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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深度处理垃圾渗滤液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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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市节水用水管理中心
,

北京

刚‘ ,

金永祥‘ ,

任 健 ,

北京

摘 熟 对六里电垃圾填埋场小试采用 处理垃圾渗毖液
,

处理后 二为 一 以
、

呵
一

约为
,

存在可生化性差
、

低等间题
,

在进一步生化处理前还孺要物化处理 试验采用 试剂氧化

然后用化学试剂进行混凝处理
,

考察不同投加条件下的去除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
,

试剂氧化法与化学沉

淀法联合使用对去除垃圾渗趁液中的浊度
、

和 嘴
一

有明显的效果
·

当 ‘褚
‘

, 性马

,

。二。二 时 总体去除效果较好 三者去除率分别为
、 、

关扭词 试剂 垃圾渗滤液 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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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建成于 年
,

其原渗滤液具有 质量浓度高
、

碳
一

质量浓度高
、

不平衡
、

水质水量变化大等特点
·

平均为 , 叽 随填埋时间的增加逐年降低
,

其比值为 年的 “ 减少至 年的
,

呵
一

相对稳定
,

一般在 左右
,

且有随填埋

时间增加而缓慢增加的趋势川

原渗滤液经上流式厌氧污泥床 处理后
,

以上的 已被去除
,

出水 为 一

另一方面
,

时
,

大部分为难生物降解物质
,

可生化性很差
,

时
一

非但没有降低
,

反

而升高了
,

出水 呵
一

为 一 , 严重不足
·

所以
,

用生化法处理 以 出水去除

水中的
、

碳
一

等已经很困难

试验采用 氧化法处理经 处理后的渗滤液 试剂是由姚 和 按一定比例

混合组成
,

能在常温常压下氧化难于降解的有机物
,

它主要利用 产
十

对 的催化分解
,

反应中产生的
·

是一种氧化能力很强的自由基
,

反应速度快
、

氧化效率高
,

可使有机物的 一 键断裂并最终氧化成

为 和
,

且 技术费用低廉
,

操作方便
,

安全性较高
一

因此采用 氧化法深度处理

垃圾渗滤液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目前用 试剂氧化法处理垃圾渗滤液的试验研究在国内外相当广泛 王立军等处理厌氧处理

后的渗滤液
,

当 姚 的投加量为
,

矛
十

的投加量为 岁 时
,

的去除率约为 ’

助 等人对 为 耐 , 叽为 的渗滤液进行 试剂氧化试验
,

在

。 , ‘ · 以
, · 岁 的条件

,

去除率达到
,

。叽 。 提高到
·

‘
·

已有的研究表明
,

试剂对有机物的降解破坏是非常有效的
,

但对 田
一

的去除效果并不令人

满意 单纯使用高分子絮凝剂对废水有机物的去除率并不高〔’
,

“〕 因此
,

本文采用 试剂氧化和高分

子化学沉淀法进行了垃圾渗滤液的联合处理
,

以期实现对
、

式
一

和浊度同时得到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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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器材及药品

