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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自主研发的智能化控制系统$以智能化控制的运行方式使序批式生物膜反应器"5TT/#形成交替运行的好氧E缺氧

环境$对不同6O,人工模拟城市污水进行了脱氮磷实验研究B该实验中控制反应器内水温为 ’*o l"o$曝气量为 "*( 4O:$进

水60W浓度为 )(( GUO4(2V浓度为 * GUO4$以2,浓度为 )((%((#( GUO4分别运行了 "*(’((’( ?B结果表明$当 6O,分别为

"((*()‘) 时$60W的平均去除率分别达到 &*‘’m(#"‘"m(#$‘$m’而 2V的平均去除率分别达到 #F‘"m(#*‘#m(#%‘$m’
,\c

F E,的平均去除率分别达到 #*‘&m(##‘’m(&(‘(m’2,平均去除率则分别达到 #(‘$m(&"‘"m(*&‘)mB6O,对氮的去除

影响较大$随着6O,的降低$2,的去除率随之降低$而60W和2V的去除率略有升高B智能化控制 5TT/中存在着同步硝化反

硝化和短程同步硝化反硝化$6O,越高$反硝化程度越高B智能化控制 5TT/在进水后未经厌氧释磷$直接以好氧E缺氧方式运

行$具有良好的除磷效果$和传统的厌氧释磷好氧吸磷理论和研究有所不同B
关键词!智能化控制’序批式生物膜反应器’6O,’脱氮除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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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水体富营养化$防止水体污染最根本的途

径是对污染源进行治理$控制污染物排放量$使污水

处理厂出水中的氮(磷达标排放B目前$世界各国的

污水排放标准日趋严格$许多新建和原有污水处理

厂都面临着氮(磷达标排放的压力B
序批式生物膜反应器"5TT/#是一种新型的复

合式生物膜反应器$也是目前国内外学者正在研究

的脱氮除磷新工艺B5TT/以时间为时序$生物反应

在单池内进行$不需要物理分区$基建费用低’反应

器内生物量多$耐冲击负荷’污泥产量低$不存在污

泥膨胀等问题)" a%*B
5TT/被国内外学者成功地用于处理多种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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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 制 革 废 水)"$’$$* (金 矿 含 氰 废 水)&* (垃 圾 渗 滤

液)#$"(* (养猪场废水)""* 等B5TT/也被用于城市污水

的脱氮除磷研究))$"’*B5TT/内的微生物附着在载体

上形成生物膜$污泥龄和食物链长’生物膜具有一定

的厚度$好氧条件下$存在着缺氧微环境$能够发生同

步硝化反硝化$脱氮效率高B在过去的生物除磷研究

中$ 应 用 最 多 的 是 生 物 强 化 除 磷 系 统

"+TV/#))$%$""$")$"F*B该 系 统 在 厌 氧 条 件 下$聚 磷 菌

"V30M#摄取污水中的挥发性脂肪酸$同化成胞内

碳能源存贮物"V\3#’而在好氧条件下$聚磷菌利

用胞内 V\3作为碳源及能源进行正常的好氧代谢

产生能量$用于磷的吸收和聚磷的合成$能量以聚

磷酸高能键的形式捕积存贮$从而实现了磷的大

量吸收$磷从液相中去除B厌氧环境充分地释磷是

好氧环境过量吸磷的前提条件B据此理论$国内外

学者在生物除磷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

得了丰 硕 的 成 果B然 而$最 新 的 部 分 研 究 成 果 表

明)"*$"%* $厌氧释磷并非除磷的必要条件$该发现与

上述经典理论明显不同B
过去$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W0(N\(0/V等参数的实时在线控制)"$ a"#* $但设定

的控制值复杂$不能快速适应进水水质的变化B实际

上$污水生物处理是供氧和耗氧的过程$因此$W0
作为 重 要 的 影 响 参 数$ 将 会 影 响 工 艺 的 处 理 性

能)"$*B同时$水温是影响微生物生理活动的重要因

素$污水的生化反应速度与温度的关系非常密切B但
是迄今为止$在自动控制系统中$鲜见以 W0和温度

为控制参数的相关研究B本研究开发的智能化控制

系统根据不同温度和不同污水浓度时$微生物所对

应的呼吸速率来调节曝气时间和反硝化所需要的曝

气停止时间$从而能够提高系统的氧气利用率$达到

节能的目的B
本研究采用一种混纺棉线软性填料的 5TT/$

以人工配水模拟城市污水$应用智能化控制系统

"A89@;;AU@89L789D7;;@? M<M9@G$.65# 按时间顺序形成

交替运行的好氧E缺氧环境$以 W0(温度为控制参

数$对 5TT/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实时控制$研究智能

化控制 5TT/的脱氮除磷机制和性能B

<Q材料与方法

<R<!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如图 " 所示$反应器为有机玻璃制成$
壁厚 "’ GG$长 n宽 n高 kF(( GGn’*( GGn
)(( GG$总容积 )( 4$有效容积 ’( 4"去除填料容

