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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范围内
,

当溶解氧增高
,

生化反应强烈
,

基质去除量增大
,

而且好氧微生物的

新陈代谢增强
,

生长繁殖加快
,

合成的 量也

增大 从式 可知
,

这样同向增长对
。

值影响较

小 同样
,

当 降低
,

基质去除量和合成

量也同时降低 由此可知在常规范围内
。
值受

变动的影响很小

与 占挥发性污泥的化学式为
, , 止,

在内源呼吸阶段微生物氧化解体为
, ,

子
丈

一
、

‘ , ,

由 可知
,

氧化 需  ! 由此可

以看出
,

活性污泥的氧化率直接随供氧量的增大而

增大
,

即溶解氧的高低直接影响污泥自身氧化率

值的高低 供氧量越大
,

微生物新陈代谢越强
,

甚至

形成食物缺乏
,

转为以内源消耗为主耗掉自身
,

或促

进其
“
同类相食

”
这样 越高 值就越大

,

而在

一定范围内 越低
,

值越小 但 过低会使

好氧微生物抑制共至死亡
,

值反而会升高

与 二
、

较低
,

虽然 值较小
,

但生

化去除量
,

也较小
,

从式 可知 ‘ ,

会相应较小

当 很高时
,

变大
,

但 值骤增
,

故翻 反而变小

只有当 适中
,

才会使
,

大
,

不很大
,

故 二了

最

大

五
、

结论

污泥净生成量由去除 量
、

生物污泥 量

和
。 、

值决定
,

服从于 ‘ ,
随

。
大 小而增大

因受生化条件的影响
, 。 、

值及其污泥净生

成量的经验公式只有在生化条件基本恒定的情况下

才能求出和适用于推算 生化条件越恒定
,

其精度

越高

科
·

学
· 户

影响 ‘ ,

的因素大都可以归结为对
。、

值的

影响
。 、

值并非是仅因水质而分的固定值

影响
‘ 、

值的主要因素有 进水水质
,

包括

氮磷等 曝气池水温 活性污泥微生物所处的生长

期
,

与此密切相关的污泥负荷
、

曝气时间
、

挥发性污

泥浓度和溶解氧等

, 氮磷营养从缺乏趋向满足
, 、

奋下
则趋向增

大

曝气池水温从 ℃ 左右变到 一 ℃ 时
,

随温度升高
。

增大
、

增加缓慢
、

“ 增高 超过

”℃
,

随温度升高 减小
、

大增
、

“ 急骤下降
,

生

化处理速趋恶化

挥发性污泥负荷 为 。 一 时
, 口
最大

、

小
、

二 ,

大 出水和污泥沉降性差
,

污泥流失严重
,

剩泥量并非很大 为 一 时
, “
较大

、

较

小
、
二 ,

较大
,

出水和污泥沉降性较序
,

剩泥量最大
,

为 一。 时
,

出水和污泥沉降性好
, “
小

大 二 极小
,

剩泥极少甚至为零

曝气时间或挥发性污泥浓度增高时
, ‘

变小

变大 二 变小
·

在常规范围内变动时对
‘
影响小

,

适中

时才会使 二 ,
大 当 过高过低都会使 增大并

导致 △了
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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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层次分析与化工厂厂区环境质量评价

张 松 滨
吉林化工学院环境工程教研室

摘要 本文提出二步层次分析法
, 即直接

一

间接给 出判断矩阵
, 将其应用子化工厂厂区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
并

建立 了质量评价模型 与层次分析法相比较
,

该方法具有判断简便
、

一致性程度高
、

分析灵敏度高
、

决策结果的可

信度高
、

受决策者主观臆断影响小
、

分析监测数据利用率高等特点 经实例分析表明
, 评价结 果与实际状况较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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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卷 一 期

