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
,

洗涤后的镀件要套铬的可以直接进人

镀铬槽镀铬
,

即使有微量煤油液未洗净也无

影响

三 结束语

本法最后的清洗水用二甲基乙二醛肪点

滴试验法 检查不显红色
,

证明镍离子浓度

小于 毫克 升
,

确证本法是可靠的 另外同

其它处理法相比
,

它具有设备简单投资少
,

操

作简便
,

效果好
,

而且节约用水
,

回收的镍镀

液可回槽使用等优点

表面活化剂处理法是一种通用的电镀废
‘
液的处理法

,

除了适于镀铬
、

镍外
,

它还适用

于镀锌
、

锡
、

铜
一
锡合金

,

以及低铬纯 化 液 的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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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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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转盘处理印染废水的初步试验

祝玉坷
、

谢淑琦
、

董建国

山西大学生物系

乙
、

前 言

藻类是一些低等植物
,

它们在自然界水

体的自净和物质循环中发挥着很重 要 的作

用 水体的自然净化除通过物理
、

化学和物

理化学的过程外
,

最重要的必须通过生物的

净化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
,

藻类和其它水生植

物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污水排人河流

或湖泊
,

其中的有机物在微生物的氧化分解

下产生二氧化碳
、

按盐
、

硝酸盐
、

磷酸盐和水
,

而这些物质又被藻类所利用 通过藻类的光

合作用
,

增加水中的溶解氧
,

氧又氧化一些还

原物质并进一步加强微生物对于有机物的好

气分解 所以
,

藻类的大量生长
,

能消耗水中

的氨态氮
、

硝酸盐氮和磷等
,

同时水中的溶解

氧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

使水质得到进一

步的净化

利用培养藻类的方法处理污水
,

特别是

三级处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

许多人对

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

,

并且

有的已经用于生产实践 经过二级处理的污

水
,

再经过藻类三级处理
,

不仅可以降低水中

的
,

而且藻类能去除水中的营养物质
,

它们利用氮和磷的化合物建造自身的细胞
,

这对于控制受纳水体的富营养化
,

防止水体

老化是很有意义的 有些藻类含有丰富的营

养成分
,

在处理污水的同时
,

还可以作为家

畜
、

家禽和其他动物的食料 当前国外在二

级处理生活污水的综合养殖方面进行着一系
列的试验

,

利用藻类完成三级处趣
,

又能养殖

贝类 国内利用有藻菌共生关系的氧化塘
,

或污水稳定池的方式
,

处理某些工业废水的

大规模试验
,

已取得了成效
,

使污染的湖泊逐

渐恢复渔业生产有了可能

目前处理印染废水的生化方法
,

往往因

废水 值高的影响而受到局限 我们针对



这一问题
,

选有了适于处理此种废水的藻类

利用藻类转盘处理印染废水的试验是在室内

静态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主要的目的是探

索处理印染废水的新途径
,

以及利用此种藻

类转盘进行三级处理的可能性 在适宜的条

件下
,

盘面便会形成藻膜 我们选育的藻种

是兰藻门 夕 , 户帅 颤藻属  
,
的

三个种 短颤藻 份。 “ ,习
、

阿氏颤藻
, 人 和两栖颤藻 万 ,

