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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有机物好氧生物降解性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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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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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测定有机物生物降解过程中徽生物的能量变化
—

 含量的变化来表征有机物的好氧生物降解

性
。

采用受试物的初始浓度为 溶解性有机碳 以二〔
,

接种生物量为
,

试验周期
,

取得了

较好的试验结果
。

给出了测试程序
,

采用峰值时间
、

峰高指数
、

指数作为定量评价指标
,

从而建立了  评价

方法
,

并对 种有机物和 种废水的好氧生物降解性进行了评价
。

关镇词 生物降解性
, ,

指数
,

试验
。

  是生物体内

一种特定的高能磷酸化合物
。

正常生物体细胞

内的 含量是相对稳定的
。

不同环境条件

下
,

如 】 浓度
、

温度
、 、

基质浓度
、

基质组

成和不 同的生长期
,

的含量都会有所变

化
。

但对一种微生物
,

在一定 环 境条件下其

含量基本为常量
,

它的含量与生物活性之

比也相对为常数
。

因此
,

作为活性生物量

和微生物活性的一种指标
,

能够表征生物降解

过程中微生物数量的多少和新陈代谢速度的快

慢
。

即可以通过检测生物降解过程中 含量

的变化来评价有机物的生物降解性
。

本研究采用

的 的检测方法是测磷比色法 
。

机场二级污水处理 厂的活性污泥
。

取来后 空曝
,

去除其中剩余的有机物
,

测定
。

然

后按每个培养瓶中 的生物量

接种
。

组成 培养液的组成见表
。

表 培养液的成分

含量

硫酸钱 〕
‘

」

硝酸按 〕

磷酸二氢钾

磷酸氢二钠 〕
·

硫酸镁
·

抓化钙
·

微量元素溶液 而

试验装盆和试验方法

试验装置

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受试物的初始浓度 本试验选用的受

度 物的初 始浓 度为 溶解性有 机碳

以
。

其它控制条件 水浴温度
‘ ,

初 始

值 士
,

充分均 匀曝气
,

试验周期
,

隔 日取样检测 含量
。

法测定的样品预处理见文献 〕
。

图 试验装置示意图

空气压缩机 阀门 气体流量计

恒温水箱 曝气管 培养瓶 排气管

试验结果分析

对 种有机物和 种废水分别进行了生物

试验方法

接种物来源与处理 接种物来自首都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成军同学参加了部分实验工作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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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试验
,

每个试验周期为
。

每次试验都

包括空白和内源试验
,

隔日测定受试液中

的含量
,

测定结果略
。

受试有机物和废水的生物降解曲线

将试验结果绘成各有机物的生物降解曲线

图
。

限于篇幅
,

取其中任意 幅
,

如图 至
。

戴戴

‘
’

。。

。
’

。。

「 色八
‘

“

卜 份伫火
属
“

·

。
队 护 卜

、

了、 八 、
瓦  。。汁  

一
飞

“
。

·

。“

淤已一上
一

‘

户·

东而 一丽万 一不而。

心

八甘弃
  

闷的‘卜白叫

图

三乙醉胺

有机物生物降解曲线

丙胺 苯胺

二甲胺 三甲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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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

匀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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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有机物生物降解曲线

内源 生活污水

豆制品废水 印染废水

定性评价结果

根据以上各有机物和废水的生物降解曲线
,

有机物的生物降解可以分为 种类型
,

每种降

解类型有其典型的降解曲线
,

如图 所示
。

对于 类型的生物降解
,

受试物的降

解速度很快
,

在较短时间内 达到峰值
,

微

生物降解这类受试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

降解的程度也较为彻底
,

很少生成中间产物
。

这一类型的有机物和废水基本上属于易降解有

机物
。

属于 类的有机物有 丁酸
,

丙酸
,

乙

酸
,

丁醇
,

丙醇
,

乙二醇
,

葡萄糖
,

苯酚
,

甲醛
,

环氧氯丙烷
,

丙酮
,

对氯苯酚
,

苯
,

二甲苯
,

生

活污水
, ,

’
一

二经基二苯基丙烷
。

泛‘山卜叫

一 厄。
护

图 有机物生物降解曲线

。

葡萄糖

戊二醛

苯酚

叫噪

。

。

。

。

。

曰、团任山卜哎

甲醛

内源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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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的典型生物降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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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有机物生物降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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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氛丙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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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于 B 类型的生物降解
,

