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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生物接触氧化法处理糕点行业废水，考察r生物接触氧化池的启动过程和提高负荷运行过程中的处理效果及其DO、 

进水COD浓度和温度对运行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生物接触氧化池启动快；稳定运行时，有效容积负荷可达到 1．3KgCOD／(L-d)，COD、 

BOD 、SS去除率可分别达到95％、98％、83％，出水达到GB8978—1996中的一级排放标准；DO为2．5meCL时运行效果最佳；进水COD浓度 

对运行效果影响较大；温度下降对生物接触氧化池的运行效果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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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糕点行业发展迅速，产生的废水量也增 

大，废水中COD、BOD 、SS、动植物油浓度很高，直接 

排放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目前关于这种废水的处 

理报道较少。生物接触氧化技术广泛地用于石油化 

工、农药、棉纺印染、毛纺针织染色、轻工造纸、食品加 

工、发酵酿造等工业废水处理中 。本文利用生物接 

触氧化法在广州某糕点厂进行了试验性研究。实践证 

明该法具有占地面积小，建设投资省，运行稳定，管理 

方便等优点，其出水达~1]GB8978—1996中的一级排放 

标准。 

1 试验材料及设备 

1．1 废水的水质 

原水经过调节池和厌氧折流板反应池(ABR池) 

处理后直接进入生物接触氧化池，见表l。 

表1生物接触氧化池进水平均水质及排放标准 (pH瞄哆 lgL) 

项目 COD BOD 氨氮 Ss 动植物油 pH 

原水 8810 2809 40 2500 1138 5-7 

氧化池进水 1820 750 110 176 — 6．8-7．2 

排放标准 1130 20 l5 70 l0 6—9 

1．2 试验设备 

生物接触氧化池为5．7mx2．2mx2．5 m，有效容积 

l2．％m3，内分三格，三格长度分别为2．7m，1．6m，1．4m。 

整个池体为混凝土结构，全部位于地面以上，填料采用 

弹性填料，曝气设备采用罗茨风机和微孔曝气器。 

1．3 污泥接种 

利用广州市大坦沙污水处理厂的脱水污泥作为 

接种污泥，其含水率为78％ VSS／SS为0．5。 

2 试验方法 

考察在不同有效容积负荷时氧化池的运行效果 

和DO、进水COD浓度、温度对氧化池运行效果的影 

作者简介：谢昕(1979--)，男，硕士。主要从事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和城 

市污水处理方面的研究，(~ )13827258403(电子信箱)zsxx97@126．com。 

响。每13测试pH、COD、SS，B一⋯ 周分析一次。分析 

方法与文献【9]同。 

3 结果与讨论 

3．1 生物接触氧化池的启动 

． 将接种污泥投人生物接触氧化池内，再将ABR反 

应池的出水用自来水稀释后(COD浓度约为1000mg／ 

L)引入氧化池内进行充分曝气，并开动污泥回流设 

备，使氧化池和二沉池接通循环，每天换水1次，每次 

换水30％左右。2周后，弹性填料挂上了一层黄褐色的 

生物膜，氧化池内混和液污泥沉降比达到10％，COD 

去除率也达到70％。然后逐步增加ABR反应池出水所 

占比例，直到100％，氧化池的CODcr去除率达到95％ 

以上，此时我们认为好氧污泥的培养驯化过程结束。 

3．2 增大负荷运行期 

3．2．1 COD去除率的变化 

COD有效容积负荷在1．3 kgcOD／(m3·d)内时， 

COD去除率都在95％以上，表现出氧化池具有很强的 

COD去除效率，出水COD浓度都维持在90mg／L以内， 

达到GB8978—1996中的一级排放标准(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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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有效容积负荷对COD去除率的影响 

3．2．2 BOD 去除率的变化 

当COD有效容积负荷控制在1．3 kgCOD／(m3·d) 

内变动时，氧化池的BOD 去除率波动不大，且去除 

率都在98％以上，表现出氧化池具有很强的BOD 去 

除效率，并出水BOD 浓度维持在10mg／L以内，达到 

GB8978—1996中的一级排放标准(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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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有效容积负荷对BoD 去除率的影响 

3．2．3 SS去除率的变化 

随着氧化池的COD有效容积负荷的增大，其出 

水sS浓度也增大，ss去除率相应下降，但出水ss浓 

度始终不超过30mefL，达到GB8978—1996中的一级 

排放标准。ss去除率一直保持在83％以上，显示出了 

氧化池具有很高的ss去除能力(见图3)。 

有效容积负~／kgCOD·m‘ 

图3有效容积负荷对ss去除率的影响 ‘ 

3．2．4 各隔室氨氮浓度的变化 

在氧化池的CO喇 容积负荷为1．3kgCOD／(m3·d) 

左右，进水cOD浓度平均为1850mg／L，水温为21~C，DO为 

2．Smg／L，进水平均氨氮浓度为l lOmg／L~，氧化池各隔室 

氨氮浓度的变化规律如图4所示。第一格氨氮去除率很 

高，达到92．3％，其出水氨氮浓度平均降到8．46mg／L；第二 

格、第三格氨氮去除率下降很多，分别为4 ％、41．6％。原 

因是氧化池第 瞄降解了废水中大量cOD，好氧微生物 

合成代谢时消耗了很多氮源，因此氨氮浓度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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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各隔室氨氮变化情况 

