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浓度提高

度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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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表示出两种催化剂的温

林国珍同志代测 射线衍射分析
,

谨表

谢意

三
、

结 论

通过对铂
、

把蜂窝催化剂制备方法研究
,

如活化方法
、

添加共浸渍剂以及分段浸债等

手段
,

可以制得活性比较优良的催化剂 用

柴油机尾气进行净化试验
,

对 和总烃

有较好的催化活性
,

进行寿命试验 多小

时
,

未见活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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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凝聚荆投加 活性污泥发热位
,

一
、

引 言

活性污泥
、

特别是含有重金属的活性污

泥的处理是个棘手问题 国外处理流程 , 刀

大致是 沉降
、

过滤
、

脱水
、

干燥
、

燃烧 这种

流程投资多
,

处理费用高
,

回收能量不多 用

厌气消化法处理
,

虽可回收部分能量
,

减少污

泥量
,

但污泥处理问题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
,

活性污泥具有一定的发热值 可充分利用它

的燃烧值
、

变废为宝 把它制成轻质耐火保

温砖
、

轻质建筑砖 国外有利用活性污泥燃

烧灰渣制砖  和瓦 的报道
,

用其为内燃料制

砖的文献尚未见到 本文将报告这方面的情

况
。

凝聚剂投加量 发热值

只 火 扩

, 、 二  , 弓 又

, ,
斗  义

, ,  
。

 只
了

关
,

为凝聚剂过滤所得的活性

污泥
,

其化学组成与粘土有较大差别
,

但经适

当调整
,

可使活性污泥与粘上混合物的化学

成分近似于一般粘土组成

二
、

墓 本 数 据

首先
,

我们对某造纸厂中段废水活性污

泥的性质进行研究 经测定
,

纸厂活性污泥

的发热值如表

造纸厂活性污泥的化学组成如表

由表 可知 活性污泥
、

特别是以 。外

三
、

以活性污泥为内燃料制造建筑砖

我们先在实验室里迸行小试
,

研究原料

配比
,

烧成温度
、

升温曲线等问题 研究结果

表明 在普通粘土砖烧成温度下
,

按粘土与

活性污泥之比为 绝干重量比 亦可制出

符合部颁标准的建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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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活性污泥的化学组成

含 , 样品

一

华
、

成份 一 、议

活性污泥
用

,

凝聚
的活性污泥

福州 粘土

,、,一以

烧失 聂

〔 ,

, ,

,

斗

。

。
。

‘仁目‘曰,孟

口八一、一、少一成 

巧
。

咔日曰气二一,召,了

…
。

斗

。

然后在生产设备中进行试验 将活性污

泥与粘土按 绝干重量比 比例加水混合

后经练泥
、

制坯
、

晾干
、

人窑在建筑砖烧成温

度下烧制
,

所得产品性能如下

机械强度

经福建省建筑材料工业科 学 研 究 所 测

定
,

以活性污泥为内燃料所制得的建筑砖
,

抗

压强度平均值为
,

最小 值 为
“

抗折强度平均值为
,

最小值为
, ,

达到部颁标准

, 号建筑砖的水平【

容重

福州粘 土 制 得 的 普 通 粘 土 砖 容 量 为

 ! 时
,

以活性污泥为内燃料制造的砖容

重 为 衬
,

符合轻质建筑砖的要求
〔

导热系数

普通粘土砖的导 热 系 数 为
·

·

℃ 左右 ,

以活性污泥为内燃料制成的砖

导热系数为
· ·

℃ 若用它砌空

调房间的墙
,

可比普通粘土砖墙体冷损失量

减少约一半

内燃料燃烧完全程度

为了测定内燃料燃烧完全程度
,

把以活

性污泥为内燃料制得的砖块粉碎
、

烘干后测

定其挥发分
、

固定碳及灰分
,

测得灰分量为

外
,

挥发分及固定碳含量为 依此可以

断定
,

内燃料已完全燃烧 根据活性污泥发

热值
、

原料配比以及内燃料燃烧完全程度
,

坯

重等数值
,

可算 出下列结果 表

从表 可知
,

以活性污泥为内燃料制砖

其节能效果十分可观
、

两项不仅不需要

煤炭
,

而且还可以向外界供应部份热量 按

发热值最低的第 项计算
,

仍可 节 约 煤 炭

多 有时个别砖块由于种种原因有未烧

完全的少量黑心
,

即使这样的砖块
,

其内燃料

燃烧完全程度仍在 多 以上

放射性核素含量

经福建省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 所 测 定
,

某造纸厂中段废水活性污泥样品中放射性核

表 活性污泥内燃砖节能概况

用 〔〕

活性污泥
用

、

凝聚 的活性污
泥

 ! 凝
的活性污泥

用 12
.
6% I矛。 C I

, 、

斗9
.
6 % c a o 凝

聚的活性污泥

l
。

7 3 6 K I O

7

~
2

.

