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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城镇卫生院医疗废水处理设备加工 普瑞达YTH

一、污水来源 

 

医院污水，尤其是传染病医院、结核病医院污水中，不同程度地含有多种病菌、病毒、寄生虫卵和一些
有毒有害物质。这些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卵在环境中具有一定的抵抗力，有的在污水中存活时间较长，
当人们食用或接触被病菌、病毒、寄生虫卵和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水或蔬菜时，就会使人致病或引起传
染病的暴发流行。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细菌学检验证明，国内历次大规模传染病的暴发流行，都与饮用
或接触被污染的水有关。例如1987年上海市发生甲型肝炎大面积暴发流行，系由于带有甲型肝炎病毒的
粪船污染了毛蚶所致。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发生霍乱，暴发面积之广，死亡人数之多，为有史以来所罕
见，并且发病多半在不发达的沿海地区，据报导，均因饮用水受到病人排泄物污染所致。

 

病菌、病毒或寄生虫卵能够介水传播的主要原因是污水中病原体的含量大，另一个是病原体对环境理化
因素抵抗力强，在环境中的存活率比较高。如大肠杆菌在河水中能存活21-183天，痢疾杆菌能在河水中
存活12-92天，霍乱弧菌在河水中能存活0.5-92天。病毒在对环境因素的抵抗力则更强，在污水中肝炎病
毒能存活70天，脊髓灰质炎能存活3-4个月，钩端螺旋体能存活30天。非典冠状病毒则仅能在污水中存活
3-4天。非典冠状病毒对环境的耐受力虽然不比肝炎病毒、痢疾杆菌更强，但由于其发病急、传播快、死
亡率高，更加以找不出病源和传播途径、对应手段和治疗方法，因此，曾在精神上给人们很大的困扰。

二、基础的医院污水处理工艺 



1、一级处理

医院污水一级处理的典型工艺是一级沉淀加消毒。此流程适用于污水排人市政下水道的医院，特别是一
些综合医院。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大多数城市医院污水处理后是排人城市下水道，故通常只进行一
级处理。但随着医院污水排放标准的提高，有些大城市医院也积极采用二级处理以确保处理后出水的水
质。

2、二级处理

二级处理通常为生物处理，常采用的处理方法有:生物转盘法、生物接触氧化法、射流曝气法、氧化沟法
、塔式生物滤池法等。这些技术均属生物氧化法，通常是利用鼓风曝气、机械曝气等，使污水中真菌等
微生物大量繁殖，以吸附和氧化污水中的有机物等有害物质。二级处理工艺适用于医院污水排人地面水
域的情况，可对污水的生物性污染、理化性污染及有毒有害物质进行全面处理。生物氧化法处理污水虽
然出水水质较好，但会产生大量的活性污泥，需进行污泥处理，这加大了处理流程、增加了处理费用;同
时，曝气会对空气造成二次污染:另外，生物处理污水停留时间较长，工艺设施占地面积较大也是其弱点
。因此，多数医院逐步对原有的工艺进行改造或新建较先进的污水处理工程，以提高出水水质，使之达
标排放。

 

三、污水的特点

污水的特点是：①污水的可生化降解性好，生化降解速度快，适于生物处理；②污水中含有大量的细菌
、病毒、寄生虫卵和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在回用之前必须经过消毒处理；③污水水质和水量波动较大，
必须加强调节以稳定污水水质水量，避免冲击负荷对生物处理设施的影响；④污水中含有大量的固体悬
浮物质如粪便等，这些固体物质大多具有可沉淀、可分解的性质，因此必须加强污水的预处理工艺以去
除这些悬浮物质，减轻后续处理工序的负荷。总之，该生活污水中不仅含有有机污染物，而且含有大量
的病原微生物，因此在医疗污水处理工艺中既要考虑消毒灭菌的卫生指标，也应兼顾COD、BOD等环保
指标。

工艺选择

本着投资少、效益高，优先采用适合我国国情的原则，根据目前国内生活污水处理后回用技术的现状，
在综合考察各种废水治理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本项目的实际，由于本项目污水产生量少，为减少土建施
工费用，本项目拟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对项目废水进行处理，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采用"水解酸化+
接触氧化+沉淀+消毒"工艺进行污水处理，所处理的污水再采用"二氧化氯消毒"进行消毒处理后排放。污
水首先采用人工格栅去除其中较大的杂质和漂浮物，再经调节池调节后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在一
体化设备中，污水依次排入水解酸化池和接触氧化池，经生化处理后的污水再经沉淀池沉淀后流入消毒
池，在消毒池内经过二氧化氯消毒处理后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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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备排放标准

 

1、 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标准 （GB18466-2005）



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3、《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J14-87)

