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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内电解混耀技术处理染料化工废水．作为谖废水生化处理的啊处理方浩．试验结果表 

明：经内电解混凝处理后．染亿废水色度可击除 g0％以上 ．COD P~"击 除 25 以上．同耐．废水的 

可生物处理性能显著提高．可作为普通生物处理的有教预处趟方浩． 

美键饵 ；垫 化工废 ， 皇蟹逞竖 
中田法分类号 X 789 ’ 

O 引 言 

近 10多年来，我国的染料化学工业发展较快。目前，已能生产 11个大类的染料 (如硫 

化、酸性，直接，碱性、冰染、还原，活性，中性、分散、阳离子染科等 )，年生产能力达 

到 1O多万吨。此外，每年还生产 1O多万吨的有机颜料、助剂和中间体等。染料工业的发展 

对水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据调查，全国染料行业排放的工业废水总量达 1．57亿tla，其 

治理率仅为22．5 f1】。染料化工废水属典型的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色度高，有机 物 含量 

高、组分复杂多变，用传统的生物处理法难以有效地处理，一般的物理化学处理法也显得无 

能为力。因此，对染料化工废水处理的新技术、新工艺及方法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 

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目前，国内对染料化工废水的处理，一般采用传统的二级生物处理法【z]，包括悬浮活性 

污泥法、接触氧化法和氧化沟等。废水经二级生物处理后，虽然能大大改善出水的水质，但 

对色度和难降解有机物的去除效果甚差，出水色度，COD往往达不到国家排放标准。近年 

来，国内对染料化工废水采用生化强化 (如PAC一活性污泥法等 )处理和物理化 学 预 处 理 

(如混凝，吸附、化学氧化等)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仍未见经济、有效的处理技术和工艺应 

用于生产。 

国外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控制染料工业的发展规模(如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源等)， 

减少染化废水的排放量。另一方面则采用三级处理，即在常规生物处理之后，再进行活性碳 

吸附处理【。】。三级处理虽然能有效地去除染料化工废水中的有机物和色度，但处理的费用十 

分昂贵，难坝l在我国普遍应用。本文采用内电解混鞭处理染料化工废水 可去除废水中大部分 

色度、部分有机物，可提高废水的可生物处理性能，增加后续生物处理对有机吻的去除效果。 

本空收到．日期：l 92年12月18目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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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所用废水为上海染料化工五厂的酸性混合废水。废水 pH1．5—3．0，CODT00~ 

l100mg／工=，色度 500~2000倍，BOD ／COD0．20一O．25。 

在 1000mL烧杯中，加入 800mL废水和 40g铁甸I花 (取自同济大学机械厂)，用压缩空气 

曝气．气量控制在 SL／min左右。曝气处理一定时间后，取出废水，测定pH值、Fe 浓度。 

用 10 NaOH 溶液调废水 pH至 7．5左右，搅拌 15min， 混凝沉淀 30min，取上层清液测 

定色度，COD 及BOD5。 

2 结果与讨论 

2．1处理时问与港液 pH位、Fe“关系 

在 800mL染料化工废水中加 40g铁甸I花，压缩空气曝气，测定不同时 间废水 pH 值及 

Fez+浓度，结果见表 1和表 2。 

表 1 内电解处理对间与溶液 pH值的关 系 

表 1和表 2的结果说明．染化废水经 120rain内电解处理后，pH 值可提高 1·5—3·0个 

单位。这主要是由于电解反应消耗了大量的氢离子，从而使废水的酸度降低。同时，溶液中 

=+浓度可迭 86gmg／L。以上。表 8为不曝空气时，内电解处理时间与废水 pH值及 Fe“浓 

度的关系，结果襄明，当不外加氧气时， 电极反应进行比较慢， 经 120min反应， 废 水 的 

pn 矗只升高 27个章位，Fez 浓度也仅为239mE／L= 

．  表．3 不曝气时内电解处理时间与溶液 、Fö 的关系 

时阐／mla 0 

趣 ．pHl值- ． ；l |2 
．

～

F ／《 麒' 1 1 

15 

1．62 

65．2 

30 

1 e3 

95．7 

60 

1．84 

173．0 

120 

1．89 

239．1 

萋簿莉疆 面硒 丽 ‘ 
2．2内电黼 凝对染化废水色度夏有机物的去豫 

色度的去除在染料化工废水处理中至关重要。有机物的显龟主要是l由于分子牛发色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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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助色基团共同作用的结果。发色基团主要有t硝基一NOt、亚硝基--NO、羰基>C。0、 

偶氮基一N=N一等，助色基团主要有：鞋基一OH、氨基一NH 、卤原子--CI．一Br等。 

在内电解混凝过程申，伴随着电极氧化和还原反应的进行，上述发色基团和助色基团较易参 

与反应，从而使废水的色度降低 。同时，由于 Fe(OH)。凝聚、 沉淀而吸附了帮分的有机 

物，也使废水的 C0D及色度降低。 

表4和表5分别为上海染化五厂混合酸性废水经 12Om en内电解处理及 $Omin混凝沉淀 

处理后，色度与 COD的去除情况。可以看出， 内电解混凝对该废水色度的去除极为有效，’ 

去除率可达 90 以上，对 COD的去除率可达 25％一40 。 

表 4 内 电 解 混 凝 处 理 染 化 废 水 色 度 情 况 

Tab．1 Colourity removal Of dyestuff WaStewater by IEFT 

表 5 内 电 解 棍 凝 处 理 染 化 废 水 COD 情 谢 

Tab．5 COD removal of dyes~aff wastewater by ]EFT 

2．s内电解混凝对废水可生物处理性能的l耋晴 

对 染化废水在内电解混凝处理前后 COD、BOD5的测定结果表明，经内电解混凝 处 理 

后，废水的可生物处理性能 (蛆BODo与cOD之比表示 )显著提高，数据见表．6。这主要 

是由于部分难以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在内电解混凝处理过程中，其化学结构发生 丁某些变 

化【‘]，从而提高了这些有机物的生物降解性能。．具体的转变机理尚待进一步的探索研霹 废 

水可生物处理性能的提高，说明染料化工废水经内电解混凝处理后，再进行生物处理时，可 

提高其有机物的去除效率。 ． 

表 6 内解电混凝对染化废水可生物处理性能的影响 

Ta b．B Effect of IEFT On the biotreatabitiiy of dyestuff waste~vater 

5 结 论 

通过上述试验研究，_口]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1)用内电解混凝处理染料化工废水，工艺设备简单、无电耗，可作为生物处理的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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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处理身 法。 

2 '内电解混凝处理染料化工陂水，对色度的去除甚佳，其去隙率可达 9O％以上， 出水 

包壁符台国家排放标准；对废水中有机物的去除也有一定效果，COD去除率可达25~40 。 

(3)内电解混凝处理染料化工噬水，可显著提高懂水的可生物处理性能，为后续生物处 

理有效地去除有机物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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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ner Electrolysis—Flocculation Technology 

(IEFT)to Treat Dyestuff W astewater 

Zhao lian／u Gu Guowei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Inner Electrolysis-Flocculation Technology (IEFT) is 

used to treat dyestuff wastewater．The result~of the investigation illustrate 

that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colourity and COD can reach 90％ and 25％， 

respectively．with IEFT to treat dyestuff wastewater． The IEFT is able to 

increase obviously the biotre abi1ity of dyestuff wastewater， and might be 

used for the pretreatment of the aerobic blologlca1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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