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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麻脱胶废水处理反应器的启动研究

蒋本超,胡开林, 胡晓勇, 杨 雪, 鹿 雯

(昆明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3)

摘要: 主要探讨在亚麻脱胶废水的处理工艺时,采用水解酸化 -氧化沟进行处理中, 直接应用微

生物水处理剂 ACF32培养活性污泥,并重点研究处理中氧化沟反应器的启动及除污效能. 结果

表明:反应器在一个半月左右就可启动成功,污泥的质量浓度高达 4 175. 2 m g /L ,培养出了能适

应并处理亚麻脱胶废水的活性污泥, 亚麻脱胶废水的处理去除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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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artup of Flax Degumm ingW astewater Treatm ent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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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ulty o f Env ironm enta l Sc ience and Eng inee ring, K unm ing U 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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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xp lo ration is m ade into the d irect cu lt ivation o f activated sludge w ith m icroorganism amps ACF32

in the flax Degumm ing w astew ater treatm en tw ith hydro lytic acidifica tion- ox idat ion d itch, em phasizing the star-

tup and decon tam ination perform ance of the ox idation ditch reacto r in the treatm en.t T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 re-

actor can be successfully started up in one and a ha lf m onths w ith the sludge concen trat ion as h igh as 4 175. 2

m g /L, that the activated sludge su itab le to treat flax Degumm ing w astew ater is cultivated w ith stable treatm ent

and rem ova l rate o f flax Degumm ing wastew 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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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 言

目前,亚麻脱胶废水的排放污染水环境
[ 1]

. 由于亚麻脱胶废水中污染物浓度高,试验采用水解酸化 -

氧化沟 -化学氧化工艺进行处理. 作为生化法处理污水的主体 � 活性污泥也是一个微生物的生态群
体

[ 2]
,试验中直接采用引进的微生物水

处理剂 ACF32来对它进行培养. ACF32

(A qua C lean ACF32,简称 ACF32,或:液

可清 )是由 32种活菌构成的混合体, 细

菌主要为红螺菌属紫色非硫细菌及硫

杆菌属紫色细菌等, 这些细菌互相兼

容,一旦释放于水体, 再生繁殖极快, 能

够在有氧和无氧条件下灵活地处理污

水中的各种有机物, 是用于处理工业、

农业和生活中的有机废水的污水处理

剂
[ 3]

.论文重点研究在水解酸化 -氧化

沟 -化学氧化处理中的氧化沟的启动.



1试验装置与方法

1. 1试验时间及工艺流程

2006年 3月初完成了试验装

置的制作, 2006年 3月 6日开始

进水运行. 试验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中水解酸化池为圆柱形

构筑物,直径和水面设计高度分别

为 300 mm和 280 mm , 处理容积

为 20 L.池中设置有搅拌装置, 间

歇搅拌.氧化沟的构造如图 2.

图 2 中 氧 化 沟 高 度 为

300 mm. 在出水口处设置有活动

堰口, 试验中使用的堰口高度为

100 mm ,水深为 100 mm , 有效容积为 53 L. 氧化沟内设置了 4套推流装置, 沟内的水流平均速度为

0. 17 m /s.氧化沟中好氧区内的氧气供给采用气泵 -曝气头方式. 水从池底进入,堰槽流出.

1. 2试验水质

试验期从 2006年 3月至 2006年 7月.试验所采用的亚麻脱胶废水取自云南某亚麻厂,其亚麻脱胶废

水的颜色为黄色,不透明, 并具有很浓的酸臭味.由于试验过程长、用水量大,共取了两次水样,反应器经历

了两次启动.两次所取水样水质如表 1.

表 1� 试验用水水质指标
Tab. 1� Quality of the wa ter used by the exper ience

水质指标 �( COD ) /( m g� L- 1 ) �( BOD5 ) /( m g� L- 1 ) �( TN ) /( m g� L - 1 ) �( T P) /( m g� L- 1 ) pH 色度

第 1次取样 6 559. 0 4 117. 0 574. 11 13. 79 4 . 67 250

第 2次取样 5 494. 4 3 560. 0 248. 80 23. 70 4 . 67 1 000

由表 1可知,试验所采用的亚麻脱胶废水浓度高、偏酸性,属高浓度酸性难降解有机废水.