可见分光光度计
,

拙 型浊度仪
, 一 型 快速测定仪

,

型 计
,

一 混凝试验搅拌机

和有机高分子絮凝剂
,

尸
, , , ,

由日本三菱公

司提供
,

为分析纯级

步骤及方法

试验用水取自北京市六里屯垃圾填埋厂生物厌氧处理小试出水

首先确定无机 絮凝剂
、

琳 与有机高分子絮凝剂 代
, , , ,

卫
,

组合
,

然后在以上条件下考察不同情况的 试剂的氧化效果

氧化试验 取 污水
,

放置于 一 型六联混凝搅拌机上 加入适量的 和
,

搅拌并

静置各 后
,

取上清液

沉淀试验 取氧化试验的上清液
,

首先加入一定量的无机絮凝剂
,

以 巧 的转速搅拌 然

后加入高分子絮凝剂
,

以 的转速搅拌
,

使生成矾花 静置 后
,

取澄清液
,

测量澄清液

的浊度
·

呵
一

和
·

结果与讨论

无机絮扭荆与有机高分子絮凝剂组合

与不同有机高分子絮凝剂结合使用

在原液的浊度为
,

。 为
,

, 。 为 毗 时
,

先加入
,

以

的转速搅拌
,

再加入有机高分子絮凝剂
,

以 的转速搅拌
,

结果

见表

衰 以 与不同混扭荆的结合使用对去除率的影响

触 代 训目 价兄 触 皿 妞 代 “ 拳

混凝剂 浊度 浊度去除率 蒯
· 一 ’ 去除率 呵 产

· 一 ‘
时

一

去除率

丹月︸,‘月‘哎甘︸、︺飞﹄月呀凡飞︸,二曰二曰二几‘几,几口二︶月,咤︺,‘,‘内内、︺门凡,︸飞︶内、﹄‘内、﹄月月沙弓曰叹甘︸、︶,夕乙,声工,己‘‘,︸︸呢口︸、曰︸、以,、︸门内‘内、︸月兮哎凡‘凡、︸

与不同有机高分子絮凝剂结合使用

在原液的浊度为
,

二为
,

呵
一

为 时
,

先加入
,

以

的转速搅拌
,

再加入有机高分子絮凝剂 官
,

以 而 的转速搅拌 而
,

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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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与不同混报荆的结合使用对去除率的形响

介 几 代 目 价沈妇 加 代 明川 肠 举

混凝剂 浊度 浊度去除率 献 ’
一 ’ 去除率 呵 ’

一 ‘
哎

一

去除率

月呀,‘︸,几门几︶八尸礴

,
刃几」,‘,‘

旧

︸︸内工︸、﹄月呀︸、︺月,‘月‘︺

由表
、

表 数据可以看出
,

仅采用化学沉淀法时
,

去除效果较好的组合是队 与
,

卜与
,

与
,

与

试剂与以上 种化学沉淀结合去除效果试验

在原液的浊度为 , 为 , 呵 为 时
,

先加入 和

进行氧化试验
,

然后结合不同类型的化学沉淀试验
,

其中化学试剂的投加量为
,

,叽
,

。 。一 叱
,

仍 。 ,

即 。, 。一 ,

结果见表
·

衰 不同组合条件下对去除率的形响

七 目 沈 代咐 幻‘

混握剂 浊度 浊度去除率 献
一 ‘ 去除率 呵 洲

一 ’
田

一

去除粼
月,︸丹月呼,曰,,‘凡」气‘内凡,︶。产月峪内、︸,曰门」月峙,几一洲︸,矛通岭,山,矛月呀﹃、﹄夕了几吸‘‘,了,八一月呼哎甘目、︸尸」︸,‘,‘,‘,自,‘,‘

尸

由表 数据可知
,

使用 试剂氧化后再用 与 结合混凝
,

对于去除 和 时
一

均好于其他结合方式

试剂级化试验的影响因素

投加量的影响

在原液的浊度为
,

为
,

呵
一

为 时
,

先投加
·

的 珑
,

然后
,

按 ‘衬
· ‘性飞分别为 , , , , , , 投加不同量的 , ‘ ,

搅拌并静置各 , 再相

继投加 岁 的 和 的
,

混凝完后
,

试验结果如图 一 所示

由图
、

可以看出
,

随着
十

投加量的增加
,

的去除率增加
,

由加药比例为 时的 上升

到比例为 时的 哎
一

的去除率反而下降
,

由加药比例为 时的
,

下降到 比例为 时

的 浊度在 时效果最好
,

去除率为
,

其他投加比例时去除率都有所降低
,

时最低
,

去

除率为 与此同时
,

值也随之下降
,

由加药比例为 时的 下降到比例为 时的 去除

率的升高是由于 矛
十

在反应中的催化作用所致
,

当 矛 投量很小时
,

眺 难以迅速产生经基 自由基
,

去

除效果不好 当
十

投量增大时
,

与 产
十

充分反应
,

将水中的有机物氧化
,

并通过化学沉淀去除

川
一

的去除率同 值有很大关系
,

当 值很低时
,

水中的 叫
一

主要以 叫 的形式存在
,

不利于

化学沉淀时去除 川
一 ,

所以随着 值的降低
,

碳
一

的去除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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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
岁、哥鲤米

