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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萃取法处理杀螟松含酚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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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农 药 一 厂

摘 要

有机磷杀虫剂一杀螟松含酚废水的处理
,

研究了以萃取为主要手段的各种方案

的处理效果 用 一煤油为溶剂的萃取法处理杀螟松含酚废水
,

可有效地去除

对硝基间甲酚
,

其去除率在 一 多 范围
,

去除率为 。一  处理 立方米

杀螟松废水
,

可 回 收 公斤对硝基 间甲酚
,

其质量与车间生产的硝化物相近
,

并可

以回用于缩合工段 溶剂萃取法处理杀螟松废水
,

工艺流程和设备都较简单
,

操作易

于连续化

一
、

前 言

杀螟松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效
、

低毒
、

残效期较长的有机磷杀虫剂 在生产杀螟松

过程中
,

产生大量含酚废水
,

其废水来源及水

质水量
,

以北京市农药一厂杀螟车除间为例
,

见表

杀螟松废水中的有害物质
,

有用庚醇一

表 杀螟松车间废水水质情况

废 水 名 称
对硝基间 甲酚

毫克 升 毫克 升

硝 化 水

水

米

缩 合碱 洗 水

缩 合 盐 洗 水

缩合洗滤布水

一

几赢厂
一

厅二石万蔽石不丽王刃
一翌匕二竺二里竺兰生

一坐竺一

二二步硝化流程程

一一步硝化流程程

甲苯萃取分离
,

然后焚烧 北京农药一厂 目

前将硝化废水加热迥流
,

利用硝酸氧化破坏

酚类
,

此法对 无去除效果
,

处理后的废

水对生化处理不利 此外
,

碱
、

盐洗水还需

要用次氯酸钠处理 我们研究了以萃取为主

·

要手段的不同方案的处理效果和 , 一煤

油溶剂萃取回收对硝基间甲酚 以下简称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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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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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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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咭工

