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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活性炭性能指标评价体系及净水效能研究

研究生 安 娜 导师 赵庆良

哈尔滨工业 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试验结合了静态和动态试验
,

对比分析了 种粒状活性

炭的吸附性能
、

结构特性以及分别以该 种活性炭为滤料的

活性炭滤柱的净水效能
。

建立了以活性炭结构特征评价
、

活

性炭单项评价指标
、

活性炭综合性能评价值为支撑的饮用水

粒状活性炭评价体系
。

其中结构特征评价分别从有利于活性炭滤柱出水化学

安全指标
、

生物安全指标以及微生物生长角度探讨了适宜的

活性炭结构 单项评价指标在参考国标和美国 标准

的基础上制定了可用于活性炭选择的性能结构指标推荐值

综合性能评价值 值 是通过相关性分析及加权计算建

立起来的
,

它可以作为活性炭选择
、

评价依据
。

关键词 〕饮用水
,

深度处理
,

活性炭
,

评价体系 答辩 时

间 年 月

膜生物反应器处理聚醋废水的中试研究

研究生 体 娟 导师 田 禹

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针对聚醋废水处理的难点
,

开展了处理规模为 一

耐 的 工艺中试研究
。

重点考察了水力停留时间
、

有

机负荷
、

溶解氧
、

等各种因素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

确定了

最佳工艺参数 研究了 对 〕
、 一 、 、

的去

除效果与机制 探讨了反应器污泥特性
,

提出了污泥产率系

数适宜的计算方法 通过扫描电镜分析了膜污染状况
,

确定

了适宜的膜清洗方式
。

现场中试的连续试验表明

对聚醋废水具有 良好稳定的处理效果
,

其最佳控

制条件随进水水质的不同而变化
。

当进水 〕在 一

呢 时
,

需控制 为 〕为 一

哩 时
,

为 义刃 在 一 时
,

适宜

的
、

为 一 。

同时
,

控制容积负荷为 区 〕 衬
·

,

〕为 一 几
,

为
,

污 泥 负荷 一

乏名
· , ,

为
。

在此条件下
,

〕 的

平均去除率为
, 一 去除率为

,

的去除

率可达到
,

出水 小于 几
, 一 小于

几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对总磷的最高去除率为
,

平均去除率为
, 。

机理分析表明 在污泥龄较长
,

没有

进行厌氧释磷的条件下
,

试验后期有磷的积累
,

使 对磷

的去除效果显著下降
。

正叹 设备内污泥状态良好
,

浓度在 一 几
,

、 介于 一 之间
。

研究表明
,

乏遇 与

容积负荷 成线性关系
,

其表达式为 二

,

尺
。

在启动期间及连续运行前期出现的非

丝状菌膨胀
,

对处理效果无不利影响
。

本试验条件下的剩余污泥量极少
。

利用物料平衡法计

算的表观产率系数 矶 为 酬 众薛 〕
,

微生物增

殖法计算的表观产率系数 矶 为 人彭二 〕
,

试

验实际污泥产率仅为 〔 〕。 上述分析表明利

用微生物增殖法较物料平衡法更适于 处理聚酷废水时

的污泥产率计算
。

进一步的机理分析表明 聚醋废水的水质

特性
、

较低的污泥负荷和较长的污泥龄是造成污泥产率较低

的重要原因
。

控制适宜的膜通量
、 、

污泥浓度
、

出水和曝气方式可

以有效降低膜污染
,

在中试试验进行的 个月时间里
,

只发

生轻微的膜污染
。

经济比较表明
,

采用 工艺的聚醋废

水处理成本约为 元如早
,

与
“

厌氧 接触氧化 十 氧化塘
”

原工艺相比下降
,

每年可为该厂节省 万元
。

〔关键词 」膜生物反应器 侧田
,

聚醋废水
,

难降解有机

废水 答辩时间 年 月

含氮杂环化合物 场
才

勺 降解特性及毒性变化规律

研究生 王小化 导师 黄 霞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对三种代表性含氮杂环化合物 哇琳
、

