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卷 第 1期

2010年 1月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BE IJING UNIVERS ITY OF TECHNOLOGY

Vo .l 36 No. 1

Jan. 2010

SBR工艺降解有机物及过程控制

董国日, 彭永臻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市水质科学与水环境恢复工程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24)

摘 要: 根据 SBR工艺反应过程特点和规律, 首次提出了成分参数、过程参数和工艺参数 3个概念,以便更深入

地分析 SBR工艺反应过程这些参数之间的关系,提出更好的过程控制策略, 根据过程参数变化规律特征来判断

成分参数的存在状态和数量, 进而控制和调节反应过程的工艺参数. 在所提出的这 3个参数概念和现有研究文

献基础上, 系统总结了 SBR工艺有机物降解过程中 COD、DO、OPR、pH 数值曲线变化, 讨论了成分参数 COD与

过程参数 DO、ORP、pH之间以及过程参数 DO、ORP、pH相互间的相关性,探讨了利用 DO、ORP、pH 进行智能模

糊控制的可能性, 为 SBR工艺的设计及其自动化控制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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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R工艺是自动化控制要求比较高的工艺. 传统的控制方法是时间程序控制, 即确定 SBR法各阶段

所需的时间后实现其计算机控制. 而由于废水间歇或变化排放,且其浓度随时间变化很大,往往相差几倍

或几十倍,如果按相同的反应时间控制 SBR运行,则当进水浓度高时出水不达标,当进水浓度低时曝气时

间过长,浪费能源还易发生污泥膨胀. 因而为实现 SBR法更高层次的计算机在线控制,必须寻找既能反映

进水 COD质量浓度变化及反应过程中的降解情况又能作为计算机控制的参数,这是深化 SBR自动控制

的重要研究课题. 研究 SBR工艺周期运行参数变化特点,就是为 SBR自动控制的深化做基础准备.

SBR工艺周期中发生变化的参数很多,根据污水处理中所要除去的物质、随工艺过程发生变化的参数

以及可以进行人工调节的参数,大体可以分为成分参数、过程参数以及工艺参数. 成分参数主要指要被去

除的物质,包括有机物质和营养物质氮、磷,在 SBR工艺反应过程中,有机物质主要是指 ( COD )的变化特

征,营养物质主要指 (NH
+
4 )、 (NO

-
3 )、 ( NO

-
2 )以及 ( PO

3-
4 )等的变化特征. 过程参数则主要指 ( DO)、

V ( ORP)、pH、碱度等的变化特征. 过程参数在反应过程中都能发生明显变化, 并与成分参数建立一定程

度上的对应关系. 工艺参数指在 SBR单周期变化中基本不随进程发生变化, 但可以通过人为调节来改变

数值, 从而影响成分参数和过程参数变化的参数, 包括曝气量、温度等. 3类参数均为活性污泥生存环境

的因素,或是影响环境的因素, 因而也可合称为环境参数.

根据微生物除去污染物质的特点, SBR工艺分成两大类运行模式,一类是单纯为去除有机物的运行模

式,一类为脱氮除磷的运行模式. 本文仅讨论 SBR工艺单纯去除有机物运行模式中周期变化特征.

SBR有机物降解运行模式除进水方式有所不同外,其他阶段运行方式基本一致,均为进水、曝气反应、

沉淀、排水排泥、闲置. 进水方式根据进水水质的不同 (污水是否有毒、有机物浓度的高低等 )而分为 3种

进水方式:限时曝气进水、半限时曝气进水、非限时曝气进水. 为讨论方便,以无毒污水的限时曝气方式做

为 SBR工艺的最基本运行模式.

1 SBR工艺周期变化特征

研究表明,单纯以有机物降解为目的的 SBR工艺, 单周期过程中, 发生明显变化的包括成分参数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2010年

COD、过程参数 DO、ORP、pH等,当然,寻找与成分参数有更好相关性的过程参数仍在研究中.

