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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常州天环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690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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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卖地:全国

公司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吕墅东路2号

联系电话  13961410015

产品详情

井下废水一般分为酸性矿井水和非酸性矿井水。根据现场踏勘和水质检测，该煤矿井下废水属于酸性矿
井水，pH=4～5，具有大多数煤矿企业井下废水的显著特征。水质特点如下。

一是井下废水多数时候比较浑浊，色度高，污染物主要为悬浮物(SS)，水质变化较大，悬浮物浓度变化
大，其悬浮物含量远高于地表水，感官较差。二是悬浮物颗粒直径小、比重较小、沉降速度较小。矿井
废水中悬浮物颗粒直径一般只有2～8μm，超过85%的悬浮物粒径在50μm以下;煤粉密度一般只有1.3～1.
5g/cm3，远远小于地表水系中泥砂颗粒物的密度(2.4～2.6g/cm3)。三是化学需要量(COD)超标，主要原因
是矿井废水含有少量的污机油、乳化油、腐烂污坑木等有机物。另外，悬浮物中的煤屑中碳分子的有机
还原性也会导致COD超标。四是酸性矿井废水含有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离子，铁、锰等重金属离子超标。

2.2、井下废水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

煤矿井下废水处理与综合利用工艺较多，但是通常采用混凝沉淀+过滤的工艺。本工程对其进行优化设
计，采用的是初沉+混凝沉淀+过滤+深度处理的处理工艺。煤矿井下废水含有大量悬浮物，初沉是为了
对废水中的较大悬浮物进行预沉淀。煤矿生产期间，矿井水排放量和水质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通常，煤
矿每天选择在电费较低时持续排出矿井水，因此需要在排出口设置一个比较大的调节池。为此，本工程
将初沉和调节池合并设计为预沉调节池，不仅具有调节水量、水质的作用，还能起到初沉的效果，提高
了处理系统耐冲击负荷的能力。

混凝沉淀是煤矿井下废水处理中十分重要的环节，混凝剂的选择原则是产生大、重、强的矾花，净水效
果好，对水质没有不良影响，价格便宜，货源充足。常用的混凝剂是铝盐和铁盐混凝剂。过滤的主要目
的是进一步去除水中的细小悬浮物，如果选配滤料得当，过滤还拥有去除铁、锰等特殊功效。

鉴于矿井废水可生化性低、悬浮物含量较高的特点，本项目确定的处理思路为：井下废水全部经过初沉
、混凝、斜板沉淀、过滤物化处理后，出水能稳定达标排放。深度处理一般采用反渗透工艺。为了适应



反渗透膜的进水要求，防止原水中悬浮物堵塞反渗透系统，给系统运行造成障碍，影响膜的寿命，因此
必须进行预处理，使原水流经反渗透膜表面之前就去除悬浮成分和易浓缩结垢的物质。

实现选煤厂洗煤废水的重复利用的根本在于实现洗水的平衡，实现洗水的闭路循环。在煤炭洗选过程中
，进出选煤过程中的水量主要包括洗煤用水量、环境设备清洁用水量、产品带走水量和外排水量等，从
实现选煤洗水平衡的角度出发，取消外排水量使其用于洗煤用水，则可达到洗水的闭路循环和重复利用
。在生产实践中，要实现废水无外排，则受多种因素影响，如：

①如若实现废水的重复利用，必须保证废水处理后的质量，如果水质不达标，会造成产品质量的下降和
洗选设备的损坏，因此，保证水质是实现废水重复利用的关键。由生产实践可知，洗煤废水呈弱碱性，
废水中悬浮物浓度、COD浓度和细小颗粒物含量较高，废水中固体颗粒表面带有较强的负电荷，如若不
解决这些问题，一旦重新进入煤炭洗选系统，势必影响煤炭洗选效果;

②在选煤过程中涉及到的生产工艺环节较多，洗选流程较长，洗选系统惰性较大，造成洗选用水量波动
不明显，这样对选煤厂用水量实时监测较为困难，降低煤炭洗选效果，过多又易造成水量富余，需要水
量外排;

③选煤厂即使设计了洗煤废水治理工艺和闭路循环水重复利用工艺，但是受到生产设备老旧、资金限制
、现场管理不科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具备了废水处理能力和循环水利用的条件，但是仍然难以实
现洗水平衡，造成洗煤废水外排，引起环境污染。

2、洗煤废水处理工艺的研究

2.1 无机混凝剂的筛选

结合洗煤废水的特点，选用无机混凝药剂进行实验，并对实验流程和时间以及水的SS浓度、搅拌时间和
速度进行严格规定。通过选用电石渣和石灰作为混凝剂对煤泥水进行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石
灰的颗粒度小、沉淀慢，增加了后续废水处理的难度。鉴于石灰和电石渣都属于工业废渣，采用石灰和
电石渣作为混凝剂，可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2.2 处理方案的确定

