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 用 藻 类 处 理 印 染 污 水

山 西针织 厂

山西大学生物系
污水处理研究小组

国内在用各种构筑物生化 处 理 印染 污 试验
,

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
,

室内试验的效果

水时
,

色度的去除通常在 一 务 之间
,

尚 比较理想

末达到理想的地步 为解决这个问题
,

我们 山西针织厂是针织综合厂
,

所染织物有

实行厂校结合
,

工人
、

教师
、

干部三结合
,

探索 棉类及化学纤维类
,

利用的染料种类繁多
,

污

利用藻类处理印染污水的可能性 经过多次 水水质变化复杂
,

其出水化验数据见表

表 山西针织厂出水水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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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后采用绿藻门
、

裸藻门
、

金藻门和

蓝藻门中的多种藻种进行试验 其中某些单

细胞藻类虽然有一定效果
,

但不能适应较大

的碱度和较深的色度
,

且处理时间长
,

难于沉

降和分离 因此
,

我们选用绿藻门中丝状藻

「〕中丝状藻类

—
刚毛藻作试验 选用的藻

种为大型
,

其生长繁殖快
,

光合能力强
,

和水

中好气细菌相配合
,

使污水得到一定程度的

净化

一
、

试验设备
、

条件和方法

 设备 光源为 瓦碘钨灯 培养

容器为 一 毫升的玻璃培养缸
,

毫升的培养瓶和 毫升的广口 瓶 循环装

置为两个    毫升的有机玻璃培养驯化槽

厘米
,

内有 个长形隔板
,

形

成七条连续的狭长水槽
,

槽内装置竹蓖以防

藻类过度集中
,

两端有入出水口
,

流量为

毫升 分
,

附有高位水箱和贮水箱各一
,

使其
相连成一循环系统 另外还 有 二 组 循 环 装

置
,

光照分别为 瓦灯袍和 日光灯

条件 水温一般在 一 ℃
,

照度

一 流明
,

循环装置水温 一 ℃
,

照度 一 流明 静态为连续光照
,

循

环装置每天光照 小时

方法 将一定湿重的刚毛藻置于定

量的不同浓度的污水中
,

进行观察比较
,

培养

一定时间后
,

再测水质的某些指标

二
、

处 理 效 果

广口瓶试验 于 毫升广口 瓶内

分别注入不同浓度的印染污水
,

然后各置人

刚毛藻 克 湿重
,

在光照下进行脱色净化

试验 效果见表

培养缸试验 各缸污水量均为

毫升
,

号及 号各置入 刚 毛藻 克
,

号



农 广 口瓶试验处理效果

污 水 指 标 六 日 后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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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浓度指处理液 中所含原污水的百分比

透光率系用
一
型光电比色计测定

。

置人 , 克 皆湿重 效果见表

培养瓶试验 各瓶污水量均为

毫升
,

置人刚毛藻均为湿重 克
,

主要观察

和透光率的变化 效果见表

表 培并缸试验处理效果

坛坛 伪青青 当 目 果平血血 二 日后透
光率

三 日后透
光率

。

。

表 培养瓶试验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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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种试验曾进行多次
,

均有近似的

结果 试验说明刚毛藻有脱色退污 的能 力
,

也说明所用刚毛藻的多少及其发育状况对实

际处理效果有影响

循环装置试验 在降低 值
、

增加

溶解氧和降低化学耗氧量方面均有一定程度

的效果
,

六天后污水 值降至
,

溶解氧增

加到 毫克 升
,

化学耗氧量降到 毫

克 升
,

色度去除近似静态试验 在试验中
,

藻丝 由于污水的流动而常集聚于一起
,

同时

照度较低
,

净化作用受到了影响 拟今后加

以改装再作试验

约 丝状蓝藻处理试验
: 刚毛藻虽然有

脱色脱污的效果
,

但达到高度脱色则需时较

长
,

而且对活性染料反应迟缓
,

不能忍耐 pH

值较高的印染废水
,

当州 值 在 10 以 上时
,

刚毛藻就被杀死
.
因此

,

刚毛藻用于直接处

理印染污水还存在一些 问 题
.
在 多 次试 验

中
,

我们发现蓝藻中两个藻种 (暂称 7401 和

7402)效果较好
.
下面是试验情况

.