积#$有效水深 ’’( GGB集水器为高 ’%( GG$直径

F( GG的圆柱筒$表面设有直径为 (‘* GG的集水

孔$中心孔矩!横向为 ’*‘" GG$纵向为 F* GGB圆柱

筒开孔高度为 "&( GG$顶端设出水管$由水泵动力

排水’而底部设出水管$则可通过重力排水B集水器

外悬挂一层混纺棉线$供微生物挂膜B供氧采用黏结

砂芯曝气沙盘$通过气泵供气$以转子流量计控制供

气量大小$使用W0仪在线监测和控制溶解氧"W0#
浓度$同时传输反应器内水温的变化情况$设置循环

泵$通过循环水流起水浴控温和搅拌作用B运行中$
控制水温为 ’*o l"oB智能化控制系统由 V6机(
V46(和控制软件组成$控制反应器的好氧(缺氧反

应时间B

"B反应器 ’B圆柱体筒 )B混纺棉线填料 FB底部出水管 *B放空管

%B循环管 $B循环水泵 &B水浴槽 #B上部出水管 "(B出水泵

""B曝气砂盘 "’B曝气管 ")B转子流量计 "FB空压机 "*BW0探头

"%BW0控制器 "$B电脑

图 <Q实验装置示意

=AUB"!5L:@GC9AL?ACUDCG7R@JN@DAG@89C;M@9>N

<R:!混纺棉线填料

生物膜载体填料"混纺棉线#的表面凸凹不平$
呈 波 纹 状B空 隙 率 为 #&m$ 比 表 面 积 约 为

’ &(( G’ OG)$填充率 "(m$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和

粗糙的表面$对反应器中微生物有较强的持留作用$
利于微生物生长B混纺棉线悬挂于集水器外$运行时

悬浮于水中$利于其上生长的微生物和水中的基质

接触$传质效果好B由集水器(混纺棉线组成的膜组

件$集吸附和过滤于一体’出水时$水流经过生物膜

%集水器上微小孔洞%圆柱筒内排水管流出$在此

过程中$生物膜组件起到了过滤的作用$不仅截留了

污水中的悬浮物$减少了沉淀时间和沉淀体积$还缩

小了反应器容积$省去了常规污水处理流程中的沉

淀工艺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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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实验用水和水质参数检测分析方法

实验用水采用人工配水$配水成分为!碳源(氮

源(磷源分别由葡萄糖(氯化铵(磷酸二氢钾提供$并

通过加入少量牛奶以补充微生物所需的微量元素$
配水后实测水质指标如表 " 所示B

水质参数检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规定的方法)’(* $其中 60W采用重铬酸钾氧化法$
,\c

F E,采用纳氏试剂光度法$2,采用紫外分光光

度法$,0b
’ E,采用 RE" " E萘基#E乙二胺光度法$

,0b
) E,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2V采用钼锑抗分光

光度法$ W0和温度采用在线 W0仪测定$1455(
14-55 采用重量法B

表 <Q配水水质指标

2CQ;@"!d>C;A9<7RM<89:@9ALPCM9@PC9@D

60WOGU14b"
2,OGU14b" ,\F cE,OGU14b"

6O,k"( 6O,k* 6O,k)‘) 6O,k"( 6O,k* 6O,k)‘)
2VOGU14b" N\

)(&‘F* a)%’‘&& )(‘%" a)&‘)$ *#‘’% a%$‘’) &&‘%% a#%‘() ’&‘F% a)F‘#( *&‘)& a%%‘#$ &%‘(% a#*‘%* F‘F) a%‘)$ %‘& a$‘’

<RU!实验方法

接种污泥取自北京市清河污水处理厂二沉池回

流污泥$取回的污泥沉降性能良好$1455 为 & F’(
GUO4$14-55 为 * ’&( GUO4$14-55O1455 为 (‘%)B

接种污泥静沉 " ? 后$取 * 4加入 ’ 个反应器中$
以合成污水浓度约为 60W)( GUO4(2,)( GUO4(2V
* GUO4$反应器按序批方式运行$由计时器控制驯化

