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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淤泥是污水生物处理过程的伴生物，具备含水量高、易腐烂、有恶臭味、带有重金属超标还有大量寄生
虫卵及微生物等特点，伴随着废水处理设施的兴起和污水处理率的提升，污水处理站所产生的污泥量也
会大大增加，污泥处置也变得越来越获得重视。在众多污水处理工艺中，中小规模的污水处理站可以考
虑选用ATAD自快热式污泥好氧消化技术性。ATAD自快热式污泥好氧消化加工工艺在中国尚处于实验室
开发阶段，欧洲国家自1996年距今50好几个取得成功运作的案例。为认证该工艺对我国淤泥泥质特征的
适应能力，特对我国南方地区某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置火热进行中实验证。

1、ATAD自快热式污泥好氧消化技术性

1.1 ATAD自快热式好氧消化原理和特点ATAD有自快热式持续高温好氧消化技术性，它是一个自发热反
应，反映环境温度基本稳定在50～70℃，而无需任何的另加热原。好氧爆气选用射流曝气技术性;射流技
术不但确保加氧的高效化，从而确保萃取淤泥系统软件处在混合均匀状态，经由萃取的固含量为5%～7%
的淤泥被溶解为二氧化碳、水、氨并释放大量的发热量。

ATAD特性：经好氧消化后淤泥得到资源化、防老化、无害化处理效果，在重金属超标不超标准前提下
也可以进一步资源化再生。

ATAD重要：ORP操纵理念与泡沫塑料控制系统。通过调节ORP和剧烈的拌和使系统软件有机废气发生
氧化反应以减轻异味。

ATAD生物降解50%～60%的有机废气，因为淤泥里的有机化合物获得了合理溶解，便于之后处理和处理
。这一加工工艺造成高质量的淤泥，减少淤泥容量约40%～50%(包含挥发物有机物立即专变和后面获得
比较高固含量的脱水污泥综合专变实际效果)，进而节省运输后面污泥处理费用。

ATAD优点：总泥量少40%～50%;持续高温高pH自然环境基本上消灭淤泥中所有病原菌，使物质无害化



处理、防老化，为进一步资源化再生发挥特长;处理之后淤泥达国外A级生化污泥规范,非常容易作处理和
处理[1];可回收利用发热量用以脱干污泥干化处理;投氧浓度与需氧密切配合;PLC相对高度自控系统;ORP
控制方法;经济实用,操作量小，历经短;脱水泥饼固含量约30%～35%;污泥处理后几乎无异味;不会产生沼
液，清除发生爆炸安全隐患，并未对污水处理站提升附加负载。

1.2 SNDR同歩硝化反硝化原理和特点

不论是污泥好氧消化或是厌氧消化，都会把氮转化为氨。氨会让消化污泥的pH值上升，造成污泥处理所
使用的有机化学调理剂和混凝剂数量的增加。但在污泥消化后，应用SNDR同歩硝化反硝化模块，清除消
化酶里的绝大多数氟化物，可以使淤泥大约10%的减药且更经济实惠地脱干。根据ATAD和SNDR2个阶段
协同处理污泥处理，由亲水性情况转变成亲水性情况，从而提升脱水泥饼固含量，减少逆流上层清液中
环境污染物、氟化物等的含量，减少或避免对污水处理站造成二次污染。

SNDR里的硝化反硝化根据检测pH、温度与ORP来调节。由于重氮化反应在超过约37℃的时候会会抑制
，所以该反应釜在小于37℃的条件下运作，这一温度硝化和反硝化病菌成长环境温度。ORP和pH的联合
控制既保证了好氧或兼氧条件，也使系统软件保持了适度的酸碱度，从而保障硝化和反硝化反映得到同
时进行。

SNDR优势：SNDR同歩硝化反硝化模块可以作为ATAD模块或厌氧消化单元优组合模块;pH操纵使硝化和
反硝化同池开展，在没另加酸碱度环境下脱氮高效率达50%～80%;达到余氧规定，常压环境下进一步减
少总固体及挥发物固态;可以作为污泥处理前储泥池;脱干时,水质稳定剂属跟渗沥液逆流到水解酸化池;保
障健康水质稳定剂属种存放，提高废水控制部件耐冲击水平。

1.3 ATAD和SNDR组合工艺

ATAD好氧消化和SNDR同歩硝化反硝化组合工艺典型性步骤如图1。

由图1可以看到，好氧消化加工工艺主要是由ATAD好氧消化模块和SNDR同歩硝化反硝化模块构成。每
个模块配套机器设备包含循环水泵、搅拌泵和泡沫塑料自动控制系统等;不一样控制部件反应环境温度不
一样，ATAD好氧消化单元反映环境温度为50～70℃，而SNDR同歩硝化反硝化单元环境温度仅是37℃上
下，因为2个单元环境温度差别，促使系统能够回收利用很多环保低碳热量做为后面脱干泥饼干化全面的
预备处理。

经好氧消化处理之后，选用一般带机或离心脱水机可以获得30%～35%之上固含量的淤泥，选用板框式压
滤机立即可以获得40%或以上固含量的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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