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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革渣资源化处理研究

提取蛋白质和铬盐后残渣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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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典 铬革渣提取蛋白质和铬盐后的残渣
, 可以加工成有机肥 经在一品红

、

花叶假连趣和富贵竹三种花卉上与

四种市售花肥比较
,
试用结果表明是一种高效和长效有机肥 从而使铬革遭全部被转化成有用之物

,
使整个处理

过程实现零排放
,

关锐词 蛋白质 铬盐 铬革渣 有机肥

从铬革渣中提取蛋白质或铬盐
,

国内外

已有不少报道比
” ,

但最终残渣大都是采取焚

烧
、

堆埋或制砖等办法
,

仍然产生二次污染

而铬革渣资源化处理的研究
,

有两个立 足

点
,

一是要真正解决其污染环境的问题
,

不产

生二次污染 二是要在资源化上出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通过对最终残渣的成分分析和 市 场 调

研
, 经过四年试验研究

,

在各种花卉 木本的
、

草本的 酸性的
、

中性的和碱性的 上使用
,

证

明这是一种高效
、

长效
、

广谱性的有机花肥
,

有明显的促进花卉生长和延 长花期的 作 用
,

着花率高
,

花艳色浓
,

叶片墨绿

该有机肥中不含
,

只有
,

且其含量接近于农业部规定 的 垃 圾 肥 标 准

压 该有机肥施于烟叶
、

棉花和芋

麻
,

都显示出高效和长效的特点 本文着重

报道作为花肥的特性
、

肥效与施用方法的对

比试验情况

一
、

材料 与 方 法

高效有机花肥的理化性状

外观为灰色粉状或颗粒状
,

中性
,

部分溶

于水
,

其成分为

水分 多
,

多
, ,

多
,

多
,

多
,

多
,

多
,

,  , ,

 , , ,

, ,

作为花

肥
,

可控制在 上下
,

有利于

延长花期和使花色鲜艳 作为经济作物用肥
,

则 控制在 以下

几种花肥用量及施用方法

高效有机花肥
,

每盆 弓

花生戴粉
,

每盆

氮磷钾 多
、

多
、

多呱 复合肥
,

每盆 呼

某地产花肥 市场销量最大的一种
,

也是一种无机花肥
,

每盆

花卉长高效花肥 第二届中国花卉

博览会获奖花肥
,

是一种无机和有机混合花

肥
,

每盆 吃

每种花肥分成两份
,

一份作基肥施用
,

一

次将上述肥量在种植时施于盆底 另一份作

追肥用
,

将上述肥量分三次施用
,

在种植后

天施第一次
,

以后每隔 天施一次
,

均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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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边施放

花卉品种与数量

选择 种花卉 一品红
、

花叶假连翘和

富贵竹 每种花卉每种处理各 盆
,

设 个

重复

花盆和植料

花盆用 时素烧花托 植料用经堆沤腐

熟的木糠
,

种蘑菇废料
,

河沙
,

煤

渣 以上均为体积比
,

拌匀后种植
,

装盆

科 举

以八成满为度

卷 期

二
、

结 果 与讨 论

兰种花卉均在种植后 天时检查其生

长发育情况
,

结果列于表

增长量的变化

从表 中可以看出
,

一品红株高平均增

长量及每株最大叶片长宽的平均值
,

追肥组

均大于基肥组
,

而追肥组又以施高效有机花

表 三种花卉生长发育情况

肥肥料种类类 施用方法法 一 品 红红 花叶假连翘翘 富贵竹竹

株株株株高平平 最大叶叶 最大叶叶 叶色色 花朵平平 保存率率 株高平平 最大叶叶 最大叶叶 株高平平
均均均均增长长 片长度度 片宽度度度 均直径径 均增长长 片长度度 片宽度度 均增长长
量量量量量 平均值值 平均值值值 量量 平均值值 平均值值 量量