、

基酚 的工艺条件 用选定的工艺条件萃取

处理两种不同硝化工艺的杀螟松废水
,

可以

有效地去除硝基酚 回收的硝基酚可用于缩

合工段

二
、

硝化废水的萃取行为和

处理方案选择

各股含酚废水中以硝化 工 段 废 水 最 复

杂
,

是处理的关键问题 我们首先考察了萃

取行为和予处理对萃取效果的影响

萃取及反萃实验在萃取管中进行
,

手摇

分钟后离心分层 油相用 多 氢氧化钠溶

液反萃三次
,

回收硝基酚
,

相比 油 碱 液 为

予处理实验是在 计指示下进行中

和
,

在恒温浴中加热处理 然后
,

连同产生的

沉淀一并萃取

废水中的硝基酚用叫嗓酚兰法测定
,

挥

发酚用 酚试剂法测定
,

用重铬

酸钾快速法测定 处理效果表示为

脱 酚 率
‘ 萃余液含酚浓度

原水含酚浓度

回收酚率
反萃液中含酚量

萃前水样中含酚量
多

污染物去除率一 ‘ 处理质迪星翌鱼遮、
处理前该污染物浓度

外

一 予处理时革取效果的影响

在室温下用  一煤油
,

分别对

两步硝化法的亚硝化废水
、

氧化废水
,

单酸一

步法硝化废水进行多级萃取 相比 为

结果表明
,

对于不经予处理的各种硝化废水
,

用 一煤油萃取
,

只对硝基酚有效
,

去除

率达 多 以上
,

对废水中间甲酚的萃取效果

很差
,

甚至无效 增加萃取级数并不显著降

低残留酚量

表 予处理对萃取效果的影响

予 处 理 条 件
萃 取 效 果 酚 回 收 率

残留 毫克 升 去 除 率

石肖 基 酚 挥 发 酚 硝 基 酚 挥 发 酚 硝 基 酚 挥 发 酚

十
,气任了内曰了

……
厂月份任庄
‘
,,‘‘一今,,,门曰,‘柳乡,一

……
尸工,迁‘,,‘乃,,,

廿

勺

室温

室温

室温

原水酸度

原水酸度

扣

原水酸度

疚曰产乃曰只 !
刁呀曰气,

,

间琳时孙

注 原水为亚硝化
、

氧化混合废水
,

硝基酚 毫克 升
,

挥发酚 斗 毫克 升
,

中和至 斗后
,

硝基酚 毫克 升
,

挥发酚 斗毫克 升

为改变硝化废水的萃取行为
,

观察了酸

度
、

加热处理温度和时间对萃取效果的影响

试验结果见表
,

中和加热处理对萃 取 硝基

酚的影响不大 加热至 ℃ 时处理
,

在酸性

条件下
,

大量间 甲酚挥发掉 酸度降至

以后
,

再加热处理和萃取
,

硝基酚和挥发酚残

留量均可降至 毫克 升以下
,

间甲酚的回

收率也较高

通过正交试验确定
,

影响挥发酚去除率

和回收率的主要因素是处理温度
,

其次是

值
,

较佳条件是 ℃
, ,

加热处理一小

时以上



二 各种处理方案的去污 效果

表 列出了萃取
、

中和 至 一
、

加

热处理 一 ℃
,

一 小时 各步对不同含

酚废水的去污效果 表 的结果表明
,

各种

废水先进行萃取
,

主要去除硝基酚 中和
、

加

热处理使 大幅度下降
,

由
斗

一月

少 毫克 升降至 一 少毫克 升

并可去除部分挥发酚 再经萃取可进一步降

低挥发酚的残留 先中和加热处理
,

后萃取

例 去污效果也很好
,

但萃出物是混合物
,

无法回用于生产

表 各种处理步骤的去除效果

·

…汝
果

竺生兰呈互
二

萃 取 中和
、

加热
、

过滤 萃 取

残 留

毫克 升

总 去 除 率

 

残 留

毫克 升

总 去 除 率 残 留

毫克 升

总 去 除 率

产白,一沪勺只硝基酚

挥发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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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基酚
挥发酚

   

,

 弓

  丫产匕产

硝基酚
挥发酚

注 亚硝化氧化混合废水
,

用氢氧化钠中和
,

甲苯萃取
,

相比油 水为

单酸一步硝化废水
,
弓 , 一煤油萃取

,

相比油 水为 弓
,

石灰中和

单酸一步硝化水 碱盐洗水 十萃余液
,

石灰中和

综上所述
,

可供选择的处理方案有两种

 用溶剂萃取杀螟松含酚废水
,

回 收 硝基

酚
,

萃取后废水汇入全厂总污水
,

进行生化处

理或作其它安排 先萃取回收硝基酚
,

再

中和
、

加热处理
,

再萃取一次
,

使废水中
、

挥发酚降至最低限度
,

稍加稀释后排放

三
、

萃取和反萃取工艺条件

试验在分液漏斗中进行手摇 分钟
,

静

置 分钟后分相

一 革取工艺 条件

萃取体系的选择 用甲苯等五种体系

萃取硝化废水 硝基酚  毫克/升)
,

相比

油 /水为 1
:1
.
其结果见表 4

,

综合比较表中

所列五种体系的性能
,

选定 N 503 一煤油作

萃取剂
.

2
.
萃取时间

: 用 20 多 N 50 3一煤油萃取

硝化废水 (硝基酚 2440 毫克/升 )
,

手摇不同

时间分相
,

取样分析
,

结果表明 1一2 分钟足

表 4 萃 取 体 系 的 比 较

萃萃 取 体 系系 脱 酚 率率 酚回收率率 其 他 性 能能

(((((% ))) 〔% )))))

甲甲 苯苯 70
.333 弓999 沸点 低

,

挥发度大毒性较大大

2220 % N 50 3一煤油油 78
.
222 7 1

。

444 选择性较好
,

沸点高
,

毒性小
,

水中溶解度小小

2220% N SO3一甲苯苯 79
.
666 69

。

777 各种性能均比 N , 03 一煤油差差

2220 % 苯二 甲酸二丁醋一煤油油 77
.
888 67

。

444 水中溶解度大
,

损耗多多

2220% 苯二 甲酸二丁脂一甲苯苯 71
.
111 66

。

222 水中溶解度大
,

损耗多



以达到平衡
.

3
.
相比

: 以不同相比的 10 多 N ”3一煤

油
,

萃取硝化废水(硝基酚 2350 毫克/升 )
,

当

废水中硝基酚浓度在 2000 毫克/升左右
,

相

比 1:1 到 1: , 的萃取效果无显著差别
.

斗
.
萃取级数

:
硝化废水(硝基酚 225 1毫

克/升)
,

以相比 1 :1
,

进行三级逆流串级萃取
,

结果见表 5
,

萃取级数的增加
,

对脱酚率没有

明显提高
,

采用二级逆流串级萃取足够充分

了
.

