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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快速表征猪场废水厌氧消化液的后处理过程中有机物的特性变化&利用离子色谱(荧光光谱和紫外光谱方法对水

解酸化D好氧反应器内溶解性有机物$X01%时空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B水解酸化反应器进水 ’ :和循环 " : 后&有机酸产生的

总量分别达到 ’&*‘% FVP4和 *()‘) FVP4&随后降低&并稳定在 ’(( FVP4左右&而在好氧过程中被快速降解&未检测出小分子有

机酸’水解阶段污水的同步荧光和三维荧光主要以类蛋白物质荧光峰为主&类蛋白物质的荧光峰强度随着水解时间增加而增

强&而好氧过程中有机物中出现结构复杂的类富里酸荧光峰&且逐渐增强B水解阶段同步荧光 ’$$ 8F处的峰强与有机酸浓度

总量呈现显著相关关系B随着水解时间延长&5Y-3’)E(I’)* PI’(*分别由 "‘) 和 (‘’& 增至 "‘E 和 (‘*&有机物芳香性和不饱和性

增加&同时芳环物质的稳定性变差&而好氧反应器中 5Y-3’)E(I’)* PI’(*快速变小&易降解有机物被快速消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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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废水厌氧消化液具有有机污染物和氨氮

$,]b
E D,%含量高(碱度不足(可生化性差(6P,低等

特点&严重制约后续处理工艺的去除效率和稳定

性
,"&’-B目前&厌氧消化液处理方法主要有 5U/和生

物接触氧化等工艺
,*&E- &但处理效果均不理想&尤其

是反硝化过程中碳源不足&总氮去除率不高
,) a$-B其

中&消化液的后续处理过程中有机物特性变化对整

个工艺的稳定性和有机物与氮的去除效率起着决定

性作用B厌氧消化液中有机污染物种类繁多&组成复

杂&其中溶解性有机物$X01%是消化液中有机物的

最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比较难以去除的部分&同时也

是反硝化的重要碳源&但有关消化液处理过程中有

机物特性变化方面主要采用理化参数 U0X)(6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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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变化来表征&其组分和结构的变化研究方面鲜

