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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霉素生产废水处理的研究

林世光 罗国维 卢 平 杨丹著
中山医科大学环境治理技术开发中心

,

广 州 。。 华南师范大学环科所
,

广州

摘要 采用水解 酸化
一

二段投菌生物接触氧化
一

混凝工艺处理高浓度洁霉素废水
。

中试结果表明 进水 浓

度为 一 范围时
,

出水 平均去除率大于 进水 浓度为 一 范围时
,

出水

 平均去除率大于  
,

各项指标达到国家
一

排放标准
。

关键词 洁霉素废水
,

水解 酸化
,

投菌生物接触氧化
,

混凝
,

废水处理
。

洁霉素主要通过发酵
、

提炼
、

纯化几个步骤 机溶媒等
。

废水成分复杂
、

有机物含量高
,

同时还

制取
。

本文所讨论的高浓度母液废水就是用有机 含有少量对微生物有毒害作用的抗生素
,

是一种

溶媒提取洁霉素后的发酵液
。

主要成分为碳水化 难降解的有毒的高浓度有机废水
。

其水质情况见

合物
、

蛋白质
、

类脂物以及提取过程中加入的有 表
。

表 废水的主要水质指标

硫化物 油 写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对于此类废水的处理
,

目前国外 尚无报道

经广东省科学情报研究所联机检索
,

国内报道

有采用生物接触氧化
一

絮凝循环 回流法
厂‘弓,

厌 氧

消化
一

好氧降解
一

吸附处理川等工艺
,

均处于实验

室研究阶段
。

笔者通过科学论证
,

可行性试验
,

多

方案对比
,

优选出水解 酸化卜投菌生物接触氧

化
一

混凝工艺
,

于 年进行小试  
。

年在

广州制药 厂进行 了中试
,

中试与 小试结果较 吻

合
。

实验表明本工艺无论在处理效率
、

效果
、

稳定

性
、

投资
、

运行费用
、

操作管理方面均优于上述 已

有的两种工艺
。

处理工艺流程及原理

处理工艺流程 图

墨脚
一

卿圳
一

图
一

脚
“

污泥 回流

图 洁霉素废水处理工艺流程

母液与其它废水经格栅网去掉粗颗粒物质 二氧化池停留 出水进入 混凝反应池
,

加 入少

后
,

经 混 配调 节 池
,

调节 一
,

一 量聚铁 聚铝 除色度
,

进一步降低
,

再经斜

后打入水解 酸 化 池
,

停留
,

曝气

—
进入一氧化池停留 进入沉淀池 再进入

。、衬 一 叹
, 。

一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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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沉淀池
、

