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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水处理药剂在不同 值下的微生物灭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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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摘 要 针对受污 染水 值 的改变会 影 响 许多预 氧化药剂微生物灭 活效 能的 问题
,

考察 了不 同 值 「
、 、 、

及 与 或 联用灭活微生物的效能
,

探讨作用较强的预氧化药剂 结果表明
,

值的变化对几种药剂的灭活效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与投药总量相同的单独 或 相 比
,

随着

值的升高
,

〕 与 或 联用的优势更加明显
,

时
,

火 活的效果分别提高 和 个对数

级 在 时
,

分别提高 和 个对数级 由于 一般天然水的 值通常处于中性或微碱性范围内
,

因

此 儿 与 或 联用工艺可作为受污染水处理的 一种新的安全预氧化技术

关键词 于值 联用 灭 活效能 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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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源污染的 日益加剧
,

水中致病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增加
,

这些致病微生物一旦进入给

水管网就可引起传染病的爆发及流行
,

对人 们的健康造成危害 为 了保障饮用水的卫生安全
,

仅靠消毒一

个环节来降低致病微生物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
,

加强预处理工艺对致病微生物的屏障作用十分必要

预氧化是国内外大多数水厂采用的处理受污染水的方法
,

除了可以氧化有机物提高混凝效果外川
,

还可利用其强氧化性来杀菌
、

除藻
,

防止细菌和藻类在水处理构筑物中繁殖
,

也对灭活致病微生物起到多

级屏障作用 常用的氧化剂有
、 、

等
,

这些氧化剂一般是通过氧化微生物体内有效的生理

功能单元而灭活微生物
,

其灭活效果受到 许多环境水质条件的影响
,

值是其 中十分重要的水质参数
,

许多化学反应过程及反应作用程度都受到 值的影响 值的改变会影响许多药剂的灭活效能 实验

考察 不同 条件下
, 、 、

单独使用及 与 或 一联用灭活致病微生物的

效能
,

探讨一种对受污染水质适应性强的预氧化药剂
,

以期对实际应用起到指导作用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水样

在蒸馏水中加入
“

的 和 的
,

以模拟天 然水体具有的矿物质
,

同

时又不受其他杂质的干扰 然后加入一定量实验室培养的菌种
,

混合均 匀后用中速滤纸过滤
,

除去细菌

碎片

试验方法

考虑到饮用水水源 值的特点
,

在 为 一 进行研究 试验采用对酸碱不太敏感 的大肠菌群作

为观察对象
,

试验水温 为 ℃
,

尸
,

原水 中总大肠菌群密度为 又 个 一 在

值为
,

和 进行实验
,

采用滤膜法检测反应前后水样 中存活的大肠菌群菌落数 每个 值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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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 次
,