见报道B
近年来&荧光和紫外光谱具有测试时间短(灵敏

度高(不破坏样品(预处理简单等优点&逐渐被应用

于天然水和污水中 X01的结构和组分表征
,& a""- &

但在污水处理工艺不同阶段有机物光谱学特征的研

究方法研究较少
,"’- &尤其是消化液后处理过程中有

机物光谱学特征的研究鲜见报道B本研究以猪场废

水厌氧消化液的水解D生物接触氧化处理过程中水

溶性有机物为对象&采用离子色谱(荧光光谱和紫外

光谱等方法考察了厌氧消化液在后续处理过程中不

同操作方式条件下有机酸和 X01特性的空间和时

间变化&分析X01的转化过程及影响因素&探讨荧

光光谱法快速测定 X01组分的可行性&以期为厌

氧消化液处理工艺运行方式的优化和有机物特性的

快速表征奠定基础B

QR材料与方法

QSQ!实验材料与样品采集

实验装置采用 ’ 个有效容积为 *( 4的有机玻

璃反应器串联&分别为水解酸化和生物接触氧化反

应器&通过循环水自动控温B实验装置及工艺流程如

图 " 所示B实验用水取自北京市顺义区北郎中种猪

养殖场 污 水 处 理 二 次 发 酵 罐 的 消 化 液&60X和

,]b
E D,浓度较高&分别为" *#(‘E a’ )$&‘& FVP4和

E%"‘"’ a*#)‘*’ FVP4&且U0X)P2,很低&与报道中

同类水的性质相吻合
,’&*&"*-B处理工艺运行采用 W46

自动控制&蠕动泵自动进水&反应 "( :&沉淀 ’ : 后&
两反应器的污水进行一次循环&循环水量为出水量

的 "P*&每 " : 在处理工艺的各节点取样一次B
QSE!样品分析

QSESQ!样品预处理

采集的样品 * )(( LPFA8 下离心 "( FA8 后&过

(‘E) $F滤膜&所得滤液 Ep下保存&立即测定样品

各理化指标&分析方法参见文献,"E-B
QSESE!小分子有机酸分析

处理工艺中两反应器中不同时间的小分子有机

酸含量采用 X.0,+_D.65D’((( 离子色谱仪测定B测

试条件为#流动相为 (‘)( FF7;P4 0̂]&流速为 "
F4PFA8&洗脱时间 *) FA8&抑制电流 ’ F3&进样量

’) $4B保留时间定性&外标法峰面积定量B将检测出

各种有机酸物质含量转化为碳元素含量B
QSESG!荧光光谱分析

荧光光谱分析采用高灵敏度荧光光谱分析仪

图 QR实验装置示意

=AVB"!+JO@LAF@89L@GM97L

$]A9GM:A=D$(((&CGOG8%B激发光源为 ")( f氙弧

灯&激发$IJ%和发射$IF%缝隙宽度设为 ) 8F带通

$RG8?OGNN%&响应时间#(‘) NB用二次蒸馏水作为空

白&将待测溶液 206浓度调节至定值&设置扫描速

度’ E(( 8F)FA8c"&激发扫描波长范围 IJ为 ’(( a
E(( 8F&发射扫描波长范围 IF 为 ’&( a)(( 8FB同

步扫描激发光谱扫描波长从 ’%( a))( 8F&/’m*(
8F,")-B三维荧光$++1%光谱采用椭圆形的等高线

形式表示B
QSEST!紫外光谱扫描

紫外光谱分析采用 Y-DE&(’ 紫外光谱仪&扫描

波长范围为 ’(( a$(( 8F&扫描间距为 (‘) 8FB将待

测溶液有机物浓度$以 6计%调节至 ’) FVP4&分别

测定各溶液在 ’(* 8F和 ’)* 8F处的吸光度值$记

为 I’(* 和 I’)* %&并计算 I’)* PI’(* 值’然后测定 ’)E
8F下的吸光度I’)E&并计算 5Y-3’)E$5Y-3’)E mI’)E
l"((P(X06%B

ER结果与讨论

ESQ!小分子有机酸浓度变化

用离子色谱仪测定了 ) 种小分子有机酸&包括

甲酸(乙酸(丙酸(草酸和柠檬酸&其中草酸和柠檬酸

未检出B水解酸化池不同时间段的小分子有机酸浓

度变化如图 ’(图 * 所示B从中可以看出&在水解酸

化段进水后 ’ : 和两反应器污水内循环后 " :&有机

酸产生的总量达到最高B在水解的初始阶段&反应器

内活性污泥首先吸附污水中大分子有机物&然后快

速分解生成小分子有机酸&其含量高于其他阶段的

有机酸&这与3:F@? 等
,"%-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B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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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随着反应时间延长&小分子酸的总量趋于稳