研究 SBR运行参数的变化一般有 3种方法, 第 1种是参数本身数值变化曲线, 由参数本身的数值构

成;第 2种是参数数值变化率的变化曲线,也称为参数的一导曲线;第 3种是参数加速度曲线,也就是参数

的二导变化曲线. 这 3种参数曲线均具有一定的曲线特征, 并与成分参数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1 1 COD在 SBR工艺周期运行过程中的特征变化

不同种类的微生物由于其自身代谢的特点不同,能降解不同种类的有机物质, 因而, 对于含有不同种

类有机物的废水,对同一类微生物而言, 可分为易降解有机物和难降解有机物. 利用 SBR工艺处理废水

时,同样发现进入 SBR池的废水含有易被微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和难被微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因为在一定

条件下,无论怎样延长 SBR的反应时间都有一部分有机物不能被进一步降解, 该有机物称为该条件下的

图 1 ( COD )与 ( DO )随时间的变化

F ig. 1 Var iation o f ( COD ) and ( DO ) w ith tim e

难降解 COD物质
[ 1]

. 易被微生物降解的有机物被降

解完后,由于难降解有机物不被该条件环境中的微生

物所利用,因而 ( COD)值趋于稳定,如图 1所示
[ 1]

.

不同废水具有不同的难降解 COD物质,达到难降解

COD水平时所具有的 ( COD)值也不同. 化工废水在

COD降解到 150 ~ 200 m g /L时, 若延长反应时间,

COD降解的很少, 而豆制品废水却仍能降解, 直到

( COD)降到 50m g /L左右
[ 2]

.

由于活性污泥对有机物的吸附作用, 因而废水中

有机物在 SBR工艺中的降解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 3个阶段: 有机物快速吸附阶段、易降解有机物降解阶

段、难降解有机物不易降解阶段. 反应初期 ( COD )值大,微生物产生较强吸附作用, 表现为 SBR工艺曝

气开始时 ( COD)的大幅度降低,此时尽管 ( COD )降低,但不是微生物的耗氧降解作用的结果, 在反应开

始后一段时间内,微生物才开始快速耗氧降解 COD, 因而此阶段可称为有机物快速吸附阶段. 第 2阶段

( COD)继续降低,但降低的幅度及速率有所下降, 此阶段主要是微生物耗氧降解溶液中的易降解有机

物,耗氧速率保持恒定,反应器中 ( DO )表现为一恒定值, 因而为易降解有机物降解阶段. 最后阶段为难

降解有机物不易降解阶段,此时 ( COD )很低,数值基本不变,溶液中的有机物已经不能被微生物所利用;

达到难降解有机物不易降解阶段时, 反应器中的 ( DO)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在此阶段, ( DO )维持在

最高水平.

毒性有机物废水的 COD降解曲线特征会根据有机物毒性大小、进水方式及污泥活化程度的不同而与

上述 COD降解规律有所不同
[ 3 ]

. 污泥初始活性强,有机物毒性大,则其 COD降解曲线会出现明显的解吸

与降解的交替,表现为反应器中 ( COD )值下降过程中的回升,但其总趋势仍然是下降的.

含盐污水 COD降解曲线亦具有很好的规律性,与无毒污水一致, 只是盐度影响了有机物的降解速度

和降解程度
[ 4]

. 随着盐度的增加,易降解有机物降解速度逐渐下降,剩余难降解有机物浓度逐渐增加. 但

受盐度冲击的含盐污水中 COD降解速率及耗氧速率会急剧下降,有机物降解会始终缓慢进行, COD降解

不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1 2 DO在 SBR工艺单周期运行过程中的特征变化

DO在 SBR工艺各个反应周期的变化规律基本相同,大致可分为 4个阶段, 如图 2所示
[ 2]

: 初始反应

启动期、平衡溶氧期、第 2溶氧上升期、第 2溶氧平台期
[ 1-2, 5-6]

. 初始反应启动期:反应初期,由于供氧速率

远远大于耗氧速率,且反应开始时 SBR反应器内的 ( DO )基本为零, 因而 ( DO )会在短时间内 (约 10 m in

左右 )大幅度升高至某一高度, 随后会由于耗氧速率的迅速增大而快速下降, 最终当耗氧速率与供氧速率

达到平衡时, ( DO)将逐渐趋于平稳而进入平衡溶氧期;因而, 在初始反应启动期, 溶氧曲线会产生一个凸

峰. 平衡溶氧期:平衡溶氧期由于供氧速率和耗氧速率基本一致,溶氧值因而基本不变,维持稳定,这一状

态将会持续到 COD达到其难降解程度为止. 由于溶氧曲线表现为一平台, 因而也称为溶氧平台期,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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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曝气量下 ( COD )和 ( DO )随时间的变化