4、《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CJ18-86）

5、《城镇污水处理站附属建筑和附属设备设计标准》

6、《给水排水工程结构设计规范》

7、《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GBJ141—90）

8、《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6）

9、《给排水工程概预算与经济评价手册》

 

适用范围

老年护理医院 传染病医院  整形医院  美容医院  宠物医院  乡镇医院
社区医院 社区门诊  街道医院 
三甲医院  二甲医院  一甲医院 大型医院 医院  诊所  门诊
牙科门诊 口腔门诊  牙科诊所
化验室  手术室  小型医院  中小型医院  小型诊所整形外科 
美容医疗  美容外科  整形外科  中医院  医疗诊所  医疗卫生单位   医疗服务心
卫生服务中心  牙防所美容整形外科  公费医院  慈善医院   协和医院 
妇幼医院  烧伤病医院  推拿医院  附属医院  医院污水排放 消毒设备 眼科防治所 治疗所 
 眼科医院  眼病防治中心  急救中心  医学检验所  血液血管病医院  医疗废物处理中心 
冠心病医院  肾脏病医院  骨伤医院  仁爱医院   老年医院  老年护理院  老年防护中
心 养老中心  老年公寓  中心医院   地段医院  妇婴医院  妇女儿童医院  肿瘤中心
  肿瘤防治所  泌尿外科 牙病防治所  村镇卫生院 工人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  华东医院   
邮电医院  铁路医院  职工医院  交通医院  机关医院  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康复中心 糖
尿病医院  皮肤病医院  疾病医院  结核病医院  肝胆医院  肺科医院  肿瘤医院医院 
 心血管病医院 内分泌代谢医院  精神科医院  疮疡医院  胸科医院  哮喘病医院  脑血管
医院  骨伤病专科 女子医院  男子医院 中医门诊部 

 

生物接触氧化法

生物接触氧化法是从生物膜法派生出来的一种废水生物处理法在该工艺中污水与生物膜相接触，在生物
膜上微生物的作用下，可使污水得到净化，因此又称“淹没式生物滤池”。

该方法采用与曝气池相同的曝气方法提供微生物所需的氧量，并起搅拌与混合的作用，同时在曝气池内
投加填料，以供微生物附着生长，因此，又称为接触曝气法，是一种介于活性污泥法与生物滤池两者之
间的生物处理法，是具有活性污泥法特点的生物膜法，它兼具两者的优点。

生物接触氧化法简介

生物接触氧化法是以附着在载体（俗称填料）上的生物膜为主，净化有机废水的一种水处理工艺。是具



有活性污泥法特点的生物膜法，兼有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的优点。在可生化条件下，不论应用于工业
废水还是养殖污水、生活污水的处理，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该工艺因具有节能、占地面积小、耐
冲击负荷、运行管理方便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的污水处理系统。

生物处理是经过物化处理后的环节，也是整个污水处理循环流程中的重要环节，在这里氨氮、亚硝酸、
硝酸盐、硫化氢等有害物质都将得到去除，对以后流程中水质的进一步处理将起到关键作用。

生物接触氧化法历史沿革

19世纪末，德国开始把生物接触氧化法用于废水处理，但限于当时的工业水平，没有适当的填料，未能
广泛应用。到20世纪70年代合成塑料工业迅速发展，轻质蜂窝状填料问世，日本、美国等开始研究和应
用生物接触氧化法。中国在7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用此法处理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并已在生产中应用。

生物接触氧化法反应机理

生物接触氧化法是一种介于活性污泥法与生物滤池之间的生物膜法工艺，其特点是在池内设置填料，池
底曝气对污水进行充氧，并使池体内污水处于流动状态，以保证污水与污水中的填料充分接触，避免生
物接触氧化池中存在污水与填料接触不均的缺陷。其净化废水的基本原理与一般生物膜法相同，以生物
膜吸附废水中的有机物，在有氧的条件下，有机物由微生物氧化分解，废水得到净化。

该法中微生物所需氧由鼓风曝气供给，生物膜生长至一定厚度后，填料壁的微生物会因缺氧而进行厌氧
代谢，产生的气体及曝气形成的冲刷作用会造成生物膜的脱落，并促进新生物膜的生长，此时，脱落的
生物膜将随出水流出池外。

生物接触氧化池内的生物膜由菌胶团、丝状菌、真菌、原生动物和后生动物组成。在活性污泥法中，丝
状菌常常是影响正常生物净化用的因素；而在生物接触氧化池中，丝状菌在填料空隙间呈立体结构，大
大增加了生物相与废水的接触表面，同时因为丝状菌对多数有机物具有较强的氧化能力，对水质负荷变
化有较大的适应性，所以是提高净化能力的有力因素。

