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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生物预处理中两种新型填料的特点及部分处理效果
。

试验表明 轻质填料对氨氮的处理效果更稳定
,

而悬

浮填料不需反冲洗
,

便于运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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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预处理技术中选择何种填料作为生物膜的

载体是决定生物处理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

填料的发展现状

作为生物膜载体
,

填料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有一定的机械强度
,

较大的 比表面积
,

生物
、

化学及

热力学稳定性好
,

一定的孔隙度及表面粗糙度
,

对生

物膜活性无明显抑制性
,

可再用性
,

价格低廉
。

填料的种类很多
。

通常它们被分成两大类 无

机类填料
、

有机类填料
。

无机类填料在生物膜技术

发展的各个阶段均起着重要作用
。

从最初的砂石到

现在被广泛采用的活性炭
。

大多数无机类填料机械

强度相对较好
,

但 比重较大
。

有机类填料是 目前最

具发展前途的生物膜载体
,

它以高分子聚合物为材

料
,

根据生物过程的需要
,

加工成各种形状
,

并可具

有不同的表面性质
,

以便最好地满足反应器物理
、

生

物特征的需要
。

在国内
,

生物预处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接

触氧化
,

采用弹性填料和生物陶粒两方面
,

并均已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
。

从应用情况来看
,

由于弹性填料

比表面积相对较小
,

所需停留时间较长
,

因此接触氧

化池所需体积较大
,

工程费用较高
。

另外
,

接触氧化

池还存在排泥相对较困难
,

填料上结泥
,

影响处理效

果等问题
。

生物陶粒在国内研究也较多
,

相对于弹性填料
,

陶粒的比表面积较弹性填料大
。

处理效果较好
,

氨

氮的去除率最高可达 以上
。

但陶粒滤料滤

池尚存在流态和反冲洗的问题
,

而且池型复杂
、

管理

操作不便
,

还缺乏在大型水厂中的应用经验
。

在国外
,

生物预处理在污水处理方面研究及应

用较多
,

填料的种类也 日新月异
。

如得利满公司的

滤池和 公司的 滤池
,

都

采用了一些新型填料
。

新型填料

近年来
,

一些在污水处理中开发
、

研制出来的新

型填料
,

被逐步运用到给水生物预处理中
,

具有代表

性的有两种 悬浮填料和轻质填料
。

悬浮填料

悬浮填料是近年来开发出的一种用于生物接触

氧化工艺的新型填料
。

它最早是 由 公司开

发的一种大小为 一
,

比重稍小于水的多孔

泡沫塑料小方块
。

当这种填料生长 了微生物后
,

比

重略大于水
,

通过曝气搅动
,

使其在水中呈 流化状

态
。

其特点是

由聚乙烯
、

聚丙烯等塑料或树脂制成
,

比重

与水接近
,

在适当曝气时
,

易达到流化状态

填料在流化状态下不会结团堵塞
,

老化的生

物膜通过水力冲刷 自动脱落
,

促进了生物膜的更新

填料直接投加在水池 中
,

不需支架等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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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料运行过程中不需反 冲洗
,

只在反应器进出水处

设置滤网拦阻填料
。

试验期间原水水温 一 ℃
,

挂膜结束后气水

比控制在
。

试验结果

挂膜比较

两种填料在相 同工况下同时进行挂膜
,

原水水

温 ℃左右
,

进水氨氮 一
。

悬浮填料

和轻质填料分别经过 天和 天后
,

氨氮的去除

率稳定在 以上
,

基本完成挂膜
。

从表象上观

察
,

填料上覆盖一层黄褐色薄膜
,

通过生物镜检也可

发现明显的菌胶团和一些原生动物
。

从挂膜情况来看
,

悬浮填料 比轻质填料更容易

挂膜
。

主要原因是轻质填料的聚苯乙烯表面不利于

微生物的附着
。

因此
,

虽然轻质填料的比表面积要

大于悬浮填料
,

但由于悬浮填料是聚乙烯材质
,

而且

填料表面也相对粗糙些
,

所以挂膜较快
。

氨氮的去除

两种填料对氨氮的去除结果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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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减少了安装工程
,