A

TP
在降解

过程中也很快达到峰值
,

但因为该类有机物化

学惰性较强
,

有 一定的生物降解阻力
,

因此峰

值比 A 类为低
,

降解程度不够彻底
,

生成了中

间产物
。

B 类有机物和废水介于易降解与可降

解之间
。

属 于这一类型的有机物和废水有
:
异

4.
00r00[川00Luur00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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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醇
,

丙三醇
,

三乙醇胺
,

丙胺
,

甲醛
,

戊二醇
,

苯胺
,

对硝基苯酚
,

对硝基苯胺
,

间苯二胺
,

毗

咯陡二硫氨基 甲酸胺
,

制药废水
。

( 3) 对 C 类型 的生物降解由于受试物有一

定毒性
,

对微生物有抑制作用
,

故在初期降解

速度缓慢
,

A T P 曲线平缓
。

经 一定时间驯化
,

出现降解该类受试物的优势菌群后
,

就可解除

抑制
,

迅速降解
。

C 类型有机物大部分为可降解

物
,

也有难降解的
。

属于这一类型的有机物和

废水有
:
乙醇

,

叔丁醇
,

乙二胺
,

二甲胺
,

叫噪
,

对滨苯酚
,

对氨基苯酚
,

邻甲酚
,

邻苯二酚
,

邻

硝基苯胺
,

邻苯二 甲酸
,

对氨基苯磺酸
,

甲苯
,

毗吮
,

4
一

氨基安替比林
,

豆制品废水
,

印染废

水
。

( 4) 对于 D 类型的生物降解过程
,

受试物

本身结构较稳定
,

生物降解阻力大
,

或者具有

很强的生物毒性
,

微生物受到较强的抑制作用
,

因此 A T P 曲线较平缓
,

在受试期限内
,

虽开始

解降
,

但速度缓慢
,

没能达到峰值
,

D 类型有机

物和废水基本是难降解的
,

属于这一类型的有

机物和 废水 有
: 1一 ( 2

一

毗 咤偶氮 )2
一

蔡酚
,

三 甲

胺
,

邻硝基苯酚
,

间苯二胺
,

六氯代苯
。

( 5) 对于 E 类型的生物降解
,

受试物毒性

极强
,

生物降解的阻力极大
,

在受试期 (14 d) 内

几乎没有降解发生
。

该类型有机物和废水是难

解降或极难降解的
,

属于这一类型 的有机物和

废水有
:
邻氯苯酚

,

H 酸废母液
,

吐氏酸废母

液
,

J 酸废母液
。

2

.

3 定量评价
2
.
3
.
1 定量评价指标的选择

(l) 峰值时间和峰值高度 峰值出现时间

直接表征了有机物降解速率的大小
。

峰值出现

时间越早
,

有机物降解速率越大
,

有机物也就

越容易被 生物降解
; 另一方面

,

即使峰值出现

时间相同
,

峰高不同
,

有机物的生物降解性也

不相同
。

峰值的高低反映了微生物代谢活性的

强弱
,

同样也反映了有机物对微生物的抑制作

用
。

这种抑制作用来自于有机物结构本身的惰

性或稳定性
,

即有机物降解越彻底
,

峰值越高
,

而有机物降解程度低
,

则表明有可能产生了大

量中间产物
。

( 2) 峰高指数 考虑到峰高是一个绝对量
,

对于不同的微生物源
,

同样的有机物的 A T P 曲

线的峰高也不会相同
,

为了保证 A T P 法的评价

结果具有可比性
,

因此采用一个相对量
—

峰

高指数
。

即用有机物 A T P 曲线的峰高除以内源

A T P 曲线的峰高
,

来表征有机物的降解深度
。

这样就可以用峰值时间和峰高指数 2 个指标来

表征有机物的生物降解性能
。

根据实验结果和

有关文献[s,
‘〕,

确定 A T P 法评价有机物生物降

解性的判定标准如表 2
。

表 2 A T P 法评价有机物生物降解性的标准

峰值出现时间 (d)
峰高指数

> 8
。

O

3

.