生物接触氧化法特点

生物接触氧化法是生物膜法的一种，兼具活性污泥和生物膜两者的优点。相比于传统的活性污泥法及生
物滤池法，它具有比表面积大、污泥浓度高、污泥龄长、氧利用率高、节省动力消耗、污泥产量少、运
行费用低、设备易操作、易维修等工艺优点，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研究与应用。

其净化效率高，处理所需时间短，对进水有机负荷的变动适应性较强，不必进行污泥回流，同时没有污
泥膨胀问题，运行管理方便。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池内填料间的生物膜有时会出现堵塞现象，尚待改进。
研究的方向是针对不同的进水负荷控制曝气强度，以消除堵塞；其次是研究合理的氧化池池型和形状、
尺寸和材质合适的填料。

工艺特点：

① 用分段法提高净化能力。生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有机物被吸附在污泥上或存在细胞内进行
生物合成，这个吸附合成速度很快。第二阶段的生化过程以氧化为主，速度较慢。

②   用加接触层的办法来提高沉淀池效率。对沉淀池的生物膜采取沉淀的办法，而对细小的悬浮物采
取滤层截留的办法，沉淀池取上升流速6.5～7.5m/h；澄清区停留15min。

③接触氧化工艺只需0.5～1.0h就可以达到活性污泥工艺8h的效果。主要靠生物膜，把氧化池分为两段，
沉淀池加接触层，接触氧化池分离下来的污泥含有大量气泡，宜采用气浮法分离。



生物接触氧化法影响因素

填料

填料是微生物的载体, 填料的选择决定了反应器内可供生物膜生长的比表面积的大小和生物膜量的大小,
在一定的水力负荷和曝气强度下, 又决定了反应器内传质条件和氧的利用率,
从而对工艺运行效果影响很大。性能良好的填料应具有以下特点: 填料上生物膜分布均匀,
不产生明显积泥、不产生凝团现象;空隙率较大, 不会被生物膜堵塞, 不易被水中油污粘住而影响处理效果;
要求抗压强度高, 有较高的耐盐、 耐腐蚀性; 要有尽可能高的比表面积和良好的亲水性能,
使尽可能多的生物膜附着在填料上; 要求充氧动力效果好, 可降低运行费用,
节省能源;水流阻力小、对化学和生物稳定性强, 不溶出有害物质产生二次污染,
在填料间能形成均一的流速, 且便于运输和安装。

水温

水温以两种形式对生物接触氧化工艺产生影响: 一是影响生物酶的催化反应速率,
二是影响污染物质向微生物细胞扩散的速率。生物接触氧化中水温的适宜范围在 10~ 35 ℃ , 水温过低,
生物膜的活性受到抑制, 同时导致反应物质扩散速率的下降, 处理效果受到影响。水温过高,
将导致出水SS和BOD的增加; 温度升高还会使溶解氧降低, 氧的传质速率下降,
造成溶解氧不足、污泥缺氧腐化而影响处理效果。 因此,
对温度高的工业废水如印染废水应进行降温处理。

pH 值

生物接触氧化法作为一个微生物处理过程, pH 值是其重要的环境因素, 对大多数微生物来说, 适宜的 pH
值在 7 左右, 对 pH 值过高或过低的废水, 应考虑调整 pH 的预处理, 控制生物接触氧化池进水的 pH 值
在6.5~9.5。 Villaverde. S 等研究了不同 pH 值对生物接触氧化中硝化过程的影响, 研究表明, 在 pH
值为5.0~9.0范围内, pH 值每增加一个单位, 硝化效率将增加 13% , 硝化生物膜量在 pH 值为 8.2 时获得值.

溶解氧

生物接触氧化池中曝气的作用, 一是供给生物氧化所需的氧, 二是提供反应器内良好的水流紊动程度,
以利于污染物、微生物和氧的充分接触, 保证传质效果, 同时还可通过对水体的扰动达到强制脱膜,
防止填料积泥, 保持生物活性。生物接触氧化池中溶解氧一般应维持在 2.5~ 3.5 mg/L 之 间,
气水比约为(15~ 20)：1。溶解氧不足使得生物膜附着力下降而脱落, 导致水黏度增加, 氧转移效率下降,
进而造成缺氧, 形成恶性循环使处理效果恶化; 过高的气水比会造成对生物膜的强烈冲刷,
导致生物膜大量脱落, 影响处理效果。

水质条件

悬浮物是生物接触氧化法处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无机悬浮物和泥砂得不到很好的截留和沉淀,
会直接影响充氧和微生物生长。一方面, 悬浮物沉降或粘附于填料生物膜上,
妨碍微生物与水中污染物、溶解氧的传质过程, 降低生物膜的活性; 另一方面, 悬浮物在填料上的积累,
使填料的比表面积减少, 导致生物处理效果下降。通常, 在污水进入接触氧化池之前,
应对污水中无机悬浮物和泥砂进行预处理。

