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期 环 境 科 学

厌氧 好氧工艺处理染料废水的研究
竺建荣 杨艳茹 安虎仁 钱 易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
,

北京 月

摘要 报道厌氧
一

好氧工艺处理染料废水的试验结果
。

厌氧段采用  反应器
,

好氧段采用普通活性污泥法
。

试

验结果表明
,

进水 一
、

色度 倍的染料废水
,

在厌氧段停留 一
,

可获得 以上的

去除率
,

色度降到 一 倍
。

后续曝气
,

总 去除率可达 一
,

色度降至 倍左右
。

进出水的光谱

分析揭示
,

染料废水的脱色主要发生在厌氧段 并且通过生物降解作用来实现
。

从这些结果得出
, 一

好氧工艺

是处理染料废水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
。

关锐词 染料废水
,  反应器

,

活性污泥法
。

染料废水的处理是迄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

个难题
,

在我国尤其如此 巨’一 〕
。

由于染料废水含

有相当数量的难降解有机物
,

采用普通活性污泥

法处理不仅 去除率低
,

脱色效果也不理想
。

采用混凝沉淀或臭氧氧化等理化方法处理
,

虽能

较好地解决脱色问题
,

但对溶解性 去除较

弱及运行费用很高
。

最近
,

有研究报道某些难降

解化合物 如芳香族化合物 在厌氧处理条件下

可得到有效的分解川
。

但对染料废水的处理研究

尚未见报道
。

近来
,

随着新型高效厌氧反应器的

开发
,

厌氧处理装置效能已有很大提高 
,

因此
,

采用厌氧
一

好氧工艺处理染料废水 已是一个值得

重视的研究方向
。

本文报道了应用
一

活性污

泥法工艺处理染料废水的试验结果
,

并对该工艺

的可行性及运行控制进行了分析讨论
。

池污泥呈细粒状
,

投加前先行沉淀
,

接种量
,

值
, 。

对复杂或难降解

废水而言
,

颗粒污泥培养是一关键
,

并且因水

日

诚
材料和方法

试验采用的厌氧
一

好氧处理工艺流程如图

所示
。

厌氧段为 反应器
,

有效体积
。

装置放于保温箱内中温 ℃运行
。

好氧段采用

活性污泥曝气池并与沉淀池合二为一
。

曝气池体

积 一
,

根据厌氧段出水量多少可以调

节
。

沉淀池体积
。

这二者于常温下运行
,

温

度 ℃左右
。

 ! 和曝气池分别采用北京北小

河生活污水处理厂消化池污泥和曝气池污泥接

种
。

消化池污泥呈细小的悬浮液
,

沉降性较差
,

活

性较低 最大比 去除率
· ,

接种量
,

值
。

曝气

图 试验工艺流程

贮水器 计量泵 曝气管 曝气池

沉淀池 出水计量槽 气休流量计

质而异
,

因此 反应器先用人工葡萄糖配水

启动
,

然后逐步换用含有实际染料废水的进料驯

化并最终进行处理
。

人工配水和染料废水的水质

见表
。

染料废水取自天津染化二厂生产车间
,

主要 含碱性品绿
、

酸性胡蓝 和 酸性媒介灰染

料等
。

试验分析项 目包括
、 、 、 、

等
,

均采用标准方法测定
,

色度采用稀释倍

数法测定真色来表示困
。

生物相采用光学显微镜

直接观察
。

试验结果

启动期

整个试验根据不同的运行特性一共分为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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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启动期主要用人工葡萄糖配水培养  ! 历时约 个月
。

具体运行特性见表
。

经过 个

的颗粒污泥
。

这是厌氧段成功运行的关键
。

前后 月的运行
,

反应器容积负荷提高到  !

表 试验用水水质

染料废水 人工 配水

 ! ! ∀  色度

倍

才一

脉 素葡萄糖

  !  一   一  一

 

一

弓

一 一

· ,

 
,

去除率维持在 以

上
,

在本试验末期稳定在 左右
。

厌氧污泥从

悬浮状态转 化为细 小颗粒状
,

直 径约
,

 
,

污 泥活性提 高到
·

。

表 启动期的运行特性

运行时间  !  

水力停留时间

水力负荷
·

 

容积负荷  
·

进水   !  ! ! ∀ #

出水  ! ∀ # ∃ # ∀

 去除率

表 驯化期工艺运行特性

运行时间

染料 负荷

进水

厌氧出水

曝气池出水

厌氧 去除率

总 co
D 去除率 (写)

进水色度 (倍)

厌氧出水色度(倍 )

曝气池出水色度(倍 )

3】

0
.
1

1 6 2 6

5 7 3

12 7

6 4
.
8

9 2
.
2

1 0 0

0

0

3 5

0
.
2

16 5 3

7 5 5

10 5

5 4
。

3

9 3

.

6

2 0 0

5

0

4 l

0

.

4

1 4 4
0

3
8

2

1 7 6

7
3

5

8 7

.

0

sl000

4 7

0

.

6

1
2 8 0

3 6 0

1
3 0

7 1

.

9

8 9

,

8

5 0 0

2
0

l 0

!

