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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耍 本文通过室内及室外实际河流的 监测
, 证明 了水合脐的降解符合动力学一级反应 降解速度受水温

、

微生

物
、

溶解氧
、

等因素影响
,

水温高
, 有微生物的存在 , 富氧及 在 一 之间的条件下

, 降解速度快 温度对降解的

影响符合 了 。
汀 一 ‘。、 公式 利 用微机计算出

。

与 日, 结果 为 时
。 , 日 , 为 时

凡 胆
’
五, 夕

,

计算与实侧降解系数平均误羞分别为
·

和 一
·

在所实验的 河流中
, 水合拼的降

解系数 为
· ’

平均误差为 一

关键词 水合 阱
,

降解规律
,

河水 动力学一级反应

水合阱又名水合联氨
一 · ,

强

还原性
、

极毒
、

具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性 水

合脐已广泛应用于化工
、

制药等领域
,

其水质污

染也 日趋严重 目前国内对水合脐污染控制的

研究工作还甚少
,

在 一 年
,

笔者对水

合脐的降解规律进行 了研究
,

取得二千多个监

测数据
,

找到了影响降解的因素 结果表明
,

水

合阱降解符合动力学一级反应
,

为水合阱的污

染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
、

实 验 与 结 果

选择一家生产水合脐厂的污水以及下游水

质
,

采集水样进行室内实验及野外监测

一 主要试剂及仪器

试剂

 摩尔盐酸溶液 将 浓盐酸加

蒸馏水稀释至

对二甲氨基苯甲醛溶液称取 对二

甲氨基苯 甲醛
,

溶于 并 乙醇及

浓盐酸中

腾标准溶液 称取  馆 盐 酸 脐
·

,

用 蒸馏水及 浓盐

酸溶解
,

用蒸馏水稀释至
,

用时于 摩尔盐

酸稀释 倍

氢氧化钠分析纯试剂
。

碱性玫瑰精 天津化工二厂

仪器

及 具塞比色管

一 分液漏斗
一

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

恒温箱

, 水浴锅

按监测分析方法
〔 ,

侧定各种条件下水样

中的水合阱含量

二 实验与结果

采用室内与室外监测相结合的方法
,

找出

降解规律及影响因素

室内实验

采集含水合胁污水
,

调不同的 值
,

分成

多份
,

每间隔一段时间测定一次水合脐含量
,

部

分结果见表

结果表明
,

水合脱的降解规律符合动力学

一级反应  

— 一几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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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环 境 科 学

河水及车间污水中水合脐含量

时间

水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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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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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一

右

即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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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为起始浓度
,

为降解时间
,

为降解

系数
,

为 ‘时的浓度
,

河流实验

在自然河道枯水期
,

某生产水合胁的污水

排放口上游
,

无其它水输人河道
,

该厂的污水

在河道中无稀释作用 利用碱性玫瑰精做示踪

剂  ,

在排放 口投人示踪剂后
,

随着示踪剂颜色

所指示水团流经的时间追踪监测
,

其结果见表
。

表 水合脐水团追踪监测结果

八幻 丁
。

而污 门丈习下丽
,

,

利用式 计算得 。 肠
,

相关系

数

使用同时期其它次的追踪监测数据与计算

数据比较结果见表
。

表 误差检验

实侧 ‘

计听〔

。

,

误差 少

一诊追二止⋯一 ‘
·

‘ 一 ‘斗 一
‘

“ 一
。

一

平均误差为 一
·

二
、

讨 论
表 水温对水合脐降解系数 的影响

在不同条件下水合阱降解速度不同 实验

证明水温
、

水中微生物的存在 溶解氧和

对降解系数有较大的影响

一 水温对水合胁降解的影响

水温对水合饼降解的影响
,

其结果见表

水温对水合胁降解的影响见下式
【

·
‘,

一
。夕‘ 一加, ,

式中
,

凡
。

为 ℃ 时的降解系数
, 口为常数

,

为 ℃ 时的降解系数

水温高降解速度快
,

使用 语言程

水水温 ℃

。

。 。

。

 !!!

。

0 3 555

111
000

0

。

0 0
555

0

。

0 0
777 0

。

0
0
已已

序
,

微机计算
,

对 凡
。

与 8 同步估值
,

程序如图

1。

使用监测数据计算 从
。

与 O
,

结果见表 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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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 始始

输输人数据 T
·

DDD

设设值K
.
a
. ppp

V = S Q R (((R 一 S刃 001 )八( 2 + ( (君 一 S ) /
.
0 0 1) A Z )

Q 一 尺 一 p * ( ( R 一 ‘)八 00 1 )/ S Q R ( ( ( R 一 s ) /
.
0 0 1 ) A Z + ( ( E 一 S ) /

.
0 0 1 ) A Z )

V 一 日一 p * ( ( E 一 S )/
.
0 0 1 ) / s Q R ( ( ( R 一 s )/

.
0 0 1 )八2 + ( ( E 一s )/

.
0 0 1 ) A Z )

B ~ ( Q * V 八( T 一 2 0 ) ) 一 D

C ~ ( ( Q * V A ( T 一 2 0 ) ) 一 D ) A Z

B = ( K * 口A ( T 一 2 0 ) ) 一 D

c 一 ( ( K * 口A ( T 一
2 0 ) ) 一 D ) 八

2

Z = Z * (( ( K * 口A ( T 一 2 0 ) ) 一 D ) A Z

SSS 一 F 》 0
.00111

黯图 2 K Z。 、 8 计算框图

表 5 戈
。

与 e 的估值

KKK :。
( 1 / h ))) 888

计算 K
: 与实测 K :之间的检验见表 6

.

