 升 时
。

在 号池内
,

令 处已进入有氧状态
,

此时氧需要速率也是 毫克 升 时 , 如果“ , 了 ’ 卜 。
’

脚
一

了 口 ’ ’ ‘ 护
洁 、 ’刁 十、 甲 、 即

, ”动

竹
‘ , 目 一了一

四 , 甘 二。夕 。 曰 , 产曰 卜

拟内

梦万耐叱劝骗一

‘侧一
,了

按中段氧需要速率的下降速率估计
,

号池的氧传递速率

约为 毫克 升 时
。

南岸污水厂
,

密尔沃基市
,

威州

这个厂有 个曝气池
。

每池长 米
,

宽 米
,

深 米
。

每池铺设扩散板 块
,

布置方式类似琼岛东

厂
,

其总面积约占池面积的
。

与琼岛东厂不同
,

它有

初沉池
,

曝气池为单廊道
。

在 年 月 日
,

对第 号曝气池进行测定
。

混

合液逗留时 间 为 小 时
,

液温 ℃
,

已 毫克

升
。

空气流量为 米 , 秒
。

测定连续进行两次
,

数据列于表 中
,

其氧需要速率

并点绘于图 中
。

在第一次测定中
,

测定点 的 间距为

步
。

鉴于在琼岛东厂测定时所得 值很低
,

故在第一次

测定中有 左右的测点专测 值
。

鉴于在第一次测定

中
,

好些相邻的氧需要速率的值相差不大
,

故在第二次测

瘫中删去了一半测点
。

呀 扮叱
寸

一

仔 、

。 一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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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落解叙和级份要速率 南岸污水厂

次 测 定 第 二 次 侧 定

剖取 样 点

米

了
一

竺 、
、 口

毫克 升 时 毫 克

取 样 点

米 毫克 升 时

一

液面
液底

一

仇

几品叨一己几

一

丹曰三,心亡占,几

已

,上司
一

液面

﹄卜︸的‘‘
︸,一,曰

液面
液底

一

魂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了

牲

圣
·

一

状

一

一
冠

,曰。﹄﹄﹄月,任,上泊马连︸口,八,扫,曰浦生今曰,一西,月七乐

性,山,几,一‘︸山心自自自,上,孟,︵上,工,上,人,几孟

八甘。了工舀月性,卫上︸曰兑︺么执
‘二勺品九咋‘己心八甘曰”︸﹄,义

一上目己

氧需要速率从起始的 毫克 升 时很快的下降到 毫克 升 时
。

氧需要速率 的 下 降

速率开始减慢
,

到氧需要速率约达 毫克 升 时为止 , 坡度再次改变
,

到 毫克 升 时为

止 , 最后
,

维持 毫克 升 时
。

第二次测定的数据在中段与第一次测定有些出入
。

从 数

据可以看出
,

测得的数据不象琼岛那样明确
。

其原因之一是第 号池的扩散板采用两 种 不

同的规格
,

的池长采用中档透气量的扩散板
,

其余采用低档透气量的扩散板
。

此外
,

空

气流量也不同
,

前段多于后段
。

在第一次测定中
,

米采样点液面 为 毫克 升
,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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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巡碱姻居奎

