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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序批式活性污泥法≥ 处理实际豆制品废水 系统研究了温度和曝气时间对短程硝化反硝化生物脱氮工艺稳定性

的影响 结果表明 反应器内温度只有超过  ε 时 利用温度实现的短程硝化反硝化生物脱氮工艺才能稳定地运行 另外 首次发

现过度曝气对短程硝化影响较大 在过度曝气条件下运行 硝化类型就由  
 2累积率为  的短程硝化转变为  

 2

累积率为 1 的全程硝化 因此 为使短程硝化反硝化生物脱氮工艺稳定 !持久地运行必须实现该工艺的实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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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很多因素会导致硝化过程中  
 2积

累 但到目前为止 经  
 途径在实际工程中实现

生物脱氮的成功应用并不多见 其主要原因是影响

 
 积累的控制因素比较复杂 并且硝酸菌能够迅

速地将  
 转化为  

 因此 造成已经实现的短

程硝化脱氮工艺又恢复为全程硝化过程 目前在工

程中成功应用的短程硝化反硝化生物脱氮技术只有

荷兰 ⁄技术大学开发的 ≥   工艺 但是 

目前该工艺仅用来处理污水处理厂中污泥消化

液≈ ∗  ≥   工艺是利用在高温 ∗  ε 下

亚硝酸菌的比增长速率大于硝酸菌这一微生物动力

学特性来实现短程硝化反硝化生物脱氮工艺 而对

于大多数污水处理工程来说 大水量升温并保持在

 ∗  ε 很难实现 本文针对目前短程硝化反硝化

生物脱氮工艺中存在的  
 2积累不稳定等问

题 研究分析温度和曝气时间对短程硝化类型的影

响 找出实现短程硝化反硝化的临界温度和最佳曝

气时间的控制方法 为最终实现稳定 !持久的短程硝

化反硝化生物脱氮工艺奠定理论基础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装置为 ≥ 反应器 由有机玻璃制成如

图  上部为圆柱形 底部呈圆锥体 高  直

径  总有效容积 在反应器壁上的垂直

方向设置一排间距 的取样口 用以取样和排

水 底部设有排泥管 以粘砂块作为微孔曝气器 采

用鼓风曝气 转子流量计调节曝气量 反应器外壁缠

有电热保温丝 由温度控制仪控制反应器内温度 用

温度传感器在线监测反应器内水温的变化 用 

计≥2≤ 和具有 ≤复合电极的哈纳

型   ° 仪分别在线测定反应过程中的 

值和   °值 并根据反应阶段   °和  值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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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逐时取样测定 ≤ ⁄! 
 2! 

 2! 
 2!

 ≥≥和碱度等指标 文中给出的试验结果都是经

过几个运行周期试验得出重现性很好的试验数据 

试验用废水取自某豆腐加工厂排放的黄泔水 

≤ ⁄浓度   ∗  # 1 ∗ 1 为

了便于研究 本试验用自来水对黄泔水进行了稀释 

使进水 ≤ ⁄浓度维持在  ∗ #  并根据

试验投加一定量氯化铵来维持反应器内  
 2浓

度在  ∗  # 

试验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均按照文献≈ 

1 温度控制仪  1 温度传感器  1  测定仪  1  传感器

 1   °测定仪  1   °传感器  1 搅拌器  1 取样口  1

压缩空气  1 转子流量计  1 曝气器  1 排泥管  1 废

水储存箱  1 药液存放罐  1 污泥储存箱

图 1  ΣΒΡ 试验系统与控制示意图

ƒ  × ¬ 

∏ ≥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1  温度对短程硝化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 在硝化系统中 温度是影响

