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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们 口门 , 钊口 曰 口山 ,

勺犷

实验室试验表明
,

粉煤灰去除采油废水 较佳的操

作参数 灰 水 比为
,

为
,

温度为 ℃
,

振

摇
,

的平均吸附量为
,

吸附去除

率为 由于粉煤灰和采油废水均为多组分体系
,

在固液

界面 发 生 多 种吸 附作用
,

导 致 吸 附等温 线 呈 跳 跃

状
。

现场试验表明
,

粉煤灰吸附净化采油废水的较佳操作

参数 搅拌
, ,

原水
,

粉煤灰先与冲

灰水混合再与采油废水混合 粉煤灰 冲灰水 采

油废水 为 的处理效果好于粉煤灰直接与采

油废水混合 〔粉煤灰 采油废水 为 〕
。

在以 上

较佳操作条件下
,

粉煤 灰对采油废水 中石油类
、

和挥

发酚去除率分别 为
、

和
,

对 和石 油类

的吸附量分别为 和
,

对氨氮为 负吸

附 石油类
、 、

挥发酚和 氨氮的吸附等温线呈现各自的

特征
,

其原因是粉煤灰和采油废水均为多组分体系
,

固液界

面吸附过程复杂
。

吸附作用净化采油废水后的粉煤灰层中少见微生物
,

组

合工艺中微生物对采油废水中污染物质的降解场所不是粉

煤灰层
,

而是氧化塘
。

被粉煤灰吸附的污染物不太容易解吸

再释放到覆盖水体 氧化塘 中
。

粉煤灰吸附处理采油废水

不宜采用固定床等床式操作方式
。

【关祖词 」粉煤灰 吸附
,

采油废水 答辩时间 二 仪”年 月

一 的 条件下
,

使出水水质达到二级或一级排放标

准
,

去除容积负荷可达到 〔〕 。
·

以上
。

在不投加混凝剂条件下
,

确定了中试反应器气浮分离区

最佳的运行条件为
,

工作压力
,

回流

比
。

反应器中气浮装置对 有较高的去除效率
,

反应

器出水 可以有效控制在 以 内
,

并且可以 实现同

步化学除磷
。

论文对好氧一缺氧一体化 反应器 的反应 区
,

载

体分离器和气浮泥水分离区给出了指导性的设计方法
。

最

后还给出了采用 反应器为核心处理单元的处理生

活污水工程项 目的建设费用和运行费用
,

并和采用接触氧化

工艺为核心处理单元的工程项 目的建设 费用和运行费用进

行了对 比
,

工程经济评价表明
,

工艺建设费用
、

占地

面积和运行费用都优于接触氧化工艺
。

〔关钮词 蜂窝断面 内循环三相生物流化床
,

气含率
,

生活

污水 答辩时问 仪岭 年 月

蜂窝断面内循环三相生物流化床

处理生活污水的中试研究

研 究生 姜家顺 导师 施汉 昌

清华大 学环晚科学与工程 来

针对传统内循环三相生物流化床存在的不足
,

开发了一

种好 氧
一 缺 氧 一 体 化 蜂 窝 断 面 内循 环 三 相 生 物 流 化 床

, 〕

反应器
。

反应器 好氧区蜂

窝断面结构的改进
,

使得反应器总体高度不断提高
,

同时保

证了循环流化区的高径 比
。

蜂窝断面结构增加 了反应器的

整体强度
,

有利于实现大型反应器的工业应用
。

新反应器还

实现了流化床反应器好氧
一

缺氧一体化的结合
。

推导出了 反应器 中上升区 气含率与下降区气

含率的关系
,

并对其中的重要参数 的取值进行了讨论
。

利

用示踪法测定了反应器的停留时间分布曲线
,

结果表明反应

器接近完全混合流反应器
,

并且利用非等体积 串联模型对

的流态进行了描述
。

论文还得到了水量
、

气量和载

体投加量对反应器流态影响规律的试验结果
。

采用新型轻质橡胶载体的 反应器处理生活污

水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反应器的挂膜启动
。

反应器可 以在

新型反渗透专用阻垢剂
一 、 一

的阻垢性能研究

研 究生 于 涛 导师 李风事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本文系统研究了实验室 自行研发的新型反渗透 阻

垢剂
一 、 一

对常见成垢物质的阻垢效果
。

首先通过

静态试 验 的方 法 研 究 了
一 、 一

对
、

以凡
、

月、

岌、
、

的阻垢效果
,

并与传统 的阻垢 剂
、

、 、 、

进行对比
。

静态试验结

果表明
一 、 一 阻垢性能的稳定性

,

研究 了 浓度
、

碱度
、

铁锰离子浓度
、

氧化杀菌剂浓度等对
一 、 一

阻

垢性能的影响
,

结果表明
一 、 一

在这些影响因素存在

的条件下
,

仍然具有较好的阻垢性能
,

并且性能优于其他几

种阻垢剂
。

本文还通过 自行设计的一套间歇排出部分产水的循环

模式的评价方法
,

用模拟 的水质在一套产水量 为 反

渗透装置上动态地研究了 一 、 一

阻
、

以人 的

性能
,

以在一个固定回收率下的运行一段时间后的平均结垢

速率作为阻垢性能的评判指标
,

与目前市场使用较多的进 口

阻垢剂进行对 比
,

结果表 明
一 、 一

的阻垢性能优 良

效果接近甚至在一些条件下还优于进 口 阻垢剂
。

在价格上
一 、 一

具有很大的优势
,

具有很强的市场竟争力和广

泛的应用前景
。

最后本文通过电镜扫描
、

射线衍射等手段

对加入阻垢剂前后 马
、

以儿 晶体和 膜表面结构进

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加入阻垢剂以 后 晶体形态改变
,

晶格发

生歪 曲
。

关祖词 阻垢剂
,

反渗透
,

评价
,

结垢速率
,

电镜扫 描
,

一射线衍射
, ,

沃石 答辩时 间 年 月

给水排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