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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进水 A /O工艺流量分配方法与策略研究
王　伟　彭永臻 3 　孙亚男　王淑莹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北京市水质科学与水环境恢复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24)

摘 　要 　分段进水缺氧 /好氧 (A /O)工艺是一种高效的污水生物脱氮工艺。但原水多点投配给该工艺带来诸多好处

的同时 , 也为其优化运行带来一定困难。其中 ,可行的流量分配方法的建立是分段进水工艺发挥其优势并高效运行的瓶颈

问题。提出 3种不同的流量分配方法并进行相应的理论分析 : (1) 采用等负荷流量分配法 ,其遵循的原则是保证各段硝化

菌负荷相同 , 以利于硝化菌生长 ,优先满足系统硝化 , 最大程度地降低出水氨氮浓度 ; (2)采用流量分配系数 , 原则是各缺

氧段进水有机物质恰好可以为上段好氧区产生的硝酸盐氮反硝化提供充足的电子供体。利用该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原水中

碳源 ,发挥缺氧区反硝化潜力 ,并保证最后一段进水量最少 , 降低出水硝酸盐氮含量 ; (3)末端集中进水 ,用于暴雨等产生

洪峰流量时 , 将进水点向系统末端移动 , 并加大末端进水量 , 以减小二沉池固体负荷 , 避免污泥冲刷流失。3种流量分配

方法的提出 ,可以应对水厂不同的进水水质和出水要求 ,增强分段进水 A /O生物脱氮工艺的实际可操作性 ,提高处理效率 ,

为目前采用分段进水 A /O工艺的污水厂的优化运行管理提供可靠的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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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influen t flow d istr ibution m ethods
and stra teg ies in step2feed A /O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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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Laboratory of Beijing forW ater Quality Science and W ater Environmental Recovery Engineering,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Abstract　Step2feed anoxic /oxic (A /O ) p rocess is an attractive biological nitrogen removal system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The feed pattern enhances the nitrogen removal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facility of oper2
ation of this p rocess could be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op timal distribution method for influent

flow is a bottleneck p roblem of this p rocess to p rom ise the high performance and put the advantage into p lay.

Three methods p roposed in this paper for influent flow distribution include: (1) equilibrium loading to nitrifiers.

It is a sensible method that the F /M ratio for nitrifiers is the same in the different aerobic tanks, which can favor
the growth of nitrifiers and p rom ise the nitrification; (2) the op timal coefficient of influent flow rate distribution.

The main idea has been to let the influent organic in some of the anoxic zone be determ ined by the nitrate con2
centration p roduced by the former stage. The suggested method could fully use the influent carbon source and

denitrification potential of anoxic zone and, consequently, reduce the influent flow of last stage and get a lower
effluent nitrate concentration; (3) a volum inous influent flow in the end of system. To reduce the solids loading

to the settler and p revent sludge from being washed out, the feeding point ismoved away from the inlet of the sys2
tem towards its end and the feeding flow in the last stage is increased accordingly during periods with hydraulic
peak flows ( caused e. g. by storm weather). Based on the different influent qualities and effluent standards, the

suggested influent distribution methods, could imp rove the operation feasibility and enhance nitrogen removal, as

well as p roviding the reli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n step2feed A /O p 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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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流分段进水 A /O作为一种高效的污水生
物脱氮工艺 ,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新建和改、扩建污
水厂 [ 1, 2 ]。最初将分段进水应用于活性污泥反应系
统是为了减少洪峰流量时二沉池固体负荷 ,减少污
泥被冲刷的危险。之后 ,分段进水作为一种过程控
制策略应用于 A /O脱氮系统 ,经过发展而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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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内循环脱氮工艺。分段进水 A /O脱氮工艺中 ,原
水分多点进入反应器 ,同传统前置反硝化工艺相比 ,

该工艺无需设置硝化液内回流设施 ,可以节省内循
环所需能量 ;缺氧区进水 ,可充分利用原水中有机碳
源进行反硝化 ,节省药剂费用 ;此外 ,原水分散进入
反应器 ,可有效避免或降低洪峰流量时污泥被冲刷
的危险 [ 3～6 ]。多点进水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 ,也使
得该工艺的运行变得相对复杂。进水流量分配作为
分段进水 A /O工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方法的开
发与优化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在分段进水 A /O工艺中 ,原水多点投配 ,使得
各段好氧区硝化容量不同 ,分配比不同时 ,为缺氧区
提供的反硝化供体不同 ,因此 ,流量分配比不仅直接
影响系统各段硝化容量的充分利用 ,也必然影响着
各段缺氧区反硝化效果。此外 ,污水处理系统的动
态复杂性及硝化、反硝化在某些方面的相互矛盾性 ,

