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小型医院污水处理设备高浓废水处理省时省力

产品名称 扬州小型医院污水处理设备高浓废水处理省时省
力

公司名称 常州天环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26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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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湿地是对自然湿地不断模拟从而构建人工生态体系，通过人类自主监管。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体
对生物、化学和物力原理综合利用，进一步处理与净化污水，不仅获得较好的净污效果，工艺相对简单
，维护成本不高，拥有较强的可塑性，并且水源通过净化体现出生物安全性。近些年来我国很多城市开
展建设人工湿地项目，获得了社会经济双重效益。

2、人工湿地概述和构造

2.1 概述

自然环境中自然湿地是有各种生态功能的健全生态系统，实际包含沼泽、苔原和水域地等，有效对气候
进行调节，对污染物进行降解，保持正态平衡，体现多样化的生物特性等。在已经界定的面积与坡度的
湿地，根据科学比例有效填充土壤、砂、砾石等材料，并将良好处理效果、生长时间长、经济价值较高
的植物进行种植，培养各种微生物，凭借土壤、填料、植物和微生物等一系列反应，产生全新的净化污
水体系，达到净化污水水质的目标。湿地处理系统与传统方法相比，体现出去氮除磷率较高、投入成本
不高、不会消耗产能、管理维护便捷等优势，并可以资源化利用污水、景观欣赏价值高、为野生生物创
造栖息地等巨大的生态利益，在日常维护过程中需要保持通畅的填料并对湿地植物及时处置，从而正常
运行系统。近些年来得到较快发展，获得各国的有效关注，持续扩大了应用范围，主要处理城市污水、
禽畜粪水、工业废水等。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熟应用人工湿地。

2.2 构造

大多数自然与人工湿地包括五部分：，拥有各类透水特点的基质，比如土壤和砾石;第二，在厌氧与饱和
基质中适合生长的植物，比如芦苇;第三，水体;第四，无脊椎或脊椎动物;第五;好氧或厌氧微生物群落。
湿地系统是在这种具备一定长宽比和底面坡度洼地中混合土壤和填料形成的填料床，在填料缝隙或床体
表面废水进行流动，同时各种性能佳、成活率较高、抗水性较强的水生植物在床体表面种植，初步产生
一个独具特色的动植物生态体系，科学处置废水。湿地植物发挥了关键作用：，微生物明显加大附着；



第二，向根部传递大气氧，在厌氧环境中保证根的生长；第三，对土壤形成的透水性有效增强。植物可
凭借通气系统向地下有效输氧，为好氧与兼氧微生物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

3、去污机理

3.1 去除有机污染物

很好除去有机物，涉及溶性、不溶性、颗粒性有机物。凭借植物有效吸附根系微生物，利用同化或异化
发挥的作用，达到去除的目的。同时，植物根系及时释放通过植物和微生物较快吸收污染物，凭借硝化
、反硝化与吸附作用提高去除水平。不溶性有机物经过沉淀与过滤处理，更容易被微生物应用。易氧类
微生物将污水大多数有机物成功转变为微生物体、二氧化碳和水，利用定时更替基质或更换植物的方法
除去系统中的有机体。

3.2 去除氮

氮凭借有机与无机的方式存在于污水中。经过研究可知，系统主要凭借过滤、沉淀、吸收等方式有效除
去存在于废水中的氮。基质介质利用交换、吸收和过滤离子合理除去废水中包含的氮。

3.3 去除磷

人工湿地基质发挥的吸附作用及内部植物生长发挥的吸收作用统一除去磷素，其中基地吸附发挥了关键
功能。在设计过程中，应慎重选择填料，尽可能挑选吸附量大、价格合理的填料。有关研究说明，人工
湿地可以很好去除磷素，去除TP效率超过90%。

3.4 去除重金属

物理与化学沉淀、过滤、吸附、大规模富集微生物与植物等科学实现去除重金属。其中富集微生物、植
物和基质吸收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人工湿地可以较好的除去重金属，但其功能经常被忽略。

4、技术优劣势

4.1 优势

相较于传统二级生化处理工艺，人工湿地处理技术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建设湿地污水处理系统所需
成本较低，维护设备操作比较简单，需要承担的建设和运营成本明显超过污水处理厂，但若大面积推广
应用可以得到高额的经济利润;第二，传统处理污水过程中只体现出单一作用，不能凸显生态功能，但湿
地系统凭借本身独特的组成内容类似于自然湿地，一定程度影响了周围环境，全面建设湿地，不仅有效
扩大了绿地范围，为建设城市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景观，大程度发挥净化污水的作用，获得社会生态双重
利益。

