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兴废水处理方法 工业废水净化设备 DJK52SA

产品名称 宜兴废水处理方法 工业废水净化设备 DJK52SA

公司名称 常州蓝阳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20900.00/套

规格参数 品牌:蓝阳环保
产地:江苏常州
加工定制:是

公司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王下村民营工业园58号

联系电话 13585459000 13585459000

产品详情

制革工业是中国轻工行业行业内的主导产业，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前提下，相对应地也造成了一
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现阶段，皮革行业每一年所产生的废水排放量大约为８０００万ｔ，占在我国工
业生产污水排放量的１．６％，不难看出，制革工业对周围环境所带来的污染物质相当严重。但是在我
国９０％以上制革厂公司是中小型企业，大多数坐落于二三线城市，监督力度与处理技术的发展上显然
不足，这进一步加剧了对环境的影响。因而，对制革废水开展污染控制和资源利用有益于环保和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观。

制革废水污染物来源有重金属铬、可溶性蛋白质、白屑、悬浮固体、单宁、木质纤维素、碳酸盐、原料
油、表活剂、染剂及其环氧树脂等。在其中，重金属铬毒副作用，可以在自然环境或动物与植物身体内
长期性存款，对身体健康造成长久危害，因此得到生态环境保护者高度关注。近些年，很多对于制革工
业中含铬废水的处理方法科学研究被报导，主要包括回收利用法、吸附法、化学沉淀法、离子交换、电
解法等。文中具体描述了几种处理办法的研究动态，论述了各方式优缺点和发展方向。

１、制革工业含铬废水的源头与特性

制革厂化工废水关键产生在湿实际操作环节，即提前准备阶段和制作阶段。污水中铬由来通常是制作阶
段，很多铬盐鞣剂被用来生皮主鞣、复鞣以及后续加工中对其他化工原料固定。铬鞣技术性具备使用方
便，性能稳定、的优势，是合理的制作技术性，因此超出９０％的制革厂公司都应用此方法开展皮革生
产。可是在制作环节，生皮对铬鞣剂的吸收能力不足（大约为６０％），制作完成后污水中铬的含量较
高达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ｍｇ／Ｌ，其成分远远超过污水中铬的排放浓度限制值（＜１．５ｍｇ／Ｌ）
。除此之外，这种污水还具备水流量大、水体成份繁杂的特性，包括了染剂等有机化合物，又带有氟化
物和盐酸盐类物质，这大大提高了解决难度系数。

２、含铬废水的处理工艺

现阶段，对于含铬废水的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回收利用法、化学沉淀法，这两种方式具备使用方便、解决
成本费用低的特征，是当前运用数多的铬鞣废液处理方法。除此之外，也有吸附法、离子交换、生物法



、电解法等方式。

２．１ 回收利用法

回收利用法包含立即回收利用和间接性回收利用。立即回收利用是把收集到的铬废水通过过虑解决，添
加一定的化工原料后，可以直接回用以制作阶段。立即循环制对Ｃｒ（Ⅲ）利用率做到９０％之上，与
此同时节省一定的还原性糖、强氧化剂等原料。可是此方法对废水有一定的要求，仅制作圆筒筛排出废
水能用以立即循环系统，且循环液的制作效果也逐渐降低。而间接性回收利用要在立即循环系统的前提
下，增强了加酸、提温解决阶段。对比立即循环制，大限度地减少了浸酸废水，节省很多中性盐和铬。

程凤侠等探讨了循环系统使用中铬配位化合物构成的改变，研究表明，持续添加的氧化钠和带有的硫氰
酸钾，造成循环液中性盐的累计，减少了铬配位化合物的正电性，从而减少了循环系统利用效率。终，
创作者在转换过程中减少氧化钠添加量，及其解决前把硫氰酸钾与循环液开展分离出来。

回收利用法使用方便，不但可以大限度地减少铬消耗量，还可以降低成本，是一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
处理方式。即便如此，受限于本身较低的循环效率，无法有效保证质量，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这一技术
性的大量全面推广。

