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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改进了美国水面型湿地工艺设计方法 以土壤生物活性取代生物体附着所需介质的 比表面积 夕
, , 以坡

长
、

投配速串与
‘。

才
。

值的函数关系为模型基础
,

当水力负荷小于 时 , 。
刀
‘ 。

值上升缓慢
,

大于 时 ,

以指数形式上升
。

值沿处理床长度方向以负指数形式变化 模型结果 检验表明 ,
理论计算 值与全年实侧值的平

均相对误差为 一 , 标准差为
·

一
·

本文所提出设计方法比美国湿地工艺设计方法的平均

相对误差减少 一
, 标准差减少 一

关键词 水面型 湿地
,

水质模型
, 去除率

,

土壤生物活性
。

湿地系统工艺按水力学及生物学条件可划

分为渗滤型与水面型
。

渗滤型湿地包括渗滤湿

地与人工苇床 水面型湿地包括自由水面湿地

及天然水面湿地
。

自由水面湿地以地面布水
,

并保持一定水层
,

床面水体呈推流
,

以地表出流

为主要特征 处理床不封底
,

保持湿地原貌不

扰动
,

只辅以人工平整 污水在缓坡上以推流

形式缓慢流动
,

形成 自由水面湿地状态 天然

很地是充分利用天然湿洼地或苇塘
,

采用简单

的人工围堤导流
,

一般水深在 一 是 一

种工程量很小的主要利用天然条件的湿地处理

类型

一
、

场 地 特 征

试验场地平均坡度 知
,

经人工平整后 具

有较好的推流条件 在温暖季节平均水深小于

湿地水体垂直向温度基本相 同
,

没有明显

的层次差异
,

可以认为整个表面都是活性的 场

地芦苇平均密度 株
, ,

苇杆平均直径 ,

,

属细密型的芦苇种类 表土上部有一层
。

厚的
“

根毡层
” ,

为微生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栖

息场所 因此
,

以生物学及水力学条件来评价
,

水面型湿地的工艺设计原理基本上与地表漫流

的土地处理工艺相同
,

均符合推流式一级反应

动力学方程式

二
、

模型结构识别

目前
,

国内外水面型湿地及地表漫流系统

 水质模型的结构可归纳为以下三种形式

‘ ‘。 ·

一
,
了

。 。 ·

一
, · 。

·

,

, 。 ·

一
· , ·

式中
, ‘。 , ‘。

为出水及进水 浓度

污水投配速率
, ·

进水 口污水中不可沉淀 的 部

分

水力停留时间

水流流径长度
,

微生物附着生长的介质的比表 面 积

之

,

常数
‘

与湿度有关的 降解速率常数

方程  和方程 在形式上基本相 同
,

只是后者增加了比表面积
,

和
,

两个常

数 因此
,

可将上述三种形式综合成为二种不

同的函数结构

第一种形式 表示停留时间与
‘, ‘。

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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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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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关系 第二种形式 表示坡长
,

投配速率

与 ‘
汀
。。

值的函数关系 若采用第一种形式
,

需测定水力停留时间
,

这会给工程设计者带来

诸 多不便 而采用第二种形式只需确定坡长或

投配速率即可 显然
,

第二种形式较第一种形

式更简便可行

因此
,

水面型湿地工艺设计方法
,

选择表

示坡长
、

投配速率与
‘ , 。

值的函数关系的模

型结构为基本出发点

结果表明
,

当水力负荷小于 时
, 。,

。

值上升速率相 当 缓 慢
,

而 水 力 负 荷 大 于

时
, ‘。 ‘。 则以指数形式迅速上升

 奴

,妇

行心

。

抢
三

、

主要工艺参数对

去除效果的影响

投配速率

水力负荷与
‘分。。 值的现场测 试 结

果见表
,

变化趋势见图

水力负荷

图 水力负荷与
‘ , ‘。 值变化趋势

表 水力负荷与
。

厂
。 。

值实测结果

水力负荷
功

, 。 水 力负荷
。。

。 。

一月呼八勺,二,翻,,门丹‘

⋯⋯。

。

今

。

峪

 

