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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乡镇医院污水处理设备厂家

处理工艺选择

由于医院污水与城市污水水质类似，比单纯的生活污水水质浓度要低，可生化性强，同时要考虑到去除
氨氮，拟采用国家环保总局推荐的生物接触氧化法进行处理，该法可以有效的去除有机污染，已在实际
中长期使用，工艺比较成熟。

生物接触氧化法是活性污泥法与生物滤池结合的生物膜法，曝气滤池中填充填料，采用水下曝气，经过
曝气的污水流经填料层使填料表面长满生物膜，微生物部分固着、部分悬浮，污水和生物膜接触，在生
物膜的生化作用下，污水得到净化，生物接触氧化法兼有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的优点。

一定量的悬浮物、生物不能分解的溶解性有机物、溶解性无机物和氮磷等

藻类增值营养物，并含毒和细菌。因而不能满足要求较高的排放标准，

如处理后排入流量较小、稀释能力较差的河流就可能引起污染，也不能直

接用作自来水、工业用水和地下水的补给水源。

2.3三级处理

三级处理是进一步去除二级处理未能去除的污染物，如磷、氮及生物难以降解的有机污染物、无机污染
物、病原体等。废水的三级处理是在二级处理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化学法（化学氧化、化学沉淀等）
、物理化学法（吸附、离子交换、膜分离技术等）以除去某些特定污染物的一种“深度处理”方法。显
然，废水的三级处理耗资巨大，但能充分利用水资源。



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人们对环境状况的关注，污水排放标准也日益严格，医疗门诊污水中含有
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和有毒物质，如果不经有效处理将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所以医疗门诊污水处理是否
达标将关系到能否开办的一项重要依据。

 

性能根据医疗门诊可用面积小，污水量少的特点，华锐环保设计了一系列小型医院污水处理设备，该设
备采用多级过滤+消毒的处理工艺，具有占地面积少、无噪音、无二次污染、安装方便、维护简单、容
易达标等优点，现已被广泛用于动物医院、医疗门诊、实验室等污水处理工程。乡镇医院污水处理设备
厂家

1、此装置一般埋设于地表之下，运用二次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艺，它处理的效果超越全混合生物氧化池
，对水质的适应性强度高，保证了水处理的稳定性。

2、该设备在池中采用了新型强效弹性立体填料，对污水中的有机物质具有强效去除的功能。该设备通过
氧化处理之后，产生的污泥量较少，仅需90天排放一次即可。

3、为了避免放生病菌滋生、传播的现象发生，必须对水质进行深度消毒处理。目前应用zui多的消毒工
艺有：紫外线消毒、二氧化氯消毒、臭氧消毒。医院需根据污水水质特点及排放量进行选择。

 

特点：

1、该设备埋于地下地表面积可以作为绿化用地，为医院节省占地面积。

2、污水一体化设备采用耐腐蚀、抗氧化材质制成，使用寿命长，为医院节省运行费用。

3、通过生物接触氧化池结合层层过滤、消毒装置，污水处理效果佳，解决病菌传播困扰。

4、此设备脱臭效果好、产生的污泥量小，不会给环境造成其他污染危害。

5、全自动控制系统，安装损坏报警系统，无需人工看管，节省劳动力投入。

乡镇卫生院污水处理设备活性污泥驯化步骤1.通过分析确认来水各项指标在允许范围内,准备进水.2.开始
进入少量生产废水,进入量不超过驯化前 处理能力的20％,同时补充新鲜水,粪便水及NH4Cl.3.达到较好处
理后,可增加生产废水投加量,每次增加不超过10～20％,同时减少NH4CL投加量.4.继续增加生产废水投加
量,直至满负荷.满负荷运行阶段,由于池中已培养和保持了高浓度,高活性的足够数量的活性污泥,池中曝气
后混合液的MLSS达到5000mg/1,此过程同步监测溶解氧,控制曝气机的运行,并进行污泥的生物相镜检.一体
化污水处理设备——预处理工艺介绍

