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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廊坊新农村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技术优点：

针对不同的废水，采用不同类型的氧化剂和催化剂，工艺运行效率高

复合厌氧作用提高了氧化反应的效率

可做高浓度废水的预处理，也可以作为深度处理工艺

直接培养法培养颗粒污泥有哪些注意事项

    直接培养法培养颗粒污泥时通常使用非颗粒性的污泥，虽然厌氧处理工艺的大多数菌种要求严格的
厌氧条件，但在培养启动时不必追求严格的厌氧。因此直接培养时既可以使用非颗粒性的纯厌氧污泥，
也可以使用经过陈化的好氧剩余污泥，如果有搅拌设施，还可以投入未经消化的脱水污泥。即使引入的
污泥中含有一定量的溶解氧，只要不再补充氧，反应器内的溶解氧也会很快被接种泥中的兼性菌消耗掉
而终形成严格的厌氧条件。其他的注意事项如下：

    (1)好一次投加足够量的接种厌氧污泥，同时进水中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盐，必要时还要添加硫、钙
、钴、钼、镍等微量元素。

    (2)为使颗粒污泥尽快形成，开始进水时CODcr，浓度不宜过高，一般要低于5000 mg／L，可采取加
大回流比的方法，使进水负荷按污泥负荷计应低于O．1～0．2kg(CODcr／(kgMLSS�d)。同时要将反应
器内温度严格控制在35～40℃或50～55℃之间，必要时将进水可用蒸汽加热；pH值应保持在7～7．2之间



，进水碱度一般不低于750mg／L。

    (3)出现小颗粒污泥后，为使小颗粒污泥发展为大颗粒污泥，要适当提高反应器表面水力负荷，将
絮状污泥和分散的细小颗粒污泥从反应器中“洗出”。但是一定要使“洗出"缓慢进行、逐步提高水力负
荷，过度的“洗出”会使反应器内污泥量大量减少而使颗粒污泥培养失败。有关试验表明，当表面水力
负荷在O．25m3／(m2�h)以上时，会使污泥产生水力分级现象。

    (4)在培养初期，出水中会夹带着一些污泥絮片，反应器内污泥浓度有所降低，在颗粒污泥尚未形
成之前，即使反应器具有一定去除率，但由于污泥流失量大于生物增长量，反应器内污泥浓度还会继续
下降。颗粒污泥形成后，随着容积负荷的不断加大，增殖的生物量才会大于污泥流失量，反应器内污泥
浓度开始增加。因此，培养初期污泥流失造成污泥浓度下降是正常现象，因培养时间较长，要有耐心，
注意观察和分析有关化验数据。

    (5)培养不能长期在低负荷下运行，当出水水质较好、CODcr去除率较高后，应当逐渐提高负荷，
但不能突然提高负荷，以防止造成冲击，对污泥颗粒化不利。当颗粒污泥出现后，应当在适宜的负荷下
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以便培养出沉降性能良好的和产甲烷细菌活性很高的颗粒污泥。一般情况下，高温5
5℃运行约100d、中温35℃运行约160d，颗粒污泥才能培养完成，低温20℃需要运行200d以上才有可能培
养完成。

    (6)培养过程中应控制消化池内VFA的浓度在1000mg／l以下，如果废水中原有的和在厌氧发酵过程
中产生的各种挥发性有机酸浓度较高时，不能再提高进水的有机负荷。

1 试验装置和原水水质 一体化A/O生物膜反应器试验装置。 缺氧区采用70mm球形填料，其堆积体积约为
20L；好氧区采用半软性填料(高度为0.70m)。曝气头安装在好氧区底部。 原水采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区
生活污水，其COD为150～600mg/L、SS为100～400mg/L、jian度平均为350mg/L(以CaCO3计)，pH值为6.5
～7.5，必要时添加工业用葡萄糖以提高原水COD值。 缺氧段反应器接种污泥取自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
厂二沉池底泥，接种量为15g/L；好氧段污泥取自污水处理厂回流污泥，接种量为13g/L。2 试验方法1
反应器的启动 启动初期采用高容积负荷、低水力负荷的运行方式(进水COD约为800mg/L，流量为50L/d)
，启动3周后直接进生活污水，并将进水流量调至设计流量(100L/d)，此时出水COD
值平均为47mg/L，标志着启动工作完成。2 试验内容 ① 对有机物的去除 a.保持基本运行工艺参数(见表1)
不变且无回流，通过改变进水COD浓度来改变系统容积负荷，分别研究各种浓度下反应器对有机物的处
理效果。 b.保持HRT、pH值、DO等参数不变(见表1)，在0～200%范围内调节回流比，比较反应器对CO
D的去除情况。表1 基本运行参数项目 HRT(h) 回流比(%) pH DO(mg/L)缺氧段 5 0～200 6～7
≤0.5好氧段 3 0～200 7～8 ≥0 ② 对SS的去除 保持HRT、pH值、DO等参数不变(见表1)，考察不同回流
比、不同容积负荷条件下反应器对SS的去除效果。 ③ 对氮的去除 a.保持HRT、pH值、DO等参数不变(见
表1)，比较不同回流比(0～200%)下反应器对氨氮和总氮的去除情况。 b.当回流比为200%，保持表1中其
他工艺参数不变，调节缺氧段、好氧段jian度以考察pH值和jian度变化对反应器脱氮效果的影响。