第 ‘元素比第 夕元素重要

第 元素与第 元素同样重要

第 元素没有第 元素重要

矛
,

二
,

…
, ,

,‘嘴  、‘

吕
‘尸小‘

一
、

二步层次分析法简介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内容是 首先将对象 层 次

化
,

即将包含在对象中的所有因素按其地位或作用

不同划分成一定层次 然后
,

确认各因素之间的隶

属关系
,

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 经构造

判断矩阵等一系列过程
,

把系统分析归结为最低层

对于最高层的相对重要性权值的确定
,

或相对优劣

次序的排列
,

使间题得到最终答案

二
、

分析过程

二步层次分析法是将确定判断矩阵的过程分为

直接
一

间接二步过程 即 对于有具体定量分析数

据的项目
,

通过各自之间的比较
,

直接给出判断矩

阵
,

并检验其矩阵的一致性程度 此判断矩阵的给

出完全避免了决策者人为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即

计算各元素重要程度单排序指数

, 一 艺
‘, , 了

转换出间接判断矩阵

标
··

蜘呱

矛 一
盆

一
一 ‘ 一 , 沪

、

一一
目

合

‘ ‘一, ‘

‘ , ,

。 二 ,

」
于
兹于糕

‘。 一 ‘

卜
,

〕一
。

……
。 ,

“ , ,

……
。 , , 。 ,

。

, 二
, ,

…
, 丹

式中
, 。 为最大单排序指数

, 。

为最小单排序

指数
,

为相对重要程度系数
,

即
二

与

, ,
。

相比较
,

以某种标度衡量
,

所给出的重要程度方

面的校正值 见〔」

礴 进行单排序的一致性检验

其分析过程与层次分析法相同 见〔

三
、

化工厂厂区评价模型的睡立

对于化工厂厂区的环境质量评价
,

本文从以下

几个方面选择因子

大气 氮氧化物
、

二氧化硫
、

一氧化碳
、

总烃
、

飘

尘 水体 化学耗氧量
、

生物化学需氧量
、

氨氮
、

悬浮

物
、

值
、

硫化物 土壤 汞
、

铅
、

铜 环境管理 厂

区绿化程度
、

管理人员数
、

环保设备运转率

以上大气
、

水体
、

土壤评价指标
,

均为国家颁布

的常规监测项目 对于环境管理状况
,

本文选择沟

尹产产产

翻‘月

肠巨
吕

式中
亡
为直接法给出的判断矩 阵

, , 为第 层

的第 , 个元素的定量分析数据 如 第 夕种污染物

的分指数值等等

由于直接给出的判断矩阵
,

有时一致性程度不

符合要求
,
或有些项目没有具体的定量分析数据

,

只

能定性来比较各元素之间重要性大小时
,

则用第二

步间接给出判断矩阵 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给出比较矩阵

‘ ‘

……
‘ ,

二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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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化工厂厂区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层次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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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化工厂环境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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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数
,

以人多为好 (说明厂里重视
,

机构建

全);环保设备运转率~ 每年实际运转 日数236 5 日 ;

厂区绿化率 ~ 实际绿化面积/应绿化面积
.

根据以上情况
,

本文提出了关于化工厂厂区环

境质量综合评价的层次分析模型 (图 1)
.
对于不同

类型的工厂
,

可自选其它指标
.

根据上述模型
,

应用二步层次分析法
,

确定各判

断矩阵
,

求解后得出相对于最大特征值的特征向量

及总的特
,

征向量
,

其各分量的大小即反映了各工厂

环境质量的优劣状况
.

四
、

举例分析

本文以四个同类化工厂为例
,

应用上述方法具

体分析各自的环境质量状况
.

根据上述结构模型及实际监测数据
,

以及本人

的主观认识
,

按直接
一
间接原则分别构造判断矩阵如

下:

子l) ‘ 一
p 阵 :

二 二…

一
7”
一

, ”
1

}

’ 2
·

3 3

·

7 5

, -

一” 户
:

{

“
·

4 3 ‘ 2
·

3 3

·

7

’ ”
】

…
。

·

, , 。
·

‘, ’ 2
·

,

1 p
4

}
“

·

2 “
·

2 7 “
·

斗3 1

0
.
下0 6 1

0
。

2 7
4

1

0

。

1 4 2 5

0

。

0
7

7 4

又。
a 二

c l
~

R l
=

4

.
0 4 4 4

0 4 8

0
。

9

c
R

=

0

。

0 1 6 4
<

0

.

(
2

)
夕
:一 ,
阵 :

8
s b。 = 6

山 .

—
~-,

一弓卜

0
.
3 6 1 9

0
。

3 6
1 9

0

。

1 4
8 6

0

。

0
8
1 1

0

.

0
4 6

5

又.
a二
二 ,

.
1 19 2

c l 二 0
。

0 2
9

8

R l
=

l

。

1
2

c
R

=
0

.

0
2 6 6 <

0

.

1

(
3

)
户

, 一 s

阵 :

2
8170401040

九一‘‘、,,sl0,1l
s‘ 了, 了. , 一 ‘一。 , 1 1

l l

9 占. 二 9

0 。

4
3 9 5

0

。

2 5 9 4

0

。

1
4

6
5

0

。

0 8 1 3

0

。

0 2 7 2

又.
:
二 6

.1 , 0 9

c l = 0
。

0
3

0 2

R l
=

1

.