培养污泥B运行周期为!瞬时进水%厌氧") :#%曝气

"# :#%沉淀""( GA8#%排水""( GA8#$每周期换水 "
次B由于混纺棉线载体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所以挂

膜启动快$" 周后$棉线上覆盖了一层 " a’ GG的生

物膜$每天取进(出水样测定的 60W(,\c
F E,去除率

分别达到 &(m(%(mB综合填料挂膜后生物膜外观(显

微镜观察和处理效能$认为填料挂膜成熟B取一单位

生物膜载体洗脱称量$换算出整个系统生物量为

* $’( GUO4$而活性污泥法的 1455 一般为 ) ((( a
F ((( GUO4$表明 5TT/生物量丰富B

反应器挂膜成熟后$实施智能化控制B智能化控

制系统的控制机制是在不同温度条件下$根据反应

器内溶解氧升降斜率来确定当前温度条件下的硝化

反硝化反应的时间$对硝化菌和反硝化菌完成脱氮

过程的硝化和反硝化及除磷菌吸释磷的时间进行控

制$进而控制系统的 W0值$达到脱氮除磷的目的B
智能化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法!连续自动监测反应器

内W0浓度%计算微生物的呼吸速度%计算下一反

应周期微生物呼吸所需要的氧量%计算下一反应周

期的曝气时间和停止曝气时间B
智能化控制 5TT/启动后$系统进入计算阶段$

该阶段包括曝气阶段和缺氧阶段B曝气阶段曝气装

置曝气 )( GA8 后$若 W0,低限 W0值$停止曝气

"若W0’低限W0值时$曝气装置继续运行 "( GA8
后$再次与低限 W0值进行比较$直到符合 W0,低

限W0值#$启动回流装置$缺氧回流 )( GA8 后"若

W0,低限W0值时$曝气装置继续运行 "( GA8 后$
再次与低限 W0值进行比较$直到符合 W0’低限

W0值#$在此计算过程内$软件根据反应器内 W0升

降斜率来确定此温度条件下硝化反硝化和除磷菌吸

释磷反应进行的时间$即反应阶段的好氧缺氧时间$
计算所得的硝化反硝化时间各减去计算阶段的曝气

和缺氧回流时间$即为反应阶段内的曝气时间 "" 和

缺氧时间"’B反应阶段以 ’ : 为 " 个反应周期$即曝

气时间"" 和缺氧时间"’ 之和为 "’( GA8B而且$不同

的周期$""("’ 的值不同$""("’ 值随反应器中的水温

和W0浓度而变化B
本研究中$设置低限 W0为 (‘* GUO4$所以$即

使在 停 止 曝 气 阶 段$ 反 应 器 中 W0最 小 值 为

(‘* GUO4$处于缺氧状态$因此$反应器在运行过程

中无厌氧状态存在B
实验 阶 段$ 控 制 水 温 为 ’*o l"o$ 曝 气 量

"*( 4O:$始终使反应器内的污泥龄基本保持在 ’% ?
左右B反 应 器 进 水 60W浓 度 为 )(((2V浓 度 为

* GUO4$以 2,浓度为 )((%((#( GUO4分别运行了

"*(’((’( ?$考察了智能化控制 5TT/去除有机物(
脱氮除磷的效能和机制B

:Q结果和讨论

:R<!智能化控制 5TT/对不同 6O,城市污水的除

污效能

:R<R<!对60W(2V的去除效果

如图 ’ 所示$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以混纺棉线为

填料的智能化控制 5TT/对 60W的去除效果良好B
当6O,为 "((*()‘) 时$60W平均出水浓度分别为

*(‘(((’&‘&$( $‘#( GUO4$ 平 均 去 除 率 分 别 达 到

&*‘’m(#"‘"m(#$‘$m$出水中 60W浓度均达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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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排放标准 ZT"&#"&E’((’ 的一级 3标准B
说明反应器内基质与附着在混纺棉线上的生物膜接