２．２ 化学沉淀法

化学沉淀法，将要硫酸盐、氢氧化镍、钡盐等混凝剂投入到了重金属废水之中，使它与污水中金属离子
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形成沉积，做到清除污水中分散金属离子目地的一类技术性。化学沉淀法具备应用效
果高、用时短等特点，可是也存在投剂量大、使用成本高、化学污泥量多等缺点急需解决。

窦秀冬等比较了ＮａＯＨ、ＭｇＯ、ＣａＯ、ＮａＨＣＯ３、Ｎａ２ＣＯ３这五种偏碱混凝剂的除铬实
际效果，发觉几类混凝剂对铬的清除高效率都超过９９％，但所产生的铬泥特性区别显著。在其中，Ｍ
ｇＯ的铬泥纯净度大，地基沉降特性是。对复合型碱剂特性进行分析，发觉ＣａＯ／ＭｇＯ合理性和清
除效果。李乐卓等选用中和沉淀－铁氧体磁芯法解决具体含铬废水（Ｃｒ（Ⅲ）：８７ｍｇ／Ｌ），调
查加料摩尔质量比、ｐＨ值、环境温度对吸咐功效的危害，提升反应机理后，Ｃｒ（Ⅲ）污泥负荷做到
９８％之上。李晓颖等进行硫化亚铁清除Ｃｒ（ＶＩ）的探索。结果显示，在反应机理下，５０ｍＬ的
１０ｍｇ／ＬＣｒ（ＶＩ）在４ｍｉｎ内污泥负荷贴近１００％。

２．３ 离子交换

离子交换采用的是适宜的离子树脂与含铬废水反映，铬离子与环氧树脂里的功能基团产生很强的正离子
感染力，促进二者产生离子交换法，污水中铬被互换同时结合到交换树脂上，以此来实现对污水中铬的
分离出来。此方法的优势是清除工作效率高，回收利用液可再度用以制革厂加工工艺，降低成本，但是
其也存在环氧树脂使用寿命短，实际操作较为复杂，解决成本费高缺陷。

曾君丽等运用阴离子树脂清除Ｃｒ（ＶＩ），较大吸附容量为９４．３４ｍｇ／ｇ，多次重复使用三次
后，均衡吸附容量仅降低８．５４％，依然保持比较高吸咐活力。除此之外，该环氧树脂冲洗掉工作效
率高，特别适用对较低浓度的（＜１００ｍｇ／Ｌ）含铬废水的处理方法。李响通过氯乙酰化聚苯乙烯
颗粒与乙二胺反映制取弱酸性阴离子交换树脂，用以吸咐Ｃｒ（ＶＩ）的探索，研究表明，吸咐归属于
自发性放热反应全过程，较大吸附容量达到２６３ｍｇ／ｇ。

２．４ 吸附法

吸附法是运用原材料的多孔结构吸附分离水里污染物质的处理方式。常见的吸附剂包含：活性碳、活性
碳、煤灰、木渣等。吸附法具备使用方便与处理成本费用低的优势，可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吸收剂再
造艰难，只适用于较低浓度的污水的处理解决，非常容易造成二次污染等。



柯亭伶等选用一步法制取带磁金纳米颗粒负荷没食子酸的复合材质，用以吸咐制革废水里的Ｃｒ（Ⅲ）
，研究表明，复合材质对Ｃｒ（Ⅲ）较大吸附容量为１２．１９ｍｇ／ｇ，带磁吸收剂有非常好的分离
出来特点，促使吸咐后原材料非常容易从水溶液分离出来。Ｊｉｎ组织开展了活性碳吸附中Ｃｒ（Ⅲ）
的探索。结果显示，１００ｍｇ／Ｌ的Ｃｒ（Ⅲ）在３０ｍｉｎ内达到１００％清除。马宏瑞等参考以
废制废核心理念，采用仿真模拟铬鞣污水中氢氧化锆陶瓷沉积作吸收剂解决较低浓度的铬鞣污水，调查
实际操作主要参数对清除功效的危害。研究表明，较大吸附容量为６８．３９ｍｇ／ｇ，不一样ｐＨ值
环境下应对机制各有不同，当ｐＨ值＞４．５时，沉淀和吸咐一同充分发挥；当ｐＨ值＜４．５时，仅
充分发挥吸附性。除此之外，盐离子的出现遏制了铬的吸咐。