3．2．5 DO对运行效果的影响 

在氧 的有效接触时间为33h，水温为22℃，进水 

COD-3Z均浓度为1780mg／L时，通过调节曝气量，重点考 

察了DO在1．3mg／L、2．Omg／L、2．5mg／L、3+0mg／Ll~1个水平 

下，氧化池的运行结果。结果如图5所示。研究发现，DO 

为2．5mg／L时运行效果最好。原因可能是DO在2．5mg／L 

以内时，随曝气量增大，池内水流的紊动加剧，生物膜 

可以更好地连续均匀地与废水相接触，提高了传质效 

应，促进了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而从提高了废水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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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DO浓度提高到3．0mg／L时，池内水流的紊动过 

大，将大量生物膜吹脱(此现象在第一格最明显)，脱 

落的生物膜随出水排出，使得出水cOD增大。因此在 

此次试验中我们将D0控制在2．5mg／L~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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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Do对运行结果的影响 

3．2．6 进水COD浓度对运行效果的影响 

保持氧化池有效接触时间为33h，水温为21oc，DO 

为2．5mgL，重点考察了不同进水cOD浓度对运行效果 

的影响。结果表明；进水cO 农度在20o0mg／L以内时，氧 

化池的COD-~除率变动幅度不大，当进水cOD浓度升高 

到2800mg／L时，出水COD浓度升高~1]30mgL，超过 

GB8978--1996中的一级排放标准。原因主要有：(1)当进 

水浓度达到2800mg／L时，氧化池第一格有效容积负荷达 

． 到3．99 kg COD／(rn3·d)，这时第一格的生物膜厚度变 

大，生物膜颜色变黑，水中的溶解氧很难深入膜的内 

部，使得生物膜的活性降低；(2)ABR反应池的出水中 

含有一些非溶解性 较难降解物质，如动植物油，它易 

浮在氧化池表面，与生物膜的接触不好 影响了处理效 

果。因此我们控制氧化池的进水cOD浓度在2000mg／L 

以内，有效容积负荷为1．3 COD，(m3·d)左右，见图6。 

1 500 1 750 2000 2250 2500 2750 3000 

COD／mg·L 。 

图6进水浓度对运行效果的影响 

3．2．7 温度对运行效果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当温度在14℃以上时，其对氧化 

池的处理效果影响很小，cOD去除率一直保持在95P／oI)2 

上，由于整竹屯鹞 据 中的水桐摊 持在14℃以上，因此 

在实际工程中不需为生物接触氧化池添加任何黼 设施。 

表2温度对生物接触氧化池运行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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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生物接触氧化池有效容积负荷为1．3kgCOD／(m3-d) 

时，COD、BOD5、SS去除率分别达到了95％、98％、83％， 

出水达到了GB8978—1996中的一级排放标准。运行时 

最佳DO值为2．5mg／L，进水COD浓度应保持在 

2000mg／L1)2下。当温度在14℃以上变化时，温度所带 

来的不利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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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用一定量o。5g／L 

CPAM改性的CTMAB插层膨润土处理活性艳红染料 

液(方法同前)，二次改性膨润土的用量与其脱色性能之 

间的关系如用量(mg)为：50、100、150、200、250；脱色 

率为(％)为：93．29、99．37、99．55、99．84、100．00。用50rag 

CPAMZ．次改性有机膨润土处理染料液时，脱色率已 

经高达93％，用100mg处理时脱色率高于99％。与目前 

文献报道的改性膨润土处理印染废水相比，二次改性 

膨润土大大提高了吸附脱色的效率，同时降低了吸附 

脱色剂的用量，相应的也减少了处理废渣的负担。 

2．5 CPAM 改性 CTMAB插层膨润土脱色处理的适 

用 pH范围 

pH值是影响吸附脱色和絮凝沉降等水处理剂的 

主要因素之一，若絮凝剂的PH值适用范围窄，则实际废 

水处理效果易受水质pH波动的影响。本试验 中用 

CPAM改性后的CTMAB插层膨润土处理活性艳红模 

拟染料废水的p}Ii重用范围见图3。由图4可知，pH在6～ll 

范围内时，脱色率波动不大，在9O％左右。当pH>ll且进 
一 步升高达到12时，脱色率显著提高并接近100％。这表 

明二次改l生膨润土有较宽的PH适用范围。由于很多实 

际染色废水偏碱l生，故CPAM~次改性有机膨润土作脱 

色剂在处理染色废水时，将会 现出较好的应用前景。 

誊 

舟 
栅 

翟 

pH 

图4 pH值对脱色率的影响 

3 结论 

(1)经过 CPAM 二次改性后的有机膨润土的层 

间距 d001均大于钠基膨润土和 CTMAB插层膨润 

土，而直接使用 CPAM插层效果不明显。 

(2)用 CPAM 二次改性的 CTMAB插层膨润土 

处理活性艳红模拟印染废水 ，相比于钠基原土和 

CTMAB插层膨润土，具有用量少、脱色效率高和pH 

值适用范围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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