异喳琳
、

叫噪 的

咙及了 降解特性及毒性变化规律进行 了研究
。

结果表明

①喳琳和异哇琳表现出相同的 场八刃 降解特性
,

而叫噪的

降解特性则与它们明显不同
,

即哇琳或异哇琳 降解

时
,

降解速率受 的加人与否和 的高低的影响很大
,

而

叫噪降解时
,

降解速率基本不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

②尽管

降解特性不同
,

喳琳
、

异哇琳
、

叫噪 几 降解时
,

在反应的

初始阶段都出现了发光细菌毒性上升的现象
。

对毒性上升

原因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

降解副产物 氏 是哇琳
、

异喳

琳 份 降解时毒性上升的主要原因
,

而 玫 和一级降

解产物则都是叫噪 马几 降解时毒性上升的重要原因
,

毒

性规律与降解动力学密切相关
。

③利用
“

固定有机物浓度监

测臭氧浓度法
”

直接测定法 测得喳琳 喳琳离子 和异喳琳

异唆琳离子 与 直接反应的二级速率常数分别为
一 工 一 ‘ 一 一 一

和
一 一 一 一 ,

属

于中速或慢速反应的物质 利用
“

竞争反应法
”

测得叫噪与

场 直接反应的二级速率常数为 只 护
一 ‘ 一 ,

比唆琳

或异喳琳高 个数量级
,

属于快速或瞬间反应的物质
。

有机

物与 反应的速率常数是决定有机物 场几刃 降解动力学

给水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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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毒性规律的重要参数
。