取大肠菌群存活率的平均值计入结果

消毒效果评价

消毒效果依据消毒不同时间水样中微生物存活率进行判断
,

计算公式为
。 一 ,

式中
, 。 为存活率的负对数值

,

为消毒剂作用 时间后水样中存活的微生物个数 。 为消毒实验前等

量水样中微生物个数

试验结果与讨论

断叶唯叱叶味喻
图 比 较 了 不 同 值 时

, 、

和

各 单 独 使 用 及 与 和

各 联合使用对大肠菌群的灭 活效

果 由图 看 出
,

值的改变不 同程度影响了几种

药剂的灭活效果

值对 一 和 灭活效果的影响

在 值为 一 时
,

随着 值的升高
,

和

的灭活效果均变差

值对 含氯药剂灭 活效果的影响主要是 影响

水解生成的 的浓度 加入纯 峡 中
,

图

值

值对几种预氧化剂灭活效能的影响比较

一

迅速水解为 和
,

然后一部分 离解为
十

和 一 种形式的 自由性氯
,

即
、

以及
一

处于平衡状态同时存在于水中
,

它们的相对 比例取决于 值
,

时
,

主要成分是 在 值

为 一 时
,

为主要成分 时
,

和
一

所占比例大致相等 时
, 一

所占比例

增高 时
,

几乎全部的 自由性氯都以
一

的形式存在

根据 的灭活机理
,

起灭活作用的主要是中性的 值越低
,

所占比例越高
,

因而灭活

效果越好 而随着 值上升
,

越来越多的 分解成灭活能力弱的
一 ,

灭活效果也逐渐变差

和 〔“ 〕通过实验发现
, 一

的灭活能力仅为 的 所以酸性条件对 灭活有利
,

本实验

的结果验证了这一规律 前人的一些实验也证明在
,

时
,

灭活大肠菌群所需的 剂量相差

倍 一 ℃ 和 倍 一 ℃ 等试验 在
,

时
,

灭活 种肠道病毒时也

发现
,

灭活各种肠道病毒
,

时所需时间为 时的 一 倍〔 〕

当受污染的水中存在 一 时
,

投 加的 与 一 发 生一 系列反应 生成化合性 氯
、

和

一般来说
,

当 时
,

占优势 当 时
,

和 同时存在
,

近似等量 当

时
,

主要是 而 时
,

仅存在

由于 灭 活能 力 比 强
,

因此
,

随着

的降低灭活效果也增强
,

本实验的结果也符合这

一规律 过去的一些试验也证 明了低 值时
,

化合

性氯灭活的效果好
,

当温度为 ℃
,

时灭活

大肠菌群的化合性氯剂量与 时化合性氯剂

量相差 倍

图 为不同 值条件下 或 线 灭活效果

的比较
,

由图 可 以发现
,

者灭活效果的差距 随着

值增加而减小
,

时
,

灭活率相差
一

在

⋯
值

图 值对 和 灭 活效能的影响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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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时
,

相差
一

当 二 时
,

者相差仅为
一 ,

这主要是因为随 值增加
, 一

在溶液 中所

占的比例逐渐加大
,

当 时
,

主要以
一

这种灭活能力很差的形式存在 因此
,

对 值偏碱性

的原水进行预处理时
,

采用 替代
,

灭活效果相当
,

而生成氯化副产物的量却能大大减少

值对 认 灭活效果的影响

从图 中可以看出
,

值对 认 灭活效果影响不大 时灭活效果略好
,

其次是 时
,

中性条件下略差

作为氧化剂
,

的灭活效果与其氧化还原 电位有直接关 系
,

而其在水溶液 中的氧化还原 电位 又

随水溶液的酸碱性不同而有差异 在通常的水处理条件下
,

氏 的反应产物是 伙
,

其氧化能力在酸

性溶液中比在碱性溶液中大
,

因而其在低 值时的灭活能力应该 比高 值时强
,

因而本实验 中 二

时
,

的灭活效果略好 于 二 ,

时 而在 时
,

马 的灭活效果略好于 时
,

可以解

释为 人在弱碱性溶液中比在中性介质中反应更快

值对 氏 与 或 联用灭活效果的影响

石与 或 联用灭活的效果也受到 值的影响
,

其规律同单独 或 灭活受

值影响的规律
,

即随着 值增大灭活效果变差 但 氏 与 或 峡 联用灭活效果受 值的影

响程度相 比单独 一或 要小得多
,

如图 所示

八曰﹄日

⋯
︸、
月

斗八、︸气︸

灿⋯⋯ ⋯⋯

值

曰

⋯
‘,

︸、︺刀咔,、,︸

图 值对预氧化药相灭活效能的影响
一 一

由图中可 见
,

当 值从 上升到
,

单独 灭活的效果下降了
一 ,

但 与 联用灭活

时仅下降
一

单独 灭活效果下降
一 ,

而 与 联用灭活时仅下降
一

馆 这

一方面是因为 的灭活效果受 值的影响具有与 或 不同的规律
,

其在弱碱性条件下的

灭活效果略好 于中性条件 另一方面
,

是 ’与 或 协同灭活作用〔
一 ,

使其对 值变化的

适应能力增大 与投药总量相同的单独 或 相比
,

随 值的增加
,

认 与 或 联用

灭活优势越大
,

时
,

灭活效果相当 但 时
,

与 或 联用灭活的效果分别提高
一

和
一

而到 时
,

分别提高
一

和
一

地 由此可见
,

在中性或弱碱性条件下
,

儿 与 协同灭活的优势更明显
,

能极大弥补 值增加对 灭活作用的不利影响
,

由于一般天然水的

值通常处 于中性或微碱性范围内
,

因此 无与 或 联用预处理工艺更具实用价值

结论

随着 值的升高
,

和 灭活效果均变差
,

而且 值对 灭活效果的影响更大
,

使得随着

值升高
,

者灭活效果越来越接近 根据这一点
,

对微碱性天然水体采用预氯胺化处理更具有实际意

义
,

不但效果 与 相当
,

而且能大大减少有毒
、

有害副产物的数量

值对 灭活作用影响程度不及对 或 大 时灭活效果略好
,

其次是

时
,

中性条件
一

略差

随着 值升高
,

与 或 联用的灭活优势更加明显
,

尤其在中性或弱碱性 条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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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的联用能极大弥补 值升高对单独 灭活造成的不利影响

在通常的水处理的条件下
,

采用 与 或 联用对加强预处理工艺对致病微生物的多

级屏障作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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