1. 3测试项目及方法

定期检测的项目以及测试方法见表 2.
表 2� 水质检测项目以及测试方法

Tab. 2� W ater quality test item s and m ethods

测试指标 测试方法

COD 重铬酸钾法

BOD5 稀释接种法

TN 过硫酸钾氧化 -紫外分光光度法

T P 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pH 电极法

色度 稀释倍数法

2启动过程

2. 1氧化沟反应器一次启动

氧化沟反应器的启动从 2006年 3月 7日起至 4月

24日.氧化沟中活性污泥的培养方法为间歇投水培养,

并向其中加入微生物水处理剂 ACF32, 培养与驯化同

步
[ 4]

. ACF32的投加量根据启动过程中各阶段反应器中

污水体积数逐次投加,在氧化沟中采用 ACF32:进水量 = 1�10 000的比例投加.

由于亚麻脱胶废水的浓度高,不宜直接使用亚麻脱胶废水培养污泥.因此,将亚麻脱胶废水按 COD稀

释至生活污水的浓度范围加入氧化沟,即为氧化沟的第 1次进水, 测得 COD为 218. 0 m g� L
- 1

,进水总量

为 30升.随即开始连续闷曝. 3月 30日污泥的质量浓度增长至 986 m g /L , 暂停投加 ACF32.在活性污泥

培养过程中,间歇进水间歇出水,逐步提高进水后氧化沟中混合液的 COD至 750. 0~ 950. 0 m g� L
- 1

.

氧化沟反应器的一次启动步骤具体分为 3步. 3个步骤分别为:首先将亚麻脱胶废水稀释至 COD的

质量浓度为 200. 0~ 300. 0 m g� L
- 1

, 水量为设计处理水量的 1 /4,按比例投加 ACF32,开启气泵, 闷曝两天

后,絮体出现.根据污染物的去除率和活性污泥的生长状况,将进水的时间间隔定为 4~ 6天.在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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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气泵始终处于开启状态.然后调整氧化沟中 COD的质量浓度至 650~ 750 m g� L
- 1
的范围,水量调节至

设计处理水量的一半,按比例追加投加 ACF32.这一阶段经历 16 d,同时在此期间用显微镜镜检发现一些

紫色细菌,这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 ACF32的作用.最后提高进水的 COD至 750. 0~ 950. 0 m g� L
- 1
范围.

每隔 4~ 6天进一次水,共进水 4次.此时, 活性污泥已经形成, 但是浓度还没有达到设计要求,还需进一步

提高.

2. 2氧化沟反应器二次启动

由于试验过程中用水量比较大, 且取水样受到企业生产条件的限制 (云南的亚麻脱胶过程通常是间

歇性的 ) ,试验被迫中断一段时间.至到 2006年 6月, 得知企业开始正常生产后,取得亚麻脱胶废水. 氧化

沟反应器于 6月 8日再次启动, 直至 7月 10日启动结束.二次启动阶段共投加 ACF32 2次,至活性污泥有

足够繁殖能力时停止投加,投加比例与前同.根据二次启动阶段进出水的情况以及连续运行阶段的设计水

力停留时间,进水的时间间隔定为 2~ 4天,其中最后 3次的进水间隔均为 1天.

启动完成后,氧化沟内絮体呈棕黄色,絮状.污泥沉降性能良好,颗粒直径 1~ 2 mm.

3试验结果与分析

3. 1启动阶段表观现象

在氧化沟反应器一次启动的第 5天可见少量絮体, 用显微镜观测可见松散的菌胶团,少量鞭毛虫、滴

虫、变形虫和少量绿色球藻.第 7天微生物开始增多,细菌数量下降,并逐渐出现较高级别的原生动物,如

肾形虫、草履虫等.到第 20天时,出现了高等的钟虫,标志着活性污泥的生长进入更佳的状态.一次启动结

束时, 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生长状况良好, 盖纤虫、等枝虫等出现, 钟虫逐渐增多. 活性污泥浓度达到

2 271. 6 m g /L ,沉降性能良好.