。

 弓

乙

傀、八,,,二肠了台卜内内自才

⋯⋯
,了

出水温度大于 ℃

将水力负荷与
‘
汀

。

值换算为 污 水

投配速率的相当数值
,

并进行计算机模拟
,

其结

果为
, 。  

,

一 一

欠 一, ·

, ‘
·
, 。, ‘

” 之

应用方程 模拟全年运行结果并进行误

差分析 结果表明
,

模拟值与实测值的平均相

对误差为  
,

在 多 的可靠性下两者之间

无显著性差异

处理床长度

典型月份 月
、

月及 月 均值

随处理床长度而变化的运行结果列于表

表 典型月份不同采样点 浓度

采样点距离
一 妙

月 ‘
因  

 
。 。 。

8 7

3
9

。

9 7

3 8

。

6
3

2 0

。

8
3

2
8

。

1 5

2 5

。

‘

表 2 表明
,
B O D 浓度值沿处理床长度方向

均以负指数形式而变化
.
相应的关系式为 :

5 月
:

c ,

~
2 8 9

·

3 4 7

e

XP
(
一 2

·

7 2 2 0
X

1 0

一 , ·

L
) (

5
)

R ~ 0

.

9 8
”
~ 2 4

8 月:

c。
~ 1 2 5

.

2 7 2 9
e x p

( 一 1
.
60 8 x 10一 ,

R ~ 0

.

9 7
”
~ 2 4

11 月
:

e,
~

1 1 8

.

6 6 l
e x p

( 一 1 6 900 义 1 0 一2

R ~ 0

.

9 9
” 一 24

·

L
) (

6
)

.

L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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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土壤生物活性与 B O D

降解速率的关系

BO D 降解速率 (K
,

值 )
,

实质上是物理
、

化学及生物综合作用的结果
.
其中生物氧化作

用是最主要的关键因子
.
美国

,

湿地设计公式

中采用生物体附着生长所需介质的 比 表 面 积

A ,

(
m

Z

/
m

3

) 来表征生物作用的强弱
.
这样

,

将

工艺设计方法在体现处理场地本底的生物作用

方面
,

比地表漫流土地系统的工艺设计方法向

前迈了一步
.
但是

,
A

,

值是个难以测定只能靠

估算来确定的值
.
本课题采用美国 A

,

值的估

算方法
,

模拟结果与实际运算结果误差较大
.

鉴于上述分析
,

本课题进行了场地土壤生

物活性的测定及研究
.
土壤生物活性是体现生

物氧化作用强弱的最直观
、

最实际且比较准确

的因子
,

它比采用生物体比表面积更能反映处

理场地的本底特征
.
表 3 列出不同温度条件下

BO D 的降解速率 K ,

值及相应的土壤 生物 活

性测定结果
.

表 3 不同温度条件下 Kt 值与土壤活性测 定结果

BO D 降解速率 ‘d 一
,

)

土缓活性 (m g /g 干土
·

2
4

h
)

温度(℃ 、

000
。

1 0
6

888 0

.

1 4 0 55555 0

。

2 0 2 999 0

.

2
2

5 8
:

0

。

2 4 9 88888

000

。

0
1
3

555
0

。

0
2 111 0

.

0
6

2 555 0

。

0
7

9 555 0

。

1 1 0 555
0

.

2 ‘9 555

000
。

555 555
l 000 1 ,, 2 000

显然
,

B O D 降解速率是土壤生物活性及温

度的函数
.
将 BO D 降解速率 K :与土壤生物

活性 H 及温度 ; 进行二元叠代回归
,

其结果为 :

K , ,

一 0
·

2 2 7 5 6

·

H
。 ‘。, ‘吕 · ‘。

·

。, , ““

(
8
)

相关比 ~ 0
.
99

,
一 36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
,

本课题所建立的水面

型湿地工艺设计方法为 :

‘汀c
。
一 ex p (一K H

, ·

L
‘
e0.

,
) (

9
)

H ~ 0
.
0 1 4 5 2 6 X 1

.
1 1 3

‘

(
1 0

)

K
月 ,

~ 0

.

2 2 7 5 6

·

H

气、
·

1 6 2 1 3
。 多。

·

o ”, “辛“

式中
,

K
H

:
: 以土壤生物 活性为主要参考的 BO D

降解速率 (m /d );

H : 场地本底土壤生物活性 ;

, : 出水温度 (℃ ).

五
、

模型结果检验

应用理论设计方法 (9) 式
,

对实际运行结

果进行模拟
,

并进行误差分析
.
结果见表 4

.