二

高高效有机机 基肥肥
。

黄绿绿
。 。

花花肥肥 追肥肥肥肥 ,
。

浓绿绿绿绿绿
。 。

花花生鼓粉粉 基肥肥
。

,
。

黄绿绿
。 。 ‘

追追追肥肥 ,
。

,,,
。

浓绿绿
。

,,,
。

斗
。 。

花花卉长高高 基肥肥
·

黄绿绿
。

效效花肥肥 追肥肥 ,
。

绿绿绿绿
。

氮氮磷钾钾 基肥肥
。

黄绿绿
。 。

复复合肥肥 追肥肥肥肥
。

绿黄黄
。

吕
。

某某地产花花 基肥肥
。

黄绿绿
。

   
· 。

,,

肥肥肥 追肥肥
。

绿黄黄
。 。 ,

对对 照照 不施施
。 。 。

黄绿绿
。 。 。 。

,,

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

肥粉的最大
,

其次是施花卉长高效花肥的
,

第

三是施某地产花肥

花叶假连翘种植 天株 高平 均 增长

量
,

高效有机花肥在基肥组排第一
,

在追肥组

排第五

富贵竹种植 天株高平均增长量
,

高

效有机花肥在基肥组排第一
,

在追肥组排第

2
.
叶色的变化

在种植过程中
,

一品红的叶色变化很明

显
.
种植后 60 天

,

施基肥及对照处理的叶子

是黄绿色
,

而追肥组的叶子已由黄绿转绿色
,

其中施花生鼓粉的叶子绿得较浓
,

其次是施

高效有机花肥及花卉长高效花肥的
,

而施某

地产花肥及氮磷钾复合肥的上部几片叶 子转

绿
,

而下部叶子还是黄绿色
.
种植后 100 天

,

叶子最浓绿的是施高效有机花肥的
,

其次是

施花生鼓的
,

第三是施花卉长高效花肥的
,

施

上述三种花肥的花卉在停肥后 40 天
,

叶子颜

色仍是浓绿色
,

说明肥效较持久
,

而其它肥料

的顶部叶子见有返黄现象
.

栽培试验的其它两种花卉
,

在整个过程

中叶色变化不明显
。

3

.

花期



卷 2 期

既能给植物提供氮源
,

又能提供碳源
,

故能促

进植物生长
,

且叶色浓绿
.
深圳

“

锦绣中华

缩微游览景区数百亩草坪使用该肥
,

一年 四

季不出现枯黄期
.

三
、

结 论

1.栽培试验的三种花卉和作比较的五种

花肥
,

全面指标衡量
,

高效有机花肥的肥效排

第一 ;

2
.
高效有机花肥既可作追肥

,

亦可作基

肥 ;

3
.
从铬革渣提取蛋白质和 铬 盐 后 的 残

渣
,

可被加工成高效有机花肥
,

使污染环境的

工业固体废弃物变成促进植物生长的有用之

物
,

是改善环境污染与促进生态平衡的巧妙

结合
.

致谢 本试验所用的高效有机花肥由深

圳市龙华胶原蛋 白厂提供
,

该厂部分同志参

与了部分工作并支持试验经费
,

在此表示感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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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试验的三种花卉
,

只有一品红是观

花植物
,

一品红种植后 100 天
,

追肥组大部

分已开花
,

而基肥组只有少部分植株开花
.
在

盛花期测定花的直径
,

结果追肥组花朵平均

直径均大于基肥组
,

而追肥组以施高效有机

花肥的最大
,

花朵平均直径达 26
.
6c m

,

施氮

磷钾复合肥的达 26c m
,

施花生鼓粉的达 25
.
9

em ,

对照组为 18
.
9em

.

4
.
保存率

栽培试验全部是盆栽
,

用高效有机花肥

和花生鼓粉作为基肥栽培一品红时
,

其保存

率特别低
,

原因是有机肥在盆底发酵发热
,

损

坏植株的根系
,

造成死亡
.
在种植富贵竹和

花叶假连翘时
,

注意了使根系离基肥一定距

离
,

从而避免了腐熟产热损坏根系
,

使保存率

均达 100 务
.
这两种花卉用高效有机花肥作

基肥时
,

生长优于作追肥
,

也优于其它花肥作

基肥
。

,
.
高效有机花肥的成分特点

从几种花肥的比较来看
,

高效有机花肥

作用独特
,

这是与它的特殊成分分不开的
:¹

从高效有机花肥的成分分析来 看
,

N

、

P

、

K

含量不高
,

但 由于是有机高分子 N 和 P
,

在土

壤中分解较慢
,

有缓释放作用
,

故有利于植物

的吸收利用 ; º 这种肥料含有丰富的微量元

素
,

因此实际上又是一种微肥
,

能延长花期和

使花色艳丽 ;» 因这种花肥含有大量有机物
,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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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吸附曝气氧化法处理印染废水的试验研究通过鉴定

由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傅国伟教授主持组织的
.
性物吸附曝气氧化法

”课题组经近三年的研究首次

应用于印染废水处理
.
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 , 。2

厂合作的现场小试和中试
,

证明所设计的工艺对处

理印染废水中难降解的 c 0 D 十分有效
,

不仅比一

般活性污泥法的 CO D 总去除率提高 10 一20 呱
,

使

处理后的出水水质全面达到
《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而且处理效果稳定
,

曝气池体积减少 41 %
,

运行费

减少 15 一20 呱
,

并可免去营养剂和药剂的消耗
.
该

项新工艺具有高效
、

经济
、

稳定
、

灵活的明显优点
,

是

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工业废水处理技术
,

也可
.

与其它处理方法进行流程优化组合和过程强化 后
,

广泛用于各种水质净化目标的污水处理
.
该项技术

’

已于 199。年 11 月 巧 日由国家教委主持通过鉴定
.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刘存礼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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