川一厉r
l2000
1500
l00()卜

�曰、灿日�自O切

�欲�替淡稍口OQ

2. 2 驯化期

从 27d 开始
,

采用染料废水与人工配水按比

例混 合后 作为进料
,

对培养的颗粒污 泥进 行驯

化
。

同时启动好氧曝气池
,

对好氧污泥边培养边

驯 化
,

并且测定整个 系统对染料废水的处理效

果
。

试验中染料废水占混合废水的体积比定义为
“

染料负荷
” 。

当染料废水与人工配水混合后
,

由

于水质不同会发生沉淀反应
,

使混合废水色度和

CO D 有所降低
。

测定时均 以混合后进出水的实

际 CO D 和色度来表示
。

该阶段的运行特性见表

3 和图 2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随着染料负荷的增

加
,

从 0
.
1提高到 0

.
6 (V /V )

,

u A s B 仍表现 出很

高的色度去除效果
。

进水色度 500 倍的混合染料

废水
,

厌氧段停留 7
.
sh 后色度只有 20 倍

。

从图

2 可以看出
,

厌氧段 CO D 去除率为 50 % 一70 %
。

每次染料负荷提升时
,

c 0 D 去除率均有所下降
,

然后又逐渐恢复到较高的 co D 去除率
。

由此说

明U A sB 对染料废水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

后续好

氧曝气 6一6
.
5h

,

总 c0 D 去除率均在 90 % 左右
,

二
1_30 35 40

运行时间(d)

二 }

4 5 叨

黔砂”

图 2 驯化期工艺运行特性

1
.
进水 2

.
厌氧出水 3

.
曝气池 出水

4.厌氧 c 0 D 去除率 5.总 C O D 去除率

好氧段去除率在 55 % 一 65 % 之间
。

本阶段颗粒

污泥持续增长
,

活性提高到 0
.
75gc o D / (gv ss

.

d ) (v SS /SS 约 0
.
5)

。

好氧活性污泥初期呈分散

状态
,

后期形成絮状体
,

沉降性能 良好
,

s
vi 45

。

镜检发现活性污泥组成主要是细菌
,

也有大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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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物存在
,

如钟虫
、

纤毛虫类等
。

2. 3 正式运行期

本阶段保持进水染料负荷 0
.
75 不变

,

通过

缩短 H R T 来考察厌氧段及系统工艺对染料废水

的实际处理效果
。

试验结果见表 4
。

表 4 表明
,

进

水 coD ll50一1300m g/L
、

色 度 500 倍的染 料废

水
,

在厌氧段停留 6一 10h
,

C O D 去除率保持在

表 4 正式运行期工艺运行特性

运行时间(d) 56 6一 7 0 7 7

进水 CO D (m s/L ) 13 15 1235 1一9 5 1 15 5

厌氧出水 e 0 D (m s/
‘

L
)

4 4
3

4 4 4 」7 6 6 一0

曝气池出水 co
D (m s/L ) 134 155 162 266

厌氧 C o D 去除率 (% ) 66
.
3 64

.
0 60

.
2 47

.
2

总 C o D 去除率(写) 89
.
8 87

.4 86
.
4 77. 0

厌氧段 H R T (h) 10 8 6 4

进水色度(倍) 50 0 500 500 5 00

厌氧出水色度(倍) 50 200 75 250
.

曝气池出水色度(倍) 20 25 20 100

侧架答

1.进水

300 团0 70 0

光波波长 (n m )

图 4 进 出水光谱分析

2.厌氧出水 3
.
曝气池出水

6 0 % 以上
,

有机负荷 为 3
.
16一4

.
78ks

co
D /(m

3

·

d)

。

后续好氧处理 6h
,

总 c0 D 去除率 85 % 一

90%
。

如果 H R T 进一步缩短到 4h
,

有机负荷增

加到 6
.
93kge o n / (m

3 ·

d )

,

则厌氧段 Co D 去除

率急剧下降
,

从 66 % 减小到 47 %
,

总 CO D 去除

率也从 90 % 下降到 77 %
,

相应的好氧段 Co D 去

除率从 70 % 降低到 56 %
。

这一结果说明染料废

水处理过程中厌氧段 的作用较大
。

处理前后的废

水色度变化见图 3 和图 4
。

进水色度 50 0 倍的废

水
,

在厌氧段停 留 6一 10 h
,

色度降到 50 一 100

倍
。

再经曝气后
,

出水色度仅为约 20 倍(图 3)
。

但当 H RT 缩短至 4h
,

出水色度迅速增加
,

说明

染料废水在厌氧段的降解脱色有一反应速率阐

值
。

图 4 则表明经过 U AS耳活性污泥法处理后
,

染料发生了降解与转化
,

反映在图中就是原先的

染料显色吸收峰消失
。

这一现象在厌氧段 出水就

已十分明显
。

由于厌氧污泥对染料的吸附作用在

运行 1一2 周后即趋于饱和状态
,

因此
,

染料的去

除与脱色主要是通过生物降解作用来实现的
。

11111

触触触 飞飞飞 飞飞飞

毛
!!!