2 4

c
R

=
O

。

0 2 4 < 0

.

1

2
,
J
一

2
,‘,‘,几
0
一11�,‘,�

一j
.L自j

22

1二
2

0
CU

2

弓.二
00
nU
O

李1 0

(
4
)
户s一 s 阵 :

P3

畜一2

‘一,

石名-

久。
一:

二 3
.00 , ‘

‘I
=

0
。

0 0
2
8

R , = 0
。

5 8

e
R

=
0

.

0 0
4 8

<
0

。

l

八

一
??、



一 夕0 环 境 科 学 11 卷 l 期

(s) 户一
,
阵:

,‘,、�,j工工J

丁 t ,

一
十

一钾,

0
。

5

0 1 6
3 0

0

。

2 9 7 1

0

.

5 3
9 9

久口
a :
二 3

、

0 0 , 6

c l = 0
。

0 0 2
8

R
l

=
0

。

5
8

c
R =

0

.

0 0 4
8 <

0

.

1

表 2 总体层次排列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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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计算结果
,

总体层次排列如表 2 所示
.

经上述计算结果表明
,

总排序矩阵的特征向量

为 阳 一 to
.
2 393 ,

0

.

3 1 1 5

,

0

.

2 5 1 9

,

0

.

1 9 斗3
F

,

总排

序的一致性检验为
‘
R 二 0

.
00 35 《 0. 1

,

评价结果

可靠
.
第二厂家环境综合质量最差

,

应提醒注意
,

或

限期整治;第四厂家情况较好些 ;第三
、

二厂家
,

分别

列第二
、

三位
.

五
、

结论

本文在层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

提出直接
一

间接

给出判断矩阵的二步层次分析法
,

并将其应用于环

境质量评价之中
.
通过建立评价对象的结构分析模

型
、

将各种因素
,

特别是较抽象的 因素有机地联系起

来
,

预以定性及定量的考虑
,

比较全面
、

系统
、

客观地

反映出评价对象的环境质量状况
.
与其它评价方法

相比
,

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简便
、

灵活
、

适用的分析决

策方法
.
如运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数据

,

将更为准确
、

迅速地获得评价结果
.

本文是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张友仁教授热心指导

下完成的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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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通过磷化作用而使毒性降低
,

许多专用设备能

极有效地防止石棉纤维外逸
.
据瑞士专利文献所报

道
,

在石棉从设备逸出过程中喷一种粘合剂溶液可

防止石棉扩散
.
另外改进石棉在制品中的紧 固 效

果
,

一些脆性石棉制品已经停止使用
,

取而代之的是

封闭式石棉制品
.
所有这些都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石

棉纤维和粉尘的污染
,

满足工业卫生和环保法规的

要求
,

保证石棉及其制品的安全生产和应用
.
许多

国家都在颁布的法规中限制了空气中粉尘的 含 量
,

比利时
、

加拿大
、

芬兰
、

法国
、

印度
、

日本
、

荷兰
、

新加

坡
、

南非
、

西班牙
、

美国等多数国家将温石棉纤维的

标准浓度规定为 2根/
“

扩
,

欧洲经济共同体
、

爱尔

兰
、

以 色列
、

意大利
、

新西兰
、

瑞士等规定为 l根/
。m

, ,

有的国家甚至规定为 。
.
, 根/

cm 3 (如丹麦
、

瑞

典
、

英国)
,

蓝石棉一般控制在 。
.
2一。

.
, 根/

c
砰 以

下或禁用
.
近年来国际石棉协会通过对 103 个国家

32 3 个企业及近千万名工人进行了现场动态 (工人)

与静态(部位)的综合考察表明
,

石棉的危害完全可

以控制
.

另一方面
,

发达国家对石棉代用品的开发和应

用 已有十多年了
,

但在质量的可靠性和综合性能上

不理想
,

或其生产能耗
、

成本
、

价格很高
,

或制造工艺

和技术上较复杂
,

故目前世界上尚未发现能取代石

棉全部用途的较完美的代用品
,

况且一些代用材料

本身也对人体健康有危害
.
因此石棉代用材料在今

后一
、

二十年内不可能大规模代替石棉
,

石棉仍然是

天赋的价廉质优的无可比拟的天然矿物纤维
.
随着

对石棉危害的认识程度的提高
、

环保措施的加强
、

石

棉应用领域的扩大
,

今后石棉的生产和销售量都将

逐步增加
,

特别是新近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中的国

家因建设的需要而对石棉(主要是石棉水泥制品)需

求量的不断上升
,

石棉的应用前景仍然是光明而广

阔的
.

(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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