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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混凝去除黄浦江水有机物的试验研究

董秉直 曹达文 范瑾初 同济大学污染控制 与资源化研究 国家重点 实验室
,

上海

, ,

只

摘要 强化混凝去除有机物的效果 与水源的分子量分布特

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黄浦江水中低分子量的溶解性有机物占

多数
,

因此
,

强化混凝处理有机物效果有限
。

对于 分子量区间

的有机物
,

增加混凝剂投量可有效去除紫外吸光值
,

但去

除溶解性有机碳 的效果很差
。

尽管增加混凝剂投量和降

低 都能有效地去除有机物
,

但决定强化混凝效果的主要因素

是
,

去除黄浦江水有机物的最佳 范围为 一

关键词 强化混凝 有机物分子且分布 溶解性有机物

紫外吸光值
。

超滤膜和超滤器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

膜分离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提供
。

超滤膜的材质和截留

分子量如表 所示
。

表 , 膜的材质和截留分子

膜材质 截留分子量

作者简介 董秉直
,

年生
,

年毕业于 同济大

学环境工程学院市政工程专

业
,

硕士
,

副教授 主要从事水

处理技术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

目前主要进行膜技术处理 以

及混凝粉末活性炭去除水中
污染物的研究

。

先后发表论文

近 篇
。

聚丙烯睛

聚醚枫

高分子合金聚合膜

测定采用岛津 一 测定仪
,

测定

采用岛津 一 紫外分光光度仪
。

, 引言
天然水源受到污染 的主要标志是水中溶解性有机

物含量增加
,

从而严重影响净水水质
,

给人的健康造成

危害
。

如何去除水中溶解性有机物
,

是给水处理领域的

主要课题
。

强化混凝由于经济
、

有效
,

而受到国内外水

处理研究者的重视
,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 , 〕。

实验部分

试验用水样均取自上海杨树浦水厂
。

混凝剂为精制硫酸铝
。

· ,

含

量为
。

硫酸铝投加到 的水样中去
,

快速搅拌
,

然后慢速搅拌
。

将混

凝液用 “ 微滤膜过滤后
,

再分别用
、

和

的超滤膜分离
,

分离液测定 和
。

用差减法

取得分子量分布
。

试验结果与讨论

黄浦江水有机物分子量分布变化规律

由图 和图 可知
,

黄浦江水中的 和 洲

主要集中在 一 和 分子量的有机物
。

分子量的 全年平均为
,

分子量的为
,

一 分子量的 几几
‘

全年平均为
,

的为
。

由此可见
,

黄浦江水中的溶解性有机物主要 为小分子

量的有机物所组成
。

因此
,

如何有效地去除低分子量的

有机物是提高有机物去除率的关键
。

混凝剂投加量对各分子量区间的去除效果

混凝去除 和 的效果如图 和图 所

示
。

随着混凝剂投量的增加
,

在
、 一 和

分子量区间内
,

和 逐渐下降
,

去除效

果明显
。

这表明混凝去除大分子量的有机物的效果较

好
。

但在 的区间
,

增加投量 的去除效果明显

高于 的
。

混凝去除有机物的机理被认为是电性中和以及金

属离子产生的水解产物 一 金属氢氧化物对有机物的吸

附作用
。

这些金属氢氧化物的表面带正电
,

因此
,

对带

负电的有机物产生吸附作用
。

天然水体中的有机物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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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卜

恻姗
。

夕日己了声口

要以腐植酸类有机物为代表
,

常含有较多的官能团
,

如
一 和一

。

而 在很大程度上为腐植酸类有

机物所构成
。

较大分子量的有机物多为憎水性
,

混凝去

除效果较好
,

而较小分子量的有机物多为亲水性
,

混凝

去除效果差
。

加大混凝剂投量
,

形成大量的金属氢氧化

物
,

并使其正电荷密度上升
,

同时
,

混凝剂投量增加
,

水

中的 下降
,

在低 条件下
,

较小分子量的有机物

一 一

截留分子量

投加量

投加量 酬

圈口不投加混凝剂

投加量 岁

口团

月

一 一 一

屏

﹄︺门﹄‘︸拜,、﹄,乙

︵弓彭辞众厄功﹄口劝祖宜因妈申奈力

一 一 一

图 一年中黄浦江水的各个分子量区间的 变化

图 混凝剂在各个分子最区间的去除
。

效果

特别是腐植酸类的有机物
,

质子化程度提高
,

电荷密度

下降
,

亲水性减弱而憎水性增强
,

容易为混凝处理去

除
。

因此
,

混凝去除 的效果优于
。

由此可见
,

由于黄浦江水源中低分子量的有机物占多数
,

故强化

混凝的效果有限
。

︹︸、一

冽
曰八曰门月叶,、︺,‘

︵︶锌公一湘

图

“ 打节一寸一犷居一 言, 扮言一贪弓厂右不才
月 份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年中黄浦江水的各个分子量区间的 变化
。