0 一8
.0

< :3
.0

易降解

可降解 难降解

难降解

(3) 生物降解性能综合指数 IA 从上面的

分析可知
,

有机物的生物降解性能与峰高指数

成正 比
,

与峰值时间成反 比
,

即峰值时间越 小
,

降解性能越好
,

而峰高指数越大
,

降解性能越

好
。

因此
,

在 A T P 法中
,

可 以采用一个综合指

标 IA 来表征有机物的生物降解性能
。

I A 一 (峰高指数 / 峰值时间) x 10 0

判别标准见表 3
。

表 3 A TP 法综合判别标准

IA 指数

生物降解性能

IA > 150

易降解

50< 】A < 1 50

可降解

LA < 50

难降解

2
.
3
.
2 定量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见表 4
、

表 5
。

3 结论

(1) A T P 法的实验程序的建立
,

从微生物

的角度为有机物生物降解性能的研究提供 了新

的途径
。

(2 ) 在 A T P 法中
,

I X X
I 的初始浓度为 10 0

m g/L
,

活性污 泥接种量 50 0 m g/L
,

反应温度

20℃
,

反应时间 14 d
,

测试结果较满意
。



环 境 科 学 17卷

表 4 受试有机物生物降解性能A TP 法评价结果 表 5 受试废水生物降解性 A T P 法评价结果

峰值时间 峰高指数

20甘008 01口6连
�

0
内了盛bl�JQ口

s
t了DO乃0
8..

…
40乙000

Jq二U,口,
111
J .
l

IA

4 1 0

2 9 8

2 2 4

2 0 3

1 5 7

1 2 7

1 2 3

1 4 1

8 3

3 9

7 7

3 9

5 4

5 8

3 5

4 1
0

2
4

0

1 0 2

1 8 8

1 3
0

1 3 8

5 0

1 4 9

4 2

7 2

2 5

7 2

5
4

5 6

6
0

2 3

2
4

1 2

4 2

评价结果

易降解

易降解
易降解

易降解

易降解

可降解

可降解

可降解

可降解

难降解

可降解

难降解

可降解

可降解

难降解

易降解
易降解

可降解

易降解
可降解

可降解

难降解

可降解

难降解

可降解

难降解

可降解

可降解

可降解

可降解

难降解

难降解

难降解

难降解

难降解

难降解

难降解

可降解

难降解

可降解

难降解

废水名称

生活污水

豆制品废水

印染废水

制药废水

H 酸废母液

吐氏酸废母液

J 酸废母液

峰值时间 峰高指数 IA

4
。

0 9

4

.