F ig. 2 Changes of ( COD ) and ( DO ) w ith

tim e at d ifferent aera tion am ount

时期的溶氧浓度也称为平衡溶氧浓度. 第 2溶氧上

升期: COD达到难降解程度时, ( DO )都会有一个明

显、迅速的大幅度升高,而且 ( DO )都升至 5 5~ 6 8

m g /L而逐渐平稳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原因在于, 当

COD达到难降解程度时, 反应器中的有机物很难进

一步被利用, 其有机物降解的耗氧速率 ( OUR )也接

近零, 由于曝气量恒定,供氧速率远远大于耗氧速率,

使 ( DO)迅速大幅度上升;随着 ( DO)的增加,氧转

移速率即供氧速率也逐渐随之减小, 当微生物内源呼

吸的 OUR与供氧速率相等时, ( DO)又表现出新的

平衡. 第 2溶氧平台期:第 2溶氧上升期未, DO重新

出现新的平衡时, 即进入第 2溶氧平台期, 此期微生

物无法利用反应器中的难降解有机物,只能利用自身的物质, 又称为内源呼吸期,耗氧速率也为内源呼吸

速率. 此期由于微生物不再降解有机物,继续曝气已无意义.

有毒制药废水的 ( DO )曲线与上述常规 ( DO )曲线有所不同
[ 3]

. 有毒制药废水的 ( DO )曲线由于

活性污泥微生物对底物的无毒化与解降的周期性交替而出现特有的周期性波动:无毒化时耗氧速率小于

供氧速率, ( DO )曲线上升,降解过程耗氧速率大于供氧速率, ( DO)曲线下降;但易降解物质接近结束达

到难降解阶段时, ( DO)曲线仍会出现陡升,这与常规 ( DO)曲线是一致的. 反应中 ( DO)曲线波动出

现的早晚可以反映废水的毒性,波动出现的越晚,说明废水毒性越强,反之废水毒性较弱.

含盐污水的 ( DO )曲线具有 2种情况
[ 4]

. 经过无机盐驯化稳定运行的活性污泥系统, 其 ( DO )曲线

与常规 ( DO )曲线具有一致性,而盐度冲击时的 ( DO )曲线形状完全改变, ( DO )总体上一直攀升, 不再

具有明显的变化规律.

1 3 ORP在 SBR工艺周期运行过程中的特征变化

相同条件下, ORP在 SBR各个反应周期的变化规律基本相同, 如图 3所示. 资料表明, V ( ORP)与

( DO )有线性关系, V ( ORP) = a + b ln [ O2 ]
[ 7 ]

,因而, V ( ORP)的曲线变化和 DO有一定相关性. 研究表

明
[ 6, 8-10 ]

,反应之初, ( DO )迅速上升, V ( ORP)升高的速度也很快, ( DO )初始升至最大值后, V ( ORP)升

高速度变缓, 初始 ( DO )开始下降并进入平台期时, V ( ORP)也出现下降, 与 ( DO )曲线不同的是, V

( ORP)曲线不出现平台,而是出现凹点. 当 ( DO)再次升高时, V ( ORP)也再次出现快速升高. COD进入

难降解阶段, V ( ORP)将在最后出现一个平台. 因而 SBR一个反应周期的 V (ORP)曲线会出现一个凸峰、

一个凹谷及最后的一个平台. 凸峰意味着反应之初 ( DO )的快速上升带动 V ( ORP)也快速上升, 凹谷代

表大部份易降解有机物降解结束; 平台代表易降解有机物降解结束,反应处于 COD难降解阶段. 有研究

表明, 有的 SBR反应中 V ( ORP)曲线不出现凹谷, 整个反应期间 V ( ORP)一直不断上升, 原因可能在于有

机负荷小或反应器中的初始 ( COD )值低.

为了更好地分析 V ( ORP)变化所带来的信息, 人们还对 V ( ORP)进行了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分析研

究
[ 10]

. V ( ORP)一阶导数相当于 V ( ORP)数值变化率曲线, V ( ORP)的二阶导数曲线相当于 V ( ORP)的加

速度曲线. V ( ORP)的一阶导数能很好地表征难降解阶段的开始,当反应器内 ( COD )开始出现难降解程

度时, V ( ORP)一阶导数出现最大值,在导数图中表现为峰高的出现, 随后 V ( ORP)导数曲线开始下降,最

后出现平台,预示着反应器内 COD不再降解,如图 4所示. V ( ORP)的二阶导数曲线能更详细和准确地表

征反应器内 COD降解情况.