使得很难通过一种流量分配方式来满足系统在任何
时刻的流量分配均为最优。鉴于上述背景 ,本研究
针对进水水质、水量及出水要求 ,提出分段进水 A /

O工艺的 3种流量分配方法 ,一是等负荷流量分配
法 ,根据系统各段硝化容量分配流量 ,优先保证硝化
效果 ,用于高负荷时保证系统稳定运行有效方式 ;二
是采用流量分配系数 ,根据进水 C /N 进行流量分
配 ,目的是充分利用进水碳源 ,并保证最后一段进水

量最少 ,该方法是提高脱氮效率乃至深度脱氮的重
要方式 ;三是流量分配方式 ———末端集中进水 ,降低
二沉池的固体负荷 ,可避免污泥冲刷流失 ,尤其是合
流制污水厂在暴雨产生洪峰流量时尤其适用。下面
将分别对 3种流量分配方法进行详述 ,并对其应用
条件进行探讨 ,以期为分段进水 A /O工艺的实际应
用提供指导。

1　流量分配方法分析

1. 1　条件假设
分段进水 A /O工艺的水量平衡图见图 1。图 1

是具有 n段的分段进水 A /O工艺 ,原水分别在各段
缺氧区进入反应系统 ,缺氧区发生反硝化反应 ,进水
为反硝化提供碳源 ,混合污水进入好氧段进行硝化
反应 ,硝化后硝酸盐混合液再进入下一段的缺氧区
进行反硝化反应 ,进水为其提供反硝化碳源。第 1

段的缺氧区主要对回流污泥中的硝酸氮进行反硝
化。在对流量分配进行理论分析时 ,首先假设 ( 1)

原水无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 (2)系统硝化、反硝化容
量充足 ,无氨氮流入二沉池 ,出水只含有硝酸盐氮 ,

无亚硝酸盐氮 ,回流污泥中无氨氮和可生物降解物
质 ; (3)忽略细胞同化作用消耗的氮 ; (4)原水碱度
充足 ; (5)二沉池不发生反硝化反应。

图 1　分段进水 A /O工艺物料平衡示意图

Fig11　Mass balance diagram of step2feed A /O p rocess

1. 2　流量分配方法讨论
1. 2. 1　采用等负荷流量分配法 ———保证系统硝化

对于脱氮工艺 ,硝化是影响系统脱氮效果的重
要因素。分段进水 A /O系统中 ,由于原水分散进入
反应系统 ,系统各段悬浮固体浓度 (MLSS)呈梯度分
布 ,不同进水流量比导致各段硝化菌的 F /M (氨氮 /

硝化菌数量 )值不同 ,且当后段好氧区硝化菌 F /M

值高于前段硝化菌 F /M值时 ,系统硝化反应将受到

负面影响。在高负荷时 ,这种负面影响将变得更加
明显。由于污泥浓度沿流程呈递减分布 ,为保证较
好的硝化效果 ,进水流量通常呈递减分布. 这里假设
系统各段进水比 Q1 ∶Q2 ∶⋯Q i ∶⋯Qn = r1 ∶r2 ⋯: ri ∶⋯
rn , 各好氧段硝化菌数量为 MN1 , MN2 , ⋯MN i , MNn ,且
各段好氧区体积相等 ,污泥回流比为 r (回流污泥
量 /系统总进水量 ) ,由系统物质平衡 ,可得第 n段
硝化菌数量与第 1段的比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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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1 =
MNn

MN1

=
( r + r1 )

( r + r1 + ⋯ = ri ⋯ + rn )
(1)

　　一个简单可行的控制方式就是保持各段好氧区
硝化菌的 F /M值相等 ,因此 ,有方程 (2)成立 ,

rn
r1

=
( r + r1 )

( r + r1 + ⋯ + ri ⋯ + rn )
( i = 2, 3⋯n)

(2)

这样 ,有 n - 1个方程成立 ,

并有 ,

r1 + ⋯ + ri ⋯ + rn = 1 (3)

　　因 r为已知 ,由方程 ( 2)和 ( 3) , 可以求出系统
流量分配比 ,此流量分配比可以满足各段好氧区硝
化菌 F /M相同。采用等负荷流量分配法分配流量
时 ,为降低系统出水硝酸盐氮浓度 ,可以提高第 1、2

