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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处理10吨的污水处理设备

现有厌氧处理技术的局限性

    厌氧处理是废水生物处理技术的一种方法，要提高厌氧处理速率和效率，除了要提供给微生物一个
良好的生长环境外，保持反应器内高的污泥浓度和良好的传质效果也是2个关键性举措。

    以厌氧接触工艺为代表的第1代厌氧反应器，污泥停留时间（SRT）和水力停留时间（HRT）大体
相同，反应器内污泥浓度较低，处理效果差[3]。为了达到较好的处理效果，废水在反应器内通常要停留
几天到几十天之久。

    以UASB工艺为代表的第2代厌氧反应器，依靠颗粒污泥的形成和三相分离器的作用，使污泥在反应
器中滞留，实现了SRT>HRT，从而提高了反应器内污泥浓度，但是反应器的传质过程并不理想。要改善
传质效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表面水力负荷和表面产气负荷[4]。然而高负荷产生的剧烈搅动又会使
反应器内污泥处于完全膨胀状态，使原本SRT>HRT向SRT=HRT方向转变，污泥过量流失，处理效果变
差。

CASS工艺的日益广泛应用，得益于自动化技术发展及在污水处理工程中的应用。CASS工艺的特点是程
序工作制，可根据进水及出水水质变化来调整工作程序，保证出水效果。整套控制系统可采用现场可编
程控制（PLC）与微机集中控制相结合，同时为了保证 CASS工艺的正常运行，所有设备采用手动／自动
两种操作方式，后者便于手动调试和自控系统故障时使用，前者供日常工作使用。

传统活性污泥法的泥龄仅2－7天，而CASS法泥龄为25-30天，所以污泥稳定性好，脱水性能佳，产生的剩
余污泥少。去除1.0kgBOD产生0.2～0.3kg剩余污泥，仅为传统法的60％左右。由于污泥在CASS反应池中
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消化，所以剩余污泥的耗氧速率只有10mgO2/g MLSS.h以下，一般不需要再经稳定化处
理，可直接脱水。而传统法剩余污泥不稳定，沉降性差，耗氧速率大于20mgO2/g MLSS.h
，必须经稳定化后才能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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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催化膜作用机理：电催化膜对有机物的降解过程为间接氧化过程，一般以碳膜作为阳极，TiO2作为阳
极催化剂。电催化膜的作用原理表述如下:当作为阳极TiO2/炭膜被电能激发时，半导体TiO2发生电子跃
迁，分别产生价带上的空穴和导带上的电子。这些电子和空穴主要发挥两种作用方式:一方面，在电解水
的过程中，阳极氧化产生氧气，阴极还原产生氢气，电催化膜反应器中产生的气体微流能有效防止污染
物在膜表面的沉积;另一方面，TiO2表面的电子和空穴可分别与表面吸附的水和氧气结合生成�OH、O-2
或H2O2等活性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可将有机污染物间接氧化为CO2、H2O或其他易降解的小分子物质。

纳滤在造纸废水处理中的应用：采用NF膜技术替代传统的化学处理法能更为有效地除去深色木质素。木
浆漂白过程产生的氯化木质素是带负电的,容易被带负电性的NF膜截留,并且对膜不会产生污染。另外,因
为整个处理过程中对阳离子(Na+)的脱除率并没有严格要求,采用反渗透技术就显得没有必要。

4纳滤膜在生活污水处理中的应用：采用常用的生物降解和化学氧化相结合的方法处理生活污水时,如果
在它们之间增加一个NF系统,让能被微生物降解的小分子(分子量小于100)通过,不能生物降解的有机大分
子(分子量大于100)被截留下来经化学氧化后再生物降解,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生物降解的作用,节省氧化
剂或活性炭的用量,降低最终残留物的含量。采用纳滤膜与生化相结合的处理方法,可以充分利用生物降解
,节约氧化剂的用量。