1 4 pH在 SBR工艺周期运行过程中的特征变化

pH值周期变化随进水有机物性质及进水 pH值的不同而不同. 张敬东等
[ 11]
利用 SBR法处理柠檬酸

废水 pH变化规律时发现,进水 pH为酸性,反应器中进水阶段及初始反应阶段 pH呈下降趋势,达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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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进水 ( COD )对 V ( ORP)变化的影响

F ig. 3 E ffect o f the different in flow ( COD )

on change of V ( ORP)

图 4 降解 COD过程中 V ( ORP )一阶导数随时间的变化

F ig. 4 The first derivative curve o f V ( ORP ) w ith

tim e dur ing COD rem ova l

图 5 降解 COD和 NH +
4 -N过程中 pH一阶导数

随时间的变化

F ig. 5 F irst derivative curve o f pH w ith tim e during

rem oval o f COD and NH+
4 -N

点后 pH逐渐上升,最后基本为中性;进水 pH为中性

或碱性,反应器中 pH的变化趋势很缓慢, 在进水过

程中会出现一个最高点,但在整个进水阶段及反应阶

段,混合液的 pH变化均不大. 高大文等
[ 9]
研究豆制

品废水时发现, 其 pH变化大致分为 2个区域, 即反

应初期的波动区和反应结束时的平台区. 对其 pH变

化进行的一阶导数分析表明,对应 COD去除 66%时

pH导数由负变正, 之后出现一个小平台. 随着反应

的进行, pH导数逐渐减少, 最后接近于 0, 如图 5所

示
[ 9]

.

2 环境参数相关性

环境参数的相关性主要指成分参数与过程参数的相关性.

2 1 DO与 COD降解相关性

( DO )变化曲线与 SBR反应器中 COD降解过程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见图 1、图 2) . 反应初期 COD降

解处于吸附阶段时, ( DO )曲线处于初始反应启动期, 产生凸峰,当 COD处于易降解阶段时, ( DO )曲线

处于溶氧平衡期,产生平台;而当 COD达到其难降解阶段时, ( DO)迅速大幅度升高, 经过第 2溶氧上升

期,达到新的平衡,进入第 2溶氧平台期, 标志着有机物基本被去除及反应的结束. 因而通过 ( DO )曲线

可以了解反应器中有机物的降解情况,及时判断反应的结束.

( COD)变化与 (DO )变化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见图 2) . ( COD)高时, 初始反应期凸峰的最高值

会相应变低,第 1溶氧平台期的值也会相应变低,同时第 1溶氧平台期时间延长; ( COD)低时,初始反应

期凸峰的值会升高,第 1溶氧平台期的值也相应变高,同时第 1溶氧平台期的时间变短. 因而通过反应器

中初始反应期凸峰的最高值以及第 1平台期 ( DO)值可以预测初始 ( COD)值以及反应时间,更好地控制

SBR反应器的反应.

2 2 ORP与 COD降解的相关性

V ( ORP)曲线与 COD降解过程具有相关性
[ 10]

, 如图 6所示
[ 10]

. V ( ORP)数值曲线的凹点和平台分别

相对于 COD的快速降解区和缓慢降解区. V ( ORP)凹点出现之前, 反应器内 COD有 66%被去除. 随着凹

点出现, COD的降解速度明显减慢,从凹点出现到反应结束,仅有 22%的 COD被去除. 当 COD刚达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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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ORP控制 COD降解情况的重现性

F ig. 6 Stab ility o f the ORP contro l during COD rem ova l

难降解质量浓度时, V ( ORP)增大的速率与幅度都明

显增大,此后其增大速率明显减缓,出现平缓段, 最后

V(ORP )的值大约在 0 ~ 40 m v内保持平稳. 对应

COD去除 66%的 V ( ORP)导数由负变正, 之后出现

一个小平台, 随着反应的进行, V ( ORP)导数逐渐减

小,最后接近于 0, 意味着反应的结束 (见图 4) . V

( ORP)的一阶导数能很好地表征难降解阶段的开始,

当反应器内 ( COD )开始出现难降解程度时, V

( ORP)一阶导数出现最大值, 在导数图中表现为峰高

的出现,随后 V ( ORP)导数曲线开始下降, 最后出现

平台, 预示着反应器内 COD已不再降解. V ( ORP)的

二阶导数则能对 COD降解各阶段做更细致和详细的

划分, 分析 V (ORP)二阶导数曲线图可将 COD难降解阶段进一步划分为 2个阶段, 第 2阶段反应器内

COD的降解速度比第 1阶段的降解速度进一步减小.