(二) 反革工艺条件

含酚有机相
,

用氢氧化钠溶液反萃
,

硝基

酚以酚钠形式进人水相
.
主要条件实验如下

:

1
.
对硝基间甲酚钠在氢氧化钠水溶液中

的溶解度
: 用车间生产的硝 基 酚 转 化 为 酚

钠
,

重结晶一次
,

测不同条件下的溶解度
.
结

果见表 7
.

表 7 不同条件下的溶解度

表 5 萃取级数对萃取效果的影响

萃 取 级 数
萃取液含硝基酚

(毫克/升)

脱 酚 率

(% )

3
于
。

}

8

1

·

9

3
〕0 1 吕)

。

9

5

.

萃取剂浓度对萃取效率的影响
: 以不

同浓度的 N 503 一煤油萃取杀螟松含酚混合

废水 (硝基酚 165。毫克/升 )
,

相比油 /水为

1:弓,

结果见表 6
.
当混合废水含硝基酚 1600

毫克/升左右
,

相比油 /水为 1
:, ,

N 50
3 浓度

为 , 多 时
,

已能充分保证较高脱酚率
.

表 ‘ 萃取剂浓度对苹取效率的影响

温温度度 氢氧化钠浓度度 硝基酚钠溶解度对硝基间 甲酚酚

(((oC ))) (克/升))) (克/升)))

222000 000 97
.
弓弓

44444 3
.
666 19

。

000

11111 1 3

.

222 4

.

111

444 OOO
000 1 3

6

.

多多

33333 8
.
888 4 6

。

888

11111
0 4

。

888
1 0

。

333

666 000
000 2 1 1

.

000

33333 9

。

999
1

0 9

,

333

11111
0

2

。

888
2

7

.

555

N , 03 浓度

(% )

残 留 硝 基 酚

(毫克/升)

脱 酚 率

(% )

‘Od 几附,,一

:

百.

人口
.
件l
月多

6
0�Q门

86.5川一知

O
1.25
2.5
5
75
l0

1540
, 9 2

3 4 6

2 3 8

2 2 2

2 1 2

2
.

反萃液氢氧化钠浓度和相比
: 含酚油

相为 10外 N so3一煤油
、

硝基酚浓度为 100 00

毫克/升
.
反萃效果见表 8

.
结果表明

,

经反

萃后
,

有机相中硝基酚残留量均在相近水平
,

只是在硝基酚钠浓度达到饱和后
,

析出结晶

造成分相困难时
,

使有机相夹带的酚钠增高
.

如将反萃温度提高到 40 一60 ℃
,

则可提高硝

基酚钠的溶解度
,

温度下降到室温后
,

硝基酚

钠再大量析出
.

根据以上结果
,

较合适的工艺条件
,

以

5多 N 50 3一煤油
,

相比(油/水)为 1
:弓,

在室

反 苹 效 果

氢氢氧 化钠浓度度 相 比比 反萃液含硝基酚酚 反萃液中游离碱碱 有机相中残留硝基酚酚 反 萃 现 象象

(((% ))) (油/碱液))) (毫克/升))) (克/升))) (毫克/升)))))

55555 l:lll 10斗0 000 3
.
5 222 1 0666 分相好好

lll000 l:lll 1181000 8
。

6 000 1 2 555 分相好好

))))) 2 :lll 2120000 3
.
2弓弓 10 666 分相好好

lll000 2 :lll 2040000 8
.
0444 10666 静置后有少量结晶析出出

弓弓弓 弓:lll 4 8 2 0 000 l
。

6
111

6 333 无结晶析出出

lll000 弓:lll , 7 7 0 000 6
.
5 666 1 0 3 000 大量结晶析出50 一60 ℃℃

又又又又又又又溶解



温进行二级逆流串级萃取
,

接触时间 1一2 分

钟
,

较合适的反萃条件是
: 用 50 克/升或 100

克/升的氢氧化钠水溶液在 50 ℃ 左右
,

相比

(油/碱液)为 5
:1或 2

:1 ,

进行单级反萃
.

四
、

杀螟松生产工艺混合

废水的处理

车间原采用两步硝化法
,

现用硝酸一步

法制取对硝基间甲酚
.
针对这两种工艺流程

产生的废水
,

分别进行了萃取处理静态试验

和验证静态结果的动态连续运转试验
.

静态试验在 1000 毫升分液漏斗中进行
.