砂滤池即可排放
。

原理

抗 生素高浓度母液能否通过水解 酸化 来

提高处理效率
,

是整个处理工艺的关键
。

抗生素

是生物抑制剂
,

为此
,

采用适当稀释减少抑制作

用
,

同时选育专门耐抗生素水解产酸菌株
。

在好

氧处理亦投入降解有关污染物的菌株
,

提高处理

效率与效果
。

洁霉素生产废水 牙
一

含量很高
,

进入水解

酸化 池的废水
,

写
一

浓度为 一
,

虽然硫酸还原菌 是绝对厌氧菌
,

而 水解 酸

化 池并不是严格厌氧
,

但在池深处无氧
,

硫酸盐

还原菌将 若
一

还原成 卜的过程是存在的
。

实

验证 明 进水
一

浓度为 一
,

而水解 酸

化 池 出水为 一
,

策
一

对水解酸 化过

程没有影响
,

反而有利川
。

但生成的 散发于

周围环境 中
,

产生恶臭造成大气污染
,

同时

对后续的好氧菌有毒害和抑制作用
,

故在进水中

加入
, , ‘

的摩尔数约等于生成
一

的摩尔

数
,

与
一

结合生成
,

水解池中的 不

影响微生物的活动
。

此外在水解池后设曝气池
,

并投入光 合细菌
,

进一步除
一 ,

同时 曝气增 加

溶解氧
。

中试试验

中试在广州制药厂进行
,

为期半年
,

日处理

废水
,

 一
。

起动

水解池的起动

水解池为上升流式
,

在水解池的下部通过接

种污泥而形成污 泥床
,

上部则悬挂弹性填料 浙

江玉环县环保设备厂生产
,

用以截留微生物和

使微生物在填料上形成生物膜
,

以保证反应器内

足够的生物量  〕
,

总接触停留时间为
。

首次起动接种污泥采用珠江 啤洒厂污水处

理站的污泥沉淀池污泥
,

投加污泥量为反应体积

的
,

同时投入一定量预先 在实验 室驯化的

菌种
。

水解池的起始浓度约为 左

右
,

从投入菌种后的第三天开始连续进水
,

运行

一周后浓度逐渐提高到 一
,

在此期间
,

水解池出水浑浊
,

含灰色悬浮物且沉

降性差
。

下一周进水浓度提高到 一
,

此时出水较为清澈透明
,

带出少量悬

浮物
,

其外观呈黑色
,

结构密实
,

颗粒较大
,

沉降

性能好
。

至此污泥培养成熟
,

水解池起动基本完

成
。

接触氧化池的起动

一氧化池填料为煤渣
,

接触停留时间
,

二

氧化池填 料为焦炭
,

接触停留时间
。

水解池起动并基本稳定后
,

氧化池开始挂

膜
,

根据废水水质分别投入分解碳水化合物
、

蛋

白质
、

油脂
、

芳香族化合物等菌株
,

有产气单胞菌

属
、

红螺菌属
、

假单胞菌属
、

埃希氏菌属
、

芽抱杆

菌属 全部细菌均 已在实验室分离并驯化 及少

量啤洒厂的活性污泥
、

少量氮
、

磷
、

钾和淘米水
、

猪血等
,

用水解池的出水充满氧化池
,

池内

浓度约为
,

闷曝气
,

第 天开始慢慢

进水
,

第 天按设计量进水
,

周挂膜完成
。

进水负荷对处理效率的影响

参照小试的结果
,

从车间排出的高浓度母液

废水先在调节池里将浓度调节到一定范围
,

然后

进人水解池
,

因为废水中还残留有一定浓度的洁

霉素
,

会对反应池 中时微生物产生一定 的作用
。

经稀释后可降低进水中的抗菌素浓度
,

保证水解

酸化 反应的正常进行
。

表
、

图 表明了水解

酸化 反应池的容积负荷与有机污染物去除率

的关系
。

图 则表明了在水力负荷不变的情况下

进水浓度变化对 去除率的影响
。

从图 中可看出
,

在容积负荷小于

表 容积负荷对去除率的影响
”

水力负荷

 !∀ !
一勺口丙

…
弓上,目八乙,任口马

进水

 

 !

  

出水 去除率
·

一

容积负荷
·

  

 

表中测定数据为每次改变进水浓度
,

稳定后运行一周
,

然后

连续 天取样测定的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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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菠并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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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一扩咭一育不节花下言不乍飞
容积负荷  !

‘

进水

图 容积负荷与去除率变化关系曲线 图 进水浓度变化对去除率的影响

 !∀
# ·

d) 时
,

水解池对洁霉素废水的 Co D 2
.
3 水解池运行的稳定性

去除率呈直线上升
,

容积负荷大于 n
·

3k
gc

o D
/

一

水解 (酸化)反应池稳定进行一段时间以后

(耐
·

d) 时
,

c 0 D 去除率的变化趋于平稳
。

在大 不断改变进水浓度
,

每次改变负荷运行 3d 左右

于 13
.
okg C O D / (m

3 ·

d) 时
,

C O D 去除率呈下降 即可达稳定状态
。

由此可知
,

水解池的抗冲击力

趋势
。

因此在运行管理中
,

容积负荷维持在 n 一 是较强的
。

表 3列出的是几组水解(酸化)反应池

13 kg C0 o/ (m
3 ·

d) 较为理想
。

稳定运行的数据
。

表 3 水解(酸化)池稳定运行平均数据
‘’

进水流量

(L /h )

水力停留时间

(h)

C O D er(m g/L ) C O D er去除率

(% )

B O D s(m g/L )

出水

B o D S去除率

(% )

n�山月一b

…
,‘叮甲
9

内j人j介」n
�o
9
�b今工

9
,孟
R
�了,二 ‘d比b几b�b一了

9
.
3

7
.
0

7
.