1 0

评价结果

可降解

可降解

可降解

难降解

难降解

难降解

难降解

(3 ) 峰值时间和峰高指数 2个特性常数分

别表达有机物生物降解的速度和深度
,

能更加

全面地反映了生物降解的全过程
。

( 4) 综合指数 IA 将峰值时间和峰高指数综

合为一
,

使定量评价和 比较有机物的生物降解

性的大小更为方便和精确
。

( 5) 根据 IA 指数的大小
,

可以把有机物按

生物降解的难易程度分为 3 类
: IA > 150 为易

降解的有机物
,

1
50 ) I A

) 50 为可降解的有机

物
,

I A
< 50 为难降解的有机物

。

( 6) A T P 测试法与其它测试方法相 比
,

更

能反映有机物生物降解的本质
,

且具有测试手

段简单
,

评价指标全面的优点
。

( 7) 由于选用的为开放式连续曝气的生物

试验体系
,

被试化合物中有一些化合物挥发性

很强
,

在曝气过程中挥发给试验结果带来一定

的误差
,

但因为实际的好氧生物处理工艺(如曝

气池
、

生物滤池等)基本为开放的
,

故所建立的

评价方法仍大致与实际情况相符
。

492244590336359416nn12 9.8.7.8.5.4.4.4.4.3.3.16

615596
48805125167092
0119577654.3.6.3.2.2.3. 323

有机物名称

丁酸

丙酸
乙酸

丁醇

丙醇
乙醇

异丙醇
乙二醇

丙三醇

叔丁醇

丙胺

乙二胺

苯胺

三乙醇胺

三甲胺

葡萄糖

苯酚

戊二醛

甲醛

丙酮
环氧抓丙烷

呀}噪

对抓苯酚

对澳苯酚

对氨基苯酚

邻硝基苯酚

对硝基苯酚

邻甲酚

邻苯二酚

对硝基苯胺

邻硝基苯胺
间苯二胺

邻氛苯酚

苯胺

邻苯二甲酸

对氨基苯磺酸

六氯代苯

苯
甲苯

二甲苯

毗咤

1一 ( 2 一

毗吮偶氮)

2一禁酚

毗咯吮二硫代

氨基甲酸按
4一氨基安

替比林
4 ,

4

, 一

二轻基

二苯基丙烷

参 考 文 献

月了1111,dtI
O
�吕门了q”

八乙,上nQ�110‘
4
1�JCJ

...

……
00自,曰口勺��,口O‘O自O乙

难降解

难降解

44566766611611861144546511399133575。13571111135579713

3
.
4 1 难降解

8月匕04R
弓
1吐月子JOQ�,几八J左

人心UO�匕口内d,�11
‘
LL
‘

1

.

8
6

3

.

0
3

10
1 可降解

俞毓恐
。

环境工程生物检验手册
。

北京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社
,

1 9 9 0
:

1 7 8

吕林
。

环境工程科研论文汇编
。

北京
:
清华大学 出版社

,

1 9 8 4
:

2 2 1

P
a v e

l P i
t t e r

.

Bi 记
egradability of Or

ganie Subst

ances

in the

quatie E nvi ro

nme

nt. U
.
5
.
A
. : C R C P res s ,

1 9 9 0

王菊思
。

环境化学
,

1 9 9 3

, 一2 ( 3 )
:
1 6 1



,

1 9 9 6

A S t .
d y

on
t h e B IO d 馆radatlo

n of o rg aul c Subst anc. by

A T P T es t
.
Sun Lixin et al

.
(块P
t. ofEnvi ron

.
Eng
. ,

T
s

i
n g h

u a
U

n
i
v

. ,

Be
i
j

i
ng

1 0 0 0 8 4 )
:

Ch
玩
.
J
.
E 蒯
~

.

Sd
. ,

1 7 ( 1 )

,
1 9 9 6

,
P P

.

1 一 4

In th is paper
,

t
h

e

ae
t

ob
ic b i司

e
盯ad

ation of o堪
an ie su卜

st anees 15 eha
rac
terize d 场 tha d

eterm ination of the energy
ehange ,

A T P
e o n

te
n t

i
n

m i
e r o

b i
a

l
e e

ll
s

d
u r

i
n

g t
h

e

b i
od

e
g

r a
d

a t

ion

.

A sa
t i

s
fa

e t
or

y re
s u

l
t

w
a s o

b
t a

i n
ed

u n
d

e r

t

he
f

o
l l

o
w i

n g
e o

nd
i
t

i
o n s : t

h
e

i
n

i
t i

a
l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o
f

t
h

e

t e s t e
d su b

s t a n e e
1
5

1 0 0 m g
/

L (
a s

以芜)
,

t
h

e a
m

o u n t o
f

t
h

e
i
n

oc

u
l
u

m i n t
h

e
b i

o
lo g i

e a
l m

e
d i

u
m 1

5
5 0 0 m g

/ L (
a s

M L
SS

)

, a

nd

t
h

e
d ur

a t i
o n o

f
t e s t t i m

e
1

5
1 4 d

a
y

s
.