它们都是由一列细胞接连而成的丝状体
,

藻

丝能进行轴向的前进与后退滑溜运动
,

也能

左右摆动 藻丝有粘性
,

容易附着于物体的表

面 在室内静态试验中
,

已表明它们对于印

染废水的净化有较好的效果

米
,

长 毫米 水容积为 升
,

藻类转

盘处理槽净容积为 呼升
,

生物转盘处理槽

净容积为 升 处理槽的底部均设有排

泥阀 处理槽内未设隔板

进水方向 藻类转盘是与转动方向一致

的 生物转盘是与转盘转动方向相逆的
,

均

未发现短流现象

高位水槽对废水起混合作用
,

由调节阀

及流量标示控制和核计流量

试 验 设 备

一 转盘

转盘材料是耐温聚氯乙烯塑料板
,

转盘

直径为 斗 毫米
,

厚度为 毫米
,

盘间距为

毫米 为了进行藻类转盘与生物转盘处理

效果的比较
,

特另制做一套同样材料
、

同样大

小的生物转盘装置 两种转盘均系一级
,

在

等长横轴上
,

藻类转盘由 片组成
,

生物转

盘为 片
,

转盘盘片浸没深度为 厘米
,

浸

没面积约为总面积的 多

转盘旋动由电机驱动
,

并由槽轮单轮涡

杆变速箱变速 藻类转盘与生物转盘是单轴

二级串联
,

因此转速是一样的

三
、

试 验 方 法

一 藻类转盘的接种
、

挂膜与驯化

藻类转盘的接种与挂膜是比较简便 的
,

首要的问题是争取在短时间内使颤藻迅速在

转盘上占优势
,

否则滋生其他杂藻将会影响

挂膜的进程 根据我们的经验
,

可分以下几

个步骤

处理槽经杀藻剂处理后
,

充以培养液气

将搅拌后的藻种 每毫升 一 藻丝

升注人接种
,

藻种稀薄时可增加接种量
,

在转

盘运转四
、

五天后
,

盘面即可出现浅兰绿色

的藻膜
,

首先盘片边缘挂膜
,

然后逐渐向心

发展
,

经一周左右
,

盘面挂膜面积 一 多
,

如继续进行接种三周左右挂膜面积 即 可 达

一 多

试验表明 兔 培养液较好
,

其它培养液

补充少量熟化稀粪水均有助于藻类 的 生 长

在挂膜期间
,

每天在处理槽中加入 一 升

稀粪水使其维持在 值 一
,

氨氮 一

毫克 升的状态下进行培养

为了对藻种进一步加以驯化
,

接种后

第二天即以原废水补充溶液的蒸发 消 耗 量

根据镜检藻丝发育的情况来决定以后增加废

水的多少
,

最后处理槽内的培养液完全由废

水所代替

图 生物转盘与藻类转盘的串联布置

二 处理槽

处理槽横断面为半圆形
,

直径为 。毫

培养液主要有四种 水生 号培养液 朱氏

号培养液
·

”“

培养

液 消毒生活污水
。



表 转盘运行条件和进水水质

试试验阶段段 转速速 流 量量 盘面浸没没 处理槽水温温 值值    
,,

透光率
毫升 分  ℃))))) (毫克/升))) (毫克/升)))))

IIIII 4
.
7 转/分分 45000 2333 21 , 3000 8一1444 328~ 72000 3 10~ 47000 5 3~ 6888

IIIIII 4
·

0 转/分分 450一50000 2333 15~ 2444 8一 1444 320一88888 104~ 28000 54一 8444

(二) 废水处理运行

试验装置东西向设于室外自然阳光光照

和气温的条件下
,

因此它们是在昼夜周期变

化的情况下运行的
,

此次试验主要分为两个

阶段
:
第一阶段是藻类转盘与生物转盘在同

一条件下的平行试验
,

借以比较两种转盘的

处理效果
,

着重观察对高 PH 值冲击的容忍

能力
.
第二阶段是生物转盘与藻类转盘串联

.

处理
,

观察藻类转盘深度处理的效果
.

(三) 运行条件及进水水质

当藻膜与生物膜培养到 0
.
6一1

.
0 毫米厚

度时
,

开始运行
.
这时它们在盘面的复盖面

积已达 70 一80 多
,

发育正常
.
运行条件及进

水水质如表 1
.

盘 BOD ,
去除率一般可达 80 一90 多

,

生物转
.
盘为 75 一85 多

.
当 PH 值 7一8时

,

藻类转

盘 C O D 去除率可达 43 一75 多
,

生物转盘为

49 一75呱
,

但 Bo
D ,

去除率藻类转盘可达
90一97

.
5 %

,

而生物转盘为 59 一83 多
.

