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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
,

由于鱼体对杀螟松的吸收和排除都很

迅速 因为它在鱼体 内的累积与水体中含量

极为密切
,

只要控制水体中药液的浓度
,

就可

以排除杀螟松对鱼体的污染

鱼体在污染的环境中吸收杀螟松
,

而离

开污染源后能迅速的排除 为了既保持药效

又防止或减轻杀螟松对水生态环境的 影 响
,

应加强对养鱼稻田的管理 一旦发现鱼体被

杀螟松污染
,

即转移至清水中作短期饲养
,

可

降低其体内残留量
,

起到消除或减轻危害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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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下水道排放标准中镐最大

允许浓度的研究
‘

陈 勃 气
上 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开展城市下水排放标准的研究对加速城

市建设
,

促进城市下水系统的科学管理
,

更好

地发挥城市下水系统的环境效益
、

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有着重要意义

镐是矿山
、

机器制造
、

仪表制造和化工等

工业的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
,

国内外对其在

下水道系统危害的研究报道不多 本文结合

上海下水道系统的情况对福进行 了 一 些 研

岁乙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材料

活性污泥取 自彭浦公房和曹杨两污水处

理厂 污泥的理化特性列于表

污染物是硫酸福
·

,

为白

色单斜晶
,

溶于水的物质

相对抑制率试验

在数只 的三角烧瓶里放 浓

表 活性污泥的理化特性

采样地点

彭浦公房污水厂

曹杨污水厂
。

…一卜些三
…黑 …器总

本文是作者 弓年前在上海排水处污水监测站工作的试验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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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 的合成污水 配方为

上海市政设计院提供
,

加人适量的活性污泥

使混合液的污泥浓度为  
,

又按试验要求

加入适量的浓硫酸镐溶液使各混合液的镐浓

度 分别为
、 、 、 、 、 、

弓
、

多。
、

和 然后放在 一 型恒

温振荡器里振荡 小时
,

振速 转 分
,

温

度 士 ℃ 最后从各瓶取出上清液分别测

定 按下式计算相对抑制率

相对抑制率

去除量无。 一 去除量
有

去除量
无

活性污泥法模拟装置和试验

装置由再生池
、

曝气池
、

二沉池
、

计量泵

进水和回流 和橡皮管道组成
,

流量
,

污泥浓度 装置放在 士 ℃ 恒温实

验室里
。

通过同进水福浓度和不同污泥泥龄以及

同污泥泥龄不同进水镐浓度的试验测定镐在

出水中的残留和在剩余污泥中的浓缩 泥龄

分别为
、 、 、

和 日 进水镐浓度分

别为
、 、 、

和

用 仪测定耗氧速率
。

用间隔式做

污泥沉降性能等试验
,

曝气四小时
,

沉淀一小

时半
。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测定辐

卷 期

 之 呜臼 洲 七 川

浓度 ‘马

图 不同锅浓度对污水生化降解的影响

表 污泥微生物耗氧速率

值

耗氧速率
, 丁…丽…干

注 浓度为 ,  

表 污泥微生物的耗氧速率

,

耗氧速率
 ! ∀ #

∃二{兰…兰1 ’

{

6
‘

匕口〔二
注: C d 浓度为 , m g ZL

.

尔/
、。�倒俗盆翻

二
、

结 果

1
.
镐对污水生物降解的影响

抑制试验的结果表明
,

福对污水生物降

解的作用是随福浓度的不同而变化
,

其起始

抑制点在 0
.
1一 lm g/L 之间

,

之后随浓度的

增大而增强
,

特别在 sm g厂L 以上
,

抑制作用

增强幅度更明显
。

( 见图 l)
.

福对污水生化降解的影响也受氢离子浓

度的限制
〔l] ,

p
H 7 时污泥微生物的耗氧速率

最高
,

而 pH 升高或下降耗氧速率都降低 (见

表 2)
。

福对污水生化降解的抑制 作用也受有机

质浓度变化的影响
,

污泥微生物的耗氧速率

一一r 一 盛 汤 4 5 ‘ 了 . s L 。

进水C d 浓度位肠
砂

幼

图 2 出水锡残留与进水锡浓度的关系

随葡萄糖浓度增加而增大 (见表 3)
。

这个结

果与一些学者提出的重金属遇到有机物时杀

菌力便降低的论点相一致
〔3 , .

2
.

镐在出水中的残留

(l) 进水福浓度对残留的影响 出水镐

残留因进水镐
.
浓度的不同而不同

,

与进水福

浓度成正直线相关关系 (见图 2)
,

其相关式

为 :
y:一 0

.
146x: 一 0

.
030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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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y
,

为出水锦浓度

辐浓度 (m g/L )
.

