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东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铝厂废水处理沟通合作

产品名称 启东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铝厂废水处理沟通合作

公司名称 常州天环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41500.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天环净化设备
处理量:1-1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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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南水水质净化厂服务范围为工业园区，该工业园区还在不断发展中，不断引进新的企业。

目前进水水质有以下特点：

1)水质波动较大，成分复杂，污染物质冲击负荷大；

2)有机污染物含量不高，难生物降解的COD比例较大，碳源不足，可生化性较差；

3)管网存在海水倒灌的问题，氯离子浓度偏高。

这些问题导致了污水厂的生化系统驯化培养难度较大，活性不足，降解有机污染物和脱氮除磷的效率较
低，需要投加除磷药剂进行辅助的化学除磷。2015年11月~2016年l0月南水水质净化厂进厂水的各主要水
质指标为(均值)：COD为97mg／L，BOD为18．5mg／L，SS、NH3-N、TN、TP质量浓度分别为65、1．5
1、5．41、1．98mg／L，pH为6．8。

2、膜污染情况分析

2．1 超滤膜系统概况

该厂超滤膜系统采用浸没式PVDF帘式中空纤维膜，设计产水能力为50000m3／d，膜平均孔径为0．02～0
．04μm。分为8个膜单元，每个膜单元4个膜组器，共计32个膜组器，总膜面积67200m2。

2．2 膜污染情况

该厂提标改造工程自2015年11月完工投运以来，生产运行稳定、出水水质稳定达标；但从2016年2月底开
始，该厂超滤膜系统短时间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膜污染现象：1)膜系统的跨膜压差(TMP)短时间内迅速
增加。维护性清洗周期(8d)内，大跨膜压差由正常的-20～-30kPa迅速增加到40kPa(临界压差)以上；2)膜



系统日常的维护性清洗后跨膜压差无法实现较为理想的恢复：使用浓度为500~800mg／L的次氯酸钠清洗
，基本无效果，使用质量分数0．5％的柠檬酸清洗可以起到轻微效果；3)膜通量不断下降，严重影响了
产水量。

2．3 膜污染成因分析

2．3．1 结垢物质检测分析

从膜池中起吊膜组器用肉眼观察，发现膜组器和膜丝表面出现了一层白色硬质污垢，感观与水垢相似，
初步判断主要成分为无机物质。将白色结垢物质与稀盐酸进行化学反应，反应剧烈，生成大量气泡，基
本完全分解。初步判断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为进一步确认结垢物质成分，将膜组器上的白色结垢物质进行物质成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白色结垢
物质主要有4种成分：钙、镁、碳酸根、硫酸根，其中钙和碳酸根的成分多，占总物质重量的98．7％，
且两种物质的摩尔数基本相同，进一步说明了白色结垢物质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同时对白色结垢物质进行了XRD图谱分析。结果表明，样品与碳酸钙的匹配度达到95％以上，与其他几
种标准样品的匹配度接近于0，因此可以进一步认定该样品的主要是成分就是碳酸钙。

制革工业是我国轻工业行业中的支柱产业，为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相应地也引起了一系列的
环境问题。目前，皮革行业每年产生的废水量约为８０００万ｔ，占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的１．６％，
由此可见，制革工业对环境带来的污染物相当严重。然而我国９０％以上的制革企业是小型企业，大多
位于中小城市，监管力度和处理技术的应用上明显不够，这进一步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对制革
废水进行污染控制和资源化利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制革废水主要污染物有重金属铬、可溶性蛋白质、皮屑、悬浮物、丹宁、木质素、无机盐、油类、表面
活性剂、染料以及树脂等。其中，重金属铬毒性强，能够在环境或动植物体内长期积蓄，对人体健康产
生长远影响，因而受到国内外环境保护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大量针对制革工业中含铬废水的处理研
究被报道，主要有循环利用法、吸附法、化学沉淀法、离子交换法、电化学法等。本文综述了几种处理
方法的研究现状，探讨了各方法的优缺点和发展趋势。

１、制革工业含铬废水的来源与特点

制革工业废水主要产生于湿操作阶段，即准备工段和鞣制工段。废水中的铬来源主要是鞣制工段，大量
铬盐鞣剂被用于生皮的主鞣、复鞣以及后期加工时对其它化工材料的固定。铬鞣技术具有操作简单，质
量稳定、价格低廉的优点，是性价比优的鞣制技术，因而超过９０％的制革企业都使用该方法进行皮革
生产。然而在鞣制阶段，生皮对铬鞣剂的吸收率有限（约为６０％），鞣制结束后废水中铬的含量高达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ｍｇ／Ｌ，其含量远远高于废水中铬的排放浓度限值（＜１．５ｍｇ／Ｌ）。此外
，这类废水还具有水量大、水质成分复杂的特点，既包括染料等有机物，又含有氯化物和硫酸盐类物质
，这大大增加了处理难度。

