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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盐对废水生物脱氮除磷影响的研究

周岳溪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

北京  !

摘要 考察了乙酸盐 钠 含量对循序间歇式废水生物脱氮除磷工艺的氮
、

磷去除效果及污泥沉降性能的影响
。

试验

结果表明
,

废水中乙酸盐 钠 含量对 奋一
、

厂 一

去除效果的影响较 才
一

的明显
。

随着乙酸盐 钠 浓度的增

加
,

谙一 及 厂 一

的去除率相应提高
。

乙酸盐 钠 的最低起始浓度为
,

但超过 后
,

便产生污泥

膨胀现象
。

关扭词 废水处理
,

生物脱氮除磷
,

污泥沉降性
,

乙酸盐
。

废水生物脱氮除磷工艺是一项高效低耗的

废水处理技术
。

它在有效地去除废水中有机污染

物的同时
,

能进行脱氮除磷
,

从而达到多重目标
。

因此
,

受到了人们普遍重视
,

相继 出现了不同的

处理流程  
。

机理研究方面
,

目前已基本弄清了

生物脱氮原理
,

但除磷机理研究尚处于初始阶

段
,

许多间题仍未解决
。

笔者在国内
、

外已有工作

的基础上
,

较系统地研究了循序间歇式生物脱氮

除磷工艺 
,

考察了该工艺运行过程中的活性污

泥微生物组成 
,

优势菌 的磷代谢特性闭
,

微生

物细胞内的聚合磷酸盐与聚
一

卜轻基丁酸盐的代

谢关系 
,

以及聚合磷酸盐与废水中乙酸盐的变

化之间的关系等困
。

本文的目的是
,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

考察

废水中乙酸盐含量对循序间歇式生物脱氮除磷

工艺运行效果的影 响特点
,

为实际操作提供依

据
。

示
。

试验用水除葡萄糖更换成乙酸钠外
,

其余成

分与工艺试验用水相同 一
。

一
或空气

橡皮塞

毛二番认一一一月
华婪回

活性污泥

卜霜
橄孔 气头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装置

本研究是在循序间歇式 生物脱氮除磷处理

工艺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

其装置详情参见文献

〔幻
。

试验装置按标准时序稳定运行了
,

处理

人工配水 葡萄糖为碳源
,

投加小量氮
、

磷
,

进水
、 、

分别为
、

一
、

一
,

相应去除率为
、

及 写一  以上
。

本试验于锥形瓶内进行
。

通过充入 实现

厌氧状态
,

充入空气维持好氧状态 如图 所

图 静态试验示意图

试验方法

试验时
,

首先从处于稳定运行期的工艺试验

装置内取活性污泥 左右 离心
,

弃去上清

液
,

换成相同容积的静态试验用水
,

混匀
。

然后
,

按标准时序
,

对锥形瓶内的活性污泥进行厌氧
、

好氧处理
。

测定厌氧结束
、

沉淀完毕时
,

锥形瓶内

的无机磷酸盐
、

氨氮
、

厂一

等浓度
,

以及污泥

的沉降性能指标 粥 及 等的值
。

试验温度为 ℃ 恒温水浴控制
。

分析项 目及方法

乙酸钠浓度 气相色谱法 仪器型号
一

日本岛津

磷酸盐浓度 钥锑抗分光光度法浏

氨氮浓度 钠氏试剂分光光度法川

厂
一

浓度 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叫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卷 期 环 境 科 学

乏石 重量法川

标准法
, 〕

。

试验结果与讨论

乙酸盐对除磷效果的影响

按上节叙述的方法
,

测得 乙酸盐 钠 初始浓

度与无机磷酸盐之间的变化关系如图
、

所示
。

咨

卜胜
月

 