动态试验在小型振动筛板塔中进行
.
萃取塔

和反萃取塔均用玻璃制成
,

处理能力为 3一6

升/时
.

回收的硝基酚用澳化法测定
,

杀螟松用

重氮法测定
,

游离碱以酚酞作指示剂滴定至

红色背景消失
.

(一 ) 二步峭化法 工 艺混合废水

将车间亚硝化
、

氧化
、

缩合碱洗
、

盐洗水

和洗滤布水按排放量比例混合
,

放置后出现

大量焦油状物
,

经隔油静置后取清液进行萃

取处理
.

1
.
静态试验

: 选用的萃取条件为二级逆

流串级萃取
,

相比(油/水)为 1
:5
.
反萃条件

为二级逆流串级反萃
,

相比(油/碱液)为 5
:1 ,

反萃液 10 多 氧氢化钠溶液
.
每组试验处理

混合废水 5 升
,

每次萃取废水 500 毫升
,

连续

进行 10 次
,

结果见表 9
.
萃取后废水中残留

硝基酚 15 。毫克/升 左 右
,

c o D 去 除 30 一

46 多
,

回收的硝基酚钠纯度在 90 多 以上
,

回

表 9 静态试验去污效果及硝基酚回收率

酚一

…
混合废水水质 去 污 效 果 回 收 硝 基

萃 取 体 系 l 硝基酚
残 留

(毫克/升)

去 除 率

(% )
酚 钠 结 晶

(毫克/升)
}
(毫克/升

)I
硝基酚

C O D }硝 基酚

母液含

硝基酚

(克)

总回收率

(% )

10% N 503一煤油 13 65 1 13000 9000 1 90

5 % N so3一煤油 ! 1650 { 22000 } 16 , 1 13 0 0 1 9 0

得得量量 硝基酚酚 亚硝化物物
(((克 ))) (% ))) (% )))

777
.222 65

.
777 0

。

444

收率84 一88 务
.

2
.
动态萃取试验

: 用 5汤 N 弓03 一煤油

萃取
,

塔起动后 1 小时
,

出水含酚量即达稳

定
.
部分试验结果见表 10

.
在萃取塔 内

,

有

机相为连续相
,

混合良好
,

易于分层
.
有机相

损失小于 0
.
1多

,

废水流量由每分钟 卯 到 100

毫 升
,

相 比 由 1/ 2. 4一1/ 6. 7
,

萃 取 结 果 都

与静态试验相近
,

硝基酚去除率 80 多 以上
,

表 10 动态萃取试验部分去污效果

废 水 水 质
}

去 污 效 果
水流量

硝基酚 1 C O D 残留 (毫克/升) 去 除 率 (% )

相 比

(油/水)

备 注

(毫克/升) }(毫克/升)I 硝基酚
(毫升/分)

硝基酚

36

24

50

夕0

油相损耗 0
.
08 %

油相损耗 < 0
.
10 %

内2nU.了
矛
nU

‘.
1

40

,乙,‘

90868882
‘9 。。

}

‘9 6。。

I U 4 0 1 12 0 8 0

1 8 6

1 82

12 6 0 0

9 2 7 0

16 00 1 1 4 8 0 0

13 7 0 1 1 7 00 0

2 13

2 43

1 18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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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一30多
.

3
.
动态反萃试验

:
萃取塔流出的含硝基

酚有机相连续进人反萃塔
,

用 100 克/升氢氧

化钠溶液进行反萃
.
有机相和碱液进人反萃

塔前
,

先通过予热器
,

保持反萃温度在 50 ℃

左右
,

油相为 连 续 相
,

流量 50 毫升 /分
.

反萃后碱液补加氢氧化钠至游离碱浓 度 100

克/升
,

析出
、

分离硝基酚钠后回用
,

部分数据

见表 11
.
运转过程中塔内混合良好

,

分相速

度快
,

反萃效率高
,

碱液重复使用七次
,

不影

响反萃率和正常运转
,

对回收硝基酚的质量

无明显影响
.

表 11 动态反苹试验部分数据

有机相中硝基酚 (毫克/升)

反 萃 前

反 萃 率

(% )

相 比

(油 /碱液)

碱液套用
(第次)

回 收 硝 基 酚 质 量

硝 基 酚 (% ) 亚硝化物 (% )

3400

245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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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单酸一步峭化法 工艺混合废水

一步硝化法废水含 10 % 以上的 硝 酸 及

大量硝酸钠
,

处理后用氨中和
,

拟用作肥料
,

混合废水只是硝化水与缩合盐碱洗 水 掺 合
.

