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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污泥的风干过程及其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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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 ,D&反应器培养丝状菌颗粒污泥&反应器运行第 20# /.# /4 B 依次出现普通好氧活性污泥黄色颗粒#黑色丝状真菌

颗粒&及具有光滑表面的白色微丝菌颗粒J对出现的以上 . 种颗粒污泥进行风干实验&分析了不同类型颗 粒 表 面 结 合 自 由 水

和毛细水的分布特性(丝状菌形成的黑色和白色颗粒表面结合的自由水分别为 46e和 0.e&而传统的以细菌为优势菌群的黄

色颗粒中自由水为 95e&表明颗粒表面积#表面开口孔隙以及内部孔隙率 由 大 到 小 的 排 序 为(白 色#黑 色 和 黄 色 颗 粒J根 据 风

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速率可以推断&白色和黑色的颗粒表面基质交换速度较快&易形成松散的大颗粒&不利于颗粒的稳定J另

外&颗粒切片的图像分析结果也显示丝状菌颗粒孔隙率较黄色的细菌颗粒大J颗粒化的丝状菌具有较高的生 物 活 性&表 现 出

良好的 -’C降解和脱氮性能J黑色和白色丝状菌颗粒的 ,’S&分别是普通黄色细菌颗粒的 2M/6 和 2M/9 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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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氧颗粒污泥可认为是污水生物处理系统中微

生物聚集体聚集度!污泥空间上的物理聚集与微生

物种类的聚 集" 最 大 的 一 种 污 泥 形 态 )2* &具 有 广 阔

的应用前景 )/* &但难以长期维持稳定是其广泛运用

的瓶颈&其中以丝状菌大量繁殖导致颗粒解体最为

常见J近年来有大量的实验证据显示丝状菌也可以

以聚集度最大的颗粒形态成长J例如&往好氧颗粒污

泥 中 接 种 丝 状 真 菌& 在 低 有 机 负 荷 )-’C 1M3
L<!+-B"*下&丝状 真 菌 颗 粒 逐 渐 成 为 优 势 种 群 ).* ’
在高含盐!3e氯 化 钠"条 件 下&可 形 成 不 同 颜 色 和

不同种群占优 势 的 丝 状 菌 颗 粒 污 泥 ).* ’ 在 较 低 \8
!\8i.M1"#葡萄糖为基质的情况 下 形 成 丝 状 菌 颗

粒 )5*J由此可见&丝 状 菌 以 颗 粒 形 态 成 长 的 条 件 较

为广泛J但丝状菌的大量繁殖到底在何种条件下会

导致颗粒解体 )3* &在何种条件下自身会以颗粒形态

成长&目前尚不清楚J为此&本研究在实验室条件下&

以常规颗粒污泥培养过程中在不同时间出现的不同

形态的丝状菌颗粒为对象&从含水率#脱水速率#表

面结构以及 生 物 活 性 等 方 面 比 较 了 这 些 颗 粒 的 特

性&旨在探讨不同形态或种属丝状菌对颗粒稳定性

影响的内在机制J

@A材料与方法

@F@!实验装置及流程

实验反应器 内 径 3 RU&有 效 容 积 / +&接 种 污

泥为西安市第四污水厂 */ <’二 沉 池 回 流 污 泥&污

泥质量 浓 度 为6 .29 UL<+J反 应 器 按 ,D&操 作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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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运 行 周 期 5 H&其 中 进 水 3 UN;&曝 气 //9
UN;&沉淀 5 UN;&排水 3 UN;J采 用 玻 璃 砂 芯 从 反 应