定B刘义等
,"$-

研究也表明&当 60X在" &(( a’ $((
FVP4范围时&水解的适宜时间为 E :B

图 ER循环前厌氧有机酸变化

=AVB’!0LVG8AMGMA? M:G8V@NA8 G8G@L7RAMO@LA7? R@S7L@

图 GR循环后厌氧段有机酸变化

=AVB*!0LVG8AMGMA? M:G8V@NA8 G8G@L7RAMO@LA7? GS9@LMALM>;G9A78

有机酸总量浓度最高阶段的丙酸含量最高&随

着反应时间的增长&乙酸含量逐渐增多&当水解到 )
a% :&出现甲酸&循环 * : 后&已检测不出甲酸&说

明水解酸化过程中甲酸极易被降解B整个反应过程

中好氧反应器没有检测到小分子有机酸&说明水解

酸化产生的小分子有机酸进入好氧池后被快速降

解B而水解过程中产生的小分子酸可以作为反硝化

过程的碳源&增强脱氮效果
,"&&"#- &并且乙酸和丙酸

也可以增强生物释磷和吸磷效果
,’(&’"-B因此&可以

考虑在水解酸化池小分子有机酸含量最高的时候开

始将好氧池的消化液回流到水解酸化池&提高反硝

化效率&水解酸化反应器中水解细菌(产酸菌对饱和

和非饱和长链脂肪酸(环状有机物均有较好的分解

效果
,’’&’*- &同时可将不溶性有机物水解为溶解性有

机物&提高了污水的可生化性&增强了消化液中有机

物的去除效果
,’E-B同时&水解酸化池产生的小分子

酸可以作为反硝化过程的做碳源&有利于增强处理

工艺的脱氮效果B因此&水解酸化D生物接触氧化工

艺有利于有机物降解同时&也为工艺脱氮除磷提供

了合适的碳源B

ESE!荧光光谱分析

ESESQ!同步荧光光谱分析

同步荧光光谱被广泛地用于评价水溶性有机质

的结构和组分
,’)&’%-B所研究样品的同步荧光扫描光

谱图出现 E 个明显的荧光峰#W@GI 0 $’)( a’&(
8F%(W@GI & $**( a*E( 8F%(W@GI * $*)( a*$(
8F%和 W@GI 1 $E%( aE#( 8F%B其中& W@GI 0代表

类蛋白物质
,’$&’&- &W@GI &(W@GI *和W@GI 1是由腐

殖质产生的荧光峰
,’#-B3:FG? 等

,*(-
在对比研究酪

氨酸(腐殖酸(下水道污水的同步荧光光谱时&发现

在 ’&( 8F处均有一个强荧光峰&由可生物降解的芳

香性氨基酸引起’而在 *E(( *&(( E&( 8F处的荧光

峰则由溶解态腐殖质的存在所引起
,*"-B图 E 所示为

在厌氧水解阶段某一时间的同步荧光扫描光谱&溶

解性有机质中含有极强的类蛋白峰&相比之下&类腐

殖酸峰的强度则明显较低&表明在水解阶段&污水中

的溶解性有机物主要是以类蛋白物质为主B

图 TR水解阶段 5CM同步荧光光谱

=AVBE!=;>7L@NM@8M@N<8M:L787>NNO@M9LG7SX01A8 :<?L7;<NANN9GV@

如图 ) 所示&好氧段污水中类蛋白物质荧光峰

强度与水解阶段相比强度变弱&高波长的荧光峰强

度受类蛋白峰影响较小&出峰比较明显&但强度较水

解阶段低B好氧阶段出现了明显的类腐殖酸荧光峰&
说明污水在曝气充氧过程中生物降解简单有机物&
同时难降解有机质出现了累积B

如图 %$G%所示&水解反应器内污水的类蛋白物

质荧光强度总体逐渐升高&在进水 ’ : 时强度最高&
简单有机物质增多&这与小分子有机酸的分析结果

相符B将同步荧光 ’$$ 8F处的峰强度与水解阶段有

机酸浓度总量$以 6计%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

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循环前和循环后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 m(‘%&E ’$2m(‘((*%和 =’ m(‘)%# E$2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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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UR好氧阶段 5CM同步荧光光谱

=AVB)!5<8M:L787>NS;>7L@NM@8M@NO@M9LG7SX01A8 G@L7RAMN9GV@

(‘("’%&线性回归方程分别为1m(‘$*?b’ *&(‘)和

1m’‘%#$ E?b" %&*‘#$1为 ’$$ 8F峰强度&?为有

!!!!

机酸总量%B说明同步荧光扫描光谱中的类蛋白物

质大部分为水解产生的小分子有机酸&同时也表明

采用同步荧光光谱可以快速量化反应过程中有机酸

含量的变化&为污水处理工艺中有机酸的快速在线

测定提供了可能B好氧阶段类蛋白物质荧光峰强度

随着时间的延伸呈下降趋势&在好氧阶段微生物对

简单有机物有较高的降解速率B
ESESE!X01三维荧光光谱分析

采用三维荧光光谱技术研究 X01的组成和结

构是基于其组分中含有大量带有各种低能量’D’跃

迁的芳香结构或共轭生色团以及未饱和脂肪链&可

将不同激发波长和发射波长下的溶解性有机物的荧

光峰进行定性表征B一般而言&X01的组分除了含

有腐殖酸(富里酸以外&还含有一些亲水性有机酸(
羧酸(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

,*’&**-B

图 !R各个阶段 5CM同步荧光 EII (6处荧光峰强度变化

=AVB%!-GLAG9A78 7SN<8M:L787>NS;>7L@NM@8M@A89@8NA9<7SX01A8 ’$$ 8F

!!图 $ 为污水在水解酸化反应器内反应不同时间

X01的三维荧光图B从中看出&在污水水解初始阶

段仅出现的 ’ 个峰$W@GI 3和 W@GI U%&W@GI 3和

W@GI U分别出现在 IJPIFm’$( 8FP*E( 8F和 IJP
IF m’’) 8FP*)( 8F处BIJPIF 为 ’E( a’$( 8FP
*(( a*)( 8F 范 围 内 的 荧 光 峰 为 类 蛋 白 荧 光