环 境 科

( m g /L ) :
x: 为进水

考;二 :16氏腑t。尤一 :, ‘。翔5
尹二 0 口日7 14 74

(
2
) 泥龄对残留的影响 泥龄变化对出

水镐残留影响很大
,

福残 留浓度随泥龄( 日)

的 增加而降低(见图 3)
,

相关式为:

y ,

~ 一0
.
O llx ,

+ 0

.

1 6 7
(

2
)

式中
: yZ为出水福浓度

,
x Z

为污泥泥龄 (日)
.

(3) 不同沉降时间对残留的影响 为较

全面地了解出水镐残留的影响因素
,

用间隔

式进行不同沉降时间试验
。

试验指出出水镐

残留浓度减少得最快的是开始沉降后的 1 小

时之内
,

之后残留浓度就相当稳定 (见图 4)
.

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污泥进人

二沉池后的 1 小时内
,

镐残留浓度随时间的

延长而减少
,

而在 1 小时以后就几乎与沉降

时间无关系
.

0000公即"笼玩圳
一、?岌

进水 Cd 浓度 〔哪/LJ

图 5 污泥镐浓缩与进水浓度的关系

老3000

吧困

且 2000

7 二丝3
·

o o j 口X + , 0. 。工a

鬓
、。。。

一万犷一一下了.

那鱿(dJ

图 6 污泥镐浓缩与泥龄(日)的关系

八二 一
山川 儿利川节

.
.�
可l
..lwe.lll”

二、,三赵岌公公

图 3 出水中锡残留与泥龄(日)的关系

仆骊抖抖怒叫姗酬抖酬衅心
1
16F
l
l4flZF川

、

歼象拼

(帐�哥扭帐

二
一

5 2 2

一

5

时间 th )
湍

不同沉降时间对出水福残留率影响

3
.
镐在剩余污泥中的浓缩

(l) 进水镐浓度对浓缩的影响 镐在剩

余污泥中的浓缩是受进水镐 浓 度 变 化 的 影

响
,

并呈现正直线相关关系(见图 5)
,

相关式

为 :

z:一 1 26 ,
.
3 s 19 x :

一 11
.
, 0 3 9 ( 3 )

式中
,

: ,

为剩余污泥 (干)镐浓度 (m g/kg) ;

x:为进水镐浓度 (m g厂L )
.

(2) 泥龄对浓缩的影响 镐在刹余污泥

中的浓缩程度很大程度上也受泥龄 (日)变化

的影响
,

随泥龄 (日)的增加而增大 (见图 6)
.

22一 223
.
oo l6x,

+ 3 0

.

9 1 8
(

4
)

式中
,

z :

为剩余污泥 (干)镐浓度 (m g/kg) ;

xZ为污泥泥龄( 日)
。

4

.

镐对污泥沉降性能的影响

污泥沉降性能好坏是影响城市污水处理

厂活性污泥法出水水质的极重要 因 素
.
为

此
,

用间隔式进行不同镐浓度对污泥沉降性

能影响的试验
.
相对沉降比是混合液经一定

时间曝气后
,

不 同镐浓度混合液污泥的二小

时沉降深度 (上清液体积)与无福混合液污泥

二小时沉降深度的比值
。

从表 斗所列的相对

沉降比看出
,

活性污泥的沉降性能几乎不受

锡浓度变化的影响
。

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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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浓度镐作用下的活性污泥二小时内相对沉降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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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由于上海的城市污水处理厂除阂行外都

没有污泥消化设施
,

以及镐对人的危害一般

是经摄食造成的
,

所以本文没有考虑镐对污

泥厌氧微生物和下水道养护人员 的 危 害 问

题
。

1

.

镐对污水生化降解的起始抑制浓度在

t). 1一 lm g/L 之间
,

s m g
/

L 之内的抑制增长

幅度不大
.
镐对污水生化降解的危害程度随

混合液中有机物含量的增加而降低
,

这使以

有机污染物为主要处理对象的城市污水处理

J一的污泥微生物可忍受较大的镐浓度
.
上海

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进水 BO认 为 360 m g/

L ,

因此
,

上海污水处理厂的进水镐浓度可为

1一sm gZL
.

2
.
福在活性污泥法出水中的残留浓度随

进水福浓度的增加而增大
,

随泥龄的增加而

减少
,

随沉降时间的有限延长而迅速下降
.
换

句话说
,

在进水辐浓度较高时
,

要使出水残留

浓度达到水体标准的要求只有加 大 污 泥 泥

龄
.
上海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泥龄为一星期

,

二沉池的沉降时间为二小时
.
在此情况下要

使出水镐浓度符合
“

上海
‘

废气
, 、 ‘

废水
,

排放

标准(试行)
”

的 o
.
lm g/L 要求

,

根据(l) 式
,

上海市污水处理厂的进水锅浓度 不 得 大 于

0
.
8892m g /L

.