(三) 为了更精确地乡较两种转盘对i
c 0 D 和 BoD , 的去除率

,

特利用生物统计之

四
、

结 果 与讨 论

(一) 从全部试验情况来看
,

藻类转盘处

理效果一般较生物转盘为好
,

特别是在高 PH
值的冲击下

,

藻类转盘有较强的忍耐能力
,

此

时
,

仅前端进水处有少数盘面未经打磨的光

滑部分发生掉膜现象
,

并能维持较长时间的

正常运行
,

出水水质能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
.

镜检脱落藻膜
,

未发现藻丝萎缩或细胞质壁

分离及色素褪色的现象
.
生物转盘对 pH 值

适应范围较狭
,

在高 PH 值进水后
,

短期内生

物膜即大片的脱落
,

脱落部分继而松散瓦解
,

微型动物大部死亡
.
当进水 pH 值降低时

,

生物膜方能逐渐恢复
.

(二) 试验表明在进水pH 值 10 一 14 时
,

藻类转盘对于 CO D 和 B
OD
S 的去除率普遍

高于生物转盘
,

根据测定的原始数据
,

当 PH

值 14 时
,

藻类转盘 c 0 D 去除率一般可达

55一72务
,

而生物转盘为 50 一60 多;藻类转

学的方法
,

对全部原始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

首先对 C OD 去除率加以分析
,

转盘以 (A )表

示
,

进水 PH 值以 (B) 表示
, ’

具有三种不同水

平即 pH
7一8

、
9 一9

.
5、 1 4

、

为此进行了 Z x

3二因子实验的方差分析
.
计算结果

: A 不
显著

,
B 显著

,
A B

莲应显著
. A B 连应显著

说明两种转盘与三种 pH 值之间有相互制约

的关系
.
因此对 6个矫正平均数加以进一步

分析
,

最后得出如下结果
:
(l) 藻类转盘在

PH 值 14 时
,

对于 c O D 的去除率优于生物转

盘 ; (2) 生物转盘在 PH 值 7一8时优于藻类

转盘; (3) 藻类转盘与生物转盘在 PH 值 9一

9
.
, 时

,

无差异
,

见表 2 所示
.

表 2 两种转盘 CO D 去除率

盘别 (A ) !p H 值 (B )
C O D 平均
去除率(% )

采样次数 }矫正平均数

藻类盘

7一8

9一9
,

5

1 4

5 6

.

0 0

6 5

。

6 7

6 4

。

8 9

l 0

6

9

5
斗 7 3

6 4 6 1

6 5
,

2 2

生物盘

7一8

9一9
.
5

14

64
.
50

65
。

4 2

5 6

.

8 8

4

l 2

8

6 3 0 5

6 7

.

1 8

5 ‘
.
9 ‘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藻类转盘能适应高
pH 值

,

当州 14 时
,

C

OD
去除率能维持在较

高的水平上
,

显著优于生物转盘
.
由表 3所

示
,

藻类转盘在 声 值 10 一13 的 情况下
,



表 3 两种转盘在 pH 值 10 一13 时 CO D 去除率

一 下一一函不赢奉石厂一
JJ

pH 值
藻类转盘

表 4 两种转盘 Bo D ,

去除率

鳖{
,

……些生…}7一8 1
藻类盘

}
”一
9.5 }

—
卜
-兰一}

生物 ,

}

’

产…! l斗 】

BOD,

平均
去除率%

采样次数 矫正平均数

夕2
.
0 3

9 0
.
25

8 6
.
03

7 9
.
65

8 8
.
5 4

8 3
.
89

的处理效果
,

因为往往每次进水 pH 值是不

同的
,

所以
,

短时间受冲击的生物膜有机会得

到迅速的恢复
.