④用 三比如幻和环张力这两个参数能

很好地建立简单含氮杂环化合物与 马 反应的速率常数的

模型
。

⑤几几 与 联合工艺降解哇琳时
,

在一

定程度上能提高 卫〕的总去除率
,

且在 降解过程中不

会造成毒性的升高 降解叫噪时
,

〕 和毒性的去除效果都

很好
。

联合工艺有利于含氮杂环化合物毒性的控制
。

【关键词 〕含氮杂环化合物
,

臭氧
,

高级氧化技术
,

毒性
,

反应动力学
,

中间产物 答辫时间 年 月

小型膜一生物反应器处理生活污水应用研究

研究生 贺晨汤 导师 文湘华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系

采用分批补料方法对活性污泥进行了培养
,

探讨了活性

污泥的增长规律
,

研究了四种不同浓度培养基对活性污泥产

率的影响
。

结果表明 采用本文提出的配水 葡萄糖浓度为

几 作营养液培养污泥
,

污泥的产率最高 将培养后

的活性污泥分别采用悬浮液保藏
、

固体干燥法保藏
。

结果表

明
,

用 溶液保藏污泥效果较好
,

在 一 ℃条件下
,

污泥

活性可保持 天以上
。

风干干燥法保藏污泥时
,

在 ℃

下保藏 天
,

〔 服 保持在 廖无 沙 以上
,

预计

其活性在常温下可以维持一年左右
,

可以满足产品化的需要
。

对国内主要膜生产厂家生产的三种膜和国外生产的一

种膜从清水比通量
、

临界通量
、

临界通量下的污染速率
、

清水

通量恢复能力
、

机械强度
、

化学稳定性等方面进行了对比试

验
。

结果表明 膜在清水比通量
、

临界通量
、

污染速率
、

机

械强度方面均为性能最优 国内膜中 膜在清水 比通量
、

临界通量
,

污染速率方面性能最优
,

但其机械强度最差
。

通过新型膜一生物反应器 田 一

在次临界通量操

作条件下长期运行试验
,

考察了其运行特性
。 一

膜

污染控制效果较好
, 〕

平均上升速率为
一 ’。

在连续运行和 间歇运行条件下
,

其出水浊度
、

色度
、 、

瞬毛一 、 、

总大肠菌群数满足国家有关杂用水回用水标

准
。

进水中加人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几
,

没有降

低 田 一
对

、 一 的去除效率
。

〔关键词 〕膜
一生物反应器

,

生活污水
,

污泥培养与保藏
,

膜性能 答辩时间 年 月

溶胶凝胶法在玻璃纤维网上制备高活性 光催化剂

研究生 吕 妍 导师 赵建夫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为了制备高活性光催化剂
,

通过调节胶液组分比例
、

涂

覆次数
、

焙烧条件等方法来找出最优的制备条件
。

另外
,

在

制得的高活性纯 催化剂的基础上
,

本试验尝试了在胶

液中添加
·

执 的方法对其进行改性
,

并比较了

不同掺铁量光催化剂之间的活性
,

发现不掺铁的标准

催化剂的催化活性最好
,

而掺铁改性的光催化剂效果不理

想
。

本试验采用 自制的圆筒型反应器的活性评价装置
,

通过

苯酚的降解率来评价光催化剂的活性
。

针对传统固定式反

应器对紫外光利用效率低的特点
,

本试验采用可以透光的玻

璃纤维网作为基材
,

在反应器中平行缝制三层催化膜
,

使得

人射进反应液中的紫外光可以完全被催化剂利用
。

活性评

价结果显示
,

制备 光催化剂的最佳条件为 胶液组成为

汽‘

叭 几隽 叭
。

叽
一 涂覆

次数为 次 焙烧条件为先以 ℃ 的升温速率升温至

℃
,

然后在 ℃下保持 小时
。

利用电子天平
、

射线衍射仪 和扫描电子显微镜

对制得的光催化剂进行了结构表征
。

对于纯 催

化剂
,

随着焙烧温度升高
,

峡 逐渐由无定型向锐钦矿型转

变
。

催化剂膜表面光滑
、

连续
,

很少裂缝
,

可以多次重复利用

而不影响活性
。

对于
一

催化剂
, 十

的掺杂抑制了

晶体的成长
,

使粒径变小
。

在初制得时表面光滑
、

完

整
,

但经多次降解实验反应后
,

脱落现象严重
,

可以看到有大

片的催化膜龟裂
、

脱落
,

表面呈碎片状
,

牢固性很差
。

关键词 」光催化氧化
,

溶胶凝胶法
,

玻璃纤维网
,

下
,

掺铁

改性
,

苯酚
,

催化剂活性
,

催化剂稳定性 答辩时间 二 科 年 月

苯醉与增塑剂废水处理工艺的试验研究

研究生 周建勋 导师 孟建平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以苯配与增塑剂 仪
〕

生产废水为研究对象
,

针对废水

有机物浓度与难降解物质浓度高的特点
,

提出了物化预处理

一水解酸化一好氧生化的处理工艺
,

并对该工艺进行试验和

理论研究
。

废水的 工又犯龙〔 〕 ,

降解性能 良好
,

但是其

中的不溶辛醇导致生化出水 〔刀 居高不下
,

生化效果不佳
。

首先采用静沉方法作为预处理方案去除不溶辛醇
,

预处

理后的好氧生化结果表明
,

该工艺可以去除水中绝大部分的

有机物
,

出水达到排放要求
。

苯醉废水回收富马酸后
,

出水 〕 艾〕〕 犯
,

属于可

生物降解废水
,

其中高浓度的硫脉属于生物难降解物质
,

须

在生化之前去除
。

加人硫酸铜与硫腥形成沉淀的预处理方法由于成本太

高
,

色度去除效果一般被舍弃
。

预处理最终采用 践 氧化

法
,

硫脉
、

色度的去除率超过
,《 去除率也超过

,

出水达到排放标准
。

关键词 苯配生产废水
,

生产废水
,

富马酸生产废

水
,

物化预处理
,

硫腮 答辩时间 年 月

给水排水 一 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