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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工艺A段耐(低pH值)冲击的试验研究 

Study On the Buffer Abi lity(Low pH)of Shock 

in the A Stage of AB Process 

年跃剧 顾 国维 (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上海 200092) 

1、 
摘要 通过模型试验，研究了AB工芝A殷受到低pH值冲击时的恢复情况，从水力学和生物学方面分析了A段缓解冲击的原因． 

总结出A段受到不同程度冲击后的恢复特性厦影响因素．对AB31艺A段缓解低pH值冲击原因作出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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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y a bench—scale test．to study the recovery of A stage of AB process I low pH shock and analyze 

1口 the reasons from hydraulics and biology．It also summarized the recovery properties and influencial factors and 

gave some new explanations O[1 the buffer of lOW pH shoc k in the A stage of AB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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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AB31艺是70年代中期由德 国的B6hnke教授发明 

的一种较优的污水生物处理工艺⋯。80年代以后，该 

工艺在德国 丹麦．捷克 瑞士、奥地利等国被广泛 

采用 。80年代中期引入我 国并得到迅速推广。AB法 

独特的工艺特性和优点受到我国水处理界的重视。 

ABZ．艺是一种两段法污水生物处理工艺，在工艺 

流程和运行参数上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 】：AB 工艺不 

设初沉池，A段为一开放的生物动力学系统；AB两段 

单独回流，保证了两段 各自特有的菌群；A段 以高负 

荷运行，泥令较短，B段以低负荷运行，泥令较长。正 

是由于 AB法的这些特点，使该工艺许多特点有利于 

其它工艺，其中之一是 AB工艺可缓解低pH值冲击。 

Bbhnke教授在Krefeld污水处理 厂进行 了低pH值及 

有毒物质冲击的试验， 结果表明，在进水pH值从7降 

至4～5、并持续lh后，出水pH值 未见明显波动；在受 

毒物冲击后，A段微生物受毒物抑制活性降低．耗氧 

量减少并使DO升高，但 在2h后即恢复正常，B段Do 

未 见波动，表明未受毒物的影响。 

BShnke教授认为 】，AB工艺缓解冲击的原因是： 

A段存在着短世代和适应性强的微生物类群；A段微 

生物菌群受到外界冲击影响时，菌种容易发生变异。但 

是，B~hnke教授在解释A段缓解冲击的原因时忽略了 
一 个重要因素—— 水力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对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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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受到持续冲击的情况作详细探讨，同时由于AB法 

A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且集中体现 了AB工艺的主要 

特点，所以本试验对A段进行研究考察。 

2 试验方法 

本试验为低pH值冲击试验。试验装置 中A段水力 

停留时间为30min，污泥浓度为2．5g／L左右，在稳定 

运行条件下，用pH值为1．5的人工台成酸性污水做持 

续冲击试验，持续时间分别为10、30、50min, 考察 

A段 出水pH值和A段溶解氧的变化情 况。同时还谫I定 

了冲击时间为40min时的出水c0D变化情 此时进 

水COD浓度为372mg／L。 

3 结果分析 

低pU值冲击试验的结果如图1～4所示。 

图1可见，10min的冲击对系统的影响是很小的。 

这 由于水力稀释的作用，系统的DH值只下降到5，其 

次，由于pH值下降较小，溶解氧只有微小上升，并且 

pH值和溶解氧值很快恢复到原来状态。在整个冲击过 

程 中反应器的污水、污泥没有异常变化。 

图 2可见，系统经低pH值冲击30min后，pH值 

下降到3．5，此时对系统 的溶解氧有相 当程度的影响， 

随着pH值的下降，污泥微生物活性受抑制，耗氧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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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冲击时间为l0min时口H和DO的 变化情况 图 2 冲击时 1日]曲30min时pH和DO的 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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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冲击时 问为50min时pH和DO的 变化情'兄 