一一

………………………

3讨论
3
.
1 uA sB

一

活性污泥法处理染料废水的可行性

本试验结果表明
,

对于所研究的染料废水
,

u A s B

一

活性污泥法工艺具有很好的处理效果
。

进

水 eon l150一 1300m s/L
、

色度 500 倍的染料废

水
,

在厌氧段停留 6一10h
,

可以去除 60 % 以上的

e oD ,

色度降到 50一100 倍
。

后续曝气 6h
,

则总

c o D 去除率可达 85 % 一90 %
,

色度降到 20 倍左

右
。

因此
,

u A s B
一

活性污泥法工艺是处理染料废

水的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方法
,

既可降解废水中的

有机物
,

又能较好地去除废水色度
。

对于其它有

色废水的处理
,

如印染废水
、

纺织废水等
,

该工艺

也有很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

因为这些废水中易降

解有机物组分增多
,

而难降解染料类组分减少
。

它不仅适用于低浓度有色废水 (几百至几千 m s/

L c
on
)的处理

,

而且在解决高浓度有色废水的

污染方面更有优势
,

因为厌氧段 U AsB 反应器能

005040

0030加
�毕�侧书侧扣

运行 时间(d)

图 3 处理前后废水的色度变化

1
.
进水 2

.
厌氧出水 3二气池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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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去除大部分有机物并行脱色
,

进而大大降

低好氧处理所承受的处理负荷
,

节省能耗
,

减少

运行费用
。

3. 2 U A S B 反应器的运行控制

厌氧段的运行控制十分重要
,

它决定整个工

艺的处理效果
。

传统的厌氧处理装置
,

由于停留

时间长
,

处理效能低而受到应用限制
。

已有文章

报道采用厌氧滤池
一

好 氧活性污泥
一

活性炭工艺

处理印染废水
巨7

,

8 〕
,

但应用厌氧滤 池或其它高效

厌氧装置处理染料废水的报道尚不多见
。

实际

上
,

U A S B 反应器 比厌氧滤池具有更好的运行性

能阁
。

本试验中 H RT 6一 10h 即取得了满意的运

行效果
。

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形成颗粒污泥
,

这

是成功运行的关键
。

为了得到 良好的颗粒污泥
,

对染料废水等难降解废水而言
,

可以考虑先培养

后驯化的方式进行运行控制
。

由于形成颗粒污

泥
,

反应器表现 出较高的有机负荷
,

与好氧处理

相比
,

又有较强的脱色活性
。

不过
,

染料在厌氧条

件下的降解脱色机理尚不清楚
。

笔者认为
,

这是

基于厌氧代谢中特殊的先还原后氧化反应
,

使染

料结构发生改变而利于降解
。

在一般的好氧生物

处理中氧化代谢处于主导地位
,

而染料分子本身

却设计为对氧化作用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
。

最

近
,

H
oll

ig er 等报道
〔‘二

,

芳香族化合物的厌氧降解

途径与好氧降解途径不同
,

厌氧降解中没有需氧

酶的参与
,

环裂解是以芳香环的还原为先导
。

染

料分子中普遍含有一个或多个芳香环
,

因此这些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上述解释
。

确切的染料降

解机理 尚待进一步试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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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共同体污染土地整治市场
据市场分析家 Fr os t和 Su lli va

n
的一项新研究表明

,

也会迅速增加
。

德国是迄今欧共体土地整治服务的最大

欧共体污染土地整治市场
,

到 2000 年将达到 58 亿美元
,

用户
,

1 9 9 2 年拥有一个估计 10 亿美元的市场
,

大大高于

几乎是 1992年的 3倍
。

1 9 9 2 年污染土地咨询服务为 3
.
第二大用户一美国(5

.
72 亿美元)

。

分析家们说
,

欧共体

37 亿美元
,

预计到 2000 年将达到 9
.
31 亿美元

。

1 9 9 2 年
,

内有 60 万个遭污染的地点
.
其中 15

.4 万个需要清除
。

差不多 2/3 的市场为传统处理
。

就地处理市场仅为 1
.
19 小康译 自已恶

‘

T

,
1 9

93

,
2

7( 7)

:
1 2 4 3

亿美元
,

但预计将会大增
。

异地处理为 2
.
8亿美元

,

预计

防污剂三丁锡引起的海洋污染

据英国环境部发起的一项研究表明
,

防污剂三丁

锡 (TBT )引起的海洋污染
,

已使北海敏感动物的生存处

于危险之中
。

根据畸形程度对一种海螺—犬峨螺的种

群进行了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标绘在地图上
。

据位于伦敦

的环境数据服务处称
,

北海南部海域的所有种群都受到

严重影响
。

被研究人员移植到 比利时
、

荷兰和德国沿海地

区的所有犬峨螺
,

都变得不育了
。

这些研究人员将他们的

犬峨螺畸形地图与 TBT 污染图进行了 比较
,

他们认为

TBT 是
“

罪犯
” 。

北海中这种化学品主要来源于用于船舶

的防污涂料
。

自1987 年以来
,

北海国家已禁止较小的船

只使用这类涂料
。

但在 1993 年 12 月
,

北海国家环境部长

们同意迫使国际海事组织全面禁止 TB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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