器底部 曝 气&气 体 流 量 为 2M/ +<UN;J反 应 器 从 底

部进水&中 部 排 水&每 周 期 进 水#排 水 均 为 2 +J反

应器控制温度为!/3 r2"mJ实验配 水 以 乙 酸 钠 和

葡萄糖以 /w2的比例混合作为碳 源&氯 化 铵 作 为 氮

源&磷酸二氢钾作为磷源J使 进 水 -’C浓 度 为 911
UL<+&#8A

5 7#浓 度 为 91 UL<+& )?浓 度 为 51
UL<+&进水 \8约为 9M0M
@FG!测试与分析方法

!2"颗粒粒径#沉速及密度!根据颗粒的大小&
采用尼康 #61N全自动显微镜和数码相机拍照 记 录

粒径J颗粒污泥的沉速采用自由沉淀法J颗粒污泥的

密度采用蔗糖梯度溶液法进行测定 )9*J
!/"含水率 及 脱 水 速 率!含 水 率 计 算 公 式 为(

含水率 i2 g3BP̂<3c:F&式 中& 3c:F是 将 颗 粒 表 面 水

通过滤纸吸干后所得到的质量&也称为湿重’3BP̂是

将颗粒放在 213m烘箱中干燥过夜恒重后得到的质

量&也称为干重J脱水速率计算&将随机抽取的一定

数量的颗粒放在载玻片上&用吸水纸吸干表层水后&
同时放置于干燥器中&每间隔 1J3 H 用 8&72/1 电子

分析天平!2/1 L<1M2 UL"称重&计算颗粒脱水速率J
!."孔隙率!颗粒经多聚甲醛 在 5m固 定 过 夜

后采用 ’-)进行 包 埋&在 g/1m条 件 下 进 行 冷 冻&
然后 切 片 !(%-&’( 8( 311 ’"&切 片 厚 度 为 31
"UJ切片的样品在显微镜 下 进 行 观 察 拍 照&使 用 显

!!!

微镜图像计算软件!#%,7"=:U:;FQ*&.M1"计算颗粒

空洞面积与颗粒断面总面积比值J
!5"-’C##8A

5 7###’
g
. 7#等水质分析按国家标

准方法进行 )4*J

GA结果与讨论

GF@!好氧颗粒污泥形成过程及丝状菌颗粒化过程

反应器运行 20 B 后&出现大量黄色的普通颗粒

污泥&在运行 /. B 后&反应器内可观察到黑色颗粒&
在随后的 5 B&反应器内出现个别具有光滑表面的白

色颗粒J经显微镜形态和革兰氏#硫粒#奈氏等系列

染色实验鉴定&黑色的颗粒以真菌为主&而白色颗粒

以微丝状菌为主J
在反应 器 运 行 54 B 后&取 反 应 器 混 合 液 /11

U+&对其中所有黑色#白色颗粒进行分析&而黄色颗

粒由于粒径小&数量多&因此随机抽取 311 个颗粒进

行分析&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和代表性J其分析结果

如表 2 所示J可以看出&黑色颗粒粒径最大&白色次

之&黄色颗粒粒径最小’黑色和黄色颗粒均有较大的

密度&而白色颗粒的密度最小J以上结果表明&黑色

的真菌可形成密实度与普通颗粒污泥相近的颗粒&
而白色的微 丝 菌 则 难 以 达 到 与 普 通 颗 粒 相 同 的 密

度J尽管如此&由于白色颗粒有较大的粒径&表现出

较好的 沉 淀 速 度&因 此 在 目 前 以 沉 速 作 为 选 择 压

!Q:=:RFNX:\P:QQIP:"的条件下&白色微丝菌颗粒仍然

可以在系统中被大量保留J

表 @A不同颗粒的平均粒径"沉速及密度@%

)K@=:2!(:K; BNKU:F:P& Q:FF=N;LX:=GRNF̂K;B B:;QNF̂GOBNOO:P:;FLPK;I=:Q

颗粒种类 平均粒径<UU 沉速<U-H g2 密度<L-U+g2 孔隙率

黄色 1M96 r1M20! + i311" /5M34 r4J60! + i231" 2M110 1 1M52 r1M21! + i25"
黑色 5M./9 r2M60! + i/1" 3/M.4 r23J..! + i/1" 2M119 . 1M3/ r1M19! + i4"
白色 /M153 r2M2.! + i22" .1M/0 r0J30! + i22" 2M11/ 2 1M33 r1M25! + i2/"

2" + 为分析样品的数量

GFG!不同颗粒含水率及风干脱水速率比较

白色 颗 粒 与 黑 色 颗 粒 含 水 率 相 近&均 为 69e&
而黄色颗粒含水率为 03eJ本研究风干实验是在室

温条件下进行的&所去除的水分均为颗粒污泥内部

非化学作用 保 留 的 水 分&包 括 自 由 水 和 毛 细 水 )0*J
风干实验结果表明&. 种颗粒的脱水速率均符 合 含

湿多孔介质干燥特性&即有 . 个明显的阶段 )6&21* (’
恒速干燥阶段&干燥过程主要在颗粒表面上进行’(
当颗粒表面开始形成干斑时&进入第二阶段&在本阶

段颗粒表面全部被干燥&其干燥过程主要在颗粒内

部孔隙与表 面 之 间 进 行&干 燥 速 率 呈 下 降 趋 势’)
第三阶段的干燥过程主要在颗粒内进行蒸发J因此&
自由水的去除主要在第一#二阶段完成&毛细水的去