预处理工艺由格栅、调节池组成，为设备配套设施。①、格栅井粗格栅可拦截大块漂浮物及块状物体，
以防止其积聚沉淀和堵塞水泵及管道，保证后续处理工艺正常运行。②、调节池调节池的功能是调节、
均化水质水量。为防止因水质、水量的大幅度波动造成整个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能力下降，同时为提高后
续处理系统的处理效率，故设置调节池，可大幅降低处理设备的容量和电耗。调节池的末端安装中、低
液位控制装置，当调节池的水位达到设定中液位时启动提升水泵，达到低液位时，提升泵停止运行，以
达到节约电耗、降低电机损坏的风险和目的。乡镇卫生院污水处理设备——处理水特点1、水质特点：(1
)城镇人口较少，分布广泛且分散，大部分没有污水排放管网;(2)城镇生活污水浓度低，变化大;(3)大部分
生活污水的性质相差不大，水中本上不含有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生
活污水中可能含有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含一定量的氮、磷，水质波动大，可生化性强;(4)不同时段
的水质不同;(5)厕所排放的污水水质较差，但可进入化粪池用作肥料。2、水量特征：(1)一般城镇的生活



污水量都比较小，除小城镇外，城镇人口居住分散，水量相对较少，相应地产生的生活污水量也较小;(2)
变化系数大，居民生活规律相近，导致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早晚比白天大，夜间排水量小，甚至可能断
流，水量变化明显，即无水排放呈不连续状态，具有变化幅度大的特点;(3)在上午、中午、下午都有一个
高峰时段。3、排放体制特征（一体化旅游景区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城镇生活污水一般呈粗放型排放。
很多城镇尚无完善的污水排放系统，污水沿道路边沟或路面排放至就近的水体。少部分地区具有完善的
污水排放系统。乡镇卫生院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工艺的选择根据上述进出水水量和水质的情况，我方
考虑武汉生活污水处理工艺的选择必须依照如下思路：1、总体思路采用成熟可靠的A/O生物接触氧化法
为处理工艺，同时辅以格栅拦截、沉淀池澄清、消毒剂消毒、组合式深度处理等物化处理手段；2、首先
通过格栅拦截，对污水进行预处理，目的是初步降低无机颗粒物质的含量，提高污水的同一性和可生化
性；接着通过厌氧好氧A/O生物接触氧化法，利用生物膜的作用使有机污染物首先转化为氨氮，同时通
过好氧硝化和缺氧反硝化过程既去除有机物又去除了氨氮。生化池配以新型的高密型弹性立体填料，该
填料具有负荷高、施工简易、体积小、运行稳定可靠、管理方便、维修更换方便等优点；生化池的出水
进入竖流式沉淀池进行固液分离，竖流式沉淀池具有固液分离效果好、投资省、对冲击负荷和温度变化
适应能力强、施工简易等特点；竖流式沉淀池出水进入消毒池，进行消毒处理，能确保污水经处理后各
项指标全面达标。3、工艺流程简捷、工程造价低、运行经济、便于管理。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当前社会经
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城乡规划法的出台旨在加强统筹城乡管理,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协调城乡空
间布局,逐步消除城乡矛盾,缩小城乡差别。但城乡一体化规划还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本文将就这些问题
提出一些解决的途径。  二、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规划一体化探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在发
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农田村庄现在已经变成繁华的街区。但是我国的城乡规划法律制
度依然没有改变,依然适用于两部法规——《城市规划法》和《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这种建
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上,把城市和乡村相互割裂,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的规划制定与实施模式,使城
市和乡村规划之间缺乏统筹协调,特别是对乡村规划的管理非常薄弱,现有的一些规划甚至无法体现农村特
点,农村无序建设和浪费土地严重,已经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新形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
关部门着手制定一部规范城乡一体化规划的法律。      在这部法律中,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
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乡规划法的出台旨在加强统筹城乡管理,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
体制,协调城乡空间布局,逐步消除城乡矛盾,缩小城乡差别,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的
发展。 三、当前城乡规划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的角度看:(1)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产业发展
不平衡。政府更注重城市的产业调整、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忽视了乡镇的同步推进,以至
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出现失衡。(2)城乡规划不科学,布局不合理。城乡规划受短期利益的驱动
,缺乏长远发展计划。空间布局过于分散,“中心地”功能偏弱,工业的空间、产业和人口等集聚度很低。(3
) 条块分割,整体协调不足。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包含着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需要有机组合协
调发展,但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相当不平衡,发展水平、速度和拓展面的落差都比较大。  
  它不仅使布局过于分散的产业和人口难以集聚和优化组合,而且不利于扩大经营规模,对城乡的总体发
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构成重要制约因素。生产要素的区域可流动性仍太低。上至城区之间,下至村与村之
间,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自我封闭的区域单元,并力求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四、解决城乡规划一体化问
题的途径     如何遏制城乡发展的失衡现象,加快解决二元结构的突出矛盾?我们认为,不仅要靠中央政
府的政策向“三农”倾斜,而且要靠工农、城乡的直接互动,逐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
转变。而要实现这个转变,最大的障碍就是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体制。所以要从体制上下工夫,打破城乡分割
的管理体制,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体制。 1、构建城乡一体的规划体制。将城乡分立、多头分设的规划
部门统一于一个统筹城乡规划的部门之中,对城乡建设中涉及的土地利用、工业园区建设、城镇建设、城
乡住宅建设、城乡道路建设、水面和绿地分布、生态环境等进行统一规划和空间布局。 2、构建城乡一
体的行政管理体制。把市政府有关部门的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由只管城市或城乡分割管理一律向农
村延伸,实行统一管理,创造城乡一体的行政管理模式。 3、构建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对
土地承包的各项权利。鼓励和支持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采取出租、入股、质押、置换等
各种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及时给予农民
合理补偿。实行多种补偿安置办法,切实解决好土地被征占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4、构建城乡一
体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实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平等就业,加快清理和取消对农民进城
就业的歧视性政策、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行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健全农民进城就业的服务
体系,建立适合进城就业农民的社会保险体系,加强对进城就业农民享有平等合法权益的保护。 5、构建
城乡基础设施一体体制。①加快城乡公路建设,构建城乡一体的公路交通体系。②深化水利体制改革,建立
城乡一体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健全供水、防洪和水生态环境保障体系。重点抓好江河防洪安全工程、微水



