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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约稳定在 2% 3#·45 1左右，经过 6 ’ 好氧曝气反应

后废水中磷酸盐浓度约为 178 9 %7% 3#·45 1，好氧段

磷酸盐去除率稳定在 :6;左右，经过 8 ’ 静置期后

释磷浓度为 16 9 1< 3#·45 1 $ 0% 反应器进水后磷酸

盐总浓度为 2= 3#·45 1，经过 6 ’ 好氧曝气反应后废

水中磷酸盐浓度为 %6 9 %= 3#·45 1，磷酸盐去除率仅

为 %8;，静置期释磷浓度为 > 9 8 3#·45 1，0% 反应器

的磷去除率明显小于 01 反应器 $ 当系统进入稳定

运行期后，两反应器中的 ?4@@ 及 ?4A@@ 浓度并不

相等，01 中 ?4@@、?4A@@ 浓 度 分 别 稳 定 在< BBB、

2 :BB 3#·45 1，0% 中 ?4@@、?4A@@ 浓度稳定在2 BBB、

% =BB 3#·45 1左右，这可能与乙酸碳源作为短链脂肪

酸比葡萄糖更容易被细胞氧化成 &C% 有关 $ 因此，

01、0% 中微生物的摄磷能力可以表达为单位 ?4A@@
去除磷浓度 $ 01、0% 中单位 ?4A@@ 的 ./ 去除量为

>7% 9 >7>、278 9 67= 3#·#5 1，经过 8 ’ 的静置后，01、

0% 中单位 ?4A@@ 的释磷量分别为 27= 9 278、%7> 9
271 3#·#5 1，说明 01 中微生物比 0% 中微生物有着

更强的摄磷能力 $
! %! 01 和 0% 典型周期内的各参数的变化

从图 6 和图 < 可以看出，01 和 0% 中储能物质

的变化有明显区别 $ 01 在反应过程中 /DE 含量并

没有明显的变化，整个反应周期内基本稳定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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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左右；而糖原质含量在曝气开始至曝气 6<
3") 内迅速增长至最大值，此后糖原质含量逐渐下

降，至曝气结束时反应器内的糖原浓度基本降至反

应 B 3") 时的水平，且在此后的整个静置期内微生

物体内的糖原含量基本维持不变 $ 这表明 01 中微

生物在外碳源消耗殆尽后主要依靠好氧前期快速合

成的糖原质作为其主要的能源物质，为微生物的正

常代谢和体内聚磷的合成提供能量 $与 01 相比，0%
中储能物质的变化与其它研究者在 EPC 工艺中的

试验现象类似［1<，1=］，除糖原外 /DE 也是微生物利用

的主要能源物质之一 $ 从曝气开始至曝气 2B 3")
时，微生物体内的糖原质和 /DE 含量都快速增长至

最大值，从反应 2B 9 :B 3") 内，细胞内糖原浓度和

/DE 浓度均开始逐渐下降，但是在曝气 % ’ 时，反应

器内的糖原浓度再次增长达到一个峰值，而 /DE 的

含量仍然呈下降趋势 $糖原浓度的再次上升可能与

/DE 的供能有关，4,L*Q 等［1>］研究表明，在营养物质

缺乏的好氧阶段，微生物会优先快速分解体内的

/DE 提供其代谢能量 $ 在静止期内，两系统均观察

到明显的聚磷水解现象，水相中磷酸盐浓度都有了

不同程度的上升 $
! %$ 01 和 0% 中聚磷微生物的能量代谢

传统的研究认为［18 9 %B］，在聚磷微生物的新陈代

谢过程中，2 种储存的化合物，即聚磷酸盐、糖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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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对除磷效果影响很大 !稳定运行后，"# 和 "$ 中

摄磷量分别为 %&$ ’ %&%、(&) ’ *&+ ,-·-. # ! "# 反应

过程中 /01 浓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而糖原浓度在

(2 ,34 内增长到最大值，至曝气结束时微生物体内

糖原水平消耗到微生物的原始水平，糖原作为其好

氧段主要的能源物质为其生物代谢提供能量 !在 "$
反应过程中，/01 和糖原均观察到明显的积累现

象，其主要能量来源于 /01 的分解辅以糖原的水

解 !这表明在整个生物除磷过程中糖原也能成为微

生物的能源物质，当糖原不足时，微生物分解体内的

其它能量物质如聚磷等维持细胞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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