触良好$利于微生物对基质的去除B随着 6O,的降

低$60W出水浓度越来越低$表明6O,较低时$有机

物是微生物生长的限制因素’随着氮负荷的升高$反

硝化需要的 碳 源 增 多$因 此 当 6O,较 低 时$出 水

60W浓度较低B59C;;等)’"* 的实验结果表明$6O2Vi
%F 才可能取得较好的除磷效果’而罗固源等)’’* 则

发现 6O2ViF$ 时$即有良好的除磷效果$因此$该

阶段实验中 6O2V保持在 %( 左右$整个实验过程

中$进水2V浓度为 * GUO4$反应器对磷的去除效果

良好B当6O,为 "((*()‘) 时$其平均去除率分别达

到 #F‘"m(#*‘#m(#%‘$m$随 6O,的降低$2V去除

率略有升高的趋势$但不显著B由图 ’ 可知$在高(
中(低 ) 个 6O,状态下$仅有个别点出水浓度 i
(‘* GUO4" j" GUO4 #$ 其 它 时 间 都 保 持 在 j
(‘* GUO4$符合ZT"&#"&E’((’ 一级3标准B尤其是

6O,为 )‘) 时$出水2V浓度更为稳定$2V平均浓度

为 (‘"& GUO4$最高浓度为 (‘F’ GUO4$说明不同的

6O,对磷的去除没有影响B̂AG等))* 研究了 5T/和

5TT/在不同氨氮负荷率下的脱氮除磷性能$结果

表明 5TT/高氨氮负荷率对磷的去除没有影响$而

5T/在高氨氮负荷率时对磷的去除率变差$本研究

取得的上述结果与 ÂG等的看法一致B

图 :Q对不同 -[@城市污水 -&2的去除效果

=AUB’!+RR@L9M7R6C8? VD@G7SC;78 G>8ALANC;PCM9@PC9@D7R

?ARR@D@896O,DC9A7M

:R<R:!对,的去除效果

如图 ) 所示$智能化控制 5TT/在整个实验过

程中$对,\c
F E,(2,均具有良好的去除效果B实验

进行 ’ ? 后$ 智 能 化 控 制 5TT/出 水 ,\c
F E,由

#‘F% GUO4降为 F‘(& GUO4$而后逐渐趋近于 ($其平

均去除率达 #*‘&m’当6O,为 * 时$运行 " ? 以后$
,\c

F E,去除率稳定在 ##‘’m$出水浓度趋近于 (’
但当6O,为 )‘)$进水2,约为 #( GUO4时$反应器

对氨 氮 的 去 除 率 仅 为 &(‘(m$ 出 水 平 均 浓 度 为

"&‘)F GUO4B上述结果表明$进水6O,是影响 5TT/
脱氮的重要影响因素B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系统稳定

后$6O,为 "((*()‘) 时$2,平均去除率分别达到

#(‘$m(&"‘"m(*&‘)m$说明系统中发生了反硝化$
而且$6O,越高$缺氧反硝化率越高$这种对应关系

与罗固源)’’* 等的发现一致B

图 SQ对不同-[@城市污水G@&@=e
U .@的去除效果

=AUB)!+RR@L9M7R2,C8? ,\cF E,D@G7SC;78 G>8ALANC;

PCM9@PC9@D7R?ARR@D@896O,DC9A7M

:R:!总反应周期内 6(,(V的变化规律

:R:R<!总反应周期内的曝气(停止曝气时间

实验中$设置控制软件的低限 W0k(‘* GUO4B
一个总反应周期包括一个计算阶段和数个反应周

期B以 6O,为 * 时的一个总反应周期为例$说明智

能化控制 5TT/的运行方式和 6(,(V的变化规律B
反应器进水结束时$启动智能化控制系统$系统进入

计算阶段$曝气 )( GA8 后$系统内 W0i(‘* GUO4$
停止曝气$缺氧回流 )( GA8 后$W0j(‘* GUO4$在此

计算过程内$控制软件根据计算原理$计算出反应阶

段的好氧缺氧时间$即第一个反应周期的曝气时间

"" k#( GA8$缺氧时间"’ k)( GA8$一个反应周期内""
c"’ k"’( GA8B根据每一反应周期内 W0的升降斜

率$再计算出下一反应周期的 "" 和 "’ 值B如图 F 所

示$是该例中总反应周期内的曝气(停止曝气的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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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UQ总反应周期内的曝停时间和回流时间

=AUBF!3@DC9A78$L@MMC9A78 7RC@DC9A78 C8? QCLIR;7P9AG@A8 D@CL9A78 N@DA7?