到终点时却为 毫克 升
,

且氧需要速率基本不

变
。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

在池的中段出现有氧

状态
,

其位置约与扩散板规格的变化位置相合
。

扩散板规格变化的影响应作进一步的研究
。

第一次测定的数据表明
,

氧传递 速 率 为

毫克 升
。

单从 数据看
,

第一次测定 表 明氧

传递速率在 毫克 升 时之间
,

第 二 次 测

定表明氧传递速率在 毫克 升 时之间
。

当

氧需要速率低于 毫克 升 时时
,

混合液出现有

氧状态
,

氧传递速率也变了
。

从该厂的运行数据

分析
,

氧传递速率为 毫克 升 时
,

与上 述

毫克 升 时接近
。

底特律污水厂
,

底特律市
,

密执安州

底特律污水厂有一个曝气池
,

既可采用空气
来

图
·

曝气
,

也可采用纯氧曝气
,

以便进行比较
。

如图 所示
,

这池 由 个廊道组成
,

廊道长

米
,

宽 米
,

深 米
。

每个廊道的曝气系统由 组曝气器组成
,

布气管设在廊道中心线

二
甲

, 讨

固

上
,

个曝气器设在布气管的两侧
。

曝气器

离液面距离为 米
。

曝气系统两侧设 有 高

度为 米的纵向障板
,

两 障板 间距 为

米
。

障板的设置使液流产生横向回流
。

在测

定前不知道这种不常见的布置方式
,

因此采

样点选择不当 ,

而恶劣的天气又阻止重测
。

测定在 年 月 日进 行
,

天 气

可书三
、

止

非常不好
,

很冷
,

测定刚结束就下雨
,

当晚下雪
。

因为天气冷
,

测定氧需要速率时要特别注

意
。

混合液用采样桶取出后立即倒进一个广 口保暖瓶中
,

加盖
,

剧烈摇晃 次
,

立即在现场

作氧需要速率测定
。

测定时
,

液温为 ℃
。

则在液面和液底两处测定
,

数据如表 所示
。

值的总趋势是随着流程方 向上升
,

但有相当大的波动
。

液底 值都低
,

基本上表明缺氧

表 叙摇要速率和落解峨浓度 底特律污水厂

溶 解 氧 浓 度 毫 克 升
一

一
底

一
·

一一

一
·一采 样 点

氧 需 要 速 率

毫充 升 时

几,︸咨任一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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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布、减蝴