且不易堵塞
,

不需反冲洗
,

运行

管理方便
。

填料处于流化状态
,

加强 了对气
、

水的分割

作用
,

有利于布水
、

布气的均匀
,

提高了氧的利用率

和传质效率
,

从而提高反应效率
,

减少停留时间
。

轻质填料

轻质填料最早由 公司的 以汀 演化而

来
,

填料为聚苯乙烯发泡塑料粒子
,

比重 左右
,

主要用于污水的二级及三级处理
。

该填料比表面积

在 夕澎以上
,

因此可大大提高反应效率
。

轻质填料具有来源广泛
、

填料比表面积大
、

价廉

等优点
。

采用轻质填料的反应器运行时需进行反冲

洗
,

由于填料比重较轻
,

采用常规的反冲洗方式难以

达到满意的效果
。

根据填料的特点
,

上海市政工程

设计研究院邹伟国等开发了脉冲冲洗方法
。

它是利

用滤池的一单独空间形成的气垫层
,

使冲洗水流量

瞬时加大
,

导致填料层突然膨胀形成脉冲
,

从而把附

着在填料表面的老化生物膜冲刷脱落
。

悬浮填料和轻质填料的比较

在相同水质条件下
,

对轻质填料和悬浮填料的

处理效果
、

运行特性
,

以及填料上生物膜的特性进行

了对比试验
,

并据此对两种填料在实际工程中的应

用前景进行了分析
。

试验装置

试验采用黄浦江原水
,

水质属于 一 类水体

标准
,

原水氨氮 一
,

一
。

共

设 套试验装置
,

见图
。

停留时间 功加

轻质填料

子子一毛毛

嘴嘴

一一一一

口

二二

︵求︶哥渔米卿十

攘攘攘攘攘
只只只只只

停留时间

悬浮填料

反应器 反应器

图 反应装 简图

材反应器 内装轻质填料
,

反应柱高
,

填料

区高
,

填料粒径 一
。

由于填料 比重小
,

悬

浮在水面上
,

因此反应器上部设置滤板
。

曝气管布

置在反应器填料下方
,

反冲洗时通过曝气管加大曝

气量配合冲洗
。

反应器内装悬浮填料
,

反应柱高
,

填料

区高
,

填料外形为圆柱形
,

比重近似于水
。

悬浮

图 两种填料氨氮去除情况

水力负荷和停 留时间对氨氮的去除有一定影

响
。

一方面水力负荷增大
,

减少了反应时间
,

且加强

了对生物膜的冲刷
,

不利于硝化过程 但另一方面
,

水力负荷的增加
,

加剧 了水 中污染物质与填料表面

的接触
,

有利于传质作用
。

从图 中可看出
,

在不同停留时间下
,

轻质填料

对氨氮有比较稳定的去除效果
,

当停留时间减少到

十几分钟的情况下
,

仍可 以达到接近 的去除效

果
。

这说明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
,

轻质填料对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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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除率受水力负荷和停留时间的影响不大
。

悬浮填料由于 比表面积不如轻质填料
,

对氨氮

的去除率明显随水力负荷的上升而下降
,

尤其是水

力停留时间减少到 以后
。

从对氨氮的去除率和稳定性来看
,

比表面积较

大的轻质填料更好
。

去除

两种填料对 的去除率都较低
,

在 左

右
。

见表

表 两种填料对 的去除率

项 目 反应器 反应器
,上夕︺

内

进水量平均值 夕

停留时间平均值
口肠进水平均值

公晰出水平均值
铂 平均去除率

出现这种情况
,

可能与原水中可生物降解的有

机物含量较少有关
,

另外
,

由于两种填料水力负荷都

较高
,

浊度的去除率较低
,

也影响了 的去除
。

生物量和生物相

从几次填料切片观察的情况来看
,

两种填料上

生物膜厚度基本在 一 拌 左右
,

均能维持较好

的生物膜活性
。

但运行一段时间后
,

轻质填料由于

反冲洗不够彻底
,

在填料底层有生物膜堵塞现象
。

轻质填料的反冲洗

轻质填料反应 器在运 行 至
,

水头损失达

时
,

通过采用大量水冲及气冲的方法进行反冲

洗
,

以冲刷掉一部分老化的生物膜
,

保持微生物的活

性
。

经过几次冲洗发现
,

冲洗效果不很理想
,

反应器

填料区底部的污泥未能有效清除
,

冲洗方式有待进

一步改进
。

结论及应用前景分析

在相同的氨氮去除率下
,

轻质填料要 比悬浮填

料的水力负荷高
,

滤速大
。

这说明
,

在相同的进水量

下
,

为达到一定的氨氮去除率
,

使用轻质填料的反应

器的池型及占地面积较小
。

这是由于轻质填料有 比

悬浮填料更大的比表面积
,

它耐冲击负荷的能力更

强
。

但轻质填料需解决反冲洗问题后才能在工程中

广泛应用
。

相比较
,

悬浮填料不需 冲洗
,

管理运行方便许

多
。

然而悬浮填料 目前尚无在原水预处理工程中的

实际运行经验
,

缺乏具体的运行参数
,

需在大量的试

验研究后
,

才能应用于工程 中
。

悬浮填料的价格较

高
,

运行于流化状态中较易磨损
,

因此悬浮填料在价

格
、

机械强度
、

合理的结构方面
,

还需进一步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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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溶解性有机物分子量分布测定方法评价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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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自来水市南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 自来水浦东有限公司 上海

“

水中溶解性有机物分子量分布测定方法评价
”

载 净水技术 年 一 文

中从滤膜过滤法和凝胶渗透液相色谱法的测定原

理
,

实际操作和测得数据的分析
,

认为凝胶渗透液相

色谱法所得分子量分布两头小
,

中间大
,

较符合 自然

规律
,

推荐有条件时应尽可能用凝胶液相色谱法
,

但

未提及文中表 及图 所示分子量分布是通过紫外

检测仪测定结果
,

该检定仪仅对能吸收紫外光的化

合物有响应
,

其他分子不吸收紫外光将不被检出
,

故

表 及图 所示应该是水中吸收紫外光的化合物的

分子量分布
,

若要求测出所有水中的有机物分子量

分布
,

则需使用通用的检测仪
,

如差示折光检测议

或其他适宜的检测器
,

由于 的合适样品

灵敏度为
,

且该检测仪对温度变化十分灵

敏
,

故应用 检测时
,

色谱条件
、

测定条件将有所

改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