水力停留时间(HRT)

水力停留时间是生物接触氧化法至关重要的参数, 按合适的水力停留时间运行,
不仅可以达到理想的处理效果, 而且可以节省基建投资。对于城市生活污水, 停留时间一般选 0.8~ 1.2 h;
对于工业废水, 差别较大, 如印染废水、 含酚废水等 COD 常在 500 mg/L 左右, 一般采用停留时间在 3.0~



4.0 h; 对于微污染水源水, 同济大学研究得出停留时间取 1.2~ 2.0 h 。

生物接触氧化法处理装置

曝气装置

分流式的曝气装置在池的一侧，填料装在另一侧，依靠泵或空气的提升作用，使水流在填料层内循环，
给填料上的生物膜供氧。此法的优点是废水在隔间充氧，氧的供应充分，对生物膜生长有利。缺点是氧
的利用率较低，动力消耗较大；因为水力冲刷作用较小，老化的生物膜不易脱落，新陈代谢周期较长，
生物膜活性较小；同时还会因生物膜不易脱落而引起填料堵塞。

直接式是在氧化池填料底部直接鼓风曝气。生物膜直接受到上升气流的强烈扰动，更新较快，保持较高
的活性；同时在进水负荷稳定的情况下，生物膜能维持一定的厚度，不易发生堵塞现象。一般生物膜厚
度控制在1毫米左右为宜。

选用适当的填料以增加生物膜与废水的接触表面积是提高生物膜净化废水能力的重要措施。一般采用蜂
窝状填料。蜂窝状填料孔径须根据废水水质（BOD5即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等的浓度）、BOD负荷
、充氧条件等因素进行选择。在一般情况下，BOD5浓度为100～300毫克/升，孔径可选用32毫米；BOD5
为50～100毫克/升,可选用15～20毫米；如在50毫克/升以下，可选用10～15毫米孔径的填料。

填料要质量轻，强度好，抗氧化腐蚀性强，不带来新的毒害。采用较多的有玻璃布、塑料等蜂窝状填料
，此外，也可采用绳索、合成纤维、沸石、焦炭等作填料。填料型式有蜂窝状、网状、斜波纹板等。

生物接触氧化法的BOD负荷与废水的基质浓度有关，对低BOD浓度（50～300毫克/升）废水每日每立方
米的填料采用2～5千克(BOD5)，废水停留时间为0.5～1.5小时，氧化池内耗氧量约1～3毫克/升。由于氧
化池内生物量较大，处理负荷高，可控制溶解氧量较高，一般要求氧化池出水中剩余溶解氧为2～3毫克/
升。

生物接触氧化法设计参数

 (1)生物接触氧化池的个数或分格数应不少于2个，并按同时工作设计。

(2)填料的体积按填料容积负荷和平均日污水量计算。填料的容积负荷一般应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
料时，对于生活污水或以生活污水为主的城市污水，容积负荷一般采用1000～1500g BODs/(m�d)。

(3)污水在氧化池内的有效接触时间一般为1.5～3.0h。

(4)填料层总高度一般为3m。当采用蜂窝型填料时，一般应分层装填，每层高为1m，蜂窝孔径应不小于2
5mm。

(5)进水BOD5浓度应控制在150～300mg/L的范围内。

(6)接触氧化池中的溶解氧含量一般应维持在2.5～3.5mg/L之间，气水比为15～20:1。

(7)为保证布水布气均匀，每格氧化池面积一般应不大于25m。

目前生物接触氧化法的适合填料为立体弹性填料,立体弹性填料与硬性类蜂窝填料相比，孔隙可变性大，
不堵塞；与软性类填料相比，材质寿命长，不粘连结团；与半软性填料相比，表面积大、挂膜迅速、造
价低廉。

具体数据:比表面积300m/m，填料长度1~2.5m，直径150mm，接触氧化池水深度可以做到3-8米，立体弹



性填料设计容积负荷可达2kg/(m�d)（一般污水）,气水比一般取15:1，运行时溶解氧含量大于2mg/l。

采用好氧接触氧化处理时进水BOD小于500mg/l。

（气水比来源：立方大气含氧量20%，大气密度1kg/m，每立方曝气含氧约0.1kg,气水比1.5kg氧气：水，B
OD为150g氧气/m,利用效率为10%，可满足需求
，过气流量不宜过大，否则将对填料上的成膜造成冲击）。

 淮南市城镇卫生院医疗废水处理设备加工   普瑞达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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