载体填料上的生物膜是固着态微生物自身生长的结果，而非悬浮态微生物的粘附作用的结果，悬浮态微
生物与固着态微生物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共同体，它们在反应器中争夺营养物来满足自身生长，若反应器
中悬浮态微生物占优势，则削弱生物膜中固着态微生物的生长，使挂膜速度减慢。挂膜初期，尽量减少
反应器中悬浮态微生物的数量，固着态微生物就会快速繁殖，所以，为促使固着态微生物快速繁殖生长
，调整初期运行参数是关键，闷曝是快速简捷的解决方法之一。 初期投入菌种污泥和营养盐，具备了
反应器中微生物生长应必须的条件，闷曝使微生物在填料上快速繁殖生长，部分换水，使剩余悬浮态微
生物得以排出；继续投加菌种污泥和营养盐，促使固着态微生物在此条件下高速繁殖，保证了今后运行
时填料所覆盖的微生物数量。挂膜和驯化阶段采用较大的曝气强度，可使附着在填料上的固着态微生物
能够适应较强的冲击负荷，有助于整个系统稳定，这在实际工程已得到证实。

 就目前生化法污水处理技术，A／O法处理医院污水，在投资、占地面积、运行费用、电气自动化程度
等诸多方面具有优势，可作为中、小型医院生活污水处理优选方案。



厌氧生物处理法早在一百多年前,人们就开始采用厌氧工艺处理生活污水污泥。1860年，法国工程师Mour
as首次采用厌氧方法处理沉淀池的固定物质，后来德国的KarlImhoff将其发展为目前仍然在使用的腐化池
和双层沉淀池(又称Imhoff池)。在1910年～1950年间，高效的、可加温和搅拌的污泥消化池得到了进一步
地发展，如厌氧接触工艺，这些反应器被称为第一代厌氧反应器。由于第一代厌氧反应器无法将污泥停
留时间和水力停留时间分开,污泥中温消化池的HRT长达20d～30d,这就大大增加了消化池的容积和占地面
积,提高了建设费用。UASB即上流式厌氧污泥床，是荷兰农业大学几名教授在AF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
特点是反应器的上部设置1个气、固、液三相分离器，混合液中的污泥能自动回到反应区以维持较多的生
物量和较长的SRT，整个反应器由反应区和沉淀区两部分组成。UASB具有很高的容积负荷率和污泥负荷
率。工作原理：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在厌氧条件下经微生物降解，转化成甲烷、二氧化碳等,所产气体(
沼气)含甲烷大于60%,可作为能源再次利用,如用于锅炉燃烧、发电等。这样，既去除了有机污染物又回收
了能源。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主体是内装颗粒厌氧污泥的容器,在其上部设置专用的气、液、固分离
系统(即三相分离器),它可使反应器中保持较高活性及良好沉淀性能的厌氧微生物,工艺上较一般厌氧装置
的效率更高,同时还节省了投资与占地面积。其技术关键为三相分离器、布水系统及工艺条件，特别是形
成颗粒污泥的工艺条件是UASB装置发挥高效的技术关键。有机废水使用UASB处理高浓度污废水,UASB
的容积负荷可高达10kg/m3˙d～50kg/m3˙d(好氧最高为5kg/m3˙d～10kg/m3˙d),HRT可缩短为10h～12h
,这与污泥床中保留有大量厌氧颗粒污泥是分不开的。厌氧颗粒污泥大多呈卵“,”形,直径015mm～5mm,
具有良好的沉降性和生物活性.UASB反应器中颗粒污泥的形成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向反应器中加入
惰性载体、颗粒活性碳,及向碳水中加入甲醇都可以缩短颗粒的形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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