$OL79@A8D;AI@%’另外&当 IJPIF 为 ’’( a’E( 8FP*((
a*)( 8F以及IJPIF为 ’’( a’E( 8FP’&( a*(( 8F

也是微生物降解而产生的类蛋白物质
,*E a*%-B因此&

W@GI 3和 W@GI U均为类蛋白荧光峰&但不同时间 ’
个峰的荧光强度不同&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荧光强

度和复杂化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直至反应结

束&类蛋白荧光强度达到最大B
图 & 为在水解D好氧反应器污水循环后水解酸

化池内污水 X01三维荧光光谱&当污水循环后&谱

图中出现了另一个峰$W@GI 6%&W@GI 6同为类蛋白

类荧光峰&但它代表的有机物比 W@GI U表征的物质

结构较为复杂BW@GI 6随着水解反应的增加不断

(#%"



% 期 曾凤等#猪场废水厌氧消化液后处理过程中 X01变化特征

!!!

图 IR污水循环前水解阶段不同反应时间 5CM三维荧光分析

=AVB$!=;>7L@NM@8M@NO@M9LG7SX01A8 :<?L7;<NANN9GV@R@S7L@MALM>;G9A78

图 VR污水循环后水解阶段中不同反应时间 5CM三维荧光分析

=AVB&!=;>7L@NM@8M@NO@M9LG7SX01A8 :<?L7;<NANN9GV@GS9@LMALM>;G9A78

图 WR污水循环前好氧段 5CM三维荧光特性

=AVB#!=;>7L@NM@8M@NO@M9LG7SX01A8 G@L7RAMN9GV@R@S7L@MALM>;G9A78

增强&而 W@GI 3和 W@GI U有不同程度的降低B这就

说明当污水循环后&水解池内的微生物除了分解高

分子有机物&同时也消耗了部分简单有机物&这与小

分子酸的分析结果相一致B图 #( "( 为污水循环前

和循环后好氧段 X01三维荧光光谱特性变化&从

中可以看出 * 个不同的荧光峰&分别为IJPIF’"( a
’*( 8FP*E( a*%( 8F $W@GI 3%&IJPIF ’$( a’&(P
*E( a*&( 8F$W@GI U%&IJPIF *"( a*E(PE’( aEE(

8F$W@GI 6%BW@GI 3和 U为类蛋白荧光峰
,#&’)&*$- &

W@GI 6为类富里酸荧光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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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FR污水循环后好氧段 5CM三维荧光特性

=AVB"(!=;>7L@NM@8M@NO@M9LG7SX01A8 G@L7RAMN9GV@GS9@LMALM>;G9A78

图 QQR水解酸化池中不同反应时间 5CM紫外吸收曲线

=AVB""!Y-DNO@M9LG7SX01A8 :<?L7;<NANN9GV@

!!生物接触氧化反应器进水的 X01荧光峰主要

是类蛋白荧光峰&轻微的红移到类富里酸荧光&而好

氧处理过程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反应器内 X01
荧光逐渐出现类富里酸荧光&类富里酸荧光强度逐