少，使溶解氧缓慢上升。在停止冲击，pH基本恢复到 

原来水平后．溶解氧开始缓慢下降，表明微生物话性 

已恢复。半小时后，基本恢复到原来状态。在冲击过 

程中， 有一些泡沫产生，并夹带出一些破碎的污怩。 

图3 r见，经50rain冲击后．反应器 出水的pH值 

最低点降到2，此时溶解氧浓度上升到6．3mg／L，并且 

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来状态。这表明系统已基本被 

破坏，原系统 中的细菌在较长时间的pH状态下 已经 

死亡．要恢复系统的处理能 力，必须依靠进水中携带 

细菌的重新繁殖，这样，进水中生活污水含量的大小 

就直接影响到恢复时间的长短。此时．A段中细菌短 

世代时间的快速增殖性才体现 出来，另外，也体现了 

A段不设初沉池细菌的外源补充性。 

图 4可以看到．受pH冲击后， 出水COD浓度迅 

速升高，并且可高出进水COD浓度(进水COD浓度为 

372mg／L)。这是因为细菌受到高氢离子浓度冲击后， 

使细菌表面的蛋 白质和核酸水解，另外吸附于菌体表 

时 问／rain 

图 4 冲击时间为40m1n时pH和COD的 变化情况 

面的有机物被脱离以及破碎的话性污泥进入出水中等 

原因所造成。停止冲击后，出水COD的恢复也比较缓 

慢，几个小时后才基本恢复到原来的 出水COD浓度水 

平。 

由上可见，低pH值瞬时冲击和长时间的连续冲击 

是不同的。瞬时冲击时，水力稀 释作用能缓解冲击的 

影响，所以不会使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而连续冲击则 

不同，一旦经过某个时间段后，系统遭到破坏，而恢 

复到原来的状态就需要较长的时间。以前人们作了瞬 

时冲击试验，系统恢复较快，把系统能够恢复的原因 

全部归于AB工艺A段的特性即微生物的外源补充性和 

微生物的快速 增殖性上。其实瞬时冲击时，最直接的 

作用是水力稀释作用。 

通过试验发现，由于A段水力停留时间很短， 当 

停止冲击后，pH值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溶解氧的恢复与受冲击的严重程度有关，如果受到冲 

击的时间较短，系统没有受到破坏性影响，那么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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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的恢复是较快的。这是因为通过污泥 回流町以很快 

补充曝气池中的污泥，使其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 

污泥 回流对系统恢复有重要影响。 当曝气池及沉淀池 

中的污泥均被破坏后，系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就需要 

较长的时间。此外，通过污泥回流，使真正进入曝气 

池中的污水pH值比进水中的pH值高，这也缓解了低 

pH值冲击的影响，出水中COD浓度的恢复比较缓慢， 

即去除率的恢复需要一段时间，即使系统没有完全被 

破坏，有一部分污泥的细菌没有死亡，但是污怩量的 

减少．也会使去腺率受到影响。 

另外，从试验现象来看．冲击过程中产生许 多泡 

沫，随泡沫夹带上许多破碎的苗胶 团，并使出水COD 

值超过了进水的COD值，这都说明高氢离子浓度对系 

统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低pH冲击与毒物冲击一样，会对系统产生破坏作 

用。氢离子浓度对细菌的生命活动有很大影响，氢离 

子浓度能够影响苗体细胞质膜的 电荷性质，细胞膜上 

的正常电荷有助于细菌对某些物质的吸收，如果电荷 

性质发生变化，就会影响细菌细胞正常的物质代谢。高 

氢离子浓度可引起苗体表面蛋白质和核酸水解，在一 

定的氢离子浓度下，细菌的酶系统才能发挥最大的催 

化效能，如果氢离子浓度发生变化，酶的催化作用就 

要受到影响，结果必然影响细菌的正常代谢活动。 

4 结论 

4．1低pH冲击可对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其影响的程 

度依赖于持续冲击时间的长短，瞬时或短时间(10min) 

的低pH冲击，不会对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较长时间 

(50rain)的低 pH 冲击，会对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当 

冲击时间较长，中间沉淀池及曝气池中的污泥全部被 

破坏后，系统将遭到严重破坏。 

4．2对于低pH冲击来说，水力稀释作用和 污泥回流作 

用是缓解冲击和系统恢复的重要影响因素。 

4．3系统受到pH冲击后， 出水pH值的恢复受水力因 

素的影响，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恢复，而溶解氧 

及COD去除率的恢复则受系统中活性污泥的影响，系 

统中活性污泥遭受破坏的程度，决定其两项指标恢复 

的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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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漂阳市建立高级煲长类及 

哺乳动物群化石保护区 

垃中外科学家10多年的现场勘 察和科学论证． 江苏津 阳市 

上黄镇水母 山裂隙闻的是长妻及哺乳动物化石距夺 4 500万年． 

人类的祖先起始 于中国．在津阳市上黄镇 

潭，日市确 定 了保护措 施， 专门拨 出资垒建 立永 久性标志牌 

等．并派护 山凡 员在保护压专司逛察工作 1月13日．津，日市 

在上黄镇水母 山举行保护 匡揭伴仪 式．竖起 了一座 高大的永久 

性保护标志牌、上 划中英文对照的文字“津，日市衄地质遣迹保护 

区——上黄 高衄更长熹哺乳动物蛘 化石产地保护压 

(通讯 李君毫) 

常州市完成环境管理体制研究 

为强化环境监督昔理、进一步促进经 济与环境协调 发展、常 

州市甄保局 与常 州市编委共 同承担 了 常州市环 境管理体制研 

究 课题．经过 2年工作业 巳完成并通过茔定。 

课题根据常 州市环境管理体制现状．选用社套学和 管理学 

基奉原理 以及珂=保法所赋予环保 行政主管部 门的职 能．职责、通 

过环j杲体 制及运 行机制现状 分析．经济社套发展对环境影响的 

预刹． 采用职能 分解 回归蛆夸． 乐统分析和统筹枝 术 对环 

保系统组织彤 式及权 限划分 控制调节机制 监督制约机制．璃 

割 出了常州市环境保护 行政 管理体制 常州市环境保护局． 常 

州市环境监驯站， 常州市环 境监理总站 三 定 方案 

(通讯员 李君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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