 
 2累积的主要因素之一 通过前面的研究≈ 

在高温条件下 ε ? 1 ε 容易获得短程硝化 而

常温下硝化类型以全程硝化为主 因此 只有研究降

低温度对硝化类型的影响 找出影响短程硝化的临

界温度才能保证该工艺的稳定运行 同时 降低温度

后实现的短程硝化不仅有利于节约运行费用 更有

利于该工艺在实际工程中推广应用 

试验中用时间控制 ≥ 法处理豆制品废水的 

个阶段 具体运行参数为 短时注水 曝气  搅拌

 排水 1 闲置 1 为了准确确定短程硝

化的临界温度 尽量减少反应体系内硝酸菌对试验

的干扰 本研究采取从高温到低温进行试验 同时 

高温实现的  
 2累积率要求达到  以上 选

择起始温度为  ε ? 1 ε 以后逐渐降低反应器

温度直到曝气结束时出水中以  
 2为主时试验

结束 当曝气结束时出水中  
 2变化不大时 每

个试验温度进行 个月 试验结果如表  ∗ 所示 

由表 和表 可以看出 当反应器温度从  ε

? 1 ε 下降到  ε ? 1 ε 时 硝化类型没有改

变  
 2累积率保持在  以上 曝气结束时出

水中  
 2浓度始终低于  # 整个脱氮过

程仍属于短程硝化反硝化生物脱氮 但是 当温度继

续降低时 硝化类型开始改变 由表 可以看出 反

应器温度由  ε ? 1 ε 降低到  ε ? 1 ε 时 仅

经过 的运行 曝气结束时出水中  
 2就减

小为 1 #  而  
 2却增长到 1

#  
 2累积率从  下降到 1  硝

化类型从短程硝化转化为全程硝化 

因此 当采用控制温度实现短程硝化反硝化生

物脱氮工艺时  ε 是该工艺的临界温度 即反应器

温度只有大于  ε 时 该利用温度实现短程硝化脱

氮工艺才能稳定 !持久地运行 另外 试验中还发现 

由短程硝化恢复为全程硝化速率很快 由此说明 一

旦环境温度不对硝酸菌生长构成严重限制时 硝酸

菌能够迅速通过氧化  
 2而繁殖 又因为短程

硝化过程为硝酸菌提供了充分的底物 使得硝酸菌

的增殖速率大大提高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短程

硝化脱氮工艺不稳定 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2 2  曝气时间过长对短程硝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 硝化反应是分步骤进行的 首先亚硝

酸菌以  
 2 作为底物将  

 2 氧化为

 
 2然后 硝酸菌以亚硝酸菌的产物  

 2作

为底物将  
 2氧化为  

 2完成全程硝化过

程 而短程硝化反应是通过各种途径阻止硝酸菌氧

化  
 2使硝化反应停留在亚硝化阶段 但是即

使  
 2累积率在   以上  

 2浓度在 

#以下时 ≥ 反应器中仍存在一定量的硝酸

菌 当外界条件变为对硝酸菌有利时 硝酸菌就会大

量繁殖 逐渐使已经实现的短程硝化转变为全程硝

化 如果延长曝气时间 使硝酸菌长时间暴露在高溶

解氧和高  
 2浓度条件下 是否会促进硝酸菌

的生长和影响短程硝化的稳定性 目前未见国内外

报道 针对这一问题开展了过度曝气对短程硝化的

影响试验 

试验中保持进水 
 2浓度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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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温度为 31 ε ? 015 ε 时硝化类型随反应周期的变化

×  ∂    ε ? 1 ε

时间
 

 2#   
 2#   

 2# 

初始混合液 曝气结束时出水 初始混合液 曝气结束时出水 初始混合液 曝气结束时出水

 
 2

 
ξ 2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表 2  温度为 30 ε ? 015 ε 时硝化类型随反应周期的变化

×  ∂    ε ? 1 ε

时间
 

 2#   
 2#   

 2# 

初始混合液 曝气结束时出水 初始混合液 曝气结束时出水 初始混合液 曝气结束时出水

 
 2

 
ξ 2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表 3  温度为 28 ε ? 015 ε 时硝化类型随反应周期的变化

×  ∂    ε ? 1 ε

时间
 

 2#   
 2#   

 2# 

初始混合液 曝气结束时出水 初始混合液 曝气结束时出水 初始混合液 曝气结束时出水

 
 2

 
ξ 2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22 1 1 1 1 1 1 1

初始  ≥≥ 1 ∗ 1#  反应器温度恒定在

 ε ? 1 ε 曝气量为 1 #  在此条件下 

考察过度曝气对短程硝化的影响 同时为掌握过度

曝气时  
 2! 

 2和  
 2的变化 进行了

过度曝气条件下  
 2! 

 2和  
 2随曝

气时间的跟踪检测 试验结果如图  ∗ 图 所示 

由图  ∗ 图 可以看出 随着过度曝气运行周

期数的增加  
 2的含量逐渐增大 当进行到 

时 曝气结束时出水中  
 2的浓度超过

 
 2 

 2累积率为 1  硝化类型完全由

短程转化为全程图  另外 试验中还发现 当短

程硝化反应结束时此时反应器内基本检测不到

 
 2浓度 同时  

 2达到最大值 继续曝气

将使反应器内的  
 2浓度减小 而  

 2浓度

增加 

图 2  过度曝气 7δ后的硝化过程

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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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过度曝气 10 δ 后的硝化过程

ƒ   ¬  

图 4  过度曝气 12 δ 后的硝化过程

ƒ   ¬ √

图 5  过度曝气 13 δ 后的硝化过程

ƒ   ¬  

  图 给出了过度曝气 后的试验结果 由图 

可以看出 曝气  时 ≥ 反应器内基本检测

不到  
 2此时  

 2浓度达到最大值 1

#  
 2浓度为 1 #  继续曝气到

 时 反应器内  
 2浓度没有变化 仍然

是基本检测不到 而  
 2和  

 2的浓度却发

生了变化 此时  
 2减少了 1 #  变为

1 # 而  
 2增加了 1 #  变

为 1 # 继续曝气到  时 反应器内

 
 2仍然没有变化 而  

 2却减少为 1

#   
 2增加为 1 #  由此说明 

过度曝气有使短程硝化向全程硝化转化的趋势 

由图  ∗ 图 看出 过度曝气 !和 

时 反应器内  
 2和  

 2浓度的变化趋势同

图  所不同的是  
 2和  

 2的变化速率随

过度曝气的周期数增加而增大 过度曝气 !!

