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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医院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

有机物质在生物体细胞内氧化分解产生二氧化碳、水，并释放出大量能量的过程称为生物氧化。又称细
胞呼吸或组织呼吸。

特点：生物氧化和有机物质体外燃烧在化学本质上是相同的，遵循氧化还原反应的一般规律，所耗的氧
量、最终产物和释放的能量均相同。

（1）是在细胞内进行酶催化的氧化过程，反应条件温和（水溶液中PH约为7和常温）。

（2）在生物氧化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生物还原反应的产生。

（3）水是许多生物氧化反应的供氧体，通过加水脱氢作用直接参与了氧化反应。

（4）在生物氧化中，碳的氧化和氢化是非同步进行的。氧化过程中脱下来的质子和电子，通常由各种载
体，如NADH等传递给氧并最终生成水。

（5）生物氧化是一个分步进行的过程。每一步都有特殊的酶催化，每一步反应的产物都可以分离出来。
这种逐步反应的模式有利于在温和的条件下释放能量，提高能源利用率。

（6）生物氧化释放的能量，通过与ATP合成相偶联，转换成生物体能够直接利用的生物能ATP。

污水处理的物理法

污水处理的物理法是通过沉淀，过滤处理，净化污水。

优点：不需要害怕会残留化学物质（污水处理所用的）、物理法速率较快，只是准备工作较多。



缺点：可能会处理的不干净。

2、污水处理的化学法

污水处理的化学法是指向废水中加入化学药剂如明矾等化学药品，使其与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而生成无
害物的过程。

优点：化学法不必基建、且原污水中的物质处理的干净、时间周期较长，可持续性不错。

缺点：运行期间需要添加化学药剂，可能会残留化学物质（污水处理所用的）、前期准备周期慢。

2 CASS工艺的主要技术特征

2.1 连续水，间断排水

传统SBR工艺为间断进水，间断排水，而实际污水排放大都是连续或半连续的，CASS工艺可连续进水，
克服了SBR工艺的不足，比较适合实际排水的特点，拓宽了SBR工艺的应用领域。虽然CASS工艺设计时
均考虑为连续进水，但在实际运行中即使有间断进水，也不影响处理系统的运行。

不易发生污泥膨胀

污泥膨胀是活性污泥法运行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污泥沉降性能差，污泥与水无法在二沉池进行有
效分离，造成污泥流失，使出水水质变差，严重时使污水处理厂无法运行，而控制并消除污泥膨胀需要
一定时间，具有滞后性。因此，选择不易发生污泥膨胀的污水处理工艺是污水处理厂设计中必须考虑的
问题。

由于丝状菌的比表面积比菌胶团大，因此，有利于摄取低浓度底物，但一般丝状菌的比增殖速率比非丝
状菌小，在高底物浓度下菌胶团和丝状菌都以较大速率降解底物与增殖，但由于胶团细菌比增殖速率较
大，其增殖量也较大，从而较丝状菌占优势。而CASS反应池中存在着较大的浓度梯度，而且处于缺氧、
好氧交替变化之中，这样的环境条件可选择性地培养出菌胶团细菌，使其成为曝气池中的优势菌属，有
效地抑制丝状菌的生长和繁殖，克服污泥膨胀，从而提高系统的运行稳定性。

膜组件通常是直接安放在曝气池中，也可单独安装在分隔的过滤箱内。一般情况下，若是膜组件被安放
在生化曝气池中，池顶需要配置天车来吊出需保养的膜装置。真空旋转模装置属于板式的膜处理，板式
膜的环形部分安装在旋转中轴上面，通过驱动电机缓慢转动来达到工作的目的。

污水处理的生物法

污水处理的生物法是利用微生物降解代谢有机物为无机物来处理废水。通过人为的创造适于微生物生存
和繁殖的环境，使之大量繁殖，以提高其氧化分解有机物的效率。

优点：与化学法相比，微生物处理法具有经济、高效的优点，并可实现无害化、资源化，所以长期以来
始终占重要位置。

缺点：生物法需要基建，占地面积大，水量比较大的话合适。

从污水处理的历史来看,早期的污水处理都是物理法、化学法,简单的说就是机械隔离,投加絮凝剂,物理自
由沉淀,但是这样的办法导致药耗量很大,污泥量极大,所以之后的污水处理普遍转向生物法,即通过活性污
泥来分解污水中的有机物。污水处理厂分一级、一级强化、二级、三级等,只有在二级及以后的才是采取
生物法。



膜分离技术的原理：3.1反渗透的基本原理

采用理想半透膜将纯水与盐水隔开时，理想半透膜仅允许水通过、不允许盐通过时，膜纯水一侧的水便
会自动通过半透膜流入盐水一侧，此种现象即为渗透。如果在膜的盐水一侧施加一定的压力，水的自发
流动就会因为受到抑制而减慢，当施加的压力达到某一数值时，水通过膜的净流量为零，此种压力即为
渗透压力。当施加在膜盐水一侧的压力不低于渗透压力时，水的流向便会逆转，此情况下，盐水中的水
将会流向纯水一侧，此过程即为水的反渗透(RO)处理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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