韶
之 , 山

天气不允许等待 仪读数降至最低值
,

使读数
受到限制

。

测定时的空气流量为 米“ 秒
,

棍

合液流量为 米 秒 初沉池出流约为 米叮

秒
,

回流污泥约 为 米 秒
,

曝气 时 间 约 为

小时
。

混合液黑而粘度似 油
。

测定 时
,

电极每次都被油状污泥包裹
,

要不断清洗
。

整个

测定的条件是不理想的
。

从图 中可以看出
,

氧需要速率线先在 毫

克 升 时左右转折
,

然后在 毫克 升 时 第九

廊道 转折
。

氧传递速率约为 毫克 升 时
,

因

为 值表明混合液在第九廊道接近有氧状态
。

借达它

‘ 一 今 一 ‘ 一 一

一
在 一一

一一

丫丫
护 甲

,

甲 宁 甲 一 护护

测定时的曝气池运行数据收集在表 中
,

以试估所得氧传递速率的准确性
。

从表中数字可以看出
,

匆沉池出流的 。是很高 的
,

毫克 升
,

其中 毫克 升来 自溶解物
。

这里的间题是初沉池出流中的大量悬浮固体
,

的平均值为 毫克 升
,

其中 毫克 升

是挥发 性 的
。

它 的 无 机部 分 只 是 积 累 在

阳 中
,

使 日 中的无机物很多
。

根据

初沉池出流的 非挥发性悬浮固体

和曝气池混合液的 日 非挥 发 性 棍

合液悬浮固 体 推 算
,

的逗 留 时 间

约为 小时
。

这比一般活性污泥法

系统的 要短得多
,

给数据的推算带来一

个问题
。

这样短
,

要使进入曝气池的复

杂的悬浮固体完全代谢 是 不 可 能 的
。

从 氧

传递速率推算
,

由于有机物 代 谢 而 下 降 的
‘ 只有 毫克 升

,

其余下降 的 。

仍以有机物的形式留在曝气池的 中
,

它们好象 一样没有参予生化反应
。

根

据活性污泥法系统的基本关系式
,

可 以算得

日中的活性微 生 物 物质约为 毫克

表
‘

底特律污水厂曝气池运行数据

初沉 池出流
。

溶解物 玩

悬 浮 固体

挥发性悬浮固体

磷

溶解物磷

曝气池

五

后沉池 出流
。

溶解物 丑 。

悬 浮 固体

挥发性悬浮 固体

磷

毫克 升

毫 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厂升

毫 克 勺卜

毫克 升

毫克 升
一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升
,

没有参予代谢的挥发性悬浮固体约为 毫克 升
,

非挥发性的悬浮固 体 约 为 毫

克 升
,

加起来得 约为 毫克 升
,

实测的 卜 为 毫克 升
。

这样
,

按 从 测

定数据估计的氧传递速率推算得的 已 毫克 升与实测到的 毫克 升颇为 接 近
。

故此
,

氧传递速率大致是 毫克 升
。

实际上
,

这个活性污泥法系统代谢的大都分是溶解的

有机物
,

而悬浮的有机物只有一小部分代谢了
,

其余的留在活性污 泥中
,

随剩余污泥转入其

它构筑物
。

含活微生物少而含情性物质很高的活性污 泥沉降性能 良好
,

因此
,

虽然有机物没

有很好稳定
,

出流的水质
二

邵相当好
。

迈克思森污水厂
,

孟菲斯市
,

田纳西州

在孟菲斯市
,

测定了两个污水厂
,

但这里只讲一个厂
。

迈克思森污水厂采用 吸附再生法

接触稳定法
,

有吸附池 个和再生池 个
。

个池子都是双廊道的
,

尺寸 也相 同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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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长 米
,

