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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聚铁絮凝剂处理肉联厂废水的研究

杨宝田 王素伦 刘桂芬 金 革
�沈 阳 化 工 学 院�

一
、

概 况

�巴孙幽粥��

聚铁絮凝 剂 是 一 种 无机 高 分 子 化合

物
�, �, 分子式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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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研制成功以来
,

先后对镀锌废水
,

含

铁地下水
,

造纸
,

印染
,

洗毛
,

食品酿造以及炼

油厂废水进行处理试验
,

证明它是一种高效

的化学混凝剂
�

在去除 � � � , �� � ,

��
,

色

度
,

硫化物以及某些重金属离子方面都有显

著效果
�

沈阳市食品公司是我国较大型的肉

类联合加工企业
,

每年屠宰生猪 �� 万头
,

尚

有肠衣
、

生物制药
、

熟制品分厂及蛋禽车间
,

每日污水 排 放 量 约 � � � � 吨
,

平均 � � � 在

� � � � � � ��以上
,

目前尚缺乏好的治理方法
�

为此
,

我们开展了用聚铁絮凝剂处理该废水

的试验研究
。

二
、

试 验 部 分

�一� 静态小试验

常规试验
,

目的在于观 察 絮 凝 剂除 ,去

�� � 的效果
�

对屠宰
、

肠衣
、

熟制品等废水分别试验
,

每个试样为 �� � �� 原水
,

加一定量 絮 凝 剂

�搅拌�再加石灰乳�搅拌�
,

调节 ��
,

随之产

生矾花
,

静置 �� 分钟
,

抽滤
,

测定 � � ��
� 、 ��

值
,

计算 �� � 除去率
�

常规试验结果汇总于表 �
,

处理后 出水

�� � 已达到辽宁省环保厅规定的 二 级企 业

三类地区排放标准
�

��  去除率与许多因素有关
,

除表 � 的

常规试验数据外
,

又作了一些专门试验
,

目的

在于寻求最优操作条件
�

改变加药量和加药方式
、

��
、

搅拌条件
,

观察处理效果
�

以下仅就几个主要影响囚素

逐一讨论
。

�
�

絮凝剂投加量的影响 �
聚铁絮凝剂的

用量以每升废水占有多少 �� � 铁来表示
�

试

验结果如图 � 所示
�

一般地说
,

随絮凝剂用

量的增加
, �� � 去除率是增加的

,

但是 � � �

去除率达到某个极大值之后
,

总是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
�

加药盆�如� �日

图 � 絮凝剂投加量对 � � � 去除率的影响

试验的这一现象说明聚 铁 去除 �� , � 符

合化学架桥机理�� 
�

聚铁加入污水中
,

很快

形成多核心多分文的水解产物
,

这些分文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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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屠宰污水常规试验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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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吸附在几个污染物胶粒表面的活性空位

上
,

使胶体脱稳
,

凝集形成矾花
,

达到除污 目

的
.
用药量过多

,

胶粒表面活性空位被占满
,

水解产物的分支自相作用
,

使胶粒复稳
,

除去

率就降低
.
试验证明

,

本药剂对多种有机物

污染的废水
,

用药量都不超过 135pp m
。

2

.

P H 值的影响
:

决(O H)
:(沉哟

圈
刁--4

尺居日

产O八己

一一盏.口n

一1。
卜Fe 冬

一 12

F e :(O H )墓
无

分。�‘色粤

一14 岔咭一护召护飞
pH

图 2 溶液与刚沉淀的 Fe (o H )
,

平衡组成

聚铁的最终水解产物是 Fe (O H )
3,
铁的

不同水解产物
,

对应着不同的
‘

p
H 值

.
理论上

算出的不同 pH 对应的水解产物如图 2川 所

示
.
由图可见

,

在 pH 等于 8 时溶液中剩余

铁的浓度最低
. pH 过高或过低都将导致参

与水解反应的铁量的减少
。

在加药量一定时
,

改变操作 pH
,

进行专

门试验
,

得到如图 3 的曲线
.
证明在 pH 等

于 8时操作 c 0 D 去除率最高
.
但不难看出

,

在 pH ~ 6一9 的范围内
,

p H 对 c 0 D 除去率

的影响不大
。

专门试验还表明
,

先加絮凝剂
,

搅拌后再

加石灰乳的净化效果
,

优于先加石灰乳再加

絮凝剂的效果
.
以 10印m 的转速搅拌 10 分

钟
,

可得到好的净化效果
,

转速超过 90 rP m
,

C O D 除去率大体上随转速增加而线性下降
.

经过一次絮凝处理的水
,

再进行第二次

絮凝
,

总 CO D 除去率比一次 絮 凝 提 高 2一

二O 务
。

对肠衣
、

熟制品
,

蛋禽废水处理效果与前

述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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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试数据汇总表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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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试验处于生产

旺季
,

原水 C O D

较 高

表 3 中试数据汇总表 (2)

废水温度 七

一
加药量 Fe

l 渺孵 {

! U· , ‘
}

干石灰用量
kg /
t水

0
.
18

{ 沉降比
i
面积负荷

}
清水

_
仁升速度

卜今
一

…
一

二
于{升
~
…止蔫一

投药量 136ppm F e

乙
C O D = 6 27

.