间$本阶段实验在冬季进行$因此采用循环泵全周期

回流以通过恒温水浴槽控制水温为 ’*o l"oB
!!总反应周期内保持温度为 ’*o l"o$W0浓度

变化表现出很好的规律性"如图 *#BW0浓度在好氧

段逐渐增加$缺氧段逐渐降低至 (‘* GUO4$呈周期

性的变化$当污染物浓度趋于最小值时$好氧段 W0
值达到 $‘( GUO4B

图 VQ总反应周期内 5F浓度&温度的变化

=AUB*!-CDAC9A78 7RW0C8? 9@GN@DC9CD@

:R:R:!60W浓度的变化规律

如图 % 所示$总反应周期内$60W由进水时的

)(#‘* GUO4$好氧 )( GA8 后降为 )"‘$F GUO4$浓度

减少量为进水的 &#‘$FmB60W的减少量$部分是由

于计算段好氧 )( GA8 的降解$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初

期吸附作用$其中以前 )( GA8 内的吸附作用最为显

著B吸附的碳源储存在生物膜内部$可作为吸磷和反

硝化脱氮的碳源B接下来$在厌氧 )( GA8 后$60W降

为 ’)‘&" GUO4B在第一个反应周期内$好氧 #( GA8
后$60W为 )"‘$F GUO4$略有升高$更说明最初 )(
GA8 的减少量主要是初期吸附量B该反应周期厌氧

段之 后 60W几 乎 降 为 最 低$ 即 60W的 降 解 需

要"&( GA8B
:R:RS!2V浓度的变化规律

总反应周期内$2V的变化规律不同于强化生物

CB好氧段$C8B缺氧段

图 !Q总反应周期内的 -&@&2的变化规律

=AUB%!-CDAC9A78 7R6$,C8? VA8 D@CL9A78 N@DA7?

除磷"+TV/#的 2V的变化规律B反应的开始首先进

入计算段!好氧曝气")( GA8#$缺氧")( GA8#B即反

应的开始没有厌氧释磷段B如图 % 所示$计算段好氧

的 )( GA8 内$2V的去除效果非常显著$由进水的

*‘"% GUO4降 为 )‘’% GUO4$2V的 去 除 率 达 到

)%‘&m$该阶段 2V的去除可能是聚磷菌"V30M#好

氧吸磷所致B之后 )( GA8 厌氧段$不但没有释磷现

象$反而有显著的吸磷现象$可能是反硝化聚磷菌在

缺氧段反硝化吸磷的结果B在计算阶段结束之后的

第一 个 反 应 周 期$ 好 氧 段 吸 磷 仍 非 常 显 著$ 由

’‘’* GUO4降为 (‘"& GUO4$该反应周期的厌氧段降

为 (‘"% GUO4B而后$在第 ’ 个反应周期的好氧段$
2V浓度降为 (B由反应开始到 2V浓度降为 ($所需

的反应时间为 ’F( GA8B在整个总反应周期内$尽管

任何一个厌氧段都没有厌氧释磷现象的发生$智能

化控制 5TT/却能有显著的吸磷效果B该实验 2V浓

度的变化规律不同于传统的生物除磷理论$2V的去

除率却有 "((mB而且$如前所述$6O,约为 "((*(
)‘) 时$2V的平均去除率分别达到 #F‘"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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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V的去除率高且非常稳定B由此可以说明$
微生物过量吸磷时$反应周期开始时的厌氧段并不

是必须的)"*$"%*B这一发现与传统的厌氧释磷好氧吸

磷理论明显不同B
:R:RU!,浓度的变化规律

如图 % 所示$总反应周期内$不同形态氮的变化

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B
,\c

F E,浓度在好氧段内降低较快$其原因可能

是,\c
F E,的降解需要消耗氧$由氧作为电子受体B

而 在 缺 氧 段 内$ 浓 度 的 降 低 有 快 有 慢

""*( a"&( GA8$)$) aF’( GA8 较快$)( a%( GA8$
’*( a)(( GA8 较慢#$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