当酸性硝化水与碱
、

盐洗水混合时
,

硝基酚大

量析出
,

与少量浮油形成焦油状物
.
配水试

验表明
,

当一份硝化水与一份碱盐洗水混合

时
,

损失硝基酚约 50 汤
,

但两份萃余液与一

份硝化水
、

一份盐碱洗水混合时
,

硝基酚损失

降至10 界
,

而且混合水中焦油状物大量减少
.

用上述混合废水进行连续萃取
,

脱酚率均在

75外 以上
.
一步法工艺废水的萃取脱酚率略

低于二步法工艺废水
,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硝

化废水经多次套用
,

形成了较难萃取的衍生

物
.

为了准确求得反萃时碱液消耗
,

有机相

损耗
,

反萃效率等数据
,

在 5 升反应瓶中
,

相

比 (油/水 ) 为 2
:1 ,

进行了静态反萃试验
,

部

分试验数据列于表 12
.
由于反萃装置敞 口 ,

反萃温度较高时部分溶剂挥发
,

造成有机相

损耗大
,

当反萃温度由 60 ℃ 降至 40 ℃ 时
,

有

机相损失减少近一半
,

今后采用封闭式反萃

装置
,

可以降低有机相的损耗
.
碱液重复使

用次数和游离碱浓度大小
,

都不影响反萃效

率
.

表 12 静 态 反 萃 试 验 数 据

氢 氧 化 钠 浓 度
(克/升 )

反 萃 前

…
反 萃 后

碱 液 重 复

使 用 次 数

氢氧化钠消耗

(克/升/次)

反 萃 效 率 反 萃 温 度

(% ) (℃)

有机相损耗

(% )

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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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收讨稍基J,1 甲酚

采用两种方法来提取硝基酚
.

1
.
反萃取时尽可能提高反萃液中硝基酚

钠含量
.
补加氢氧化钠使反萃液中游离碱恢

复到反萃前水平(约 100 克/升 )
,

碱析作用使

大部分硝基酚钠结晶析出
,

经过滤分离酚钠
,

母液回用作为反萃液使用
.
将硝基酚钠溶于

水中
,

在搅拌下滴加到盐酸中
,

过滤分离即得

到质量较好的对硝基间甲酚
,

含量在 88 多 以

上
.

用盐酸酸化反萃液回收硝基酚
.
适当

控制反萃液中硝基酚钠含量
,

游离碱浓度在

10 一20 克/升左右
,

直接用盐酸酸化
,

过滤

分离得到的对硝基间甲酚其质量与车间产品

相似
.
酸化 母 液 含 硝 基 酚 1000一1, 0 0 毫

克/升
,

同其他含酚 废 水 混 合 进行 萃取 处

理
。

为验证回收硝基酚的质量
,

用三种不同

回收料与车间原料进行杀螟松合成反应
,

其

结果见表 13
,

收率相近
,

料液易过滤
.
由化

学分析和色谱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
,

由回收

硝基酚钠酸化所得硝基酚合成杀螟松纯度高

(表 13 中 2
、
4

)

,

由直接酸化反萃液所得硝基

酚合成的杀螟松质量与车间原料相似 (表 13

中 1
、

3
)

.

表 13 回收硝基酚的质量情况

编编编 硝 基 酚 来 源源 硝基酚质量量 收 率率 色 谱 分 析 杂 质
***

原油酸度度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克分子% ))))))))))))))))))))))))))))))))))))) (% )))硝硝硝硝基酚酚 亚硝基物物物 异构体体 杂杂 杂杂 杂杂杂
(((((((% ))) (% ))))) 杀螟松松 ( 1))) (Z))) (3 )))))

lllll 车间原料料 79
.88888 94

.
555 0

。

0 任999 0
。

2
111

0 0
888 0

.

0 ,, 0
.
0 111

22222 一步法工艺废水回收硝 基酚钠酸化化 88 里里 l
。

333 1 0 0

。

222 0

.

0 0 亏亏 0
.
1 222 0

。

0
88888

0

.

0 0
111

33333 车间原料 70 %
,

反萃液直接酸化回收料 30 %%% 79
.888 l

。

777 9 7

.

555 0

.

0 7 333 0

。

1 888
0

.

1
555 0

.

0 777
0

.

