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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GB/T 19277.1—2011/ISO
14855-1;2005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第1部分:通用方法

警告:废水,活性污泥、土壤和堆肥中可能含有潜在致病菌,因此,处理时应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处理毒性
试验化合物或性质未知的化合物时须特别小心。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种测定方法,用于将材料作为有机化合物在受控的堆肥化条件下,通过测定其排放的二氧化
碳量来确定其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及其崩解程度。本方法模拟混入城市固体废料中有机部分的典型需
氧堆肥处理条件。试验材料曝置在堆肥产生的接种物中,在温度、氧浓度和湿度都受到严格检测和控制的
环境条件下进行堆肥。本方法测定试验材料中碳转化成释放出的二氧化碳的转化百分率。

8.6和8.7规定了利用矿物固床代替腐熟堆肥作为富含嗜热菌的接种物(从堆肥通过特殊处理途径得到),来测
定试验材料中碳转化成释放出的二氧化碳转化百分率的一种方法。

本标准所述的条件并不总是相当于出现最大生物分解时的最佳条件。

原理

本测定方法在模拟的强烈需氧堆肥条件下,测定试验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和崩解程度。使用的接种
物来自于稳定的、腐熟的堆肥,如可能,从城市固体废弃物中有机物的堆肥中获取。

试验材料与接种物混合,导人静态堆肥容器。在该容器中,混合物在规定的温度、氧浓度和湿度下进行强烈
的需氧堆肥。试验周期不超过6个月。



在试验材料的需氧生物分解过程中,二氧化碳、水、矿化无机盐及新的生物质都是最终生物分解的产物。
在试验中连续监测﹑定期测量试验容器和空白容器产生的二氧化碳,累计产生的二氧化碳量。试验材料在
试验中实际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与该材料可以产生的二氧化碳的理论量之比为生物分解百分率。

根据实际测量的总有机碳(TOC)含量可以计算出二氧化碳的理论释放量。生物分解百分率不包括已转化
为新的细胞生物质的碳量,因为它在试验周期内不代谢为二氧化碳。

此外,在试验结束时可以确定试验材料的崩解程度,也可以测定试验材料的质量损失。

以下情况应使用蛭石代替腐熟的堆肥:

a)试验材料导致的引发效应影响生物分解率的测定时;和/或b)需要测定并还原残留试验材料生物质的碳平
衡时。

蛭石,作为无机物,可以明显减小引发效应,从而提高试验的可靠性。更大的优点是由于其低生物活性使空
白试验容器中释放极少的二氧化碳(几乎为零),这就可以用来测定低生物分解性的一些材料。

使用活化蛭石得到的矿化率(也称为生物分解水平和生物分解率)和使用熟化堆肥得到的结果是一致或十
分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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