T h
e

e--

v a
l
u a t i n g

s
y

s t e
m ( 衅

ak ti
me

,

碑
ak heig ht ind

ex and IA

index) 15 proposed to a
sse
ss the bied

egradability of 40 or
-

,
n ie subst anees

an d 7 w ast e
wa

ter ·

Keyw.
���嘛

切O r ds
: b iod

e g r ad
a ti
o n ,

A T P

,

A T P
t e

st
,

I A i
n

d
e x

·

吐 翻l如d ty a. d W ate r

必啥朋岭℃如.. 触目s 姐

Pr侧. 朋r e on A 也劝rp U 曲 of

翻加, t曰 S曲翻. d 匕. 歇d卜

Q 臼a五 X i
e

U 6 01幻
:
et al

.
(公山如 U niv

.
时 T 忱h h石l吃y

,

户石杨
_
一I: 左坛成八次

.
S d

. 。
1 7 ( 1 )

,

1 9 9 6

,

一

p P

,

5 一 9
,

T h

e

or o

n
ic

a

rid

I n o r

皿苗c
e
帅
ponentsof thesub marine

翻创匀m
e n t tro rO U a皿n 乃

a y ‘q e
re Se

Pa
ra
t e O w lt n a

Se q
u e n

-

t
i
a
l 山
em ical se Pa ra tlon P

roc ed ure
.
Th
e adso 印t拓n of se

-

v eral tox ic or , nic
ehem ica is (T OC台) on

th e se parated se
-

d i
me
n t sa m p les a nd

th e effe
et of sa li nity an d w ater p re*

别比七 on
t h
e
记sor

ptions w are invest谊ated
.
T he eon elu

-

翻d 。吕 、甲e r e 丈n a d e a s to li o w
s : L l 夕 1 n e a a , o r

P t l o n c a
P

a c l t
y

of
o

rg
a

m
c c o

m p o n e n t s o n t
he

sed
i m

e n t
i
n e

re
a

se d
a s t

h
e

sa li
n

i
t y

of w at
e r

in
e

rea
se d

,

b ut

r e
d

u e

ed f
o r

i n o

啥
an ie

eom P0n en ts
,

T h

e

re la
t i

o n s

h i P
s e o u

l d be d

e

sc

r
i b

e

d w i t
h

li

nea

r

叹
uations

.
(2) T he adso

rption eapaeity of bo
th or

-

沙川C
an d in or邵ni

e e
om
ponents inc

rease d as the wa
ter

pre ss ure inereased
.
T he rela tion

shiPs eou ld b
e desc ribed

w ith expon
entialequations

.

K ey words: sa linity
,

w
a t e r

p
r e s s u

re

, s u
b m

a r
i
n e s e

d i
-

me

n t
,

t o x
i
e o r

邵ni
e ehem ieals

.

The In fl
uence of D iff us i

ve P roc ess es on o
verlying W a

-

te rs at th e Se dlm
ent一 w a t e

r
I n t e

r
f a e e o f L a k e L

u
g
u
.

W

u

F
e n g

e
h
a n g

a n
d

W

a n
G

u

oj i
a n g ( S

t a t e K
e
y L

a
b

.
o
f E

n v
i
-

ron

.

G 概h
em.,

C h i 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Sc

i
e n e e s ,

G

u
i y

a n
g

5 5 0 0 0 2 )

:

Ch

in

.

J

.

E
nv

zron

.

S

c
i

. ,
1 7 ( l )

,

1 9 9 6

,

p p

.

1 0

一 12

T h roug h th e study o n C aZ+
、

K

+ 、

N

a +
、

H C O 歹 an d p H

pro fil
es of w ater eo lum n an d po rew ater of L ak e L ug u

,

Y
u n n a n

, a
h

a 廿
一e

l
o s e a n

d d
e e

P l
a
k
e ,

i t w
a s

f
o u n

d
t

h
a t

Ca

Z + 、

K

+ 、

N

a + a n
d H C O 矛in th e se dim en ts eou ld d iffu se

to ov erlying w ater an d their d iffu sive flux a nd their in flu
-

en ee ex ten t on o verly in g w ater eo uld be q uan titativ ely es
-

tim ated
.
A t also ind ica tes th at the in terreaetio ns betw een

sed im en t an d wa
ter play a sig nifiean t ro le in eo ntrolling

basie eh em ieal eo m positio n of som e lakes
.