(3) 以全部 数据进 行 2 火 3 二因 子实

验的方差分析
,

以 A B 连应均方作分母
,

检

验 A 项及 B 项
,

结果表明藻类转盘对于 BO D
,

的去除率基本上优 于生物转盘
,

可靠性

夕5 多
.

(4) 以藻类转盘 (pH
g一9

.
5,

1 4
) 和生

物转盘 (pH 值 9一9
.
5,

1 4
) 的数据进行 Zx

2 二因子实验的方差分析
,

以误差项均方作

分母
,

检验 A 项及 B 项
、

A B 项
,

结果表明 pH

值在 9一9
.
5或 14 时

,

藻类转盘都显著优 于

生物转盘(95 多 的可靠性)
,

这就说明藻类转

盘在进水 州 值较高的情况下
,

绝大程度处

理的效果能显著地超过生物转盘
.

(五) 两种转盘出水 pH 值一般都在 7一
8之间

,

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

(六) 为了了解藻类转盘在深度处理 中
pH 值与 C o D 和 BO D

,
去除率之间有无回归

关系和去除率的可靠程度
,

特对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
.

(l) 首先对 CO D 去除率的数据进行了

分析
,

分析结果表明州 值与 C O D 去除率之

间无回归关系
.
经过计算

,

表明进水州值

在 8一14 时
,

藻类转盘深度处理对 C OD 的

去除率为 64
.
77一80

.
05 多

’

(
95 % 的可靠性)

,

同时表明进水 州 值 14 以内时
,

C O D 去除

率不受高 pH 值的影响
.

(2) 再对 BO D ,
去除率的数据进行回归

分析
,

结果是
:
藻类转盘在深度处理时

,

进水

pH 值与去除率之间有直线回归关系
,

见图

2. 在进水 pH 值 8一14 时
,

去除率为 82一

90 % (95 多的可靠性)
.

根据以上分析
,

我们认为如利用多级藻

类转盘进行处理
,

有机负荷的提高还有相当

大的潜力
.

(七) 藻类转盘出水的溶解氧较 生 物转

盘出水的溶解氧为高
,

接近于饱和或过饱和
,

12 7q一n47
门曰门了n,工Q
声口们.L

‘

咔9口尹n一4
介、,丈02OUO八10汽,

犷。�

c O D 去除率也普遍优于生物转盘
.
由于采

样次数较少未参予数理统计
.

(四) 根据两种转盘 (A ) 在不同 pH 值

(B) 进水情况下
,

对 BO D
,

的去除率(见表心

进行了方差分析
,

其结果如下
:

(l ) 以转盘的三个水平 (pH 值) 进行单

因子方差分析
,

并检验平均数差数
,

所得的结

果是
:
进水 PH

夕一8 时
,

B O D
S

去除率效果

最好
,

p
H 值 9一9

.
5和 14 时较差

,

但在这两

种不同 PH 值之间无差异
,

也就是说在州值
9一14 范围内藻类转盘对于 BO D ,

的去除率

基本是一样的
.

(2) 另以生物转盘三个水平 (pH 值 )进

行单因子的方差分析
,

并检验其平均数差数
,

计算结果表明
,

在 pH g一9
.
5 ,

11 和 14 三种

情况下
,

其 BO D
, 的去除率基本相似

.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
藻类转盘 BO D ,

去除率的数据都是在不同 声 值废水一次进

水后
,

连续数 日采样分析的结果
.
而生物转

盘 BO D ,

去除率的数据是在每个不同州 值

废水几次进水后
,

采样分析的结果
,

因此当

州14 时 BO D
,
去除率虽接近于 pH g一11 时

,

但并不能说明它在高 pH 进水下能维持较高



回归方程
:Y 一 6 2

·

。5 + 2
.
29 5 x

Y 为去除率
, x 为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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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藻盘 BO D ,

去除塞散点图及回归线

可达 8
.
5一9

.
5毫克/升

,

有时可达 10 一11
.
6毫

克/升
,

高于自然水体的含量
,

如河水一般溶

解氧在 弓一10 毫克/升之间
.
这主要由于藻

类的光合作用能释放氧气
.
它不仅有利于废

水中还原物质的氧化
,

提高 CO D 的去除率
,

而且也有助于好氧微生物的生理活动
,

增进

废水的净化作用
.