模型检验结果刻一

⋯
场地编号 工程结构 (m ) 平均相对误差( % ) 标准差〔% )

57
。

4 又 14

8 9
。

7 X
1 4

9 3

.

5 又 14

9 2
。

3 火 7

三四五

检验结果表明
,

理论计算值与全年实测值

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0
.
35 并一13

.
86 务

,

标准差为

6
.
6外一 14

.
”外

,

除二号地(长宽比过小 )以外
,

其它场地在 95 务可靠性下
,

计算值与实测值无

显著差异
.

六
、

与国外同类方法比较

的设计方法 (9) 式
,

对试验场地所有地块全年

运行结果进行模拟
,

其结果见表 5
.

表 5 表明
,

中国天津所提出的湿地系统工

艺设计方法比美国湿地工艺设计方 法 的 平 均

相对误差减少 33
.
义 务一 90 1呢

,

标准 差 减 少

3
.
32外一 37

.
87 %

。

应用美国湿地工艺设计方法与本文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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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国(天津)与美国湿地工艺设计方法的比较

畜畜
二

价价价价
四四 五五

平平平均相相 标准差差 平均相相 标准差 }}}
平均棺棺 标准差差 平均相相 标准差差

对对对误差差 (% ))) 对误差差 (% ))) 对误差差 (% ))) 对误差差 (% )))
(((((% ))))) (% ))))) (% ))))) (% )))))

2222 .7666 19 。

5 666
9

。

7 333 1
1

。

3 333 3

。

5 333
6

。

9
222 1

5

。

0 222
1 6

.

0
888

111 3

。

8 666 1 4

。

5 777 6

。

4
777 1 0

。

3 333 0

。

3
555 6

。

6 999 3

。

8
666

9

。

9 999

七
、

适 用 条 件

本文所建立的工艺设计方法 (9) 式适用条

件为
: 进水 BO D

,

提 200 m g /L
,

水力负荷 2
.
4一

5
.
scm /d

,

出水温度 ) 。
.
5℃

,

场地表面经过较严

格的平整
,

具有比较理想的推流条件的自由水

面湿地
.
不适用于场地表面未经平整的

、

高程

差较大的天然湿地系统
.

由于天然湿地没有统一的场地条件
,

天然

状态各异
,

不可能具有规范化的工艺设计方法
.

笔者针对平均水深 30 一80c m
,

植物密度和生长

状况不很均匀
,

只有简单的布水集水设施和少

量堵截工程的天津天然湿地的工艺设计进行了

研究
.
摸索出以停留时间和表面有机污染负荷

为依扼为经验公式
:

A ,

一
了 .

Q

n ·

d

(
1 1

)

A

,

~ Q

. c 。

/
1 0 0 0

/
A

式中
,
A

:
:

所需的土地面积 (无a) ;

‘:
水力停留时间 (

; ~ 10 一15d )
, :
系统孔隙度 ;

d : 水深 (m ) ;

Q : 污水处理量 (m
,

/
d

)
;

c 。 进水 Bo n 浓度 (m g/L );

A : 有机负荷临界值
.

根据实验结果
,

采用 A ~ 60

上述方法是在二年运行结果的基础上总结

的经验公式
.
为天然水面湿地工艺设计提供了

成功的可借鉴的科学依据
.

八
、

小 结

美国水面型湿地工艺设计方法是在土地漫

流工艺设计方法的基础上建立的
.
它比漫流设

计方法在两方面有所突破
.
一是 BO D 降解速

率不是常数而是温度的函数 ; 二是增加了表示

生物降解作用的因子
—

生物体附着生长所需

介质的比表面积 (A
,

)

.

以此来体现不同场地

本底生物作用的强弱
.
较好地体现出湿地系统

中 Bo D 的净化规律
.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是在美国湿地设计方法

的基础上建立的
.
它以土壤生物活性取代生物

体附着生长所需介质的比表面 积 (A
,

)

。

在 体

现处理场地本底的生物降解作用方面较美国湿

地设计方法更直观
、

准确且易于测定
.
较恰 当

地反映出系统中 BO D 净化的内在规律
.
在理

论上是合理的
,

经实践的检验是可行的
。

模型

精度优于美国湿地工艺设计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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