K ey w ord s : d iffu siv e p roc
esse s

, s e
d i m

e n t
一

w
a t e r i

n t e r -

f
a e e ,

L
a

k
e

L
u

g
u

.

T h e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S t
u

d y
o n D e e o l o r i z a t i

o n o
f D y e

W
a s t e w a t e r

w i t h P
u

l s e
C

o r o n a D i sc h
a r

g
e

.

L i S h
e n

g l i
e t

a
l

.

( E
n v

i
r o n

m
e n t C

e n t e r o
f Sc

i
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
o

g y
,

H U S T 4 3 0 0 7 4 )

:

C h in

.

J

.

E
n v 犷‘, 之

.

S
c
i
. ,

1 7 ( 1 )

,

1 9 9 6

,

P P

.

1 3 一 15

A new m eth od
to d eeo lor d界 w

astew ater w ith pulse eor〕
na disc harge h as bee n d

evel叩ed
.
N onequili brium plasm a

prod
ueed by high volta罗 pulse disc harge eontaets w ith

dye w astew ater and dec oloriza tion of dy
e w astew ater ean

be
aehieved quiekly

.
T 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dec
ol
-

orization rate 。a n
be

r e a c
h
ed

m
o r e t

h
a n 9 5

% b y
t
re
a t
in g

w
a s t e

w
a t e r

fo
r

4 0
5 a t p u lse p

e a
k

v
ol
t a 罗

of 38 kV and
there 15 influenee

, o
f P H

v a
l
u e o n

d
e e

ol
o r

i
za

t i
o n r a t e

.

W
h

e n p
u

l se p
e a

k
v o

l
t a

g
e

1
5

l
o

w
e r ,

t
h

e
i n

f l
u e n e

es of p H

v a
l
u e o n

d
e e o

l
o r

i
z a t i

o n r a t e a r e a
P P

e a r e
d

.

T h
e

d ec
o

l
o r

i
z a -

t
i
o n r a t e o

f
n e u t r a

l d y
e

w
a s t e

w
a t e r

1
5 o n

l y
r e a e

h
ed

a

bo

u t

4 0
% 一 50 %

after treatin g fo r 40 5
.
H ow ever

,
t

h
e

d ec
o

l

-

o r
i
z a t

i
o n r a t e e a n

be

r e a e
h

e
d m

o r e t
h

a n 8 0
%

a t p H <
4

o r

>
7

.

T h
e

ex
P

e r
i m

e n t a
l re

s u
l
t s o

f
a

d d i
n

g N
a

C I
o r

N
a z

S O
;

in to d 拌 w a
stew ater have

show ed that C I一 1
5 a

b l
e t o

d
e -

e
re
a
se d ec ol

oras

t
i
on

a

nd
5 0 乏

一
j
u s t o

p p o
s
i
t e
.

K 吧y w o r d s
:
d界 w

aste
wa
ter ,

d ec
o

l
o r

i
z a t i

o n
,

p
u

l se

e o r o n a

d i sc h
a r

g
e ,

p
u

lse
p

e a
k

v o
l
t a

g
e

·

St

u

d
y

o n
t h

e
L

e a e
h i

n
g E

x
p

e
r

im

e n
t

s o

f
M

in

o r a n
d T

r
a e e

E l
e

m

en

t
s

i
n

C
o a

l
a n

d I t

s

B

u r
n

t P

r

od

u e

t
s

.

W

a
n

g Y

u
n

-

q

u a
n

e
t

a

l

.

(

Be

i

j

i
n

g
G

r a

d

u a
t

e

Sc
h

oo

l

,

C h i n a
U

n i
v e r

.
o

f

M i ni
n g

a n
d T

e e
h

n o
l吃y

,
B

e
i
j
i n g 1 0 0 0 8 3 )

:

Ch

动
.
J
.
E
nv
-

犷。”
.

S
c
i
. ,

1 7 ( l )

,
1 9 9 6

,

P P

.