和 的  
 2下降速率分别为 1 

##  !1  ##   !1 

## 和 1  # #   而

 
 2的增加速率为 1  ##   !

1  ##  !1  ## 和

1  ##  可以看出不同周期的

 
 2下降速率接近  

 2的增加速率 因此 

可以推测过度曝气过程中  
 2的减少是由硝酸

菌氧化造成的 另外 过度曝气时  
 2和 

 2

变化速率增大的原因是反应器内硝酸菌的量不断增

加所致 

分析硝酸菌增加的原因主要有 点 ≠ 反应器

开始时就存在硝酸菌 只是量很少 一旦外界环境变

化为有利于其生长时 它将会迅速繁殖 短程硝化

的产物为  
 2而硝酸菌生长所利用的底物恰恰

就是  
 2≈硝酸菌和亚硝酸菌均是好氧菌 当

短程硝化结束时 继续曝气将为硝酸菌氧化  
 2

提供充足的溶解氧 

以上 点原因又是在过度曝气时硝化类型发生

转变的必备条件 当短程硝化结束时 虽然反应器内

聚集了大量的  
 2由于反应器初始硝酸菌的量

很少 所以 如果此时停止曝气 将不会影响硝化类

型 整个硝化过程仍属于短程硝化 但是 如果继续

曝气 因为此时  
 2已经被亚硝酸菌全部利用 

亚硝酸菌对氧的利用率将大大降低 而硝酸菌此时

所处的环境是充足的底物 
 2和溶解氧 因

此 硝酸菌会在氧化  
 2的同时使自身增殖 随

着过度曝气试验条件的不断继续 硝酸菌的量也在

不断地累加 最后使得硝化产物中  
 2的浓度

远远大于  
 2的浓度 硝化类型由短程转变为

全程 图  ∗ 图 直观地描述出这一过程 

综上所述 曝气时间的合理分配对于短程硝化

反硝化生物脱氮工艺至关重要 这一结论也同样适

用于温度对短程硝化的影响 在研究温度对短程硝

化的影响时 ≥ 工艺 个阶段均是按固定时间分

配的 其中曝气时间为  因此 不能排除过度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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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硝化类型转变的贡献 

有关曝气阶段采用固定时间控制的缺点在文献

≈中已作过详细论述 但是 这些研究均未涉及过

度曝气对短程硝化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 只有实现短

程硝化的实时控制 才能保证其稳定 !持久的维持下

去 基于此 对过度曝气和正常曝气时的全程硝化和

短程硝化进行了   °和  适时检测 并绘出随曝

气时间的变化曲线 如图 和 所示 

图 6  正常曝气时 ΟΡΠ和 πΗ的变化

ƒ  ∂    °  ∏

图 7  过度曝气时 ΟΡΠ和 πΗ的变化

ƒ  ∂    °  ∏¬

  图 显示短程硝化期间正常曝气时反应器内

  °和  值随时间的变化 曝气过程中   °共出

现 个特征点 ≤  出现 个特征点

 分别表示了异养菌对有机物吸附 !≤ ⁄难降

解阶段 !硝化开始和硝化结束 其中表征短程硝化反

应结束的特征点对整个工艺正常运行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图 中   °出现平台和  出现凹点

曲线变化趋势由下降转为上升几乎同时发生 结合

 
 2! 

 2和  
 2的检测 这一点表示了

短程硝化的结束 有关   °和  曲线上特征点的

定义及对短程硝化反应的表征详见文献≈ 

  图 显示短程硝化向全程硝化转变期间过度曝

气时反应器内   ° 和  值随时间的变化 图中

 曲线中的凹点与图 中的意义不同 虽然反应器

内此时基本检测不到  
 2浓度 但是随着继续

曝气  
 2和  

 2却时刻变化 这也是   °

曲线没有出现平台的原因 说明此时反应器内仍然

存在着氧化还原反应 即硝酸菌氧化  
 2仍在

进行 正是这一过程致使   °曲线在过度曝气时持

续上升 因此 加强短程硝化实时控制在实际工程应

用中具有重要意义 

3  结论

  通过对短程硝化反硝化生物脱氮工艺稳定

性进行研究 表明温度和过度曝气对短程硝化影响

较大 其中在温度对短程硝化影响研究中 发现

 ε 是控制温度实现短程硝化反硝化生物脱氮工艺

的临界温度 即如果反应器温度低于此临界温度 则

短程硝化会逐渐转变为全程硝化 因此反应器温度

只有大于  ε 时 利用温度实现的短程硝化反硝化

生物脱氮工艺才能稳定 !持久地运行 

首次发现过度曝气容易引起短程硝化向全

程硝化转变的现象 并对其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 

过度曝气 后 硝化类型就由  
 2累积率为

 的短程硝化转变为  
 2累积率为 1 的

全程硝化 因此 只有实现短程硝化的实时控制 合

理安排曝气时间 才能避免过度曝气现象的发生 使

短程硝化反硝化生物脱氮工艺稳定 !持久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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