D 7 2 只 1 0
7

1
。

丁5牛火 1 0
7

1
.
斗3 1 X 1 0

7
1
.
3 9 0火 10

7

�M、、\一夕、大、、、一卜入L
、,�了‘\一呀口」

、、人、一注了t

侮块砖发热 值
(J /块)

4
。

3 7 6 又 10
6

4
。

0 2 9 火 1。
。

3

。

2 8 7 丫 1 0
6

3
.
18 4 丫 10

5

一

—
l

一
一 !

一
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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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块砖外投煤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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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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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
.
6斗丫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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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2 丫 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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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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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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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含量低于一般机砖
、

煤渣砖
、

土壤中的放射

性核素含量
.
因此

,

活性污泥做建筑砖不存

在放射性核素污染问题
.

四
、

以活性污泥为可燃物制造轻质

耐火保温砖

’

旦

轻质耐火保温砖应具有下述特点
‘5] :

1
.

体积密度小
,

一般不超过 1
.
39/
C
时
.

2.热容小
.

3
.
气孔率高

.

4
.
重烧收缩小

,

一般不超过 2多
.

制造轻质耐火保温砖的原料是粘土和可

燃物 (硬木的木屑
、

木炭
、

焦炭
、

木质素等)
.
原

料经粉碎
、

练泥
、

制坯
、

晒干后人窑烧成
.
烧

成时可燃物被烧尽形成大量气孔
.
因此气孔

率 (或导热系数 )和可燃物用量有关
.
由于木

屑有弹性
,

会降低产品机械性能
,

木屑用量受

到限制
.
而木炭等则难于烧尽

.
活性污泥恰

好具备可燃物必须具备的挥发份高等特点
.

以活性污泥为可燃物制得的轻质耐火保

温砖其污泥用量与体积密度之间关系如图 1

所示 ; 污泥用量与耐火度之间关系如图 2 所

示
,

污泥用量与抗压强度如表 4所示
。

侧 1610

《
超

40

污 泥 用盆 (% )

图 2 污泥用 鼠与耐火度关系

我们测定的数据表明: 处理得 当
,

线收缩均

在 1外 以下
.

另外
,

经上海建筑科学研究所测定
,

我仁

研制的轻质耐火保温砖在 59 5
.
7℃ 时的导热

系数为 17 , S J / m
·

h

·

℃
,

符合轻质耐火保

温砖要求
‘, ,

.

表 4 抗压强度与污泥用且关系

污泥用量( % )

抗压强度(k g /
em ,

)

目!二{川典{6, ‘

。

1

‘2
·

6

}

‘8
·

9

}

‘
·

2

。

以活性污泥为内燃料制砖在烧成时有臭

味气体发生
,

这可通过高温燃烧
〔6] 、

吸收等办

法加以解决
.

五
、

结 论

由于活性污泥具有较高的发热值
,

而且

其无机成分可以调整到与粘土相近
,

因此用

活性污泥作内燃料制造轻质 建 筑 砖 是 经济

的
.
、

可行的
,

用于制造轻质耐火保温砖前景更

为广阔
.

价。丈切�剑铂要胜

20 80
污泥 用 量 ( 参 考 文 献

060�4一L

图 1 污泥 用量与体积密度关系

重烧收缩率大小与原料及其配比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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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连续流生物反应器试验结果 (以 m g ZI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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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根据以上关于美国对重点有机污染物生

物降解性能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介绍
,

拟提出

以下几点看法供讨论
.

(一) 研究工作表明
,

在被试验的一百零

三种有机污染物中
,

有 41 种是容易被生物降

解的
,

采用生物处理方法能有效地消除其对

环境的危害
,

比较物化法经济
,

应优先考虑采

用
.
有 29 种是需要经过长时期驯化后才能

被微生物降解的或是仅能部分降解的
,

对待

这些有机物
,

应慎重选择处理方案或进行更

深人的研究以提高其生物降解性能
.
还有 33

种是不能被生物所降解的
,

这些化合物如进

人环境
,

会在水体
、

土壤中长期停留
,

并通过

食物链不断 累积
、

富集
,

对人体或动
、

植物产

生危害
.
因此

,

应妥善考虑其处理方案
,

或

是通过改革生产工艺改变其化学结构
,

或采

用其他产品取而代之
,

以消除其对环境的隐

患
.

(二) 三角瓶静培养筛选技术试 验 方 法

简单
,

操作容易
,

可以同时得到有关有机物降

解程度
,

微生物驯化难易及有无毒性等资料
,

因此是研究有机物生物降解性能的一种好方

法
.

(三) 对于在静培养筛选试验中观 察到

的较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
,

不要轻易认为它

们是对生物活动完全阻抗的
.
因为静培养的

很多条件与实际生产过程相差甚远
.
最好对

这些化合物补充进行其他方法的试验
,

如摇

瓶试验
、

土壤渗滤试验
、

间歇性曝气试验以及

连续流生物反应器试验等
,

以确定该有机污

染物的生物降解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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