日取 1
.
041、 K

Z 。

取 0
.
54 8 1/h

,

使用式(4)可

求出任意水温下该河道水合胁降解系数
.

(二) 微生物对水合脐降解的影响

利用城市 生活污水做微生物接种液
,

取不

同的污水加入接种液
,

同时用硫酸胁做样品
,

取

自来水做稀释液不加接种液
.
分别调整 pH 为

10 、

8

、

6 在 15 ℃
、

30 ℃ 二种温度
,

同样自然光照

表 6 计算价 与实测 Kr 误差检验

温度(℃)

10 20 平均误差

P H \K r ( 1/h )
\
\

立⋯
_计算 K 值

实测 K 值

误差(% )

0
。

0 1 8

0

。

0 1 7

5

。

9

0

。

0 2
6

0

.

0 2
5

000

。

0 4 444

000

。

0 4
777

一一 6
。

444

l 7

计算 K 值

实测 K 值

误差(% )

0
.
015

0 。

0 1 4

7

。

1

0

。

0 2 1

0

。

0 2 8

一 2 5

一 1 0
。

7

及通风条件下放置
,

每间隔一定时间取样分析

一次
,

结果见表 7
.

以上测定结果
,

使用公式 (3)回归计算结果

见表 8
.

利用式(劝程序计算
,

夕为 1
.
079 ,

大于无生

物时的 日( 1
.
时l)

.
有微生物的水合脐污水比

无微生物的含阱水溶液降解速度快
.
微生物在

水合脐降解过程中起一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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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微生物对水合脐降解的影响(m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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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条件下水合脐降解及回归相关系数

分分析样样 河水水 车间污水水 硫酸脐脐

(((((加接种液))) (加接种液))) (自来水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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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溶解氧对水合阱降解的影响

为了搞清水中的溶解氧对降解的影响
,

对

富氧
、

正常的氧及缺氧条件下的水样进行了实

验
,

结果证明水中的溶解氧对水合脐降解速度

有较大的影响
.

1
.
富氧条件下的实验

常温调 pH 为 8
,

用充氧泵充氧
,

每间隔一

定时间测定一次
,

结果见表 9
.

计算结果尤值为 0
,

0 5 6 1

/

h

、
丫 为0

.
9 856.

2
.
正常溶解氧条件下的实验

正常溶解氧条件下调 pH 为 8
,

常温放置
,

每间隔一定时间测定一次
,

结果见表 10
.

表 10 正常溶解氧时水合脐的降解

时间 ( h )

浓度( m g了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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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富叙时水合脐的降解

时I可 (h )

浓度 仁m g /L )}12
·

1
6 8

J

l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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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
州习州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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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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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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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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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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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2

计算结果 K 值为 0
.
028 1/h

,
了 为 0

.
95 32.

3
.
缺氧条件下的实验

取水样经氢气曝气
,

使水中的溶解氧降到

零
,

调 pH S
,

装人磨口三角瓶中盖紧瓶塞
,

常温



之 峪 期 环

表 11

境 科 学

缺叙时水合脐的降解

时间 ( h )

溶 解氧 ( m g /L )

水合麟 ( m g/L )

降解系数 ( 1/h )

00000

33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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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

3 9

’
·

,

1

’
·

,

2
。

4 4 9
l

。

5 5
4

0

。

0 1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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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0
2

2 }
0

.

0 2 7

放置
,

每间隔一定时间测定一次
,

利用式(3)计

算每次测定值 K
, ,

结果见表 11
.

以上三个实验证明
,

在富氧条件下的降解

速度大于正常氧条件下的降解速度
,

正常氧条

件下的降解速度大于缺氧条件下的降解速度
.

在缺氧实验中
,

由于每间隔一段时间测定

一次含量
,

需打开瓶塞取样
,

此溶液中的氧不断

增加
,

K
:

不断增大
,

也说明了溶解氧对水合阱

降解速率有较大的影响
.

(四) pH 对水合胁降解的影响

pH 对水合脐降解有较大的影响
,

不同 pH

值其降解速度不同
,

配制一系列不 同 pH 值的

水合阱溶液
,

观察其变化结果见表 12 .

表 12 及表 4 说明
,

p
H 一般在 6一 8 之间水

表 12 不同 pH 条件下水合脐标液浓度 (m g/L )降解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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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阱才可 自然降解
,

p
H 在 4 以下 10 以上

,

水合

阱基本稳定
,

p
H 对降解系数的影响为

: K pH6

> K pH
。

> K
p H , o

> K
p H ; .

北京大学关伯仁教授
、

辽宁省环境保护研究所

刘玉机
、

赵克智高级工程师指导及帮助
,

在此致

谢
。

三
、

结 论

水合脐的降解符合动力学一级反应
,

降解

速度受水温
、

水中微生物
、

溶解氧
、
p
H 等因素的

影响
,

当水温高
、

有微生物存在
、

溶解氧含量高
、

p
H 在 6一8 之间有利于水合脐降解

.
控制水合

脐生产工艺及排放条件
,

对防治水合阱的污染

起到很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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