藻类植物光合作用的最大速度较其呼吸

作用为快
,

因此藻类光合作用所释放的氧多

于呼吸作用所吸收的氧
,

吸收的二氧化碳多

于呼吸作用所释放的二氧化碳
,

在无光的情

况下
,

不仅没有氧的释放
,

反而消耗氧和增加

二氧化碳
,

所以
,

处理槽水中溶解氧和二氧化

碳含量的多少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光合与

呼吸作用的相对比率
.

在试验中见到
,

藻盘经过一夜的运行
,

早

六点测试溶解氧仍可达 9 4一10 毫克/升
,

依

然较生物盘为高
,

这说明在夜间藻类停止光

合作用后
,

虽然藻类本身
、

微生物和有机物分

解要消耗水中的含氧量
,

但白天所释放的氧

量是足够消耗而有余的
.

温度和光照直接影响藻类约代 谢过程
,

在一定范围内
,

温度的增高能增加藻类光合

作用的强度
,

但温度的增高
,

将会加大其呼吸

的强度
,

所以在温度增高的同时
,

必须伴以

光照强度的加大
,

否则就会抑制藻类的生长
.

另外
,

光照时间的长短也关系到藻类的生长
.

因此
,

藻类转盘所需的最佳温度与光照强度

以及光照时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 无论单级或串连处理
,

藻类转盘出

水的氨氮均为零 (生物转盘出水氨氮为 3一

7
.
5毫克/升)

,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下述过程的

结果
,

通常二级生化处理出水中的氮很大的

部分是 N H 广
,

含量的多少与温度和溶液停

留时间等有关
,

N H 广 经过氧化而成亚硝酸

盐和硝酸盐
.
亚硝酸盐是一个不稳定的物质

,

在低浓度时
,

可被植物利用
,

但是按态氮和硝

酸盐氮是藻类的主要氮源
.
虽然藻类对这两

种氮源吸收的强度受氢离子浓度和其它离子

等因素的影响
,

但一般在这两种氮源同时存

在时
,

总是首先吸收钱态氮
,

进而再吸收硝酸

盐氮
,

这是氨氮消减的主因
.
其次在州 值 7

以上的溶液中N H 广转变成 N H
3,
经由大面积

水气界面也要挥发一部分
.
氨氮的去除也和

其它指标一样
,

与运行条件有很密切的关系
,

如盘片浸没面积
、

转速
、

水温和废水停留时间

等
,

这都需要继续试验观察
.

一般生化处理的污水
,

污染物 可去除

80 一90 多
,

可溶性盐类和植物营养物质则为

剩余污染物的主要成分
,

利用藻类进行深度

处理
,

就可以弥补二级处理的不足
,

从而可以

进一步提高出水的质量
.

(九) 出水透光率在串联处理中较单级

处理为高
,

可达 85 一96 多
,

根据积累的数据

进行了统计分析
,

结果表明
,

在进水 声 值

8一 14 情况下
,

出水透 光率为 82 一90(95外

的可靠性)
.

五
、

小 结

1.试验表明
,

在同样条件下颤藻转盘处

理印染废水的效果优于生物转盘
.
藻类转盘

能适应高 州 值的进水
,

p
H 值 高达 14 时

c o D 去除率能显著优于生物转盘
. pH 值在

9一14 范围内藻类转盘对 BO D ,

的去除率基



杀虫双对小白鼠的致畸试验

何素云 杜卓民 覃国芳 牟肇龄
(贵阳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组)

分组
剂量(毫

克/公斤)
备注

用蒸馏水稀释

用燕馏水稀释

用蒸馏水稀释

溶于蒸馏水

溶于鱼肝油

0乙Uon�0nU

,、��J
O斗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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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资料表明胚胎对化学毒物的感受性