V ( ORP)值曲线与初始 ( COD)具有明显相关性 (见图 3)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水 ( COD)越

高,反应过程中 V (ORP)凹点出现的时间越迟; 随着进水 ( COD)的增大, 凹点的 V ( ORP )值减小, 并且

V ( ORP)在凹点处的停留时间延长; 因而 V ( ORP)凹点出现的时间可间接反映出进水质量浓度的大小.

V ( ORP)经过凹点以后,开始快速上升,上升的速率与 COD降解的速率基本相同,当 COD达到难降解程度

时, V (ORP)上升的变化量越来越小,因此,可以根据 V ( ORP)上升的变化量实时预测反应器内 ( COD) .

2 3 pH与 COD降解的相关性

pH曲线与 COD降解过程具有相关性. pH值上升缓慢,数值曲线进入平台区,意味着 COD进入难降

解阶段,反应结束. 就 pH导数曲线来讲, COD去除 66%时, pH导数由负变正,当 pH导数逐渐减小, 并最

终接近 0时, COD进入难降解阶段 (见图 5).

2 4 DO与 ORP的相关性

DO与 ORP的相关性受温度的明显影响. 温度恒定时, DO与 ORP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温度发生变化

时, DO与 ORP的相关性会变弱或不具相关性.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V ( ORP) = a+ b ln[ O2 ] ,因而,当 ( DO )出现平台时, V ( ORP)也会出现平

台,但 V (ORP)不只受 ( DO )的影响,因而 V ( ORP)的平台不如 ( DO)平台那么明显. 当 COD达到难降

解程度, ( DO )大幅度上升时, V ( ORP)也大幅上升.

在温度发生变化、反应器内温度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V ( ORP)变化趋势与恒定温度下基本相同, 因而

仍然能判断反应的结束;而 ( DO )则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较明显,难以用来判断 COD降解情况,此时 DO与

ORP的相关性变差
[ 10]

.

3 过程参数在 SBR工艺智能控制中的应用

研究 SBR工艺周期变化特征,探讨过程参数与成分参数的相关性, 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 SBR工艺的

智能控制,在这方面, 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 SBR工艺的模糊控制方面.

3 1 利用过程相关性控制反应结束

前面提到, ( DO)、V ( ORP)、pH曲线均与 COD降解过程具有相关性. 虽然温度会影响 DO与 COD的

相关性,且 pH与 COD降解的相关性还受废水水质的影响, 但对同一股废水而言,在温度超过 20 , 变化

不太剧烈时,其相关性是很明显的.

67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2010年

当反应即将结束, COD达到难降解程度时, ( DO)迅速大幅度升高, 短时间内即可上升 2 5 m g /L左

右,反应结束时可达到 6 mg /L左右;而 V ( ORP)受 ( DO )影响,亦大幅度上升, 上升速率可达到 5m v /m in,

是在此之前 V ( ORP)上升速率的 4~ 6倍. ( DO)和 V (ORP)的这一变化特点均可用模糊控制语言加以描

述,输入模糊控制器来控制反应的结束,停止曝气
[ 6 ]

. 而 V ( ORP)和 pH在反应结束后其一阶导数均近似

为 0,亦可做为模糊语言变量加以描述进一步控制反应的结束.

3 2 利用浓度相关性控制曝气量,预测反应时间

SBR工艺运行过程中,初始 ( COD )的变化会相应的引起 ( DO )、V ( ORP)、pH等的变化, 当 ( COD)

升高时,初始反应期 ( DO )凸峰的最高值、第 1溶氧平台值、V ( ORP)凹点最低值均会相应降低, 同时第 1

溶氧平台期时间延长,反应时间延长;反之,当 ( COD )低时,则正好相反. 而每种 ( COD )下都对应最适宜

曝气量,以保证反应器中的 ( DO)水平. 因而,可根据反应开始后较短时间 ( 10 m in左右 )内的 ( DO)值

大小预测出相应的进水 ( COD), 进而确定可能的反应时间
[ 12]

. 同时根据所预测的 ( COD)值来确定适宜

的曝气量,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通过其他的过程参数达到更精确控制的目的.