除主要在第三阶段完成J由此可计算出&不同颗粒非

化学作用保留水分的比例&如表 / 所示J按照含湿多

孔介质干燥模型&在风干实验完成第三阶段时&理论

上毛细水全部被去除即风干实验所测得含水率与在

213m条件下烘干 / H 后计算结果一致J但在本研究

中发现&白色和黑色丝状菌颗粒污泥基本上接近理

论值&但普通的黄色颗粒离理论值还有一定差距J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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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以看出&黑色和白色颗粒所含自由水

比例相近&但白色颗粒第0#%阶段完成时间更短&
表明白色颗粒表面积#表面开口孔隙以及内部孔隙

率较黑色颗粒大J黄色颗粒所含自由水比例较前述

/ 种丝状菌颗粒小&说明黄色颗粒结构最密实#内部

孔隙率最小J这一点与通过颗粒切片后图像分析的

孔隙率数据一致!图 2 与表 2"J
另一方面&从比干燥速 率 来 看)图 /! @"*&. 种

颗粒的比脱 水 速 率 在 整 个 干 燥 过 程 中 均 呈 下 降 趋

势J但 黑 色#白 色 以 及 黄 色 颗 粒 分 别 在 ./1 T5.1#
/21 T/91# //3 T/03 UN; 的时间区间出现了一个干

燥速率明显放缓的平台&对照表 / 可以看出&这些时

间区间均处 于 风 干 阶 段 的 第!阶 段 即 毛 细 脱 水 阶

段J平台的出现表明&在该阶段脱水速率并未因孔道

外层阻力逐渐 消 失 而 有 所 提 高J与 上 述 提 到 的 !含

湿 多孔介质"干燥模型略有区别&考虑可作 为 颗 粒

图 @A不同颗粒的切片照片

ENLJ2!(NRPGQRG\NRG@Q:PXKFNG; GOBNOO:P:;FLPK;I=:QKOF:PRP̂GQ:RFNG;

!

图 GA不同颗粒的干燥阶段特性

ENLJ/!*NP7BP̂N;LRHKPKRF:PNQFNRQGOBNOO:P:;FLPK;I=:Q

!

表 GA不同颗粒的干燥阶段及颗粒内自由水与毛细水比例@%

)K@=:/!*NP7BP̂N;L\HKQ:QK;B FH:RGU\GQNFNG; GOOP::K;B RK\N==KP̂cKF:PGOBNOO:P:;FLPK;I=:Q

颗粒类型
风干阶段!起止时间"<UN; 含水状况<e

0 % ! 自由水 毛细水 含水率

黑色颗粒 1 T211 211 T.51 .51 T561 46 29 63!69"
白色颗粒 1 T91 91 T251 251 T/01 0. 22 65!69"
黄色颗粒 1 T211 211 T//3 //3 T.51 95 25 40!03"

2" 括号中含水率为依据烘干实验获得数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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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干燥阶段的划分界限J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