4.2 劣势

气候因素容易对处理技术造成较大的影响，天寒地冻的冬季难以确保正常生长热带地区的水生植物，一
定程度限制处理能力。此外，由于系统本身产生的净污效率与水体中污水流动时间形成正比关系，只有
设计充分的填料空间才可以对滞留污水问题有效预防，迫切需要扩大建设面积，所以，在选择项目地址
时应慎重考虑尽量远离市区。系统不能独立实施去污操作，还必须借助水体系统协助完成，因此人工干
预不会产生较大范围，随着时间的增加，缓慢堆积了重金属与悬浮物等有机污染物，必将大规模繁殖微
生物，若维护缺乏合理性，必将产生淤积现象。人工湿地可以对水中存在的污染物有效去除，由于不断
增加的使用时间，大量随机污水污染物，超出处理湿地设计和净化自然的能力，不利于正常运行，难以
获得处理污水的理想效果。



5、实际应用

5.1 景区应用

我国拥有丰富的物产，地域相对辽阔，体现出人工湿地的天然性。但运行湿地处理系统的时间相对较短
，在“七五”时期早开展研究，之后在“八五”和“九五”时期整体研究了综合利用人工湿地、稳定塘
和处理天然土地系统;人工湿地在“十五”期间具体用于处理主体，对其产生的工艺参数、应用范围和处
置机理科学讨论。早是在芦苇湿地项目中应用，之后相继建设人工湿地，主要对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科
学处置，获得理想的生态收益。20世纪末出现的活水公园采取了全新的处理污水工艺，通过鲜花绿叶对
大地进行装饰，有效联系了生态与环境利益，对水体积极美化，并对良好水域环境及时恢复。

5.2 调节气候

人工湿地系统通常利用各种模式，并把水分成功转化为水蒸气，增加了空气湿润度，凭借降雨方法对周
围气候有效调节。经过研究表明，湿地蒸发量相当于2-3倍的水面蒸发量，同时，经过对湿地植物和水生
物人工种植和自然驯化，相应增加了热容量，这是形成较大蒸发量的关键因素，逐步提升了调节湿地气
候的能力，人工湿地不仅对地区温度不断降低，还提升了空气湿润度，对热岛效应及时缓解，改善空气
质量等。凭借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交换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动态平衡了二氧化碳和水，对其含量有效降
低，推动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认为在对局部小气候的调节发挥了重要意义，有利于健康发展低
碳经济。

5.3 净化水资源

我国各个区域水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水体富营养化，具体是由于污水中大量富集了氮磷元素。通过研究
说明，传统处理方法去除氮磷小狗不理想，导致缓慢富集现象，使地表水位发生了富营养化问题。简单
的脱氮除磷操作需要投入较大成本，产生的污泥容易再次发生污染。但是，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包含的植
物可以对各种物质有效吸收，通过一系列转化成为生长植物必需的微量元素，并对植物根系微生物有效
吸收和分解，国外一部分类似项目在去除含量较大的氮磷方面效果显著。经过检测可知，基本上完全去
除了氮磷，为居民重新提供纯净的水源。

5.4 污水分类处理

人工传统湿地具体是净化和处理排泄物冲洗水、洗涤水、种养殖水等，近些年来逐步朝着工业废水和城
市污水方面发展，各种污水中存在不同的污染物和排水量，各类元素形成较大的含量差异，可以通过不
同基底、水生植物等合理配置不同污水。结合物质不同种类与含量分别实施好氧型和厌氧型生物处置。
按照处理污水方法科学划分为集中和分散内容，集中进行处理具体是统一处置搜集的家庭和农户污水，
向污水处理系统直接投入，难以获得较好的效果;分散进行处理根据家庭农户实施，除去收集与传送形成
的成本，在庭院中小型人工湿地还可以发挥装饰作用。

一种新的含重金属废水的处理方法——生物吸附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谓生物吸附法就是利用
某些生物体来吸附水中的金属离子，再通过固液分离去除水溶液中金属离子的方法。利用微藻净化污水
是生物吸附法中具有独特优势的一种方法，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重点。自1957年，Oswald提出利用微藻
处理污水这项技术，距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国内外大量研究都表明藻类对重金属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用藻类监测和净化污水是一种高效率、廉价且容易操作的方式。

1、材料与方法

石化污水当中的恶臭气体主要为挥发性有机物如硫化氢、氨气、三jiaan、吲哚、硫醚、硫醇等。这些有
机物不仅具备较强的挥发性，而且具备一定程度反应活性，会造成二次污染。恶臭气体对人体神经系统
、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等均会产生危害，会让人出现较为明显的情绪波动。人一旦吸入这些气体，可能
会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若长期吸入则会造成记忆力下降，并产生慢性中毒。这些恶臭气体扩散至周



围环境当中，不仅会造成大气、水资源污染，还会使相关设备、管线等受到腐蚀，危害甚大。

2、石化污水生物除臭技术机理与过程

石化污水生物除臭技术本质上是模拟自然界当中有机物降解的过程。利用相关设备将某些填料作为载体
，定向培养出微生物群落，以此来净化恶臭气体。通常情况下，石化污水生物除臭过程中会将以污泥形
式存在的微生物群落附着在多空性填料介质表面，恶臭气体则在填料层中被生物处理。具有挥发性的有
机物以及污染物会被吸附于孔隙表面，并被孔隙当中的微生物群落所消耗。微生物群落在新陈代谢的过
程中能够将恶臭气体当中的有机物转变为无机物以及细胞质，通过一系列生化反应，终将其降解为二氧
化碳、水以及中性无机盐。消解恶臭气体当中的有机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2.1 溶解