〕〕〕〕〕
一 一

截留分子量

不投加混凝

投加量 岁

投加量 以

投加量
。

图 混凝剂在各个分子最区间的去除 效果

因 口
。 。

棍凝齐投加量

图 混凝剂投加量去除 和
。

的影响

由图 可以看出
,

随着混凝剂投量的增加
,

和

去除效果逐渐提高
, 、去除率较 的多了

。

其差异体现在分子量 的有机物上
。

的影响

低 会改变水中有机物存在的形态
,

使有机物处

于被容易吸附的状态
,

因此是强化混凝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因素
。

在混凝试验中
,

投加 的
,

使

保持在
。

试验结果如图
、

所示
。

由图
、

可

见
,

增加混凝剂投量
,

提高有机物的去除效果
,

在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水中 的降低
。

保持混凝剂投量为
,

在混凝过程中
,

投加

的 和
,

调节为不同的
,

试验结

果如图 所示
。

图 表明
,

混凝去除黄浦江水的最佳 是 一
。

力加︵弓燕讲六
,

扭理丁岁匀幼
、

勺亘因妇十求冲

︵闷谕日︶口自

圈口叼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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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

增加混凝剂投量可有效地去除大分子量的有机物
,

但对于 的低分子量有机物
,

增加混凝剂投量可有效

地去除 。 ,

但去除 的效果很差
。

因此
,

强化混

凝去除
。

的效果较 的高
,

试验结果表明
,

的去除率较 的去除率增加
。

增加混凝剂投量和降低 都能有效地去除有机

物
,

但决定强化混凝效果的主要因素是
。

去除黄浦

江水中有机物的最佳 是 一
。

铃公一刊口自

一 不调节

图

棍凝俐投加缝
一 一 不调节时的 值

。

对去除 的影响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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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实施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

︸八、、﹄,﹄,止铃渔梢岔刊泛口

一 一 ,刁

图 变化 日 对去除有机物的影响

月竹,,︸飞几哥迷匆潭一寻褥

为使全 国畜禽养殖污染管理走上法制 化道路
,

抑制 畜

禽污染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

日前国家环保总局发布施行《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
。

《办法 》规定县以 上环保行政主

管部门在拟定本辖 区的环境保护规划时
,

应根据本地实际
,

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状况进行调 查和评价
,

并将其污染防

治 纳入环境保护规划 中
。

《办法 》明确规定在生活饮用水源

保护 区
,

风景名 胜 区
,

自然保护 区核心 区
,

城市和城镇居民
、

文教科研集中地区及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禁止新建畜禽养

殖场
,

上述地 区 已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掇迁或关闭 《办

法 》还强调 了畜禽养殖业的
“

三 同时
” 、 “

排污申报
” 、 “

排污许

可证
”

和
“

激纳超标排污 费
”

制度
。

另外
,

对超过规定排放标

准或排放总量指标
,

造成周围环境严重污染的畜禽养殖业
,

县以 上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可提 出限期治 理建议
,

报同级人

民政府批准实施
。

〔葛松源

可见
,

尽管增加混凝剂投量和降低 是强化混凝的主

要措施
,

但决定强化混凝效果的主要因素是
。 上海绿化和世界主要城市比较

结语

考察了水源有机物分子量分布特性和强化混凝效

果之间的联系
,

表明强化混凝去除有机物的效果与水

源的有机物分子量分布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

由于黄

浦江水中的低分子量有机物占多数
,

因此强化混凝效

果有限
。

上海近几年来绿化建设工作有 很大的进展
,

但由于

人 口 密集
、

土地资源 紧张等原 因
,

其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

地覆盖率仍在较低水平排徊
,

目前上海城市建成区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只 有
’,

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有较大的差

距
,

市 区绿化覆盖率只 有
,

而 莫斯科绿地覆盖率为
,

伦敦绿地覆盖率
,

堪培拉绿地覆盖率达
。

本刊 己者 魏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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