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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曝气生物滤池具有体积小、处理效率高等特点.研究结果表明,曝气生物滤池处理生活污水在 0. 53m /h 的水力负荷下,

BOD5、COD、SS、NH4-N 和 T N 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95. 3%、92. 6%、96. 7%、91. 85%和 85. 1% ,平均出水浓度分别为 3. 0m g/

L、12. 5mg/ L、2. 5mg / L、1. 7mg/ L 和 4. 3m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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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olog ical Aerated F ilter ( BAF ) has many advantag es, such as small vo lume、high trea tment effi-

ciency . T he resear ch r esults show that the per formance o f BAF fo r sewage trea tment is ex cellent. U nder the hy-

draulic r ate of 0. 53m/ h, the aver age r emoval per cent for BOD5、COD、SS、NH4-N and TN is 95. 3%、92. 6%、

96. 7%、91. 85% and 85. 1% respectiv ely , aver age effluent concentr ation for BOD5、COD、SS、NH4-N and TN is

3. 0mg / L、12. 5mg/ L、2. 5mg / L、1. 7mg / L and 4. 3mg / L respectiv e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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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气生物滤池技术 ( Biolog ical Aerated

Filter, BAF)的最大特点是使用了一种新型的

粒状填料 [ 1, 2] , 由于曝气生物滤池具有池容较

小,出水质量高、流程简单、对环境影响较小等

优点,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被广泛地用于处理生

活污水和工业废水 [ 3～5] , 但是,该技术在国内尚

未得到广泛推广应用,有待于对该技术进行研

究和开发利用.

1　实验条件与方法

实验装置见图 1.采用直径为 20cm 的有机

玻璃柱,柱高 3. 5m ,内装粒状填料,沿柱高设置

取样孔.实验柱采用逆向流设计,污水由上部进

入,出水在柱底排出,空气由柱底进入.

　　清华大学校园生活污水, 由泵站打到实验

室高位水箱, 经管道自流入污水箱,由计量泵打

到柱顶,污水经过滤层后,由柱底自流至清水箱

后排放.曝气采用空压机,空气由柱底部进入柱

图 1　实验装置示意图

体.气水共同反冲,清水池中放置潜水泵,清水

由柱底进入,反冲液由柱顶溢流口排放.



实验于 1997-04-08 正式获取数据, 1997-

10-26结束.整个运行期间分 2 个水力负荷运

行. 第 1 阶段为 04-08～06-05, 水力负荷为

0. 53m/ h, 第 2阶段为 06-06～10-26,水力负荷

为 1. 1m/ h.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期间生活污水浓度发生了较大变化,

开始有机污染物的浓度较高,但从 5月份开始,

COD浓度降低.这种变化同气温升高后学生宿

舍区排出大量的洗浴水有关.运行结果见表 1.

2. 1　COD去除效果

当 COD 进水浓度发生很大变化时, 其

COD 出水保持稳定 (见图 2) . 例如, 04-23 和

04-24 COD 进水浓 度上升至 722mg / L 和

4 56mg / L , 但出水浓度分别为6. 7mg / L和
表 1　运行结果

项目
第 1阶段(水力负荷 0. 53/m·h- 1) 第 2阶段(水力负荷 1. 1/ m·h- 1)

进水/ mg·h - 1 出水/ mg·h- 1 去除率/ % 进水/ mg·h - 1 出水/ mg·h- 1 去除率/ %

COD 169. 37 12. 5 92. 6 57. 8 10. 3 82. 2

BOD5 64. 2 3. 0 95. 3 26. 4 3. 6 86. 5

S S 75. 1 2. 5 96. 7 40. 4 5. 2 87. 1

T N 28. 9 4. 3 85. 1 25. 5 10. 6 58. 4

NH3-N 20. 86 1. 7 91. 85 19. 12 4 79. 1

12. 3mg / L , COD 去 除 率 分 别 为 99%和

97. 3% .整个运行期间 COD 的去除率见表 1.

在第 1 阶段 COD 进水平均值为 169. 37mg/

L , COD 出水平均值为 12. 5mg/ L , 平均去除

率为 92. 6%. 第 2 阶段: COD 进水平均值为

57. 8mg / L , COD 出水平均值为 10. 3mg / L ,平

均去除率为 82. 2% . COD 运转结果表明, 曝

气生物滤池去除 COD的能力强, 去除率高,

抗冲击负荷能力强.

图 2　COD进出水浓度和去除效果

2. 2　BOD 去除效果

BOD 的去除效果同 COD 去除效果极为

类似(见图 3) ,无论进水 BOD 浓度有何变化,

BOD 出水浓度保持在 10mg / L 以下, 04-23

BOD 值上升到 124mg/ L ,而 BOD出水浓度仅

为 3mg/ L , 去除率为 97. 6% . BOD 平均进出

水浓度值见表 1.

图 3　BOD 进出水浓度和去除效果

2. 3　SS 去除效果

SS 的去除效果见图 4, 出水 SS 浓度绝大

部分在 10mg / L 以下, 表明曝气生物滤池技术

对 SS 的去除效果非常好. 粒状填料过滤悬浮

物能力强, 且填料表面生长有大量生物膜,对

悬浮物有很强的吸附作用.污水在通过滤层

时,污水中的悬浮固体被过滤和吸附, 进而部

分 SS 被微生物利用,截留的悬浮物和长厚的

生物膜会堵塞滤料的孔隙,增加过水阻力.一

定时候就需进行反冲洗,目的是去除多余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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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保留足够的生物量,待反冲结束后,立即

恢复去除有机污染物的能力. 填料有 2 个作

用,一是提供微生物生长的场所, 二是可以截

留污水中的 SS,省去二沉池
[ 6, 7]

.

图 4　SS进 出水浓度和去除效果

2. 4　NH4-N和 T N 的去除效果

对氮污染物的去除是衡量污水处理设施

性能的重要方面 [ 8, 9] . NH3-N 和 T N 的去除效

果见图 5、图 6. 曝气生物滤池对 NH 3-N 的去

除作用明显.

图 5　NH3-N 进出水浓度和去除效果

　　NH3-N 和 T N 的去除效果非常接近, 说

明曝气生物滤池中存在厌氧或兼性微生物,使

得反硝化得以进行.在滤料中存在厌氧或缺氧

的微环境,厌氧或兼性微生物可以生存. 在生

物膜的内部, 也存在厌氧或兼性微生物.所以,

曝气生物滤池同时存在好氧、兼性和厌氧微生

物,可以同时进行硝化和反硝化反应[ 10] .

3　结论

曝 气 生 物 滤 池 的 出 水 水 质 好. 在

图 6　TN 进出水浓度和去除效果

0. 53mg/ h 水力负荷下, 其 BOD5、COD、SS、

NH3-N 和 T N 的 平均出 水浓度 分别为

3. 0mg / L、12. 5mg / L、2. 5mg / L、1. 7mg / L 和

4. 3mg / L . 曝气生物滤池抗冲击负荷能力强,

运转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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