宽 米
,

但液深不同
,

吸附池和再生池分别为 米和 米 参看图
。

每个曝气池有 组大气泡曝气器
,

分别由 根立管和 根横向布气管供气
。

这种布 置 方

式增强纵向混和而减弱横向混和
。

测定时在立管处取样
。

年 月 日
,

在吸附池 和再生

池 作了曝气测定
。

液温都是 ℃ ,

都严重

缺氧
。

吸附池 的混合液流量是 米叮秒

其中回流污泥量流量为 米 ” 秒
,

混合

液的逗留时间是 小时
。

空气流 量 为

米。 秒
,

是 毫克 升 其中

刁目沁月

, 卜心

卜森端森扁拓层

一一

奎彭铃铃
布布布

务一一一一一

为 毫克 升
。

表 为吸附池 的溶解氧和氧需要速率的测定数据
。

值基本上 是
,

池的终点值除外
。

终点 值往往偏高
,

因为受出流堰影响
,

这里的混合液中常含 有气

泡
。

氧需要速率数据点绘在图 中
,

它下降得很快
,

接着在第刊印道中以等速下降
,

氧传递

速率为 毫克 升
。

第二廊道的氧需要速率数据没有第一廊道那样规则
。

这可能是调低空气

流量造成的
。

总之
,

整个曝气池缺氧
,

池的氧需要速率平均值为 毫克 升
。

表 溶解氧和氧需要速率

迈克思森污水厂吸附池

采 样 点

空 气立 管编号

氧需要速 率

毫克 升 时

液 面

毫克 升 含
、 、

布、、 、

州,瑞︶
时招器

,叮叹,,山乙,自勺‘

里才一言一兹 苗踢下乞一在一犷万护犷飞乞
立管编号

图

再生池 的污泥流量为 米 秒
,

逗留时间为 小时
,

空气流量为 ‘ 米 , 秒
,

为 毫克 升 其中 毫克 升为 吕内
。

测定数据如 表 所 示
。

值 很 低
,

虽

然沿流程略微上升
。

近终点时
,

值下降
,

反映空气流量降低了
。

近终点时的氧需要 速 率

上升
,

很难解说
,

可能与空气流量的降低有关
。

这表明空气流量不应降低
。

这个曝气池的氧

传递速率只有 毫克 升 时
,

反映 很高时氧的传递有困难
。

迈克思森污水厂的运行数据示于表
。

孟菲斯市的污水是很强的
。

它的溶 解物 很

高
,

使吸附池超负荷
,

不能得到足够好的出流
。

吸附池中活性污泥吸附悬浮固休
,

但溶解物

的下降必须依靠微生物的代谢作用
。

再生池中氧传递速率很低
,

似乎是有机物很高
,

污

泥粘滞度高所造成的
,

这可能是吸附再生物法的一个关键性间题
。

在再生池 中没有得到稳定

的有机物
,

必然为剩余污泥带到其它处理构筑物
。

上面列举的例子清楚地表明
,

气泡曝气池中的曝气规律具有同一 型式
,

不论池子有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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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右 溶解氧和氧播要速率

迈克思森污水厂再生池

袅拿 边克忠森污水 选行数据

入 流 出 流
采 样 点

空气立管编号

氧需要速率

毫克 升 时

液 面

毫克 升
⋯ 玩

溶解物 玩

悬浮价 刀 玩

悬浮固体

挥发性悬浮固体

非挥发性悬 浮 固体

溶解物

悬浮 物

毫克 升

毫克 升

老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开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毫克 升

邸
‘到‘幻口﹃到‘‘目召力六引︺口创叨目日

生丹廿三勺白口口任魂丹‘,工,一玉,上,二,二,上‘

廊道
,

不论有机物负荷多大
,

也不论曝气设备如何
。

虽然混和型式和氧传递性能有些差别
,

但是
,

所有气泡曝气系统具有同样的基本情况则是显见的
。

测得的数据对验证活性污泥法的

基本关系式也是有用的
,

因为运行数据和氧传递速率数据常常可以一 同验算
,

相互印证
。

三 氧传递总系数 祖 的测定

曝气池氧传递速率既同曝气系统的性能有关
,

也同混合液的性质有关
,

因此不能直接用

测得的氧传递速率来反映曝气系统的传氧性能
。

通常用 ℃ 时的清水氧传递总系 数 作

为反映曝气系统的传氧性能参数
,

供评价和选择曝气器时参考
,

也可用于设计时估算曝气池

的氧传递速率
。

为了清除液体性质对氧传递总系数的影响
,

测定氧传递速率时可以用清水替代混合液

也可以运用上文介绍的方法
,

即直接在正常运行条件下测定氧传递速率
,

但是 需要在实验室

中做一些补充测定
。

本文开始时介绍的氧传递速率公式可以改写如下

会一
·“‘“‘ 一 ‘ ,

式中 兀 “

— ℃时清水氧传递总系数 时
。 “

—混合液传递总系数
,

为调整系数
,

在实验室测定

口
— ℃时清水氧饱和浓度 毫克 升 ,

月召
—混合液氧饱和浓度

,

召为调整系数
,

在实验室测定
。

一
, , 。 己 、 , 一

、 、 、 、 , , , , , 、 ,

显然
,

在测得 弓答 和 “ 与 月 或 月 的值以后
,

可以按上
一

” ,‘

”脚 功 ’” 云 “
, 十 , 一 一 尸 、

认 尸 “ ’ 沙

以肋 曰 ”
, 切拼一 万 ⋯

‘

⋯
式计算 了脚

。

下面简单介绍测定 和 刀的方法
。

图 是实验室测定装置的示意图
。

容器容积在 升左右
。

空气

流量是可以调节的
,

并用转子流量计计量
。

搅拌器的转速也是 可以

调节的
。

溶解氧用测氧仪直接读出
,

电极位置要注意 既要周围有

畅通的液流
,

又要不让小气泡接触电极
。

测定 尽值比较简单
。

把清水放入容器
,

开动搅拌 器 和 放 入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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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