段进水量 ,使第 1、2段硝化菌的 F /M增高 ,这样 ,即
使第 1、2段不能硝化完全 ,剩余的氨氮可以在后续
好氧段硝化去除 ,不会影响系统整体硝化容量的充
分利用。但是 ,这样分配的结果可能造成第 1、2段
缺氧区碳源浪费。若末段好氧区硝化菌 F /M值高
于第 1、2段 ,虽然某些情况下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
原水中的碳源 ,但当原水负荷较高时 ,会导致出水氨
氮浓度增加。此外 ,低负荷时 ,若前段进水量较小 ,

硝酸盐氮产生量不足 ,使得硝酸盐成为后段缺氧区
反硝化的限制因素 ,提高后段进水流量也不再有意
义。分段进水流量比显然影响着系统各段硝化、反
硝化容量的充分利用。采用等负荷流量分配方法 ,

可以优化系统硝化过程 ,但很难同时兼顾反硝化过
程 ,若需对反硝化过程进行优化 ,还需考虑进水 C /N

和进水负荷等因素。
1. 2. 2　采用流量分配系数 ———充分利用原水碳源

设第 1段缺氧区的 TKN、NO
-

3 2N 和 COD浓度
分别为 A1、N1 和 S1 ,由系统质量平衡 ,有下式成立 :

A1 =
r1 QA0

( r1 + r) Q
=

r1
r1 + r

A0 (4)

N 1 =
rQN e

( r1 + r) Q
=

r
r1 + r

N e (5)

S1 =
r1 QS0

( r1 + r) Q
=

r1
r1 + 1

S0 (6)

　　第 1段缺氧区恰好完全反硝化的条件可由下式
描述 :

S1 =αN 1 (7)

　　方程 (7)中α是常数 ,它表示单位 NO
-

3 2N转化
成氮气需要消耗的有机物质量 ,通常以 BOD5 来表

示 [ 7 ]
,但 BOD5 的测定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为便

于将该分配方法应用于流量分配的实时控制 ,本文
均以 COD表示 (mg COD /mg NO

-
3 2N )。这个比值可

通过实验来确定 ,其与系统固体停留时间 ( SRT)、内

源衰减系数及可生物降解生物体比例有关 ,并与进
水水质有关。本研究在处理实际生活污水的实验
中 ,得出α值为 7 mg COD /mg NO

-
3 2N。

将方程 (5)和 ( 6)中 N 1 和 S1 表达式代入方程
(7) ,可以得到下式 :

r1 =
α
S0

rN e (8)

　　方程 (8)定义的是原水投加到第 1段缺氧区最
小比例。按此比例分配进水使得该缺氧区进行完全
反硝化 ,完全去除回流污泥携带来的 NO

-
3 2N。

在好氧区 ,原水中的 TKN完全硝化变成 NO
-

3 2
N。因此 ,第 1段出水的 NO -

3 2N浓度与第 1段进水
的 TKN浓度 (即 A1 )相同。进入第 2段缺氧区后 ,

由于第 2段进入的原水 ( r2 Q )的稀释作用 ,第 2段缺

氧区 NO
-

3 2N浓度 (N 2 )可由如下物质平衡方程表
示 :

N 2 =
A1 ( r1 + r)

r1 + r2 + r
=

r1
r1 + r2 + r

A0 (9)

　　第 2段缺氧区反硝化需要的电子供体由进入第
2段缺氧区的原水来提供。由于第 2段进水的稀释
作用 ,第 2段缺氧区首端的 COD可以通过调整 S0

来计算 ,则 :

S2 =
r2

r1 + r2 + r
S0 (10)

　　第 2段缺氧区恰好完全反硝化必须有下式成
立 :

S2 =αN2 (11)

　　将方程 (9)和 (10)代入方程式 (11) ,得到如下
关系 :

r2 =α
A0

S0

r1 (12)

　　方程 ( 12)给出的流量比是满足第 2段缺氧区
反硝化完全所需要的最小流量比。以此类推 ,根据
水量平衡 ,任意第 i段的 COD和 NO

-
3 2N浓度可以

用原水的 S0 和 A0 来表示 ,如下式所示 :

S i =
ri

r1 + r2 ⋯ + ri + r
S0 (13)

N i =
ri - 1

r1 + r2 + ⋯ + ri + r
A0 (14)