渐加强&而类蛋白峰荧光强度逐渐减弱&荧光光谱特

性表明好氧生物处理很容易去除类蛋白物质&而难

以去除类富里酸物质B对于好氧段出水的有机物都

是较难降解的大分子有机物&难以为反硝化过程使

用&因此在生物接触氧化反应器中实现同时硝化反

硝化难以解决反应后期反应器内反硝化碳源不足问

题&造成脱氮效果较差&而将两反应器中污水回流可

以有效解决反硝化过程中碳源不足的问题B
ESG!紫外光谱分析

ESGSQ!紫外吸收光谱变化

从图 ""( "’ 可以看出&不同时间段的污水紫外

吸收曲线相差不大&随着波长的增加&紫外吸收强度

曲线呈下降趋势&所有吸收光谱均在 ’&( 8F附近有

一吸收平台B水解过程中&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紫

外吸收强度有少许的增加&而好氧过程却相反B’&(
8F附近的吸收平台为腐殖质中的木质素磺酸及其

衍生物对光吸收所至
,E(- &也有研究者认为该处吸收

可表征为溶解性有机碳芳环性有机物
,E"-B本研究发

现随着反应时间增加&水解酸化反应器中腐殖质芳

香度和不饱和度有少量的增加&而生物接触氧化反

应器呈相反趋势&但两者变化均不明显B另外&紫外

吸收波长在低波长范围$’(( a’%( 8F%时&主要为

硝酸盐离子的吸收
,E’- &尤其在好氧阶段硝酸盐离子

吸收更为明显$图 "’%&说明生物接触氧化池存在较

多的硝酸盐没有完成反硝化转化&可以通过两反应

器间的污水循环有效解决消化液反硝化的问题B
ESGSE!5Y-3’)E(I’)* PI’(*变化

波长 ’)E 8F处的紫外吸收强度主要表示包括

芳香族化合物在内的具有不饱和碳碳键且难生物降

解的化合物&该波长处紫外吸收强度增大表明这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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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ER生物接触氧化池中不同反应时间 5CM紫外吸收曲线

=AVB"’!Y-DNO@M9LG7SX01A8 G@L7RAMN9GV@

图 QGR水解酸化池中不同反应时间 5CM

时 ";[EUT(?EUG Z?EFG变化

=AVB"*!5Y-3’)E&I’)* PI’(* 7SX01A8 :<?L7;<NANN9GV@

化合物增多
,E*-B另外&溶解性有机物的 I’)* PI’(* 比

值可以反映出芳环上取代基的取代程度和取代基种

类&若芳环上的取代基主要为脂肪链时&I’)* PI’(*比

值较小&当芳环上的取代基中羰基(羧基(羟基(酯类

含量较高时&I’)* PI’(*值比较高
,EE-B

水解 酸 化 反 应 器 内 不 同 反 应 时 间 污 水 的

5Y-3’)E和 I’)* PI’(* 比 值 都 呈 逐 渐 上 升 趋 势 $ 图

"*%&这表明反应时间越长&污水中的芳香族化合

物越多&并且芳环上的取代基类型增多&芳环取代

基增多&则化合物的稳定性变差&更有利于后续好

氧过程对有机物的降解B芳环取代基的增多&也表

明在水解酸化池内污泥对高分子有机物的分解导

致污水中游离的取代基增多并且附着在芳环化合

物上B好氧过程中 5Y-3’)E和 I’)* PI’(*比值呈相反

变化&随着曝气时间增长&易降解有机物被逐渐消

耗$图 "E%B

图 QTR生物接触氧化池中不同反应时间 5CM的

";[EUT(?EUG Z?EFG变化

=AVB"E!5Y-’)E&I’)* PI’(* 7SX01A8 G@L7RAMN9GV@

GR结论

$"%水解D生物接触氧化处理猪场废水厌氧消化

液过程中&在水解酸化段进水后 ’ : 和两反应器内

污水循环后 " :&有机酸产生的总量达到最高&反应

) : 后&随着反应时间延长&小分子酸的总量趋于稳

定B有机酸总量最高阶段的丙酸含量最高&随着反应

时间的增长&乙酸含量逐渐增多B整个反应过程中好

氧反应器没有检测到小分子有机酸&说明水解酸化

产生的小分子有机酸进入好氧池后被快速降解B
$’%荧光光谱结果显示&同步荧光 ’$$ 8F处的

峰强度与水解阶段有机酸浓度总量呈现显著相关关

系’水解阶段污水中有机物主要以类蛋白物质为主&
水解反应时间增加&类蛋白物质的荧光峰强度和复

杂化程度则越大&简单有机物逐渐增多’好氧过程微

生物对简单有机质有较快的降解速率&污水中类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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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酸物质增多B
$*% 5Y-3’)E(I’)* PI’(*变化表明污水中溶解性

有机物的芳香性和不饱和性随着水解时间增长而增

加&芳环上取代基种类和数量也增多&芳环物质的稳

定性变差有利于后续好氧过程对有机物的去除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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