测氧仪读数木再上升时
,

读数郎为 口
。

然后换入混合液
,

作同祥操作
,

即可读得 刀口
。

两数的比值为 月‘

测定 。 时
,

把清水放入容器
,

开动搅拌器
,

并用空气管送入氮气
。

氮气使溶解氧解析
。

等测氧仪读数降至 后
,

送入空气
。

溶解氧读数最好用 自录仪录下
,

否则定时读数并记下
,

至读数不变为止
。

整理记录
,

录出粤和
,

并点绘在坐标纸上
,

所得的直线坡度 就 是 ,
一 一 ’

” 一 一
’

一一
’

一
’‘ 一 ’

一一 刁右
’ ’ · ’ 产 ’ ” 一一

动 一 一
‘

“ ” , 一 、
,

’ “ ‘

的值
。

然后
,

以混合液换清水
,

开动搅拌器和直接通入空气
,

测氧仪出现读数后
,

按时读数
、

记录
。

整理数据并点绘
,

所得直线的坡度就是 “ 川
。

脚 和 “ 的比值即
, 、‘ ,

、 , 一
, , , , ,

。 。 , 。 二 , , , 人 , , , 小。 , , 。

顺便指出
,

用 鉴
,

、 “ 和 尽算出的 了脚 不是反映曝气器的传氧性能
,

而是反映整个曝
, ”一

‘ 只

”
’‘ 云

‘ 、 一 “ ” 尸 川 ”子

一 “ 一 少 、 、 阳
’、 ‘

一
’

扣
’ “ “ 少 、

一 ”

气池的曝气传氧性能
,

后者同池形和曝气器的布置方式也有关系
。

、沪、护﹄工 ,夕,广︸声产‘沪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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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有关活性污泥法的儿个问题

和曝气池的计算法
哈 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张 自杰 编译

一
、

科研课题和发展方向

近十儿年来
,

环境保护在苏联受到重视
,

而城市污水处理一直被认为是环境保护的一项

重要措施
。

目前大约有 所科研和设计单位
、

所高等院校在从事污水处理的 科研
、

设

计和教学工作
。

污水处理中的生物化学处理的效果得到公认并广泛用于城市污水和各种有机工业废水处

理的实践中
。

在最近的一个五年计划中对污水的生物化学处理提出以下各项科研任务 某些有机合成

物质生物降解过程的探讨 物质化学结构与生物降解间动力学关系的分析 , 有机污染物质生

物降解过程控制因素的探讨 富氧曝气效应的探讨等
,

并规定 无论那一项都要进行数学模

式的推导
。

这些科研课题正在一些科研
、

教学单位进行着
,

并取得一些进展
,

结果创造出能够大大

强化生物降解过程的新型生物处理构筑物
,

如 多室曝气池 混合曝气池以及各种类型的曝

气澄清池等
。

在这方面规定的发展方向有 开创物理化学 —生物处理综合处理系统 使用激发剂激

发生物化学降解过程 使用变异菌净化污水 提高活性污泥浓度 , 扩大生物降解的温度适应

范围等
。

二
、

理 论 基 础

在苏联对有机污染物质生物降解通行的理论基础是其生化氧化速度及其动力学关系
。

在推流式曝气池
,

沿曝气池的长度存在着污染物质浓度的变化梯度
,

污染物质的成分也

产生相应的变化
,

活性污泥必须适应由这一梯度而产生的负荷变化
,

因此
,

曝气池的一部分

容积用于混合液的非有效时间
。

在推流式曝气池内
,

污染物质的生化氧化速度是变化的
,

这种处理工艺能够取得任何予

期的净化效果
。

在完全混合式曝气池
,

不存在污染物质浓度的变化梯度
,

氧化速度在正常情况 下是同一

而恒定的
。

活性污泥法变法中的高负荷工艺流程
,

其基本特征是与污泥中活性细胞相较
,

污染物质

非常丰富
。

根据化学反应动力学理论
,

当参加反应一方 占有绝对优势时
,

反应将按零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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