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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要 ；通过物抖衡算建立产酸相的酸化特性分段模型 ，并求得本研究两相清化系统处理淀粉配制废水情况下产酸相动力学参数 

为：产酸茸产率系数 y=0．28rag·rag～，产酸 苗衰减系数 ks=0．054h ，产酸苗最大比增长率 _J0·lh_。，饱和系数 K，； 

L866mg·L ．讨论了产酸相酸化率对整十系统运行状况的影响，表 明高酸化章有利于提高系统的处理效率和沼气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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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cidifying Phase in Two——phase Diges—— 

tion System 

Guan Yuntao，Jiang Zhanpeng(Dept．ot Environ．Sci．and Eng．，Tsinghua Univ．，Beijing 100084，China E 

mail：guanyt@263．net) 

Abstract：The acid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cidifying phase was discussed by piecewise mathematical model 

The kinetic parameters of acidification phase are as following：the yield coefficient for acidproducing bacteria(y) 

一 0．28mg ·mg～ ，the organism decay constant(kd)一 0 054h～ ，the maximum specific growth rate(‰ ) 

8．1h～ tthe saturation constant(五．)= ]866mg ·L ．The effects of acidification rate to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were analyzed and the conclusions that higher acidification rate is favorable to organics removal and energy re— 

claim were found． 

Keywords：mathematical model，two—phase digestion system ，acidification phase—acidification rate． 

80年代初进行的有关两相厌氧工艺的研 

究表明 ～ ，在稳态条件下，两相厌氧工艺比一 

相厌氧工艺在处理效率 、处理能力及稳定性等 

运行性能方面要优越，这一方面是 由于相分离 

为不同的微生物提供 了各 自适宜的生存条件， 

另一方面 ，独立控制的产酸相也起到了预处理 

和缓冲负荷及废水水质波动的作用．有关两相 

消化系统产酸相运行特性的研究并不多见．在 

Zootemeyer等 学者 的研 究 中 介 绍了不 同 

pH和不同温度下，葡萄糖基质酸性发酵产物 

中挥发酸分布的变化情况 ，提出了适宜条件为 ： 

pH 为 6．0左 右 ，温 度 30℃上 下． 另 外 ， 

Zootemeyer等还讨论 了产酸阶段产物抑制 问 

题 一．Alexiou等学者 ：对产酸相的运行控制参 

数等进行了研究 在不同的研究中，产酸相的酸 

化特性作为衡量产酸相运行状态的参数受到 了 

学者们的重视．本研究采用酸化率作为表征产 

酸相酸化特性的参数，其定义为：两相消化系统 

进水有机物在产酸相中被转化为挥发酸(包括 

进而转化为气体的部分)的比例．从定义 中可以 

看出，酸化率代表了产酸相微生物的酸化能力， 

其数值直接影响下一阶段的处理效果．本文将 

利用实验的方法测定出产酸相的动力学参数． 

对产酸相酸化率进行数学模型模拟及预测，并 

对酸化率数值的影响进行初步的讨论． 

1 试验条件 

1．1 工艺与装置 

两 相 消 化 系 统 (Two—phase digest Lon 

biosystem，BS)试验工艺流程如图 l所示．产酸 

反应器和产甲烷反应器置 于 35±0．5℃的恒温 

箱内．产酸反应器为普通厌氧反应器，体积 3L， 

其中反应区 1．65L；产 甲烷反应器为上流式厌 

氧污泥床反应器，体积 7L，其 中反应区 3．6L． 

1．2 试验水质及接种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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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术 槽 2·循 环泵 3·鼎动 泵 4 严 醒反 应 器 5· 