较大规模的试验是将印染污水注入体积

为 5 万毫升的藻池中
,

光源为碘钨灯
,

照度为

30 00一5000 流明
,

温度为 6一28 ℃
.
注入后

10 分钟左右
,

悬浮藻丝与污水中的染料及悬

浮物就凝聚沉淀
,

色度去除达 70一94 务
,

出

水透明无色
,

用 581 一G 型光 电 比 色 计 测 得

透光率达 % 多 (自来水为 98外
,

蒸馏水 为

100 外)
.
出水再经过锅炉灰过滤之后

,

透光率

达 97多
,

硬度 (德国度) 为 4 度
,

接近给水标

准
.
利用过的藻丝在适宜的温度(25℃)和适

宜的光照(3000 流明左右)下
,

培养 3一5 天
,

又可繁殖到能处理污水的密度
.

利用所选育的丝状蓝藻处理印 染污水
,

就目前情况来说是比较理想的
.
它有以下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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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不大
.
这可能由于不同种鱼对毒物的敏

感性不同
,

特别是轻度污染时
,

只有敏感鱼

种才会有所反映
.
我们的实验

〔2 ]
表明

: 鲤鱼

有机磷中毒时脑胆碱酶活性的降低比白鳞敏

感
.
此外也可能因为白鳞是上层鱼

,

鲤鱼是

底层鱼
.
它们食性不同

,

不同毒物在不同食物

中积累也不同
,

引起中毒程度亦有所差异
.

1974年 M 水库鲤鱼的 SG P T 活性比 G 水

库的同种鱼要高
,

这可能由于 M 水库的鲤鱼

是从网箱中取材之故
.
因为 197 5年

,

重复了

这一实验
,

证明网箱取的鲤鱼血清转氨酶活

性比捕获后立即测试的要高得多
.

由于 G 水库每月污染的情况有变化
,

以

及鱼的个体差异等因素均会影响到上述三种

酶的活性
.
因此

,

我们认为最好在不同季节
,

多次取样
,

并且增加取鱼数
,

这样才可能对

G 水库污染情况得出一个较为全面和准确的

评价
.

四
、

结 论

(一) G 水库鲤鱼脑胆碱醋酶活性1974

年偏低
,

1 9 7 5 年有所恢复
.
白鳞

、

螂鱼脑胆

碱醋酶活性与 M 水库同种鱼没有明显差别
.

(二) G 水库的白鳞血清谷草转氨酶和

谷丙转氨酶活性都比 M 水库白鳝高
,

但 197弓

年比 1974 年 G 水库 白鳞谷草转氨酶活性有

明显下降
.
鲤鱼

、

鱼即鱼血清两种转氨酶
,

两个

水库差别不大
.

(三) 由鱼体三种酶的侧定得出初步结

论
: G 水库有轻度 污染

,

1 9 7 5 年比 197 4年

污染程度减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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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能适应较高的 pH 值和深的颜色 ; 处理

的时间短
,

速度快 ; 经过处理后的水可以排

放
,

略经过滤即可达到回用标准
,

经过刚毛

藻的再处理
,

还可以放养鱼类 ; 藻类培养容

易
,

繁殖迅速 ;不会发生污泥膨胀和污泥解体

的问题;设备简单
,

管理方便
.

三
、

存 在 问 题

此项试验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

有待今

后逐步加以解决
:
摸清山西针织厂出水规律

和藻类对其适应和不适应的规律 ; 防止藻池

被其他杂藻污染的方法; 室外高密度繁殖藻

种的最适宜条件 ; 藻类对不同染料的净化脱

色能力的继续试验 ;沉淀物的处理方法 ;藻类

对印染污水净化脱色的机制问题等等
.

总之
,

试验表明
,

利用刚毛藻直接处理印

染污水还存在一些困难
,

但可用于三级处理
.

所选育的丝状蓝藻能耐高的 pH 值 和 色 度
,

因此能直接处理印染污水
.
但 如何 在处理

过程中长期保持优势
,

还需 进 一步研 究解

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