通过实验得出石灰和电石渣易破坏煤泥水的稳定性，加速水中颗粒凝聚沉降，但其沉降速度慢，需要添
加絮凝剂来提升颗粒的沉降速度，改变其沉淀性能。实验表明，采用非离子PAM作絮凝剂较为合适，选
用电石渣和控制PAM的加入量以及搅拌时间、速度都对沉降造成影响。实验结果得出，PAM的投入取得
了良好沉淀效果，电石渣的投入和搅拌时间对实验效果影响小。佳的实验流程是：在100mL洗煤废水中
添加0.5g电石渣，充分搅拌混匀，然后再投入2mL质量分数为0.1%的PAM，搅拌90s。

2.3 沉降实验

在洗煤废水进行处理中，联合使用电石渣和PAM是可行的，使用该工艺可分离出40%左右的清水，有效
降低水中COD和SS浓度，同时，还可改善絮凝体的过滤效果，为后续的洗煤废水的脱水提供便利。

3、煤炭洗选双膜法污水回用技术

3.1 除油沉淀系统

洗煤废水预处理后水中含有大量的油脂和悬浮物，如果不经处理会增加后续的水处理系统的运行负担。
为此，使用隔油和混凝沉淀工艺对水中的油脂进行处理，借助高分子絮凝剂的吸附架桥和静电网捕功能
，增强布朗运动，提高颗粒物和胶体的碰撞率，形成体积大、结构牢的絮体，提升絮凝泥水的分离效率
。



3.2 杀菌系统

经除油沉淀处理后的水中会含有大量的微生物，会对水处理膜系统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影响。为此，在处
理煤泥水时需在杀菌池中添加杀菌抑制药剂来抑制微生物的滋生。杀菌池还可作为后续废水处理系统的
供水缓冲池。

3.3 过滤系统

煤泥水经过混凝沉淀处理后，水中还会有残余的悬浮物和油脂，为达到有效去除水中的残余杂质的目的
，可选用砂滤或一体化净化器进行深度处理。

3.4 反渗透系统

利用反渗透系统对洗煤废水进行脱盐处理是目前污水处理的主要技术，由于其具有高效和节能的特点，
该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双膜反渗透系统与传统的水处理分离技术从工艺上具有明显区别。其脱盐效率
高，在煤炭洗选、煤化工、电力和制药领域应用广。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压力的加大以及水资源的短缺，
双膜反渗透污水回用技术成为工业生产中的主要污水处理技术之一。利用反渗透技术对洗煤废水进行脱
盐可达95%的脱盐率，经过脱盐处理后的水还可再循环利用，以达到节能降耗目标。

该工程废水处理工艺具有以下优点：对原水水质波动适应性好，即能有效地缓冲来水水质和水量负荷的
变化，从而保证合格的出水水质;管理简单、运行可靠，处理流程大大简化，操作管理及维护方便;结构紧
凑，能节省宝贵的土地资源和降低投资，减少占地面积30%，节约基建建设投资20%～30%;采用高效斜板
沉淀池，泥浆采用脉冲气流输送，不会堵管，无需冲洗，具有沉淀效率高、停留时间短、占地少、处理
效果稳定的优点，污泥浓缩同步完成。

3、井下废水处理工艺流程

煤矿井下废水首先进入预沉调节池，它既可以调节水量，又可将部分颗粒煤渣沉淀;接着，废水通过提升
泵提升至化学反应池，通过加药装置投加NaOH、重金属捕捉剂，调节pH值，去除重金属;然后，废水自
流进入混凝反应池，同时投加混凝剂PAC和助凝剂PAM，混凝反应池出水自流进入高效斜板沉淀池，经
过斜管填料沉淀后，生成大量的有机胶团，大部分悬浮物在沉淀池内下沉后除去;沉淀池的上清液自流进
入多介质滤池，将水中不易沉降的固体物通过滤料的截留、拦截等作用进行过滤，通过滤池内的过滤介
质，拦截水中的胶体和其他很细的物质，确保出水水质。出水进入清水池，部分进行深度处理后回用作
滤池反洗水，多余的达标外排。

预沉调节池和高效斜板沉淀池污泥能通过排泥泵输入污泥池，进行浓缩后再通过板框压滤机进行压滤脱
水，脱水后的干污泥进行外运处置。清水池出水通过原水泵提升至前级预处理，为后续反渗透的正常运
行创造良好的条件，预处理出水通过反渗透装置中半透膜的选择吸附-毛细管流动机理和筛分机理，使出
水得到深度净化，出水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要求后进行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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