采用智能化控制系统有关B在该系统中$低限 W0
值设定为 (‘* GUO4$缺氧段前为好氧段$若好氧段

时间较长$好氧段结束时反应器内的余氧量较多$有

大量的氧可作为电子受体$,\c
F E,降解较快$反之

较慢B,\c
F E,浓度在 F’( GA8 降为最低"(‘’$ GUO

4#$延长反应时间$浓度略有升高B
2,浓度在计算段内下降得较为缓慢$在反应周

期内 2,浓度逐渐降低$与 ,\c
F E,浓度的变化趋势

一致B
在传统的 5TT/反应器中$,0b

) E,浓度在好氧

段升高$在厌氧段应浓度降低B而在本次实验采用的

自动控制 5TT/反应器中$好氧段 ,0b
) E,浓度降

低(厌氧段浓度升高等不同于传统 5TT/反应器的

现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应该与智

能化控制系统独特的运行方式有关B低限 W0值设

定为 (‘* GUO4$即使在缺氧段$反应器中的W0也不

低于 (‘* GUO4$所以缺氧段内会出现浓度升高B而

在好氧段内$因为混纺棉线载体生物膜生长良好$生

物膜内部存在着缺氧微环境B在反应初期生物膜吸附

储存碳源$反硝化细菌在缺氧条件下利用生物膜储存

的碳源作为能量来源$将 ,0b) 和 ,0b’ 转化为 ,’ 逸

出$,0b) E,浓 度 降 低 "如 式 "#B但 当 反 应 进 行 到

)$) GA8后$即在,\c
F E,浓度几乎降低到最小时$反应

器中W0浓度较高$,0b) E,浓度升高得较快B

*6"有机碳# c’\’0cF,0
b
) %&&&&

反硝化菌

’,’ cF0\
bc*60’ ""#

!!,0b
’ E,浓度在反应 "&( GA8 之前$逐渐升高$由

进水的 (‘(* GUO4$升高到 *‘F( GUO4$之后又逐渐

降低到反应结束时的 (‘(" GUO4B,0b
’ E,浓度的峰

值"*‘F( GUO4#较高$说明反应器中存在着 ,0b
’ E,

的积累$发生了短程硝化反硝化B这是由于智能化控

制 5TT/中$既有适合硝化菌和亚硝化菌生长的好

氧微生态环境$也有适合反硝化菌和厌氧氨氧化细

菌生长的厌氧微生态环境B缺氧阶段$依靠氧气作为

电子受体的硝化菌和亚硝化菌活性受到抑制$反硝

化细菌和厌氧氨氧化细菌成为主要的活性菌群$从

而实现 ,\c
F %,0

b
’ %,’"如式 ’ 和 )#B

’,\c
F c)0’ % ’,0

b
’ c\’0cF\

c "’#
,0b’ cF\

cc)@b% (‘*,’ c’\’0 ")#
!!,\c

F E,浓度(2,浓度为最小值对应的反应时

间为 F’( GA8$若 反 应 时 间 iF’( GA8$ 所 对 应 的

,\c
F E,略有升高$而 2,基本不变B所以$反应周期

内的脱氮时间确定为 F’( GA8B
:R:RV!总反应周期内反应时间的确定

基于上述分析$当进水 6O,为 * 时$进水 60W
为 )(( GUO4$2,为 #( GUO4$2V为 *‘"% GUO4时$
60W降解到最小值需要 "&( GA8$2V浓度降为 ( 所

需要的时间为 ’F( GA8$脱氮需要的时间为 F’( GA8$
取其 最 大 值$ 所 以$ 总 反 应 周 期 内 反 应 时 间 为

F’( GA8B在 F’( GA8 的总反应周期内$曝气时间为

’%) GA8$停止曝气时间为 "*$ GA8B曝气时间较短$
能够有效减少动力消耗$达到节能目的B

SQ结论

""#智能化控制 5TT/独特的运行方式能够在

单一的反应器中按照时间顺序形成交替运行的好

氧E缺氧环境$高效地去除有机物(氮(磷’当 6O,为

"((*()‘) 时$对 有 机 物 的 平 均 去 除 率 分 别 达 到

&*‘’m(#"‘"m(#$‘$m’对,\c
F E,的平均去除率分

别达到 #*‘&m(##‘’m(&(‘(m’2,平均去除率分

别达到 #(‘$m(&"‘"m(*&‘)m’对磷的平均去除率

分别达到 #F‘"m(#*‘#m(#%‘$mB6O,比对氮的去

除影响较大$随着 6O,降低$2,的去除率降低$有

机物和磷的去除率反而略有升高B
"’#智能化控制 5TT/中存在着同步硝化反硝

化和短程硝化反硝化B
")#智能化控制 5TT/在进水后未经厌氧释

磷$直接以好氧E缺氧方式运行$具有高效的除磷效

果$和传统的厌氧释磷好氧吸磷理论和研究不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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