氧化沟反应器的二次启动初期污泥颗粒偏小, 对污泥进行镜检可发现松散的菌胶团和少量鞭毛虫、绿

色球藻及游离的细菌. 10天后,对污泥进行镜检,结果为草履虫较多, 有肾形虫和少量钟虫,污泥的微生物

组成向更高级演化,菌胶团变得紧密.二次启动结束时, 污泥的质量浓度达到 4 175. 2 m g /L ,污泥沉降性

能良好,未见污泥膨胀现象,污泥颗粒呈絮状, 颗粒直径 1~ 2 mm.

3. 2对 COD的去除情况

在氧化沟反应器的一次启动和二次启动阶段对 COD的去除情况分别见图 3、4.

通过图 3可以看出,在氧化沟反应器的一次启动阶段,进水 COD的值按照启动步骤逐步增加,最高达

到 867. 5 mg /L .在启动到第 9天时, 进水 COD的浓度陡然增加, 由于微生物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使得

COD的去除效果受到影响, 其值在后续的时间段内略有降低. 然而随着氧化沟内污泥培养天数的增加,氧

化沟出水的 COD值趋于稳定,在 100左右,且 COD的去除率也在逐渐增加.到一次启动末期, COD的去除

率高达 87. 36% .启动期间,氧化沟对 COD的平均去除率达到 80% .

由图 4可知: 在二次启动阶段,进水 COD按照启动步骤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 启动半个月内进水 COD

的波动较大,相应出水 COD值也略有波动. 启动到第 12天时, 出水 COD的值最高,为 495. 2 m g /L . 随着

启动天数的增加,出水 COD以及 COD的去除率趋于稳定,分别在 200左右和 77%左右.氧化沟对 CO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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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去除率为 72% .

在二次启动阶段,氧化沟对 COD的平均去除率比一次启动阶段的低, 其主要原因为进水 COD值的增

加.在二次启动末期, 进水 COD值高达 1 014. 2 m g /L .

4结论

1)在处理亚麻脱胶废水中, 对于氧化沟反应器的启动, 采用微生物水处理剂 ACF32来培养污泥是可

行的, 最终污泥的质量浓度可以达到 4175. 2m g /L. ACF32与废水的投加比例为 1�10 000.

2)通过实验室小试可知:氧化沟反应器的一次启动历经 48天, 二次启动只需 32天. 二次启动所需时

间明显缩短.

3)在整个氧化沟反应器的启动过程中,氧化沟对 COD的平均去除率为 75. 26% .在此期间并对沟内

污泥定期镜检,一次启动结束时,污泥中微生物生长状况良好,盖纤虫、等枝虫等出现,钟虫逐渐增多.污泥

的质量浓度达到 2 271. 6 m g /L ,沉降性能良好. 二次启动结束时, 污泥的质量浓度达到 4 175. 2 m g /L ,污

泥沉降性能良好,未见污泥膨胀现象,污泥颗粒呈絮状, 颗粒直径 1~ 2 mm.

致谢: 本试验还得到了陈玉松、党艳、韩冰、王浩同学的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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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5温度对脱磷率的影响

温度对脱磷率的影响如图 6所示. m ( Co
2+

) �m ( Cu
2+

)为 3�1和 1�3时, 吸收液的脱磷率随温度的升

高而先升后降,脱磷率在温度分别为 41� , 45� 左右达到最大值; m ( Co
2+

) �m ( Cu
2+

)为 1�1的吸收液的

脱磷率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在温度低于 45� 时, m ( Co
2+

) �m ( Cu
2+

)为 3�1的吸收液的脱磷率较高;而

当温度高于 45� 时, m ( Co
2+

) �m ( Cu
2+

)为 1�1的吸收液的脱磷率远高于另外两者.

3结论

在钴、铜不同配比混合吸收液中,当反应温度低于 45� 、氧含量为 11% ~ 25%时, m ( Co
2+

) �m ( Cu
2+

)

为 3�1的吸收液的脱磷率较高;反应温度为 45~ 80� 、氧含量为 25% ~ 80%时, m ( Co
2 +

) �m ( Cu
2+

)为 1�
1的吸收液的脱磷率较高;在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 m ( Co

2+
) �m ( Cu

2+
)为 1�1的吸收液较易承受原

料气中 O2含量、PH 3浓度波动及气体流量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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