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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广州市猎德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采用 UN ITANK新工艺 ,经过近一年的试运行后已

基本达到设计出水水质、水量要求。在该项目的设计及调试运行中 ,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较有效的

应对措施 ,克服了该工艺应用于大型污水厂的不足 ,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但由于除磷系统及污泥

系统正处于运行调试中 ,除磷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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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New UN ITANK p rocess was adop ted in the 2
nd

stage p roject of L iede W astewater Treat2
ment Plant (WW TP). It has achieved basically the requirement for designed effluent quality and quantity

after trial operation for about one year. During design, comm issioning, and operation of the p roject,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ndition were taken to overcome insufficiency of the p rocess in

app lication for large2scale WW TP, and solution was given to many p ractical p roblem s. However, phos2
phorus removal and sludge system are under comm issioning and operation, the phosphorus removal effect

is to be further imp roved.

　　Key words:　wastewater treatment p lant; 　UN ITANK p rocess; 　comm issioning and operation

　　广州市猎德污水处理厂规划分三期 (共 66 ×

10
4

m
3

/ d)进行建设。首期规模为 22 ×10
4

m
3

/ d,采

用 AB活性污泥工艺 ,现已正式运行多年。二期规

模为 22 ×10
4

m
3

/ d,采用 UN ITANK工艺 ,现处于试

运行阶段。UN ITANK工艺运行灵活、处理效果稳

定 ,工程投资和运行管理费用低于 A /A /O工艺 ,与

除磷 A /O工艺相当 ,其最大优点是占地最省。该工

程工艺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猎德污水处理厂二期工艺流程图

Fig. 1　Flow chart of L iede W 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2nd stage p roject p 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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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键技术的处理
①　均匀配水