甲。一侧经。

时间

图 乙酸盐初始浓度与无机磷酸盐之间

的变化关系 石 一

应
,

辰
, 一

云
, 一 云

, “

另外
,

当乙酸盐 钠 的初始浓度增加到
一 ‘

时
,

两组污泥均 产 生膨胀现象
。

测得

时
, ,

耐

泛石 时
, ,

上述试验结果表明
,

水中的乙酸盐 钠 含量

对活性污泥的除磷效果的影响很大
。

随着 云初

始浓度
, 。

的提高
,

活性污泥的除磷效果不断

改善
。

由于除磷菌于厌氧状态下需要摄取乙酸

盐
,

在胞内形成聚
一

卜经基丁酸盐 内含物
,

为后续好氧阶段过量摄磷贮存能量 同时降解胞

内原有的聚磷酸盐 为无机磷酸盐释放

到细胞外
。

另外
,

在稳定运行期
,

活性污泥菌群体

系中除磷菌代谢能力强
、

数量多且相对稳定
。

因

此
,

对乙酸盐 钠 的需要量存在一个最低值
。

由

试验结果可知
,

循序间歇式废水生物脱氮除磷工

艺试验装置内的活性污泥对乙酸盐 钠 的最低

需求量为 只 一“ 。

超过此值后
,

乙酸盐含量

增加对除磷效果的影响较小
。

由于离心后的沉降污泥中仍含有部分可供

除磷菌代谢所需的有机碳源
,

从而即使静态试验

用水中未投加乙酸盐 钠
,

但活性污泥仍具有一

定的除磷能力
。

在本试验中
,

这种有机物的作用

比 己
, 一“

的小
。

乙酸盐对脱氮效果的影响

乙酸盐 钠 初始浓度与脱氮效果的关系如

表
、

图
、

所示
。

上述结果表明
,

乙酸盐 钠 的投加对 才

去除无明显的影响
。

但对 厂一

去除效果影

表 乙酸盐 钠 初始浓度与 亡
一

之间的变化关系

甲。一侧说山尸

。
…

图

, 。

初

始浓度
’

一

乏名 万吕

进水 出水
才

一

才
一

一 一

进水
才

一

一

出水
才

一

一

一
一 一习 一

时间

乙酸盐初始浓度与无机磷酸盐浓度之间

的变化关系 ,石

云
, 一

从
,

一 一

云
, 一 云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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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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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盆鑫奎4
时间 (h)

率不断提高
。

因为生物脱氮除磷工艺的活性污泥

微生物菌群体系中
,

存在具有反硝化作用的除磷

菌川
,

而反硝化过程需要有机物参加
。

因此
,

乙酸

盐 (钠) 的投 加 对 N o x--
一

N 去 除 效 果 的影 响较

N H 才
一

N 的大
。

三�刘泛Z
。”

02

、

图 峨 乙酸盐初始浓度与 N O 厂
一
N 之 间

的变化关系 (M 比s一 4
.
60
9 / L)

1
.
^ 云

,
o

~ 0 2

.

A 乏
, 。

= 7 5 又 10 一
6

3
.

^ 云
, o

= 1 2 5 又 10 一
6

4
.

A 乏
, o 一 17 5 x lo 一 6

4

日寸间 (h)

�甲。一�划倪之人02

图 5 乙酸盐初始浓度与 N O 厂
一
N 之间

的变化关系 (M I‘s = 动
.
6 79 / L )

A 云
, o

= 0 2

.

A 云
, o

= 7 5 X 1 0
一 6

3
.
A 云

, o
= 1 2 5 X 1 0

一 6

4
.

^ 已
, o

= 1 7 5 X 1 0
一 6

5

.
A 已

, o
= 2 1 0 x 1 0

一 6

响较大
。

并且与乙酸盐对除磷效果影响相似
,

随

着乙酸盐 (钠)投加量的增加
,

N O 厂
一

N 的去除效

3 结论

(l) 废水 中乙酸盐 (钠 )的含量对 P以
一

P 和

N O 厂一

N 去除效果的影响较 N H 犷
一

N 的明显
。

(2 ) 随着乙酸盐 (钠 )初始浓度的增加
,

循序

间歇式生物脱氮除磷工艺的 P创一P
、

N o 厂
一

N 的

去除率相应提高
。

其中
,

乙酸盐 (钠)的最低起始

浓度为 125 x 10
一 “ ,

但超过 2巧 X 10
一 ‘

后
,

便发生

污泥膨胀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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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部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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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压升高的抑制逐渐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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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使厌氧消化转

入正常
,

其抑制的可逆性机理可归纳为图 6 所示

的图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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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结婚
、

孕期服药和孕期饮酒方面是有可比性的
,

但年
龄

、

孕次和吸烟的分布有显著性差异农药品种数与其效
应关系的规律非常明显

,

因而可以估计
,

这种误差对结果
的影响是有限的

。

(
5) 在暴露

不良结局的相

2 种或 3 种农药的队列中
,

有的
小于 1

,

特别是死产和晚期新生

方法未能加以发现和区别
。

这也可能提示死产和晚期新
生儿死亡这两类结局易于受到医疗技术进步等因素的保
护性影响

,

从而抵消了农药的不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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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死亡更明显
、

提示存在某种负混杂的影响而用本文的

(上接第 78 页)象不会产生明显影响[z,
3〕。 本次调查

,

发现
中性白细胞增高和红细胞偏低

,

并且两组间有显著性差
异

。

这种变化还有待今后进一步验证
。

4 小结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

居民在 50d B( A )以上的环境下
生活

、

工作和学习
,

神经系统和听力均会受到不良影响
,

其损伤情况与居住年限有密切关系
。

而煤矿的环境噪声
污染是严重的

,

为确保居民的身心健康
,

每个职防工作
者

,

特别是领导干部应重视环境噪声的治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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