比成年动物高
.
由于外来物质如病毒

、

药物
、

化学农药
、

放射性物质和某些金属对母体的

影响
,

干扰了正常的胚胎发育
,

造成先天性畸

形
.
凡能引起畸胎的物质称致畸原

,

化学农

药是否为致畸原
,

必须经过致畸试验来鉴定
,

其致畸作用的大小随胚胎的 发育阶 段 而 不

同
,

一般认为器官发生期是致畸最敏感期
,

但

不同化合物可能有不同的敏感期川
【2 ,

.

杀虫

双是否为致畸原
,

它对小白鼠有无致畸作用

及致畸敏感期的确定
,

这是本实验的目的
.

阴性对照组 燕馏水

杀虫双低哪
。
% 杀虫双工业品

杀虫双中哪0% 杀虫双工业品

杀虫双高组130% 杀虫双工业品

阳性对照组

阳性对照组

水杨酸钠
(西安制药厂)

/、/ 、/ 、
( 遵义碱厂) (维生素 A

50OOIu)

材 料 与 方 法

杀虫双是杀蚕毒素衍生物
,

为杀螟丹的

中间体
.
由贵州化工研究所提供

.
剂量按雌

性小白鼠经口急性毒性试验结果的半数致死

量 LD ,
~ 27 1 毫克/公斤折算

.

,

一
、
器官发生期给药

采用体重为 28 一35 克未交配 过的 2一3

月龄雌鼠与 35 一40 克成年雄鼠按 2:l 交配
,

发现阴栓后分离为以下 6组
:

发现阴栓 日定妊娠 0 天
,

于第 6一14 天

连续 9天灌胃
,

给药体积为2毫克/公斤
,

并三

天称重一次
,

调整给药量
.
妊娠第 18 天施颈

椎脱臼术处死母鼠
,

剖腹检查子宫内胚胎植

人情况及胎鼠外形和性别
.
记录胎重

、

胎长

(C R ) 后
,

将部分胎鼠固定于 刀七u in 氏液
,

按

W ilson 氏徒手切片法[3]观察内脏
.
大部胎鼠

固定于 95 沁酒精
,

茜素红染色后观察骨骼发

育
〔, 1

.

灌杀虫双各组及阴性对照组
,

每组留母

鼠 2 只让其自然分娩
,

养至断乳时观察哺乳

期发育情况及外观畸形
.

二
、

妊娘早期(即着床前和着床期 )给药

动物同前
,

按 2:l 交配
,

发现阴栓后分阴

性对照组
、

杀虫双低组
、

中组
、

高组和六六六

阳性对照组共五组
,

用药剂量同前
,

于 。一 ,

天连续 6 天灌胃给药
,

给药体积为 2毫升 /公

斤
,

一周称重一次
,

观察孕期体重变化
,

于妊

彭清超老师协助统计处理特此致谢
.

魂‘母‘遭抽‘‘过‘之‘毯, 否‘越召理布
,

昌‘召.乙‘‘ ‘心布
,

多, 趁嘴
,

弓‘理心理 , 召. 必.越 , 越 , 召, 召‘理心理弓母电碑嘴召心召‘越‘碑弓超旧奋‘越心越嘴召 , 移.

本相似
,

而且绝大程度上显著优于生物转盘
. 3

.
藻类转盘出水溶解氧含量较高

,

氨氮

pH 值 7一8 时效果最好
.

完全去除
.
出水透光率 9 , 沁 的置信范 围 为

2
.
利用藻类转盘进行深度处理时

,

在进 86 一93 多
.

水 pH 值 8一14 的情况下
,

c

OD
去除率的 这只是初步试验的结果

,

在试验中还有

95 多 置信范 围 为 64
.
”一80

,

05 关
: BO D ; 去 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

除率的 95 外置信范围为 82 一90 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