1 6 一 1 8

T h e eom parative leaeh in g ex perim en ts of eoa l (C )
, a s

h i n g

a s
h ( A A )

,

f l y
a s

h ( F A )

a n

d
bo

t t o

m

a s

h ( B A ) h

a v e

be

e n

e a r r
i
e

d

o u t u n

d

e r

d i f f

e r e n t p H

e o n

d i t i
o n s

.

T h

e

l

e a e

h i n g

b

e

h

a v
i o u r o

f A

s ,

Z
n ,

P b

,

N i
a n

d S

r

h

a v e

b

e e n
i

n v e s t
i g

a t
-

e

d i
n

d

e t a
i l

.

T h

e r e s u

l
t s

h

a v e s

h

o

w

n t
h

a t t
h

e
P H

v a

l

u e s o

f

s o
l

u t
i

o n
,

l
e a c

h i
n

g t
i m

e , a n
d p

a
rt i

e u

l

a r

l y

,
t

h
e

p
r o

详rt i
es

and speeiesofthe elem ents existed have heavily influeneed
on the leaching behaviour ofelem ents

.
A m ong the 5 ele

-

m ents analysed
,

t
h

e

l

e a e

h i
n

g
a

b i l i t y
o

f S

r
1

5 s t r o n g

,

P b

a n
d

·

A

s s
t

r o n

g
t

o

m
i

d
d

l

e
,

N i m i d d l
e a n

d Z
n

w
e a

k

.

K e y w o r
d

s : e o a
l

a n
d i t s

b
u r n t p

r

od

u e t s ,

m i
n

6
r a n

d
t r a e e

e

l

e

m

e n t s ,

l

e a e

h i
n

g
e x

p
e r

i m

e n t s
·

A S t

u

d y
o n

A d

s o r

P t i

o
n

,
D

e

so

r
P t i o n a n d B i

o
d

eg

r a d
a

t i
o n

o f P e n t
a c

h l o r o P h e n o
l b y A n a e r o b i

e
G

r a n 目a r S lud ge
·

S h

e n

Do

n

g

s

h

e
n

g

e
t

a

l

.

(
D

e

p
t

.

o

f E

n v

i

r o n

.

段i
enee ,

Z h
e -

i
i
a n g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U
n

i
v

. ,
H

a n g
z

h
o u ,

3 1 0 0 2 9 )

:

Ch

动
.
J
.

E n v ir o n
.
S
ci
. ,

1 7 ( l )

,

1 9 9 6

,
P P

.

2 0 一 2 3

p C p degrading an aerob le slud ge g ran u les m ay 决 deve-

loped in upflow anaerobie digestion reaetors (U A D ) se ed
-

ed w ith sludges aeelim ated to ehlorophenols
,

t
h

e r e a e t o r s

a r e a

b l

e t o r e

m

o v e

m

o r e t
h

a n
9 9

.

5
%

o

f P C P i
n a s

y n t
h

e t
-

i
e

w
a s t e

w
a t e r a t t

h

e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o

f 1 7 0 t o
1 8 0 m g

/
L

,

v o
l

u
m

e t r
i
e

l
o a

d i
n

g
r a t e u

p t o
2 0 0 t o

2 2 0 m g
/ ( L

·

d )

, a n

d

h y d

r a u

l i
e r e t e n t

i

o n t i m

e o

f 2 0 t o
2 2 h

o u r s
.

B i
o

so

r
p t i

o n

a n
d d

e s o r
p t i

o n
i so

t
h

e r

m

s o

f p
e n t a e

h l

o r o
p h

e n o

l w

e r e

d

e t e r -

m i
n e

d

, a n
d

t
h

e

d

a t a
w

e r e

f i t t e

d
t o

F
r e u n

d l i
e

h

e
q

u a t i
o n

.

H

o
w

e v e r ,
i t w

a s
f

o u n
d

t
h

a t t
h

e
b i

o

so

r
p t i

o n o
f P C P w

a s

p
a r t

l y i
r r e v e r s

i b l
e , a n

d
t

h
e

F
r e u n

d l i
e

h m 记
els w ith em pir-

ieal eonstants determ ined from this study ean quite w ell
deseribe the Partition behavior of PentaehloroPhenol in
anaerobie upflow digestion reaetor

. It w as dem onstr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