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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混凝
一

沉淀法对 乳液废水进行预处理
,

比较了 和聚合硫酸铁 混凝对浊度及

指标的去除效果
,

重点考察了 值变化对 混凝效果的影响以及不同助凝剂对 的助凝效能 结果表

明
,

对 乳液废水的混凝效果明显好于
,

其最佳混凝 值为 一 阳离子型 对

有明显的助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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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液废水具有 含量高 达 一
、

浊度高 达到 以上 以及呈稳定乳液状等

特点
,

属较难处理的工业废水
,

一般不宜直接排入常规的废水处理系统
,

需要进行单独预处理 ’
一

, 〕 目前生

产 乳液的某有机化工厂采用 作为混凝剂
,

使用中存在投药量大及处理效果较差的问题
,

为 了

获得更好的处理效果
,

作者采用 作为混凝剂
,

考察其对沉后浊度及 指标的去除效果
,

确定其混

凝的最佳 范围
,

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不同助凝剂的助凝效果
,

为实际工程应用提供技术参考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水样及药剂

取 自某有机化工厂生产过程中排放的 乳液废水 主要水质参数为 浊度为 一

尸 为 一 值为 混凝剂有
,

助凝剂有非离子型
,

两性
,

阳离子型
一

阳离子度
,

阳离子型
一

阳离子度
,

阳离子型

阳离子度
,

阳离子型
一

阳离子度

试验方法

采用六联搅拌机进行混凝试验
,

取 水样于烧杯中
,

投加不同的絮凝剂
,

以 快速搅

拌
,

中速搅拌
,

慢速搅拌
,

静置
,

取上清液测定各项指标

采用 快速 测 定仪 测 定
,

浊度 采用 浊度仪 测 定
,

值采 用 奥立 龙

型 计测定

试验结果与讨论

一 与 处理效果的对比

图
、

图 考察了 和 去除浊度及 的效果
,

实验中原水 尸 为
一 ,

浊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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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为

可以看出
,

投量相同情况下
,

的混凝效果明显好于 当 可 为 时
,

沉后水浊

度 降为
,

。 降为
,

去除率 刀分别达到 和
,

而 混凝的沉

后水浊度仅降为
,

可 仍高达
,

去除率 , 分别为 和

﹁日﹃、︸矛公

一

山尸

一

山 ,

﹃工产岁、︵息食

混凝剂投量
· 一 , 混凝剂投量

· 一 ,

图 投药量对浊度去除效果的影响 图 投药量对 去除效果的影响

罗

乳液废水中的胶体颗粒
,

由于聚乙烯醇对胶体的溶剂化保护作用
,

在其周围有一层较厚的水化

层
,

产生空间阻碍作用
,

使其处于稳定状态 的水解速度比较快
,

在溶液中多以
、 十 、

等高电荷低聚合度的多核络离子存在
,

可以较好地发挥压缩双 电层及 电中和作用 而 水

解后产生大量多核经基络合物
,

如 受 孟
、

才
、

欢
、

会 等
,

以及高度交联的

疏水性氢氧化物聚合体
,

具有良好的吸附架桥作用
,

但其具有的单铁原子的平均正 电荷数不如
,

而

乳液本身是乙酸乙烯醋
一

乙烯共聚物
,

具有较长的分子结构链
,

因此更易与 水解后产生的大量

高电荷
、

低聚合度的络合离子结合
,

从而脱稳沉淀下来
一

“〕

值对混凝效果的影响

调节水样的 值分别为
、 、 、

和
,

考察了 值变化对 混凝效果的影响 实验中原水的

浊度为
,

户
, ,

尸 试验结果见图

可以看出
,

值在 一 时
,

混凝对 〔 均有较好的去除效果
,

去除率均达到 以上 当

或者 时
,

对 的去除效果明显下降

分析原因
,

投入水中
,

发生水解
,

产生大量的
,

使体系 值降低
,

当 值过低时
,

则会抑制

的水解
,

使 的絮凝破乳作用减弱
,

随着 值的升高
,

才有大量的多核络合离子生成
,

对

表现出良好去除效果
,

当 值 的时候
,

水解产物中氢氧化铁逐渐增多
,

压缩双 电层和 电中和的

能力减弱
,

去除效果变差〔”
一

,“ 〕

助凝剂的助凝效果研究

不同助凝剂的助凝效果

图 为单独投加 和同时投加不同助凝剂对 去除效果的比较 实验中原水的浊度为
,

。
, , ,

。 分别为 和
,

各种助凝 的投量均

为

可以看出
,

所使用的助凝剂均有一定的助凝效果
,

阳离子型 的助凝效果要好于非离子型

和两性
,

其中 的助凝效果最好 。 为 时
,

出水 。 由 降

为 时
,

去除率为 如同时投加 的
,

则 尸 降为
,

去除率达
,

提高了 个百分点

分析原因
,

混凝主要通过电性中和
、

压缩双 电层作用降低胶体颗粒的 电位
,

使胶体颗粒间

的静电斥力减小
,

增加了胶体颗粒间的碰撞机会
,

近而结合形成小的絮体 所加入的高分子助凝剂具有高

分子长链
,

与小的絮体颗粒发生吸附
,

使小絮体通过高分子长链连接成大絮体
,

增强其沉降性 同时
,

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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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两性
非离子

︸︸八‘,,
产

︵一闷
·

助日︶︵。口︶龟

。
· 一 ,

图 值对 混凝去除 效果的影响 图 助凝剂助凝去除 效果

即

〔

絮体沉降过程中
, “

卷扫
”