0

7
.

0

7
.
0

进水

3042

3586

3836

4040

4352

出水

19 16

2116

225 3

2307

247 6

37
.
0

41.0

41 3

42.9

43. 1

进水

870

982

1007

1095

1224

38
.2

40。 0

n甘n甘fin
�
no

n�n八11八�qUJ勺J,
J任月
.

1) 表中数据为每次改变条件
,

稳定运行 1周后
,

连续 3d 测定结果的平均值

从表 3 中可看 出
,

水解 (酸化 )反应池在几

个 不同浓度下去除 Co D
cr
的能力都明显高于去

除 BoD
S
的能力

。

因此出水的可生化性相对高于

进水
。

这正是水解 (酸化)反应最为突出的优点
。

2. 4 气水比

经测定水解池的溶解氧 (D O )为 0
,

在曝气池

中 D O 为 l一 Zm g/L
,

进入 一 氧化池废水 浓度

Bo D最高 为 80 0m g/L 左右
,

出一 氧化池 废水

BOD 约为 30 om g/L
。

经计算 (氧利用率为 12 %

计 )处理 1耐 废水
,

需空气 25 耐
,

一般要求一氧

化池 D O 维持 2一3m g/L
,

故选择气水 比为 30
:

1 ;二氧化池进水 Bo D 最高为 400 m g/L
,

出水要

求 Bo
D 低于 60m s/ L

,

经计算处理 1砰 废水需空

气 15m
3,

二氧化池 D o 要求保持 2一3m g/L
,

故选

择气水比为 20
: 1 ,

中试选择上述气水比效果良

好
。

3 中试全流程稳定运行效果

表 4 为全流程运行结果
’,

表中数据为稳定运

行 1周后连续 3个月测定数据的平均值
。

表 4 全流程运行结果

流程中 c o D (m s/L) eo o 去 Bo D (m g/L ) so
D 去

各段名称 进水 出水 除率 (写) 进水 出水 除率(% )

水解池 4040 2307 42
.9 1095 676 38

.
2

好氧段 2307 475 79
.4 676 56

.
3 91

.
6

最后出水 475 170 64
.
2 56

.
3 36

.2 35
.
7

进水 C OD 平 均浓 度为 404Om g/L
,

水 解池

co D 去除率> 40 %
,

B o D 去除率> 35 %
,

经二段

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出水 CO D < 500 m g/L
,

好氧段

平均去除率近 80 %
。

除表中所列的指标外其余

各项指标均低于国家 G B897 8
一

88
(下转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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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Ps
B 固定化细胞柱对活性艳红的连续处理

试 验 装 置 与 流 程 见 图 8 ,

反 应 柱 容 积

1200 ml
,

内装 Ps B 固定化细胞
,

湿重 90 9
。

脱色反

应条件
:
室温 25 一30 C

,

黑暗厌氧
,

染液浓度 45

只 1 0 一 6

一60 又 1 0
一 6 ,

流速 200一 250m l/h
,

停留时

间 2一3h
。

结果见图 9
。

连续运转 45d
,

固定化细胞脱色酶活力无明

显损失
,

脱色率为 80 % 左右
。

图 8 固定化细胞试验流程

1.调节池 2
.
提 升泵 3.高位水箱

4.转 子流量计 5
.
反应柱 6

.
固定化细胞

--- 。

一
..
,

.
J 一
r

一一...一 .
一
...

6 小结
(l) PS B 经聚集

一

交联 固定化形成立体网状

结构
,

具有较大的孔隙度
,

传质速度加快
。

( 2) 该固定化方法操作简单
,

管理方便
,

成本

低
,

适于工业化应用
。

( 3) 该法所使用的聚集剂种类较多
,

根据处

理水质不同
、

固定化细胞酶活力及去除率进行筛

选
。

固定化过程中
,

戊二醛的浓度
,

交联时间及解

毒活化是影响酶活力的主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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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效果稳定
。

4 经济效益分析

处理 lm 3废水电耗 1
.
skw

·

h

,

按 Ikw
·

h

0

.