２．５ 生物法

微生物法有针对经过一系列细胞生物学功效使金属离子被微生物细胞吸咐的归纳，这种功能包含离子交
换法、鳌合、络合作用、吸咐等。生物法可以分为生物絮凝法及生物吸附法。生物絮凝法有运用微生物
菌种或微生物所产生的类化合物，开展絮凝沉淀的一种去污方式。严忠纯等从秸杆中以生物发酵提取微
生物混凝剂清除仿真模拟铬鞣污水，获得了更好地清除实际效果，在４０ｍｉｎ内完成达到环保标准（
＜１．５ｍｇ／Ｌ）。生物吸附法是运用一些生物自身的化学结构式及成份特点来吸咐溶解于水里的重
金属离子。牟俊华等采用从二次沉淀池中分离所获得的耐铬病菌，开展吸咐Ｃｒ（Ⅲ）的探索。结果显
示，在环境下，反映３ｄ后污泥负荷可以达到２９．１％。总的来说，生物法具备处理量大、效率高、
无二次污染等特点。但此方法解决重金属废水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功能菌繁育速度与化学反应速率慢
、解决水无法回用等。

２．６ 电解法

电解法指的是在直流电源场的影响下，污水中原价铬离子向负极转移，并且在负极得电子转变成廉价态
铬或铬化合物，粘附到电级表层或沉积到反应器底端，以此来实现对铬的回收利用。此方法应用范围广
、使用方便、不用二次加上化学药品、清理环境保护。但解决高耗能、繁杂成份污水时，电级很容易发
生钝化处理，提升附加能源消耗，解决成本费随着上升。此外，电催化溶解原理较为复杂，在制革废水
中的运用仍停留在实验时期，有关研究尚需进一步论述。

Ｚａｒｏｕａｌ等采用铁作可溶阳极氧化，运用电解法二沉池基本原理解决皮革制品污水中铬离子，该
方法能中合污水ｐＨ值，在反应机理下，污泥负荷贴近１００％。Ｓｉｒａｊｕｄｄｉｎ等采用Ｐｂ作
阳极氧化、Ｃｕ作负极的化学设备，在酸碱性环境下２ｈ内对Ｃｒ（Ⅲ）的利用率做到９９％。

３、结果

从降低成本考虑到，回收利用法应被大力推广；从便捷运作考虑到，吸附法、电解法和生物法应被优先
选择；从铬的高效率回收利用考虑，优先选择化学沉淀法和正离子离子交换法。除此之外，对于污染浓
度的差异，回收利用法、化学沉淀法、离子交换适用解决浓度较高的（＞４５０ｍｇ／Ｌ）含铬废水。
而吸附法、生物法、电解法适用较低浓度的（＜４５０ｍｇ／Ｌ）含铬废水的处理方法。

总的来说，制革工业中含铬废水的处理工艺科学研究日新月异，各工艺特点鲜明，成效显著，展示出极
大未来发展趋势。但各方法与技术中间仍存在一些难题急需解决。含铬废水治理需从两个方面携头并举
：一方面，提升铬鞣剂使用率，开发设计清理鞣中药制剂，降低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在符合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前提下，减轻企业治理成本费，探寻更为经济发展、高效率的处理工艺。现阶段环境下，仅
有因时制宜地使用适合的处理方式，才能达到对铬鞣污水的处理经济发展有效地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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