微滤原理：微滤主要运用微滤膜的筛分机理，在压力的驱动下，截留直径处于0.1～1μm范围内的颗粒，
例如悬浮物、细菌、少数病毒、大尺寸胶体，通常用于给水预处理系统。

超滤原理：超滤主要运用超滤膜的微孔筛分机理，在压力的驱动下，截留直径处于0.002~0.1μm范围内
的颗粒与杂质，去除胶体、蛋白质、微生物与大分子有机物，筒仓用于锅炉给水处理、工业废污水处理
、饮用水生产、高纯水制备等。在给水处理中，常作为反渗透、离子交换的预处理。

2、请解释为什么对于同样数量基质，细菌的合成量在好氧条件下会大于厌氧条件下？

有氧呼吸是一种较无氧呼吸更具效率的呼吸方式，在有氧条件下，非厌氧细菌的生物活性加大，新陈代
谢更旺盛，繁殖加快，不管是自身合成量还是产物合成量都比较多。好氧池的作用是让活性污泥进行有
氧呼吸，进一步把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去除污染物的功能。运行好是要控制好含氧量及微生物的其他
各需条件的最佳，这样才能是微生物具有最大效益的进行有氧呼吸。

厌氧生物处理就是在厌氧条件下微生物降解废水中的有机物；好氧生物处理就是在有氧条件下微生物降
解废水中的有机物。厌氧生物处理,处理大分子量的有机物。主要是将大分子量的有机物分解成较小分子
量的有机物并将其中一部分的有机物转化成甲烷等可利用的能源。好氧生物处理处理经厌氧生物处理后
的废水中分子量较小的有机物并将其分解成无机物,
分解的无机物在二沉池加入一定量的混凝剂或絮凝剂将其沉降与水分离从而达到废水净化的目的。

厌氧处理是利用厌氧菌的作用，去除废水中的有机物，通常需要时间较长。厌氧过程可分为水解阶段、
酸化阶段和甲烷化阶段。



水解酸化的产物主要是小分子有机物，使废水中溶解性有机物显著提高，而微生物对有机物的摄取只有
溶解性的小分子物质才可直接进入细胞内，而不溶性大分子物质首先要通过胞外酶的分解才得以进入微
生物体内代谢。例如天然胶联剂（主要为淀粉类），首先被转化为多糖，再水解为单糖。纤维素被纤维
素酶水解成纤维二糖与葡萄糖。半纤维素被聚木糖酶等水解成低聚糖和单糖。

水解过程较缓慢，同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厌氧降解的限速阶段。在酸化这一阶段，上述第一阶段形
成的小分子化合物在发酵细菌即酸化菌的细胞内转化为更简单的化合物并分泌到细菌体外，主要包括挥
发性有机酸（VFA）、乳醇、醇类等，接着进一步转化为乙酸、氢气、碳酸等。酸化过程是由大量发酵
细菌和产乙酸菌完成的，他们绝大多数是严格厌氧菌，可分解糖、氨基酸和有机酸。

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一样，同属好氧生物处理方法。但活性污泥法是依靠曝气池中悬浮流动着的活性
污泥来分解有机物的，而生物膜法则上要依靠固着于载体表面的微生物膜来净化有机物。下面以活性污
泥法为参照，比较它们之间的优缺点：

 （1）生物膜法优点：

 ①固着于固体表面上的生物膜对废水水质、水量的变化有较强的适应性，操作稳定性好。

②不会发生污泥膨胀，运转管理较方便。而活性污泥法则容易发生污泥膨胀。

 ③由于微生物固着于固体表面，即使增殖速度慢的微生物也能生长繁殖。而在活性污泥法中，世代期
比停留时间长的微生物被排出曝气池，因此，生物膜中的生物相更为丰富，且沿水流方向膜中生物种群
具有一定分布。

 ④同高营养级的微生物存在，有机物代谢对较多的转移为能量，合成新细胞即剩余污泥量较少。 

⑤采用自然通风供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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