护
· · 一 , 砂

· 一 ,

听叶硅引均歼砂巧

图 ‘褚 对去除率的影响 图 ‘刀
‘

对氧化试验后 值的影响

一 哪 矛 姗 血

氏 投加量的影响

在原液的浊度为
,

二为
,

。呵
一

为 时
,

先投加
·

的 挤
‘ ,

然

后按 ‘衬
‘ ‘凡 分别为 , , , , , , 投加不同量的

,

搅拌并静置各 , 再相继

投加 和
,

混凝完后
,

试验结果见图 一

弩
。

岁、哥迷邢

匕
目

一一 一一 一 ‘

一一一

八
· 一 ,

‘性飞对去除率的影响

珑

。乌
· 一 ,

图 ‘性飞对氧化试验后 值的影响

由图
、

可知
,

在
十

的投加量为 的条件下
,

投加不同量的
,

对
、

田
一

的去

除率影响不大
,

只有在 ‘ ‘ 、吼一 时效果稍好
,

化学沉淀后 降至
,

呵 降至

,

去除率分别为
、 ,

此时 值为
· ·

而在 。衬
·

性飞
·

时除浊效果最好
,

降至
·

,

去除率为 这是因为
,

在固定 衬
·

为 时
,

与不同量的氏 能充分反应
,

产生的经基 自由

基的量也基本相当
,

因此 的去除效果也相近 氧化后废水的 值相差不大
,

所以 哎
一

去除率基

本一样

投加相同比例
、

不同剂量的影响

由以上试验可以看出
,

当 “衬
‘ “乓叭 时效果较好

,

而且去除率比较稳定
·

所以投加该 比例但不

同剂量来试验
,

搅拌并静置各
,

然后相继投加 岁 和
,

混凝完后
,

试验结

果见图
·

此时
,

原液的浊度为
,

为 毗
,

时
一

为
·

由图 知
,

随着投加量的增大
,

的去除率总体成上升趋势
,

由投加 同时投加

的
十

时的 上升到投加 氏 同时投加 的
十

时的

田
一

的去除率基本保持在 一 浊度的去除率在投加 珑 同时投加

的 时最大
,

去除率为
,

其他加药量时均有所下降 这是因为
,

随着 姚 和
十

投药量增加
,

反

应后产生的
·

自由基也随之增多
,

更多高分子被氧化
,

相应的 的去除率增大 叫
一

的去除与水

中的 值有关
,

如图 所示
,

由于该次试验中 值变化不大
,

碳
一

的去除率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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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国

, 浊度

州卜氨氮米、哥迷稍

‘ 一 一

。八
· 一 ,

图 投加相同比例
,

不同 对去除率的影响

目 一
。八

· 一 ,

图 投加相同比例
,

不同剂量对氧化试验后困值的影响

记 侧 哪脚

结论

试剂氧化和化学沉淀法联合使用处理垃圾渗滤液厌氧处理出水时
,

的去除率随投药

量的增大而不同程度地增大
,

碳
一

的去除则和氧化试验后的 值有很大关系
,

即随 的升高
,

嘴
的去除率增大

试验结果表明
,

从去除率和经济性考虑
,

确定了效果最佳氧化试验条件为
十

口 ,

化学沉淀剂的类型及最佳用量为 尸
,

户

最佳氧化条件下
,

经过氧化和沉淀处理
,

浊度由 降至 加
,

去除率达到了 由

毗 降至 岁
,

去除率达到了 ,
一

由 降至
,

去除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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