作用可携带出更多的污染物
,

从而提高处理效果 阳离子型助凝剂除了具有这些

作用外
,

由于其本身带有正电荷
,

因此还兼有压缩双 电层和 电中和的作用
,

因此与非离子型聚丙烯酞胺和

两性聚丙烯酞胺相比
,

具有更好的助凝效果【川 在阳离子型助凝剂
一

巧 系列中
,

所带的电荷

量是不断增加的
,

从图 上可以看出
,

随着电荷的增加
,

助凝效果随之增强
,

但是
,

当电荷达到一定值后
,

过

多的电荷反而使胶体颗粒所带电荷变号
,

发生再稳定现象
,

使处理效果变差

助凝剂 投加时间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图 研 究了助凝剂 不同投加时间对 助凝效果的影响
,

试验 中原水的浊度为
,

产
, ,

产
,

户
, 、 、

和 分

别代表同时投加
、

高速搅拌 后投加
、

中速搅拌开始时投加和中速搅拌 后投加

从图 可以看出
,

助凝剂紧随混凝剂同时投加的处理效果最好 分析原因
,

混凝剂 刚加入水中
,

对 乳液产生破乳作用
,

可以看到有大量细小的絮体生成
,

紧随其后投加助凝剂
,

一方面所带

的正电荷可以发挥电中和作用
,

提高破乳效果
,

另一方面
,

较长的分子链及时捕捉细小的絮体
,

通过吸附架

桥的作用形成较大的絮体
,

增加其沉降性能 而在高速搅拌 之后和中速搅拌的时候
,

矾花不断增大
,

破乳过程基本完成
,

此时投加带正电荷的助凝剂
,

反而会使已脱稳的絮体复稳
,

大量的聚丙烯酞胺

无法发挥作用
,

被分散到废水中
,

试验中可以看到
,

絮体已经成片状
,

处理效果较差 ‘ 〕

助凝剂 投量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图 考察了助凝剂 的投量对 去除效果的影 响 实验中原水的浊度为
,

夕
, ,

产 分别为
、 、

和
,

投加不 同量的助凝

叭叭叭醉叭
目

口 仄
︵闷

·

国日︶︵自口︶

︸︸︸丹,︸

︵一曰
·

助日︶︵自口过

· 一 ,

图 投加时间对 助凝效果的影响

〔

图 的投量对其助凝效果的影响

犯

从图 可 以看出
,

助凝剂 具有 明显的助凝效果
,

尤其是 在 投量较低的情 况下
,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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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量的增加
,

助凝效果不断提高 这充分说明了阳离子型聚丙烯酸胺中的阳离子对废水中的胶体

颗粒起到了电中和及压缩双电层的作用
,

进一步增强了破乳效果
,

尤其是其所具有的长分子链能在形成的

细小絮体间架桥
,

从而形成大而坚韧的絮凝体
,

改善了絮体的性能 当 投量增加至某一值
,

出现了

胶体颗粒复稳现象
,

助凝效果变差
,

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多的正 电荷使胶体颗粒表面带正 电荷
,

从而使胶体

颗粒重新稳定
,

另一方面是由于有机絮凝及分子将水中的胶体颗粒表面的活性点包裹
,

使架桥变得困难
,

导致助凝效果变差

根据 图 的实验结果
,

与助 凝剂 的最佳复配 投 量是 尸 与
。 二 同时投加

,

沉后出水 。 即 可降为
,

达到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一 中要求的二级排放标准

结论

混凝处理 乳液废水的效果好于
,

可 时
,

可使沉后浊度及

的去除率分别达到 和

混凝处理 乳液废水的最佳 值为 一

阳离子型 具有良好的助凝效果
,

其最佳投加时间是紧随 之后投加

与助凝剂 的最佳复配投量是 与 尸 同时

投加
,

沉后出水 可 可降为
,

达到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一 中要求的二级排放

标准

参考文献

〔 〕李子东
,

李广宇
,

于敏 乳液及其粘胶剂〔 粘接
, , 一

一 , 一 , , , ,

一

〔 刘卫红 废水和废渣的利用【 重庆环境科学学报
, , 一

一

胧
。 , ,

〔 陈沛智
,

赵奇志 乳液水解产物性能研究【 中国粘胶剂
, , 一

一 , 一 一 , ,

一

【 李维盈
,

凌爱莲 乳液的复合改性研究【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
,

一

”
,

儿
一

胧 【

眼
,

〔 钱汉卿
,

左宝 昌 化工水污染防治技术【 北京 中国石化出版社
, 一

【 杜锡蓉
,

陈冬辰
,

王珊珊 聚合硫酸铁的混凝机理【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 , 一

一 ,

伪
一 , 一

石 即 卯
, , 一

【 王红宇
,

陈福泰
,

王亚宜
,

等 聚合氯化铁与三氯化铁吸附电中和特征的比较研究【 中国给水排水
,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币 〕
, , 一

〔 夏爽
,

李进
,

张琼 聚铁混凝剂的形态分布及分析方法【 中国给水排水
, , 一

, ,

甲 吃 即
, 一

〔 刘宏 化学破乳特性与高分子聚合物破乳 〕工业水处理
, , 一

〔 」



第 期 杨艳玲
,

等 混凝一沉淀法预处理 乳液废水的效能

, , 一

【 」朱志平 铝盐 铁盐 混凝过程行为分析与最佳 值预测【 〕水处理技术
, , 一

一

邓 即 」

呢
, , 一

【 栗兆坤
,

宇振东 高分子絮凝剂的机理及其应用〔〕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 , 一

,
, 一

卿
, , 一

〔 〕于尔捷
,

陈浩
,

姜安玺 阳离子型有机絮凝剂处理含油乳化废水的研究【 工业用水与废水
, , 一

卜 , , 一 。

, ,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

眼
, , ,

, , , ,

,

一

一 。

一

一

一

责任编辑 张 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