由于工程规模大 ,共有 8组反应池 ,每组 3格 ,

每组池的边池交替进水 ,配水管路长 ,容易配水不均

匀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采用渠道配水 ,并在恒水位下

交替运行 ,减少了管道、闸门、水泵等用量 ,降低了运

行成本。设计采用轻型电动启闭闸门 ,操作时轻便、

快速、不漏水。

②　斜板沉淀池的设计和维护

为了确保沉淀效果 ,生化反应池的边池需要设

计斜板 ,但增设斜板增加了生化反应池的池深 ,并且

在运行过程中斜板易造成堵塞 ,斜板的铺设和斜板

上沉淀的污泥增加了斜板支架的承载力。

在设计中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板的材质、板长、

铺设密度、安装角度等参数。工程中设计了特殊的

斜板规格 ,增大了斜板间距 (采用 ª = 60 cm正六角

形 ) ,减少了斜板长度 (垂直长为 60 cm ) ,并采用了

乙丙共聚塑料材料。

在运行过程中可考虑调节气量 ,减少斜板上沉

积的泥量以优化处理效果。

③　活性污泥浓度不均匀问题

由于取消了回流 , UN ITANK生化反应池通过 2

个边池的交替进、出水改变水流方向以确保污泥浓

度一致 ,因此若连通管的设计不当则可能造成中间

池污泥浓度偏低。工程设计中 ,在池底加设连接管 ,

采用 1. 2 m ×1. 2 m方型混凝土连通渠。

④　排泥、反冲洗的设计

由于生化反应池底部布满曝气头 ,池底没有坡

度 ,污泥沉积于池底 ,因此需用泵抽排 ,排放时间、流

量等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以避免引起沉淀污泥层的

扰动。在改变池进水方向时需进行反冲洗 ,反冲洗

时间、强度的设定会影响出水槽沉泥的去除。另外 ,

出水槽槽底设有横坡 ,亦能较好地清除沉泥。

⑤　运行程序

由于 UN ITANK生化反应池采用连续进水、连

续出水方式运行 ,反应池既作生化反应池 ,又作沉淀

池 ,因此每个运行周期中进水时间、各个反应段时

间、沉淀时间的不同都影响着处理效果。

在正式运行之前 ,需要设立较理想的运行程序 ,

可根据具体状况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前期试验研究 ,

确定合适的运行程序 ,并在生产运行中根据具体情

况进行优化。

2　工程设计
211　设计规模及水质

处理规模为 22 ×10
4

m
3

/d。污水综合变化系数

K取 1. 30,截流倍数取 1. 0,即雨季时提升泵房、格

栅、沉砂池总处理能力为 44 ×10
4

m
3

/ d,生化系统、

消毒系统、污泥系统处理能力为 22 ×104 m3 / d。

设计进、出水水质指标见表 1。
表 1　设计进、出水水质

Tab. 1　Designed water quality of influent and effluent

项 　目 BOD5 COD SS NH +
4 - N 磷酸盐

进水 / (mg·L - 1 ) 120 250 150 20 4

出水 / (mg·L - 1 ) 20 60 20 10 0. 5

处理效率 /% 83. 3 76 86. 7 50 87. 5

212　主要构筑物及设计参数

①　旋流沉砂池

共 1组 , 2座。设计流量为 5. 09 m
3

/ s,最大流

量水力表面负荷为 1 595 m
3

/ (m
2 ·h) ,设计旱流平

均水力表面负荷为 798 m
3

/ (m
2 ·h) ,水力停留时间

为 54 s。池直径为 7. 32 m,池深为 3. 86 m,砂斗直

径为 1. 83 m ,砂斗深为 2. 44 m。每座设有一轴向螺

旋桨 ,功率为 2 kW。

②　UN ITANK生化反应池

共 8组 ,每组由 3个水力条件相同的方形池组

成 ,采用半地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每组池设计参

数如下 :平均时流量为 1 146 m
3

/ h,峰值时流量为

1 489 m3 / h,污泥浓度为 3 kgMLSS/m3 ,污泥负荷为

0. 18 kgBOD5 / ( kgMLVSS· d ) , 水力停留时间为

11. 9 h (其中反应时间为 7. 94 h) ,每组池平面净尺

寸为 84 m ×28 m,有效水深为 5. 8 m ,气水比为 4. 7。

每格边池内装有斜板、微孔曝气器、剩余污泥

泵、潜水搅拌器。中间池装有微孔曝气器、潜水搅拌

器。

生化反应池共设曝气头 23 648个 ,边池各有一

台剩余污泥泵 , Q = 60 m
3

/ h,扬程为 100 kPa,功率为

3. 3 kW。每格池设两台潜水搅拌器 ,单机功率为

7. 5 kW。

③　污泥脱水机房

脱水机房尺寸为 60 m ×20 m ×14. 4 m,分两

层 ,框架结构 (一期已建 )。二期增加 3套离心式污

泥浓缩脱水一体机。相应参数为 :剩余污泥干重为

27 t/d,每台处理量为 60 m
3

/ h。

④　除磷加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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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物除磷效果不能达到要求时改用化学除

磷 , A l2 ( SO4 ) 3 的投加量为 5～30 mg/L。

213　电控设计

猎德污水处理厂自控系统采用集散式控制 ,设

厂级控制中心 ,下设 11个现场工作站 ,采用光纤环

网通讯。二期 UN ITANK生化处理系统作为一个整

体成为猎德处理厂自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独立

成为一个工作站 ,专门监控本系统工艺、电气设备的

运行 ,同时它的各种参数及图像信号可通过厂级网

络传送至中控室 ,实时监控现场设备并建立数据库 ,

在需要时自动进行打印备份。

UN ITANK现场工作站设于现场配电室内 ,所有

工艺流程中的电机设备由 PLC控制 , PLC位于专门

的控制柜内 ,上设彩色触摸屏。所有设备运行均采

用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方式。正常运行时采用自动

控制方式 ,由现场 PLC按工艺要求或时间控制池内

进出水阀、搅拌器、污泥泵的运行。气阀由 PLC进

行实时开度控制以便跟踪调节池内的需氧量 ,参照

相应反应池 DO仪通过专家控制模型进行控制。

PLC为模块化设计 ,可在主 PLC机上更改某些

在线参数。电源断电恢复后 , PLC和安装设备自动

启动。当设备发生故障时发出警报 ,并在 PC上显

示设备状态。

PLC具自检功能 ,对站内自控设备及仪表进行

监视和测定 ,以保证正常工作状态。

214　设计实施情况

在设计过程中 ,针对猎德污水处理厂的水质特

点 (进水中有机污染物指标浓度低 )和首期运行过

程中的经验 ,调整了设计进水指标 ,并采用了较低的

污泥负荷 [约 0. 12 kgBOD5 / ( kgMLSS·d) ] ,以便有

足够的水力停留时间确保脱氮效果。

3　调试运行
311　菌种培养

采用猎德污水处理厂一期 B系统的回流污泥

作为菌种来源 ,回流污泥中活性污泥含量约为 1%。

一组生化反应池污泥培养成熟约需 15 d (不具

有脱氮除磷功能 ) ,然后运行至 BOD5、SS达到设计

要求后 ,按生物脱氮除磷功能运行 ,至达到设计要求

需 30 d。

采用连续进水、连续投加菌种的方式培养活性

污泥。

①　开始进水时 ,三池同时曝气 ,同时以 140

m
3

/ h的流量向池内投加菌种 ;