恶臭气体与水或固相表面的水膜接触后，污染物被融入水中，在液相当中形成离子或分子。这个过程当
中，相关有机物会由气相向液相转移，属于物理过程。

2.2 吸附

溶液当中恶臭成分被微生物吸附后，这些成分便会转移至微生物体内，水可被复原，再次成为吸收剂，
并溶解新的废气。被吸收的有机物需要经过微生物胞外酶溶解，才能被微生物吸收于体内。如果以膜或
污泥形式存在的微生物表面被有机物完全覆盖，吸附作用将会受到限制，整体除臭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所以需要对生物污泥或生物膜表面进行更新，不断添加具备吸附能力的微生物菌胶团，确保吸附过程顺
利进行。

2.3 生物降解

被微生物吸收的有机物在各类细胞内酶包括氧化酶、脱氢酶等催化作用下，会被氧化分解，并进行新陈
代谢，例如烃类有机物会被氧化分解为水及二氧化碳;含硫有机物则会被分解为硫以及SO42-;含氮有机物
会被分解为NH4+、NO2-等。

3、石化污水生物除臭相关技术特点

石化污水生物除臭技术类型较多，不同类别技术特点各异：

3.1 生物滤池技术

该技术会先对恶臭气体进行预处理。恶臭物质经过滤床后，会由气相转移至水—微生物混合相，再通过
滤料上的微生物代谢分解。该技术工艺较为成熟，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处理成本相对较低。但占地面
积较大，对于难生物降解物质以及疏水物质处理效果并不理想。

3.2 生物滴滤技术

该技术原理与生物滤池技术相似，滤料主要由惰性材料构成。该技术适用于处理成分相对固定的恶臭物
质。由于惰性滤料耐用性较好，所以能够承受较大的污染负荷。但该技术需要为微生物群持续补充营养
物质，整体操作相对复杂。

3.3 活性污泥混合技术

该技术能够让恶臭气体与泥浆充分接触，然后再借助微生物群落进行降解。该方法具有较大处理量，占
地面积较小，但需要持续补充营养物质，设备成本较高，操作相对复杂。



3.4 活性污泥曝气

以曝气的方式将恶臭气体通入至含有活性污泥的混合液当中，利用微生物进行降解。该方法适用范围相
对较广，活性污泥经过驯化后去除率可超过99%，但曝气强度会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4、石化污水生物除臭技术应用效果影响因素

在借助生物除臭技术处理石化污水时，还要考虑相关影响因素，才能获得良好的除臭效果。首先，要考
虑温度因素。微生物降解本质上是放热过程，所产生的热量会造成反应区域温度上升，同时反应区当中
的水分会不断蒸发，又会让区域温度有所下降，在这两种作用下会形成动态平衡。微生物群落对于温度
十分敏感，其活性会受到温度直接影响，进而影响设备的整体处理效率。通常情况下需要将温度控制在2
5～35℃，微生物群落能够保持较高的去除效率。其次，要调节pH值。一般而言，大多数微生物生存pH
指标在7～8范围内，但也存在特殊情况，pH为3时，微生物对硫化氢的去除速率将达到高。再者，要筛
选合适的填料

1.1 培养条件

实验所用污水取自焦作市污水处理厂，用醋酸纤维滤膜过滤后，经高温高压灭菌后用于藻类培养。采用
处于对数生长期的新鲜小球藻和斜生栅藻母液接种，同时加入一定量的无机汞标准溶液(0.5μg/L)，以不
添加汞标液的培养基和不添加藻类的培养基作为对照，放入光照培养箱中培养七天，每天取样。

1.2 分析方法

取藻液于低速离心机内离心后，用微孔滤膜过滤，得到的滤液即为上清液。向上述离心管内倒入同等体
积的含半胱氨酸培养基，经过旋涡震荡后静置、离心，再将离心过后的溶液使用滤膜抽滤，滤液中的汞
即为细胞表面吸附的汞。后将滤膜放入离心管内冷冻保存，滤膜上的汞可视为细胞内部吸收的汞。

2、结果与分析

图1分别描述了以添加汞标的灭菌污水、纯灭菌污水、添加汞标的培养基以及纯培养基为营养源的两种微
藻的生长曲线。从图1可以看出：污水组的藻种长势均优于纯培养基中的藻种，后四天这种优势更为明显
。实验第七天，污水组两种藻的细胞密度均增加了40以上，而培养基组的增加值低于10倍初始值，表明
生活污水含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更适宜藻种的生长。添加于培养基中的无机汞未表现出对小球藻的毒性
效应，无机汞对于培养基中的栅藻在第七天略微呈现抑制作用。添加于污水组的无机汞对蛋白核小球藻
的生长影响不大，在实验第七天反而表现出了轻微的刺激生长的效果。对斜生栅藻则产生了轻微的抑制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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