能与颗 粒 内 部 "?, 有 关J正 如 许 多 研 究 提 出&颗 粒

内部 "?, 属 水 合 性 物 质&对 污 泥 脱 水 有 阻 碍 作 用&
尤其是颗粒外 部 疏 松 "?, 对 颗 粒 脱 水 的 影 响 作 用

最明显 )22*J一 旦 颗 粒 孔 隙 内 空 气 对 流 干 燥 与 "?,
含水性之间达到平衡&在脱水曲线上就会呈现速率

不变的平台J从 曲 线 上 看&. 种 颗 粒 比 脱 水 速 率 出

现平台的时间和平台延续的时间有差别J从出现平

台的时间分析&干燥开始&颗粒外部开口孔隙较多&
"?, 对其脱水速率的影响不明显&随 着 干 燥 向 颗 粒

内发展&依次出现第一#第二平台&即 "?, 有分层分

布的特 征 )2/*J从 平 台 延 续 的 时 间 看&持 续 时 间 越

长&说明 "?, 的阻碍作用越大&即 "?, 含量较多J鉴

于以上 分 析 可 以 推 断&黄 色 颗 粒 的 "?, 含 量 最 大&
这与笔者前期的研究结果一致 ).*J以细菌为优势菌

群的黄色颗粒 较 高 的 "?, 也 是 导 致 风 干 实 验 所 测

得含水率与在 213m条件下烘干 / H 后计算结果相

差最大!表 /"的主要原因J
风干速率一方面可以反映来自于孔道的分布及

其大小的阻力&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反映颗粒由表到

内的物质交换的阻力J而这些因素也往往决定了基

质的由外到内的传递过程J对于溶解性有机物而言&
颗粒自由水含量越高&其与外部的传质阻力越小&颗

粒中的微生物容易获得基质J若颗粒的毛细水被干

燥速率慢&可认为基质交换存在一定的阻力&对传质

不利J在本实验中&黑色和白色颗粒自由水含量分别

为 46e和 0.e&颗粒能够很好地完成与外部营养物

的置换&有利于颗粒的成长&因此颗粒的粒径较大J
但若基质的交换仅仅在颗粒表面进行&那么意味着

颗粒内外的微生物所处的环境存在严重的差异&容

易导致颗粒内部的空洞化和表面疏松化&这对颗粒

的稳定是不利的J在本实验中&白色颗粒的自由水含

水量较高&其主要在脱水的第一阶段完成&由此推断

颗粒的自由水主要束缚在表面&因此&其颗粒表现为

密度小孔隙率大!表 2"J而黑色颗粒的风干过程较

为平缓&表面颗粒内外部的环境差异不如白色颗粒

明显&这对颗粒的稳定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其颗粒密

度大#孔隙率小J
GFH!-’C##8A

5 7###’
g
. 7#的处理效果和 ,’S&比较

有研究指出丝状菌会导致系统中污泥密实度下

降&沉降性能减弱&从而使污泥逐渐从系统中排走&
引起 大 量 微 生 物 流 失&导 致 系 统 水 质 恶 化 )2.&25*J另

一方面&关于丝状菌有较好污水处理效果的报道也

很多&如 丝 状 真 菌 对 造 纸 废 水 的 脱 色 及 纤 维 素 降

解 )23* &各种真菌对消化液中不同结构的有机物表现

出了不同的降解特性等J然而&这些丝状菌在形成颗

粒后的特性如何尚不清楚J为此&本实验将 . 种不同

颗粒分别取出&比较它们对 -’C##8A
5 7###’

g
. 7#的

去除效果J分别取曝气结束前一定量的 . 种颗粒&静

沉后去上清液&利用污泥干重与湿重比近似计算颗

图 HA不同颗粒的污染物去除过程

ENLJ.!?G==IFK;FP:UGXK=RHKPKRF:PNQFNRQGOBNOO:P:;FLPK;I=:Q

粒质量&分 别 为(黑 色 1M163 L#白 色 1M210 L#黄 色

1M125 LJ将取出定量的颗粒分别使用 ?D, 缓冲液冲

洗 . 次&加入基质至 211 U+&使用纯氧曝气J每隔 21
UN; 从平行的烧杯中取 3 U+水样进行稀释后测定J
当测 定 反 硝 化 速 率 时& 在 基 质 中 加 入 硝 酸 钠& 使

#’g
. 7#为 91 UL<+&为保证其缺氧 环 境&当 放 置 1M3

H 后间隔取样&其去除率如图 . 所示J可 以 看 出&黑

色 和 白 色 颗 粒 在 91 UN; 内 对 -’C去 除 率 达 到

41e&且反硝化效 果 明 显J黄 色 的 细 菌 颗 粒 -’C去

除率较低主 要 是 由 于 实 验 过 程 中 其 污 泥 量 较 少 所

致J由于 -’C没有完全降解&自 养 菌 的 代 谢 活 动 受

到异养菌的抑制&从而#8A
5 7#的去除效果不能准确

描述J,’S&实验也表明&. 种颗粒生物活性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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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颗粒和白色颗粒 ,’S&分别是普通黄色颗粒的

2M/6 和 2M/9 倍&这 可 能 得 益 于 丝 状 菌 颗 粒 污 泥 表

面基质交换阻力较小J

HA结论

!2"通过风 干 实 验&分 析 了 不 同 类 型 颗 粒 表 面

结合自由水和毛细水的分布特性(丝状菌形成的黑

色和白色颗粒 的 表 面 结 合 的 自 由 水 分 别 为 46e和

0.e&而 传 统 的 细 菌 为 主 的 黄 色 颗 粒 中 自 由 水 为

95e&表明颗粒表面积#表面开口孔隙以及内部孔隙

率由大到小的排序为(白色#黑色和黄色颗粒J根据

风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速率可以推断&白色和黑色

的颗粒表面基质交换速度较快&易形成松散的大颗

粒&不利于颗粒的稳定J另外&颗粒切片的图像分析

结果也显示丝状菌孔隙率较黄色的细菌颗粒大J
!/"颗粒化 的 丝 状 菌 具 有 较 高 的 生 物 活 性&表

现出良好的 -’C降解和脱氮性能J黑色和白色丝状

菌颗粒 的 ,’S&分 别 是 普 通 黄 色 细 菌 颗 粒 的 2M/6
和 2M/9 倍&这可能与丝状菌颗粒污泥表面基质交换

阻力较小有关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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