5 元计
,

电费 0
.
75 元

;
药费约 0

.
15 元(聚铁絮

凝剂)
,

管理操作人员 6 人 (每班 2 人 )每人每月

工资按 30 0 元计
,

处理 lm 3 水人工费为 0
.
08 元

(以 日处理 800m 3废水计 )
,

不计折 旧费
,

处理

lm 3废水不超过 1
.
00 元

。

5 结论

通过小试及中试表明
:
采用水解 (酸化)

一

两

段投菌全物接触氧化
一

混凝工艺处理洁霉素废水

是可行的
。

应用高效降解菌接入本处理系统
,

效

果好且处 理 时 间短
,

经处 理后 的 出水 Co D 与

BO D 去除率分别大于 95 % 和 96 %
,

各项指标均

达国家 G B 8978
一

8 8 排放标准
。

此工
.
艺具有能耗

较省
、

运行费用少
、

有机负荷高
、

污泥较少等特

点
。

参考文献

1 薛玉香
.
环境污染与防治

.
19 9 1

,
1 3

(2 )

:

9

2 罗启芳等
.
重庆环境科学

.
19 90

,

n (6 )

:

17

3 罗国维等
.
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研究及应用

.
广州

:
广州华南理

工大学出版社
.
199 2 :105一 109

4 周晓俭
.
轻工环保

.
19 87

,

( 1 )

:

31

5 温正 鼎等
.
中国沼气

. 1988 ,
e ( 3 )

:
1 4

6 刘燕
.
环境科学

.
19 92 ,

1 3 ( 5 )

:

5 0



,
t h

o s e i n
w h i e

h
a

h
a l f

o
f l i g h t e a l e i u

m
e a r

b
o n a t e

h
a v e

be

e n r e
P l

a e e
d

w i t h t h
e s a

m
e a r e a

l
s o

P
r a e t i

e a
b l

e
,

a n
d t h

o s e
i

n

w h i e
h l

e s s t h
a n

l
/

2
o

f m
e

d i u
m

一
s u P

e r e a r
b
o n

b l a e k

h
a v e

b
e e n r e P l

a n e e
d w i t h t h

e s a
m

e e a n
b
e

us

e
f
u l

.

D
u e t

o
i t s g r e y e o

l
o u r

,
t h

e a e t i v a t e
d

e o a
l

a s
h

e s a r e

n o t s u i t a
b l

e t o
b

e u s e
d i n t h

e P r o
d

u e t s
w i t h

a
l i g h t o r

b r i g h t e o l
o u r

.

K
e y w

o r
d

s : e o a
l

a s h
,

r u
b b

e r
,

s u r
f

a e e
m

ed
i f i

e a t i
o n

.

S t u
d y o n t h

e
S i m

u l t a n e o u s
R

e
m

o v a
l

o
f 5 0

2

/
N o

x

f
r o

m F l
u e

C
a s e s

w i t h A b
s o r

P t i o n a n
d C

a t a
l y s i s

.

S h
e n

g D
e s

h
u

,

Z h
a o

X i
n e t a

l

.

( D
e

P t

.
o

f E
n v

i
r o n

.

E
n

g

· ,

H
u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

C h
a n

g
s

h
a

4 1 0 0 8 2 )

:

Cll

‘n
·

J

·

En

‘
·

‘尹
傲
.
& 、

. ,
1 5 ( 5 )

,

1 9 9 4

,

p p

.

4 0 一42
Based on the requirem ents for sim ultaneous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ifieation ,
a s t u d y w

a s

e a r r
i

e
d

o u t o n t h
e P r e P a r a t i o n a n

d
r e a c t i o n

P
r

oc

e
SS

e s

o
f t h

e e a t a
l y s t s e o n s

i
s t i n g o

f C
u

O
a s a

m
a j o r a e t i

v e

e o
m P o n e n t

.