恒温装置 6．碳酸铺 7．水位控制器 8．回流泵 9．蠕 

动泵 10．中问稳定槽 11 产 甲烷反应器 12 出水 

13 水封 14．温式气体流量计 

图1 BS系统试验流程 圈 

试验原水采用工业淀粉及葡萄糖配制 ，按 

比例投加 N、P，并投加微量元素Ni、Co、Mo．试 

验 进水 水质 范 围：COD=1500～ 12000mg· 

L ，BOD5一 i000~ 5000mg ·L一 ，pH = 4～ 7． 

产酸相接种污泥取 自污水处理厂二沉池底 

泥，VSS接种量 8g·L～，VSS／SS为 55 ；产 

甲烷相接种污泥取 自啤酒 厂厌氧反应池污泥 ， 

VSS接种量 13g·L一，VSS／SS为 57 ． 

1．3 测定项目 

试验每 日测定 COD、pH、气体产量、挥发 

性有机酸(VOA)、气体成分． 

2 产酸相数学模型的建立 

2．1 基本假设 

(1)忽略产酸反应器中的产甲烷反应 ，认为 

产酸反应器中不存在产甲烷菌． 

(2)反应器内完全混合． 

(3)主要考虑稳态情况下的结果，并且依据 

物质平衡原理． 

2．2 模型推导 

根据物质平衡原理 ，对不同物质进行 物料 

衡算． 

(1)对产酸菌的物料衡算 

f警) 。+RQ‰+ ：[警 — 

f筹) 一Q(1+ c2) 

其 (矧 和 f幽dt) 分别为产酸菌的 

生长及 衰减数 量 ；R为 回流翠 ；Xo、 ：及 分 

别为产酸相进、出水及回流液的微生轫浓度； 

V 为产酸相有效容积 ；Q为进水流量． 

稳态条件下， dX—O
，等式两边除以 V1,并 

一 - o．(警) = ， x 

代入，整理可得： 一 一糟+ 
(2)溶解性基质的物料衡算 

i J—Qs。+RQS + 
一 Q(1+ ⋯  

其中，(警】 为基质反应的速率； 。及 分别 
为产酸相进水与出水溶解性基质浓度． 

稳态条件下 ，~
d

／s
f=o，式(4)两边除以 V1,并 

以 ： 代入，整理可得 ： 

dt = 0 ㈣  l J 
d 

⋯  

(3)根据 Monod关系式有： 

一  ㈤  

式中， 为产酸菌最大比增长率，K 为其饱和 

常数． 

(4)产酸菌生长率与基质转化率之间的关 

系为： 一一y『觌 
由式(7)、(5)可得 ； = x． (8) 

设 回流到产酸相的固体物质总量与流出产 

酸相的固体物质总量之 比(产酸相固体物质回 

流率)为 r，则：r(1+R)x =RX (9) 

式(8)与式(3)联立，并以式(9)代人，可得 ： 

x_一 Y (S『=．-- St
下
)
丽 (1。) 

式 (6)与(3)联立，可得 ： 

(11， 一 干 葡  
设单位有机污泥的 COD当量为 ，淀粉的 

COD当量为 b，则系统酸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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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一 S。一S。+bSS。一a(1一! ±墨 
— ————— 面 ——一  

× 100 (12) 

式中，ss。和 COD． 分别为产酸相进水悬浮物(主 

要成分是未溶解淀粉)浓度和 COD总浓度·式 

(10)与(11)及(12)联立，可得系统酸化率． 

2．3 动力学参数确定 

生物动力学常数主要和进水性质、生物反 

应器的温度等有关．本研究在运行初期在不加 

入产酸相 回流流程 (即 R一0)的条件下，改变 

HRT(1l[1 01)，测定一些基本运行的状态参数， 

以求得在本研究基质条件下的生物动力学参 

数．所得试验结果见表 1． 

(1) 与 y 

由式(3)与(8)，令 R一0，变形得 ： 

兰 一 ¨ 专 m， y y ⋯ 

以 为横坐标， 为纵坐标，进行线性拟 

合(见图2)．由线性拟合可以得出： 

Y 一 0．28mg ·rag一 ， d一 0．054h 

(2)墨 与 

衰 1 产奠相生●自动力学参擞试验结果 

d -m 

田 2 产酸相 r与 d̂的确定 

S m《 -t"y‘ 

田 3 产酸相 丘 与 确定 

由式(3)及 (6)，令 R=0，取倒数得 ： 

一 筹·士+ m， 丽一 ‘ 十 ‘ 4J 

以 为纵坐标，击为横坐标，作囝3，经线 

性拟合可得 ： 

／-％ = 3．1h～ ，K，一 1866mg ·L 

3 模型评价及分析 

从生物动力学参数的数值可以看出，它们 

与一般厌氧动力学参数相差不大： ． 

由式(10)、(11)代入本试验运行基本 数据 

及动力学参数 ，可得： 

型  !二 ! (15) 
1．71 6— 1． ⋯  

S 一 警 ⋯， 
由于 r≤1，则由式(16)、(15)及(12)分析 

可得 ：r十= ‘ X 十 置 十 (17) 

