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通初级废水处理装置 设备自动化程度高

产品名称 南通初级废水处理装置 设备自动化程度高

公司名称 常州蓝阳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21563.00/套

规格参数 品牌:蓝阳环保
加工定制:非标定制
产地:江苏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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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多酚是茶叶中多酚类物质的统称，具有明显的抗菌、防衰老、消除体内过剩的自由基和抑制癌细胞等
作用，被誉为“辐射克星”，需求旺盛。但是在生产茶粉等饮品过程中，排出了大量含茶多酚废水，该
废水色度高，生化性差，如果直接排放，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所以选择一种经济可行的废水
处理技术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环境意义。目前针对此类废水，主要的处理方法有化学法、物理法和生
化法等。

MBR为膜生物反应器（Membrane Bio-Reactor）的简称，是将传统的生化工艺和膜分离相结合而产生的一
种新型高效处理工艺。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微生物的降解作用来去除有机物，然后利用膜对胶体颗粒的优
异截留性能，将活性污泥完全截留在反应池内，使活性污泥浓度大大提高，而且其水力停留时间（HRT
）和污泥停留时间（SRT）可以分别控制。

本试验采用预处理—MBR工艺处理茶多酚废水，目的在于考察该工艺的实用性及寻找佳工艺设计参数。

1、试验部分

1.1 试验装置

如图1所示，试验装置由碳钢内衬玻璃钢防腐制成。MBR反应器采用“水解酸化-好氧”工艺。反应器有
效容积为3m3，水解池与好氧池容积比为1：2，水解池内设搅拌器。膜池选用公司自主研发的中空纤纬i
MBR膜组件，该组件采用开放式结构，膜丝被柔性固定在组件框架上，增加了透析产水效率，提高了装
填密度。MBR采用间歇进水，间歇出水，抽吸泵按开8min停2min的方式运行。

1.2 分析项目及方法

DO：溶解氧仪；pH值：HACH便携式pH计；COD：zhonggesuanjia法；SV30：污泥静置沉淀法。



1.3 进水水质

试验期间，污水取自漳州某生产速溶茶食品厂的茶叶蒸煮废水，该公司污水采用分质分流的办法，我们
选取其中色度高，COD高的该股生产废水试验。

该实验水质：COD：800~900mg/L

BOD：200~300mg/L

SS：200~300mg/L

pH：5.5~6.5

2、试验方法

2.1 预处理

由于茶多酚废水有很强的抑菌作用，可生化性较差。废水不经预处理而直接进行好氧生化处理时，每运
行10d左右就出现菌胶团解体的现象。由此可知，对该废水直接进行好氧生化处理是不可行的。所以需经
过预处理后才能进生化，保证生化系统的正常运行。

取试验废水进行预处理试验，先用Ca（OH）2调节废水pH值至8.0~8.5之间，再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聚合
氯化铝（PAC）进行絮凝沉淀试验，搅拌至反应完全后静置30min取上清液进行分析。

2.2 MBR反应器

取上述混凝沉淀后的上清液进行MBR试验，反应器接种污泥来自公司园区生活污水站污泥池的剩余污泥
。为加快挂膜启动速度，期间向进水中补加淘米水，以增加进水COD负荷。装置经10d驯化后正式启动
。

3、结果与讨论

3.1 预处理

该废水中的茶多酚可以和金属离子（如Al3+、Ca2+等）反应生成难溶化合物，通过沉淀来去除大量的茶
多酚，为后续生化处理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反应原理如下：

由于废水偏酸性，而生化反应的挂pH值为7~8，所以需要调节废水的pH值。本试验决定采用Ca（OH）2
而非NaOH来调节pH值，主要是因为Ca2+还可以与茶多酚生成难溶沉淀，效果更好。再通过投加优质聚
合氯化铝（PAC）进行絮凝，进一步去除水中的茶多酚及大量的悬浮颗粒物，减轻了生化处理的负荷。

由图2不同加药量下的COD的去除效果曲线可以看出，PAC的加药量与COD的去除率成倒U型关系。如果
PAC加药量不够，不能很好地架桥联接，形成的絮体不够多，不够大，絮凝效果不理想。如果加药量过
多，胶体表面会与无机高分子形成排斥，产生“胶体保护”，甚至重新稳定，使絮凝效果变差。从试验
曲线上可以看出，预处理PAC的佳加药量约为200mg/L，对COD的去除率高，约为55%。

3.2 COD去除效果

生化系统采用公司园区内的生活污水回用处理系统的剩余污泥进行接种，经过10d的驯化，好氧池的SV30



达到30%。在试验过程中，通过调整MBR反应器的进出水量来控制污水在反应器内的水力停留时间。控
制污水在水解池及好氧池的停留时间分别达到12h、24h，水解池与好氧池对COD的去除率分别为25%、8
6%，出水COD可达到37mg/L；逐渐减少污水在MBR池的停留时间，发现一开始化COD的去除率变化不
大，但在水解池与好氧池的停留时间分别缩短为8h、16h后，对COD的去除率呈现逐渐变小的趋势。当
水解池跟好氧池停留时间分别只有2h和4h时，发现出水COD接近100mg/L。于是采用闷曝4h的办法，出
水COD下降至60mg/L。

3.3 设计膜通量

MBR工艺核心部分就是膜产品的选择和膜通量的确定。本试验采用的三达公司的膜组件采用化学稳定性
、耐氧化的PVDF材质，抗污染能力强，使用寿命长，具有独特的反冲洗特性，在试验过程中得到很好的
验证。膜污染是不可避免的，但为了膜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必须设计一个合适的膜通量。在此通量下
运行，膜的跨膜压差变化不大，膜能承受一定的污染负荷而不污堵，不用经常进行化学清洗。现在一般
用临界通量的概念，它是指膜通量和膜污染的综合佳选择。

临界膜通量的测定采用通量阶梯式递增法。即在一定操作条件下，采用恒通量的方法，让膜工作一个时
间段△T，观测跨膜压差（TMP）在△T的变化。若TMP保持恒定，则调节出水抽吸泵的大小，让膜通量
增加一个阶量，重新观测TMP在△T内的变化，如此反复，直到出现TMP在△T内不能稳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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