２、含铬废水的处理技术

目前，针对含铬废水的处理方法主要有循环利用法、化学沉淀法，这两种方法具有操作简单、处理成本
低的特点，是目前应用多的铬鞣废液处理方式。此外，还有吸附法、离子交换法、生物法、电化学法等
方法。

２．１ 循环利用法

循环利用法包括直接循环利用和间接循环利用。直接循环利用是将收集的铬废液经过过滤处理，补加一
定的化工材料后，直接回用于鞣制工段。直接循环法对Ｃｒ（Ⅲ）回收率达到９０％以上，同时节约一



定的还原糖、无机酸等原料。但是该方法对废液有一定的要求，仅鞣制转鼓排出的废液能用于直接循环
，且循环液的鞣制效果会逐渐下降。而间接循环利用是在直接循环的基础上，增加了加酸、升温处理环
节。相比直接循环法，有效减少了浸酸废液，节约大量中性盐和铬。

程凤侠等人研究了循环使用过程中铬配合物组成的变化，研究发现，不断加入的氯化钠和自带的硫酸盐
，导致循环液中性盐的累积，降低了铬配合物的正电性，进而降低了循环使用效率。后，作者建议在循
环过程中减小氯化钠加入量，以及处理前将硫酸盐与循环液进行分离。

循环利用法操作简单，不仅可以有效减少铬排放量，还能降低生产成本，是一种经济环保的处理方法。
尽管如此，受制于自身相对较低的循环效率，不能有效保证产品质量，极大地限制了该技术的大规模推
广应用。

２．２ 化学沉淀法

化学沉淀法，即将硫化物、氢氧化物、钡盐等沉淀剂投入到重金属废水当中，使其与废水中重金属离子
发生反应并形成沉淀，达到去除废水中游离重金属离子目的的一类技术。化学沉淀法具有处理效果高、
耗时短等优点，但是也存在投药量大、运行成本高、化学污泥量大等弊端亟待解决。

窦秀冬等人比较了ＮａＯＨ、ＭｇＯ、ＣａＯ、ＮａＨＣＯ３、Ｎａ２ＣＯ３这五种碱性沉淀剂的除铬
效果，发现几种沉淀剂对铬的去除效率均超过９９％，但产生的铬泥性能差别明显。其中，ＭｇＯ的铬
泥纯度高，沉降性能好。对混合型碱剂性能进行研究，发现ＣａＯ／ＭｇＯ经济性和去除效果佳。李乐
卓等采用中和沉淀－铁氧体法处理实际含铬废水（Ｃｒ（Ⅲ）：８７ｍｇ／Ｌ），考察投料物质的量比
、ｐＨ值、温度对吸附效果的影响，优化反应条件后，Ｃｒ（Ⅲ）去除率达到９８％以上。李晓颖等开
展硫化亚铁去除Ｃｒ（ＶＩ）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佳反应条件下，５０ｍＬ的１０ｍｇ／ＬＣｒ（Ｖ
Ｉ）在４ｍｉｎ内去除率接近１００％。

２．３ 离子交换法

离子交换法是采用合适的离子树脂与含铬废水反应，铬离子与树脂上的功能基团形成较强的离子亲和力
，推动两者发生离子交换，废水中的铬被交换并结合到交换树脂上，从而实现对废水中铬的分离。该方
法的优点是去除效率高，回收液可再次用于制革工艺，降低生产成本，但其也存在树脂使用寿命短，操
作相对复杂，处理成本高等缺点。

曾君丽等利用阴离子树脂去除Ｃｒ（ＶＩ），大吸附量为９４．３４ｍｇ／ｇ，重复使用三次后，平衡
吸附量仅下降８．５４％，仍保持较高吸附活性。此外，该树脂洗脱效率高，非常适用于对低浓度（＜
１００ｍｇ／Ｌ）含铬废水的处理。李响等通过氯乙酰化聚苯乙烯树脂与乙二胺反应制得弱碱性阴离子
交换树脂，用于吸附Ｃｒ（ＶＩ）的研究，研究发现，吸附属于自发放热过程，大吸附量高达２６３ｍ
ｇ／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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