0 0 苏苏

77777779
.
22222222222222222

44444 二步法工艺废水回收硝基酚钠酸化化 9 1.夕夕 0
.
, 333 9 9

。

666 000 0

.

1
222 000

000
0

.

0 0 222

55555 车间原料 80 %
,

回收硝基酚钠 20 %%%%%%% 100
。

222 0

.

0 4 444
0

。

2 111 0 1 000 0

.

0
777 0

.

0 0 666

66666 反萃液直接酸化 回收料料 85
.888 l 。

222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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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杂质相对含量杂质峰高/杀螟松峰高的比值表示
,

(
1

)

、

(

2
)

、

(
3
) 表示未知杂质峰 出峰次序

2
.
反萃液均是萃取一步法工艺混合废水的反萃液

3
.
加催化剂 C u C1

2
前先迥流脱水至料液温度达 10 弓℃

五
、

建议采用的处理流程

结合杀螟松车间采用一步法工艺产生的

含酚废水的具体情况
,

建议处理流程如下图
.

将缩合工段和硝化工段含酚废水及部分

萃余液通人混合池
,

静置一天后打人废水储

罐
.
用 5多 N 503 一煤油进行萃取

,

相比(油/

水) 为 1
:弓
.
经萃取后的废水一部分返回混

合池配水
,

一部分去生化处理或通氨中和后

作肥料
.
萃取后的有机相进人反萃塔

,

用 50

克/升氢氧化钠溶液
,

相比(油/水)为 2
:1 ,

在

40 ℃ 进 行 反 萃
,

反萃碱液重复使用五次后
,

进入酸化罐
,

酸化至微酸性
,

然后过滤分离对

硝基间甲酚
.
酸化母液返回混合池

.
为了得

到质量更好的硝基酚
,

用 100 克/升氢氧化钠

溶液反萃
.
反萃液重复使用 8一9 次

,

使其中

的游离碱降至 10 一20 克/升
,

然后补加浓碱

液
,

使其游离碱浓度恢复至原水平
,

在室温下



硝基酚

混混合水水

混混合池池

萃取处理流程示 意图

大量对硝基间甲酚钠结晶析出
,

过滤分离
,

碱

母液重复使用
,

对硝基间甲酚钠进行酸化
.

六
、

结 束 语

(一) 本文提出了以 N 知3一煤 油 为溶

剂的处理工艺流程
.
经配水

、

萃取
,

废水中的

对硝基间甲酚去除率达 75 一90 外
,
c 0 D 去除

率为 30 一40 外
.
不经套用的含酚废水

,

萃后

残留对硝基间甲酚 100 毫克/升左右 ;经多次

套用的含酚废水
,

萃后残留 300 一500 毫克/

升
.

(二 ) 处理 1 立方米废水可 回收 1
.
02 公

斤对硝基间甲酚
,

其质量与车间生产的硝化

物相近
,

可回用于缩合工段
.
扣除处理 1 立

方米废水用的原料消耗
,

尚盈余 弓
.
7 0 元

.

(三) 经萃取处理后的废水
,

对生化处理

无不利影响
,

并可减轻生化处理中不挥发酚

和 C OD 负荷
.
单酸一步硝化法工 艺 废 水

,

经萃取处理后用氨中和游离硝酸后
,

含氨量

约 10 克/升
,

硝酸钠约 140 克/升
,

有一定的

肥效
,

目前正进行肥效和药害试验
.

萃后废水再进行 中和
、

加热处理后再萃

取一次
,

可使挥发酚和 e O D 进一步降低
.

(四) 溶剂萃取法处理杀螟松含酚废水
,

工艺流程和设备较简单
,

操作易连续化
.
本文

所得数据
,

可以放大 设计处理 量 为 20 一30

吨 / 日的流程
,

对处理不同生产流程的杀螟松

含酚废水
,

均有参考价值
.

浴.生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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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小 结

1.用银电极做指示电极
,

用 G
r
an

’
s 图纸

法
,

样 品 pH 值 控 制 在 12 左右
,

指 示 剂

浓度维持 5 X 10
一 ‘

M

,

可测至 s ppb 的氰化

物
.

2
.
对含 euZ+ 、

N i
Z +

、

C
r , + 等氰络合物的

样品及成分复杂的有机废水
,

经常规蒸馏后
,

可用电极测定
.

3
.
此法较以往的方法干扰少

,

灵敏度高
,

节省试剂
,

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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