本研究取有机污泥 COD当量 a=1．42，淀 

粉的 COD当量 6—1．07．计算酸化率并与实测 

值比较(见图 4)．在 BS系统中 ，一部分流失污 

泥(含固体有机物)可以回流到产酸相中，另一 

部分污泥从产酸相中流失到产甲烷相．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当进水 负荷<10kg·(m ·d) 

时，取 r一0．3，利用式 (15)、(16)、(12)进行计 

算，计算结果与实测值基本相符；当进水负荷> 

]0kg·(m -d) 时，取 r=0．7，模型模拟的酸 

化率与实测值基本相符．这是因为在低负荷下， 

5  4  3 2  l  O  

I)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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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酸相 中流出的 ss低，使流失进入产 甲 

烷相 的固体物质占有的比例偏高，故 r值相应 

较小；高 负荷下情况相反．因此 ，BS系统酸化率 

的数学模型为一分段函数． 

本研究后期将系统产酸相出水经膜过滤后再进 

入产甲烷相，经过一段时期的驯化 ，产甲烷相进 

水的酸化程度几乎达 到了 100 ，而即使是系 

统 COD容积 负荷上升达到 20kg·(m d) 

以上 ，系统的去除率仍然保持在 9O 以上． 由 

此可见，高的酸化率(接近完全酸化)是可取的， 

关键是以酸化程度较高的废水驯化出具有高厌 

氧活性的产甲烷菌．本研究的实验数据表明，在 

系统酸化率高的情况下，产 甲烷相中污泥的产 

甲烷活性有较大的提高，因此保证了高酸化程 

度进水 较完全的处理及更高的沼气产量  ． 

。 

． 。  !． ： ⋯23 4 结论 COD进水窖积负葡 f d) ⋯  

田 4 BS系 筑产醍 相醍化 罩买铡 僵 与模 拟僵 比较 

从上述讨论和方程中可以看出，R值 也可 

以影响系统的酸化率．固定 r值 ，而使 R值变 

化 ，则从式 (10)、(11)、(1 2)分析得出：当 R升 

高，s 升高， 则降低，而酸化率 足 却没有明 

显的规律．取 r一0．99，将 R从 0以0．2的步长 

升高到 3，代入上述公式并代入任意试验初始 

值(s。、s 、COD． )，计算表明，酸化率的变化均 

在 2 内．可见，产酸相回流率 R对系统酸化 

率的影响不大，可以忽略 

综上所述，该分段模型可以用于对两相 消 

化系统产酸相酸化特性 (酸化率)的模拟和预 

测，从而考察产酸相的运行状态及分析可能对 

产 甲烷相产生的影响． 

关于 BS系统酸化率对整个消化工艺效率 

的影响，现存在一些不同观点．如 Alexiou等学 

者认为 ]，在两相消化系统中，废水完全酸化是 

应该避免的，它将对产甲烷相的运行产生不 良 

影响 ，而 4O ～5O％的酸化物质进入产 甲烷相 

是适宜的．而本研究则没有得到相 同的结论．在 

低负荷情况下(<10kg·(m。·d) )，由于产 

酸相污泥流失进入产 甲烷相的比例相对较大 ， 

故 酸化率 只有 4O ～ 5O ，而 当负荷较大时 

(>10kg·(m d) )，酸化率较高，而这时系 

统的去除率仍然保持在 8O 以上．只有当系统 

COD容积负荷进一步增大到 20kg·(m。· 

d)I1以上时，系统去除率才下降到 8O 以下． 

(1)通过物料衡算建立产酸相的酸化特性 

模型为分段模型．产酸相固体物质回流率 r对 

系统酸化率影响较大． 

(2)根据分段模型计算 ，产酸相 回流率 R 

对系统酸化特性 (酸化率)影响很小． 

(3)系统产甲烷相进水较高的酸化程度是 

可以接受 的，且有利于提高系统产甲烷相污泥 

活性进而提高系统处理效率和沼气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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