　　第 i段恰好完全反硝化所需的最小进水比可由
下式表示 :

ri =α
A0

S0

ri - 1 ( i = 2, 3, ⋯n) (15)

　　利用上式 ,可以满足各段进入的原水恰好可以
提供充足的电子供体将上一段好氧区产生的硝酸盐
氮反硝化 ,并使得最后一段进水最少 ,出水硝酸盐氮
浓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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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系统各段流量分配比满足方程 ( 3 )所描
述的关系 ,因此 ,由方程 ( 15 )和 ( 3 )可以组成方程
组 ,进而解出各段流量分配比的数值。

对同一进水水质 ,当各段缺氧区进水提供的电
子供体恰好可以将上一段产生的硝酸盐氮反硝化去

除时 ,这里 α·
A0

S0

为定值 ,
rn

rn - 1

则为定值 ,此处定义

rn
rn - 1

=α·
A0

S0

=δop t ,并称 δop t为最优流量分配系数。

当进水 COD /TKN≥α,δop t ≤1,流量沿系统流程递减
分布 ;当 COD /TKN <α时 ,δop t > 1,流量沿流程方向
递增分布。

但由上述分析和关系式可以看出 ,计算所得的
流量分配比却不能保证第 1段进水将回流污泥中的
硝酸盐氮完全反硝化 ,或者第 1段的进水量最少。

由二沉池出水的 NO
-

3 2N浓度 (N e )和进入最后
一段 (第 n段 )的 TKN浓度相同 ,可得方程 (16) :

N e =
rn

1 + r
A0 (16)

　　方程 (16)代入方程 (8)得到方程 (17) ,

r1 =α
A0

S0

r
1 + r

rn (17)

　　方程 ( 17)是第 1段进水完全将回流污泥中携
带的硝酸盐氮反硝化去除所需的最小流量比 ,实际
运行时 ,可以参考方程 (17)计算得到的第 1段流量
分配比数值来优化污泥回流比等控制参数。
1. 2. 3　末端集中进水 ———防止污泥冲刷流失

水厂的实际运行中 ,经常遇到暴雨等极端天气 ,

对合流制排水系统 ,生物法污水处理厂会面临污泥
冲刷流失的危险。分段进水工艺最初被提出来时 ,

就是为了应对水厂突然增加的水力负荷 ,采用分流
方式 ,降低二沉池固体负荷 ,防止污泥冲刷流失。当
其逐渐演变成具有脱氮功能的处理工艺时 ,这一功
能仍然很重要。因为脱氮工艺中的硝化菌是需长泥
龄生长的菌种 ,其对系统脱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若发生污泥冲刷流失 ,系统硝化功能会降低 ,且不易
恢复。早在 1984年 ,就有人提出多点进水工艺控制
二沉池固体负荷的方法 [ 8 ] ,该方法需测定进入二沉
池的污泥初始沉淀速率 ( ISV ) (沉淀池容量可以定
义为 ISV (m /d) ×沉淀池截面积 ) ,该方法手动调节
进水点的位置 ,当沉淀池的额定容量小于进入沉淀
池的实际固体量时 ,分段进水点的位置向系统末端
移动一次 ,直到进水点移动到系统最末端 ,这种方法
是基于对进水点位置的调整进行的。事实上 ,为了
降低进入沉淀池的负荷 ,还可以通过测定进水量、污
泥沉淀性能 ,或者通过污泥层高度来控制各段进水

流量比。当判定存在污泥流失危险时 ,可以加大系
统末端进水量 ,并使进水点位置尽可能接近系统
末端。

2　结 　语

流量分配是分段进水生物脱氮工艺稳定、高效
运行的关键。本研究提出 3种流量分配方法 ,并对
其进行理论探讨。其中等负荷流量分配方法 ,可以
保证系统硝化效果 ,给硝化菌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

适用于高氨氮进水负荷 ,保证出水氨氮达标 ;而最优
流量分配系数 ,可以优化对进水碳源的利用 ,尤其适
用于高进水 C /N的污水 ,其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原水
中的碳源 ,还可以使得最后一段进水量最少 ,降低出
水 TN浓度 ;第 3种方法是末端集中进水的方法 ,这
种方法主要用于应对突然加大的水力负荷 ,防止污
泥冲刷流失。此 3种流量分配方法 ,可以作为分段
进水 A /O工艺设计、运行和实时控制的依据 ,以应
对不同的进水水质 ,并保证系统连续满足出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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