2 m 岁l (二) 中试

中试流程如图 斗所示
.
试验规模

,

每日

处理废水 , 吨
,

按照小试得到的最优操作条

件
,

进行操作
,

试验结果列于表 2
,

表 3 (表

中数据为连 续 运 转 7 日所取数 据 的 乎 均

值)
.

象�针毯相乙OU

图 3 操作 pH 与 c o D 去除率的关系

石脆

丁丁丁

rrr” lll 恤恤恤
代代代代代代代断断断断

8888888

耳耳耳...
二

·

:
.’

‘‘

书书崔崔

图 4 中试流程图
.
原水泵 2

.
混合槽 3

.
石灰乳配制槽

.
中和槽 5

.
观察漏斗 6

.
斜板沉降池

7
.
流量计 8

.
砂滤器 9

.
计量泵 10

.
凝剂桶

三
、

经济效果估计

据我院聚铁絮凝剂试生 产 装 置运 转 数

据
,

每吨聚铁(含铁 90 9/l
,

液体)成本为 35
.
00

元
.
又据污水处理中试数据

,

考虑了药品费
,

大修费
,

人工费
,

水 电费等项
,

初步估计处理

每吨废水的费用为 0
.
125 元

.

本法的特点是综合利用
、

节能
、

流程短
、

操作方便
、

一次性投资少
,

建设相同规模的污

水站
,

可比生化法节省投资 20 多
.

四
、

结 论

1
.
用聚铁絮凝剂处理 肉联厂废水

,

C O D

去除率在 77外 以上
,

p H
、

co

D
、

B O D

、

5 5

,

色

度等几项主要指标可达到二级企业三类地区

排放标准
。

2

.

中试与小试的处理效果平行一致
、

中

试的流程是可行的
.

3
.
本法处理效果稳定

,

不受气温变化的

限制
.
絮凝剂的原料是工业废料

,

可用电石

渣代替石灰
.
处理后的水清澈透明

,

久置不

变色
,

不沉淀
,

不变臭
,

可适当回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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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次性投资和操作费 用 均 优 于 生 化

法
,

特别适合北方地区
.

5
.
本法产生一定量 的 污 泥

,

其热 值 为

1600一2500 k
eal/kg

,

干 基 蛋 白含 量 0
·

8 一

l沁
,

可以作为能源(如沼气原料)和饲料
,

目

前正在研究中
。

参 考 文 献

〔日」三上八州家
, 猪狩椒将

, 产业虫害
,

1 6 〔5)
,

47 一
54( 1950)

.

仁美3 M
. T . 凯纳兹著

,

李维音译
,

水的物理化学处

理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1 9 8 2 年

.

R . 5. 拉马尔奥著 ,

严忠琪等译
, 废水处理概论

,

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 1年
.

1.1, .J
1
.

2

r
l
LFL

[
3

]

活性污泥处理含毗咤等废水的实验研究

郑 淑 棣
(化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

活性污泥法广泛应用于 化工 厂废 水 处

理
,

其基本原理是生物通过降解有机物质而

不断生长繁殖
,

把有害物质变成 C q 或降解

为无害的或毒性较低的物质
。

其过程可用下

式表示 :

有机物质+ q 兰竺 cq 十 生物体十残

余有机物

在厌氧条件下
,

则是:

有机物质 兰竺cH
。

十 H
Z。 + 生物体+

残余有机物

在生物生长过程中需要足够的碳
、

能量
、

氧氮及矿物质(如磷
、

镁
、

钾
、

硫
、

钠 )
,

以及微

量元素如钻
、

铜
、

锌
、

铁等
.
其中磷和镁特别

重要
,

因通过生物酶的作用
,

参与了所有能量

转移过程
.

本文通过实验室试验
,

确定生化处理的

参数
、

条件
,

介绍有关的分析方法
.

物质
,

再放在一定温度的摇床上振动
.
这一

阶段主要是确定有害物质的可生化性及确定

试验条件
.
生物在一定条件下才能生长繁殖

,

温度
、

p
H 值

、

浓度都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
大

部分细菌以 15 一40 ℃ 最佳
,

超过 50 ℃ 或低

于 5℃ 都不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
.
处理不同

物质条件各异
,

这些条件在间歇试验时就可

确定
。

在可生化的前提下
,

初步确定某些参

数
,

供连续试验用
.
连续试验可在装置内进

行(见图 1)
,

以进一步确定参数
,

供中试或生

产装置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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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1
.
试验模式

试验在瑞士供水
、

排水
、

水污染控制研究

所生化室进行
.
试验分两个阶段

,

即间歇试

验和连续试验
.
间歇试验是用三角烧杯先配

好试剂
,

然后加人活性污泥和要处理的有害

图 1 连续试验装置示意

2
.
废水来源及成份

本试验的有害物质是毗咙
、

酚
、

甲醇
、

晓

酚
、

硫氰酸钠及其混合物
.

废水由人工配制而成
,

各有害物质浓度

约为 0
.
1一0. 2务

.
介质浓度见表 1.

在连续试验中介质浓度除了磷酸氢盐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