T h
e r e s u

l t s
f

r o
m

a e t i
v i t y m

e a s u r e
m

e n t s

i n
d i e a t e t h

a t t h
e e a t a l y s t h

a s t h
e o

P t i m
u

m
a e t i

v a t i
o n

t e
m P e r a t u r e o

f 4 5 0

一

C

a n

d
t

h

e
a e

t
i

v a
t

i

o n
t

i m

e o

f Z h

.

U

n

d

e
r

t
h

e
e o n

d i
t

i

o n s o

f

r e a e
t i

o n
t

e

m

pe

r a
t

u r e o

f

4 0 0
C

,
s P a e e v e l o e i t y o

f Z 只 1 0 ‘h 一 ‘ ,

C
u

S O
;

/
C

u
O

r a t i
o

b y m
o

l
e o

f
o v e r

1

.

4 6
a n

d C
u

/
5

r a t i
o

by
m

o
l

e

o
f

o v e r
0

.

8 3

,

b
o t h 5 0

: a n
d N O

二
e a n

b
e r e

m
o v e

d
a t a

r a t e o
f

o v e r
9 0 %

.

K
e y w

o r
d

s : s
i m

u
l t

a n e o u s
d

e s u
l f

u r
i
z a t i

o n a n
d

d

e n
i t r i f i

e a t i
o n

,
e a t a l y s t

,
t r e a t m

e n t o
f w

a s t e g a s e s
.

C h
e

m

.

E
n g

. ,

X i a n
g t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4 1 1 1 0 5 )

:

Ch
ln

.

·

I

·

En

Z

·

z

朋
·

翻
· ,

1 5 ( 5 )

,

1 9 9 4

,

P P

.

4 6 一48
Sulfurie aeid w as found to have a eatalytica l
funetion in Prom oting the hydrolysis of blaek liquor

from a reed fi比r PulPing Proeess
.
T he results from

th is study show that under the eonditions of aPPl ied
Press ure and heating ( 0

.
2 一 0

.
6 M P a

,

1 3 0 一
165℃ )

,
s u

l f
u r

i
e a e i d

a
l l o

w
e

d
o v e r

9 9
%

o
f l i g n i n

i
n

t h
e

b l
a e k l i q

u o r t o
b

e a e
i d se

t t l
e

d

,

d
e

w
a t e r e

d

,

e a r

bo

n
i

z e
d

a n
d t h

e n s e
P

a r a 妞d from th e b la ek liq u or
.

M ore th an 6 2 %
o f the oretiea l a ld eh y d e eo n ten t w e re

h y d ro ly zed ,

d
e

w
a t

e r e
d

a n
d t h

e n e o n v e r t
ed

t o

f
U r

f
U r a

l

.

K
e y w

o

rd

s : s t r a
w f i b

e r
P

u
l P i

n
g

,

b l
a e

k l i q
u o r

,
s u

l f
u r i e

a e
i d

,

ca
t a

l y t i
ca

l h y d
r o

l y s
i

s
,

l i g
n

i
n

.

S t u
d y o n t h

e
T

r e a t m
e n t o

f
W

a s
te w

a t e r
f

r o
m

t h
e

P
r o

d
u e t i o n

P
r

oc

e
ss

o
f J i

e
m y e

i
n

.

L i
n s

h i g
u a n

g

( C
e n t e r

f
o r

E
n v

i
r o n

.

C
o n t r o l

,

Z h
o n

gs h
a n

( S
u n

Y
e

t s e n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M

e
d i e a

l S
e

i
e n e e

,

G
u a n g z

h
o u

5 1 0 0 6 3 1 )

,

L
u o

G
u o

w
e

i
e t a l

.

( I
n s t i t u t

e o
f E n v

i
r o n

.

S
e

i

. ,

S
o u t h C h i n a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

Ch
切
.
J

·

En

,
妙on

·

撇
· ,

1 5 ( 5 )

,

1 9 9 4

,
p p

.

4 3 一45
A feasibility study w as earried outon the use of the
aeidie hydrolysis tw o stage ba e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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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nt dye ba th of aetive Br ight R ed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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