3 3 过程参数的联合控制

多种参数的联合使用能达到消除误差、精确控制的目的. 结合模糊控制理论, 将 DO、ORP、pH等的特

征变化用模糊语言变量来描述,输入模糊控制器中,达到控制 SBR反应时间以及曝气量的目的.

4 展望

做为自动化控制要求较高的工艺, SBR工艺的自动化程度直接涉及到 SBR工艺的推广应用. 智能控

制是 SBR工艺实时控制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有利于 SBR工艺的优化运行, 另一方面也促进 SBR工艺的广

泛应用.

文章首次提出成分参数、过程参数及工艺参数,无论是对 SBR工艺运行过程的分析以及 SBR工艺的

智能控制研究都有现实的意义.

智能控制主要包括专家控制、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遗传算法等, SBR工艺任一种形式的智能控制

本质上都是通过过程参数反映成分参数变化, 并通过调整工艺参数来达到 SBR工艺的优化运行, 因而研

究过程参数与成分参数的对应关系, 并通过过程参数来控制工艺参数, 是 SBR工艺智能控制研究的主要

研究内容.

根据本文的综述内容以及上面的论述,今后的 SBR工艺过程控制研究,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过程参数的研究: 做为过程参数, 前提条件是相应的传感器灵敏度高、能及时反映参数数值变化.

DO, ORP, pH所使用的传感器均有上述特点,除此之外,寻找新的能完整表达 SBR工艺过程的过程参数是

SBR工艺以及活性污泥污水处理工艺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例如, 通过监视 NADH荧光来评价污泥的活

性,并且 NADH荧光信号对细胞内氧化还原状态的测量在决定微生物代谢状态方面有价值
[ 13-15]

; 可以利

用 NADH荧光计探测交替活性污泥过程反硝化的终点
[ 16]

.

2) 控制策略的研究: 控制策略的研究主要涉及过程参数与成分参数的关系研究, 在清楚过程参数与

成分参数关系的前提下,提出过程参数与工艺参数的控制关系. 过程参数与成分参数的对应关系研究包

括过程参数本身、一阶导数过程参数、二阶导数过程参数与成分参数的对应关系.

3) 控制方式的研究: 这是对于 3种智能控制方式的选择研究. 3种控制方式: 专家控制,神经网络控

制,模糊控制,究竟哪一种控制方式更有利于 SBR工艺的过程控制, 还是 3种控制方式联合起来进行控

制,是 SBR工艺过程控制的一个研究方向.

4) 多参数联合控制: 多个过程参数联合起来对工艺参数进行控制. 有时单个过程参数无法对应成分

参数的完全变化,需要多个过程参数才能完整的对应成分参数的变化, 这时就需要多个过程参数联合控制

工艺参数,以完成对整个 SBR工艺过程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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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theOrganicMatter Degradation and

the Process Control in the SBR Process

DONG Guo-r,i PENG Yong-zhen

( Key laboratory of Beijing forW a terQua lity Science and W ater Env irom nent Recovery Eng ineering

Be ijingUn ive rs ity o f Techno logy, Be ijing 100124)

Abstract: The three concepts o f composition param eter, process param eter and techno log ica l param eter w ere put

forw ard for the f irst tim e accord ing to the characterist ics and rules of the reaction period in the SBR process in

th is article in order to analyse deep ly the correlat iv ity and re lation am ong these param eters, put forw ord better

process con tro l strateg ies, est im ate the ex isting state and quan tity of the composition param eter acco rd ing to the

var iety ru 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cess param eter, contro l and regulate the techno log ica l param eter of the SBR

process. Based on the three concepts of composition param eter, process param eter and techno log ica l param eter,

and on the ex isting researches, them ovable change o fCOD、DO、ORP and pH curve in the process of the o rgan ic

po llutant degradation in the SBR process w ere summ arized system at ica lly. The relat ion be tw een the com posit ion

param eter COD and the process param eter DO、ORP、pH and the relat ion am ong the process param eter DO、ORP、

pH w ere discussed. The feasib ility o fm ak ing use of DO、ORP、pH to build a fuzzy control system w as stud ied.

The above-m entioned research prov ides theories o f the design o f the SBR process and its autom at ion contro.l

Key words: SBR; ORP; DO; pH; change in a c ircle; the deg radation of organ ic m 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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