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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要求。如无法满足上述要求 ,可将该处用钢板封挡。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金亚飚)

数字压力记录仪研制成功

　　数字压力记录仪是根据城市供水管网管理及漏水检测

需求而研制与开发的新产品。它可以应用于各类液体、气体

管道压力的自动检测、显示和记录。广泛应用于城市供水、

供气、石油化工行业。该仪表的特点是既可以数字显示所检

测的压力数据也可以将所采集的数据记录和储存。同时也支

持和计算机有线数据通讯。如果使用配套软件程序 ,可由计

算机自动生成压力记录表格和压力曲线图 ,为管道运行状况

分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本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

便、操作简便等优点并具有较好的防水性能 ( IP66)等特点。

(李宏钢)

动力学调控实现单一反应器内硝化与亚硝化相互转化

　　在对氨氧化和亚硝化氧化过程的动力学进行深入分析

和计算的基础上 ,在 AUSB 反应器 (好氧上流式污泥床) 内

通过动力学调控实现了从亚硝化到硝化再到亚硝化的工艺

过程 ,并对其中微生物种群结构变化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

(1) 综合考虑各种工艺参数对 AOB 和 NOB 生长速率

的影响 ,推导得到了 AOB 和 NOB 比生长速率的动力学方

程 ,提出了亚硝化工艺稳定运行的动力学判据μAOB >μNOB在

工艺参数 ,如温度、p H、DO、总氨浓度 ( TN H3 )的多维坐标空

间中得出了亚硝化稳定运行的空间判据曲面。

(2) 以动力学计算为依据 ,在常温 (20 ℃) 、较高 DO

(4 mg/ L)下 ,以无机高氨氮自配水 (氨氮浓度 300 mg/ L) 为

进水 ,在 AUSB 反应器内通过动力学调控 (主要通过调节

p H) ,在 90 d 内成功实现了亚硝化与硝化状态的相互转化 ,

亚硝化率变化为由 95 %左右降低为 15 %左右 ,再升高至

95 %左右 ,与之对应的 AOB 比生长速率由 0146 d - 1降低为

0. 051 d - 1 ,后又升高为 0. 41 d - 1 ,所占真细菌总量的百分比

由 52 %降低为 11 % ,后又升高为 45 % ,NOB 比生长速率由

01008 5 d - 1升高为 0127 d - 1又降低为 01019 d - 1 ,百分比变

化为由 011 %升高为 15 %又降低为 013 %。

(3) 在 20 ℃、DO 为 2～3 mg/ L 时 ,以有机实际高氨氮

废水 (氨氮约 200 mg/ L)为进水 ,通过动力学调控在 90 d 内

成功实现了亚硝化与硝化的互相转化 ,亚硝化率变化为由

90 %左右降低为 10 %左右又升高为 90 %左右 ,与之对应的

AOB 的比生长速率由 0135 d - 1降低为 01038 d - 1 又升高为

0127 d - 1 ,所占真细菌总量的百分比变化由 73 %降低为

15 %又升高为 44 % ,NOB 的比生长速率为由 01023 d - 1升高

为 01 28 d - 1又降低为 01032 d - 1 ,所占真细菌总量的百分比

变化为由 011 %升高为 13 %又降低为 011 %。

(4) 在上述动力学调控过程中 ,反应器亚硝化率对环境

改变的响应均有一定滞后期 (10～20 d) ,亚硝化率上升过程

比其下降过程的滞后期略长 ,以实际废水为进水的滞后期比

以无机自配水时略长。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鲁颐琼 　左剑恶)

氯和二氧化氯消毒对污水生物毒性的影响研究

　　污水再生利用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 ,其关键是

水质安全的保障。消毒是有效灭活病原微生物 ,保障再生水

卫生安全的必要措施 ,但消毒过程中产生的有毒副产物会带

来一定的水质安全风险。与消毒副产物的生成量分析相比 ,

生物毒性评价能更有效地评判消毒的安全性 ,但目前这方面

的研究很少 ,不能满足指导污水消毒实践的需要。本研究的

目的是系统研究氯和二氧化氯消毒对污水 (城市污水二级生

物处理出水)生物毒性的影响 ,从而为优化消毒工艺、保障再

生水水质安全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以发光细菌急性毒性和 um u 遗传毒性作为毒性

评价指标 ,考察了城市污水典型处理工艺过程中的生物毒性

变化 ,结果表明氯消毒是可能引起污水水质安全风险的关键

处理单元。

对污水氯消毒生物毒性变化的研究发现 :二级生物处理

后的城市污水没有明显的急性毒性 ,但氯消毒后急性毒性增

加 ,其增量与氯投加量、有机物含量正相关 ,与氨氮负相关 ,

并建立了能综合反映消毒条件和水质特性影响的急性毒性

预测模型。二级生物处理后的城市污水有一定的遗传毒性 ,

氨氮较低时 ,氯消毒使其遗传毒性降低 ,氨氮较高时 ,氯消毒

使其遗传毒性升高。进一步采用树脂吸附分离将污水中的

有机物分为亲水性物质、疏水酸性物质、疏水中性物质、疏水

碱性物质 4 个组分 ,并分别测定各组分消毒前后的遗传毒性

和三维荧光光谱变化 ,结果表明 ,亲水性物质是导致氨氮较

低时污水氯消毒后遗传毒性降低的主要组分 ,疏水酸性物质

是导致氨氮较高时污水氯消毒后遗传毒性升高的主要组分 ,

之后结合典型氨基酸氯消毒遗传毒性变化的测定结果 ,初步

证实芳香族含氮化合物是导致氨氮较高时污水氯消毒后遗

传毒性升高的一类重要前体物。对污水氯消毒副产物的研

究发现 ,三卤甲烷生成量随氨氮的增加而降低 ,卤乙酸生成

量随氨氮的增加变化不大。综合分析典型副产物、急性毒

性、遗传毒性在污水消毒过程中的生成和变化情况 ,发现三

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

对污水二氧化氯消毒生物毒性变化的研究发现 :二级生

物处理后的城市污水二氧化氯消毒后急性毒性增加 ,但遗传

毒性下降 ,且都不受氨氮的影响。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丽莎 　胡洪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