节灌工程和人畜饮水工程建设。③加快城乡电网改造和建设,建立城乡一体的电网输送体系。 6、构建
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并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接轨。     城市要构建完善的土地开发制度。土地开发要适度。 此外,还
要加快构建城乡一体的户籍体制、城乡一体的生态环境体制、城乡一体的财政和税收体制、城乡一体的
产业布局体制等的改革。 

山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决定，从今年3月起，建立重点断面水质达标和水污染防治重
点工程进展情况通报机制，每半个月向媒体通报一次重点断面水质达标和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进展情况
，督促相关市县和企业加快水污染重点工程建设进度，推动重点断面水质改善。

省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第一期通报显示，截至2月28日，针对15个劣V类国考断面按县
界确定的54个监测点位中，无监测结果5个，优良水体有7个，劣V类水体有37个。《山西省水污染防治20
18年行动计划》确定的175项重点工程中，完工65个，调试9个，在建69个，前期31个，未动工1个。全省
平均开工率为81.71%，太原、忻州、临汾开工率最低，均为75%；完工率37.14%，阳泉、忻州、太原、长
治完工率较低，分别是0%、12.5%、20%、20%。《关于加快推进汾河、桑干河等重点流域城镇污水处理
厂扩容提质、保温提效改造工程建设的通知》确定的67项工程中，开工率82.09%，完工率1.49%。阳泉开
工率33.33%，为全省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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