3
.
活性污泥法的剩余污泥中银的浓缩程

度随进水福浓度或泥龄 ( 日 ) 的增加而增高
。

由于上海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泥龄为一 星 期
,

镐在剩余污泥中的浓缩程度就取决于迸水镐

浓度的大小
.
根据上海市农科院章家琪等同

志在
“

上海地区农用污泥福的最高容许含量

的研究
”

一文中提出的污泥福的最高容许含

量小于 Zom g/k g
.
的要求〔4, ,

用(3)式计算
,

上

海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进水福的最高容许浓

度不得大于 o
.
O27 m g/L

.
但由于剩余污泥农

用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干
,

一般污泥干化只

能达到含水份 65 一80 呢
,

污泥脱水只能达到

75 %
,

若按含水份 75 并 的污泥计算
,

此时进

水福浓度还可以提高至不大于 。
.
08 m g / L

.

4
.
污泥的沉降性能不受混合液镐浓度大

小的影响
,

换言之
,

进水福浓度在一定的范围

内无论多少都不影响污泥沉降性能
.

5
.
根据资料

〔5, ,

镐只在 370 ℃熔化状态 下

才对混凝土有严重腐蚀作用
,

以及 30 % 浓度

的硫酸福对铸铁和碳钢无腐蚀作用 〔5] .

综上所述
,

上海市市政下水道排放标准

中镐的最大容许浓度应是不大于 0
.
08 m g/L

(剩余污泥农用时)或不大于 0
.
889 2m g /L (剩

余污泥不作农用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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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郊区小麦中苯并(
a
)苑污染调查

’

薛 文 山 靳 振 南 王 爱 玲
(运城行署 卜保局) (运城地区卫生防疫站 ) (运城地 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苯并 (
a)苑 (简称 B aP ) 是一种具有强

致癌性的多环芳烃化合物
,

是一切含碳燃料
、

煤
、

石油
、

木材等与有机高分子化合物
、

烟草

不完全燃烧和许多碳氢化合物 高温裂解条件

下的产物
,

它广泛地存在于环境 中
,

形成了对

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
.
因此

,

近年来
,

对环境

中 B aP 的调查研究工作
,

正 日益增多
.
但

是
,

对农作物小麦中 B aP 含量的调查研究报

道较少
.
我们以我国北方的主要栽培作物之

一小麦为对象
,

从大气一土壤一小麦的链索

关系对本市郊区 Ba P 的含量
、

分布
、

消长和

积 累
,

进行调查 分析
,

为评价与改善区域环境

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调 查 方 法

1
.
按运城市市政分区

,

在运城市的西郊
、

北郊
、

南郊和东郊布点采样
.
同时

,

在远离运

城市的地区设
“

清洁区
”

作为对照
,

以资进行

比较
。

2

.

Ba
P 含量测定采用乙酸化滤纸层析

-

荧光分光光度法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1
.
市郊各采样点小麦中 BaP 含量

到 1986 年为止
,

我们先后对市郊各区域

小麦 (品种为 78
一
1 号)中 BaP 含量进行了四

年次采样测定
,

现将测定结果列于表 1 中
.
试

样未经任何漂洗处理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市郊各区 域 小 麦 中

Bap 含量在 0
.
83 7一 ,

.
4 3 0 P p b 范围内变化 ;

西郊和南郊区小麦中 B 、P 含量有逐年积累

趋势
,

而北郊区小麦中 BaP 含量从第一年次

以后有明显降低
.
这可能与西郊和南郊区的

大气污染 日益严重有关 ; 可能与北郊区火力

发电厂搬迁
,

大气污染明显减轻有关
.
此外

,

还有在限定的时间内
,

土壤中 Ba P 赖于土壤

耕翻和生物分解作用
,

逐渐得到降解的缘故
.

对各区域小麦中 Ba P 含量进行 了统 计

分析
,

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 < 0
.
0 1)
.

对不同区域小麦中 Ba P 含量进行两两

比较 :

¹ 与½
、

¹ 与¼
、

¹ 与»
、

º 与 ½
、

º 与

¼
、

» 与¼ 均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 < 0
.
0 1)
.

¹ 与º
、

º 与»
、

» 与 ½ 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
0多)

.

¼ 与 ½ 无显著性差异 (p > 0
.
05 )
.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
,

运城市郊各区域小

麦受 Ba P 污染状况各异
,

基本污染程度顺序

. 本文承蒙中国科学院应用生态研究所高拯民先生由
阅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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