②　进水满池后 ,按 2 /3的水力负荷进水 ;

③　池体满池出水后 ,自控系统投入运行 ,生化

系统按常规 UN ITANK工艺运行 ;

④　B池 MLSS≥1 000 mg/L后停止投加菌种 ,

UN ITANK生化池按满负荷进水 ;

⑤　继续培养至活性污泥成熟。

312　运行结果

运行中重点解决进出水的自动控制、供气量调

节、反冲洗以及厌氧、缺氧、好氧段的控制问题。经

过一段时间的调试运行 ,目前运行状况稳定 ,出水基

本达到了设计要求 (见表 2)。
表 2　2004年 8月运行结果

Tab. 2　Operating result in August , 2004

项 　目 BOD5 COD NH +
4 - N TN TP SS

进水 /
(mg·
L - 1 )

最大值 123 195 22. 2 22. 8 2. 24 168

最小值 50. 4 72. 1 9. 19 10 0. 93 38

平均值 81. 1 122 16. 7 18. 3 1. 66 83

出水 /
(mg·
L - 1 )

最大值 16. 0 35. 2 7. 89 15. 3 1. 48 19

最小值 3. 39 13. 8 未检出 4. 01 0. 02 4

平均值 10. 3 24. 5 2. 74 8. 98 0. 51 10

平均去除率 /% 87. 3 79. 9 83. 6 50. 9 69. 3 88. 0

　　从运行情况来看 , UN ITANK工艺取得了理想的

处理效果 (BOD5 去除率 ≥87% , COD 去除率 ≥

79% ) ,而且在水量超过设计规模时各种设备运转

正常 ,除 TP外其他出水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TP

不达标是由于化学除磷及污泥处理系统正在调试当

中 ,且一、二期相互影响 ,故需采取相应运行措施 ,调

整运行参数 ,以进一步提高除磷的效果。

313　讨论

在调试运行过程中 ,发现有些问题需进一步优

化。

①　边池作为沉淀池增加斜板问题

在运行过程中 ,反应池内的污泥沉积在斜板上

容易形成堵塞 ,会影响沉淀效果和氧利用效率 ,同时

斜板的存在影响了池内气、水、活性污泥的混合效

果。而且现有斜板密度较大 ,污泥易于沉积 ,从而增

加了支架的承重要求。

②　曝气头堵塞问题

由于边池交替作为沉淀池使用 ,污泥沉降于池

底 ,容易造成曝气头堵塞 ,影响曝气效果。

③　搅拌器受到曝气头的不利影响

由于整个池布满曝气头 ,曝气时会降低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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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效果并对搅拌器产生不利影响。

④　由于一、二期共用提升泵房及脱水机房 ,污

泥滤液混合回流到提升泵房 ,而一、二期处理要求不

同 ,这会给除磷带来不利影响。

建议改进如下 :

①　选用轻巧、表面粗糙度适当的斜板产品 ,并

研究调整安装角度、间距、长度等参数 ,在保证沉淀

效果的情况下 ,减少堵塞 ,减轻池体的承载力。

②　在保证曝气需要的情况下 ,对曝气头的布

置进行调整 ,搅拌器附近不安装曝气头以减少对搅

拌器的不利影响。

③　选用可自动闭合的曝气头 ,在不曝气的情

况下闭合气孔 ,减少堵塞。

4　结论
从 UN ITANK工艺应用于猎德污水处理厂二期

的情况来看 ,在试运行期间污水处理效果稳定 ,出水

水质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 ,对珠江西航道及前航道

市区段水质有明显改善 ,对保护广州珠江西航道饮

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净化珠江水质有重要作用 ,其环

境及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电话 : (020) 83766550

E - ma il: linm inlan@21cn.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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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监督此问题 )。
广东省佛山市张槎镇大富乡沙口水厂的杨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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