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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采用物化法与生物法组合工艺处理研磨 、涂装废水 ,并改进了水解酸化池和沉淀池

的设计。运行结果表明 ,在进水有机物浓度较高 、具有一定生物毒性的情况下 ,出水水质仍可达到

GB 8978 —1996的一级排放标准 ,对 COD和 BOD5的去除率均超过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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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ombined physic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 w as used fo r abrasion and painting

w astew ater t reatment , and the design for hydrolytic acidificat ion tank and sedimentation w as im-

proved.The running result show s that in the case of some biological toxici 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of

o rganic mat ters in inf luent , the eff luent quality can reach primary discharge standard specified in GB

8978 —1996 , and COD and BOD5 removal rate is over 97%.

　　Key words:　abrasion and painting wastewater;　physico-chemical process;　biological process;

combination process

1　废水特征及处理工艺

研磨和涂装废水分别来自棕刷湿法研磨工序和

喷漆台的水帘捕集净化过程 ,均为经循环使用后定

期外排的废水。这两种废水均为间歇式排放 ,混合

废水水量为 100 ～ 120 m3/d ,废水水质及出水标准

见表 1。
表 1　废水水质及出水标准

Tab.1　Wastewater quality and effluent standard

项目
COD

(mg/ L)
BOD5

(mg/ L)
SS

(mg/ L)
pH

进水 900～ 1 800 200～ 400 150～ 400 5 ～ 9

排放标准 ≤100 ≤30 ≤70 6-9

　　由表 1可知 ,废水的BOD5/COD值约为 0.2 ,表

明其可生化性较差 。

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研磨 、涂装废水处理流程

F ig.1　Flow char t of abrasion and painting wastew ater

treatment process

2　主要构筑物设计及运行参数

①　调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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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容积为80 m3 ,HRT 为16 h ,设2台潜水泵

(1用 1备),泵前设加药装置 。

②　气浮机

表面负荷为 5 m3/(m2·h),溶气水的设计压力

为 294 ～ 343 kPa ,溶气水的回流比为 0.4 。

③　水解酸化池

有效容积为 90 m
3
,HRT 为 18 h ,容积负荷为 1

～ 3 kg/(m 3·d),池中设置折流板 ,分成 4 个隔室 。

池内填充 50%的 YDT 型聚丙烯弹性立体松针形填

料 ,用水泵进行回流搅拌 。

④　接触氧化池

有效容积为 100 m3 ,HRT 为 20 h ,气水比为 20

∶1 ,溶解氧约为 2 ～ 3 mg/L ,池内填充 YDT 型聚丙烯

弹性立体松针形填料 ,分成 2个隔室 ,采用穿孔管曝

气。

⑤　斜管沉淀池

采用布水隔墙进行均匀布水 ,沉淀池的表面负

荷为 1.0 m
3
/(m

2
·h), HRT 为 3 h ,池内设一个泥

斗 ,采用气提装置排泥。

3　调试及运行结果

经过约 5个月的调试运行 ,系统进入稳态 。当

地环保部门的监测结果显示水质指标全都达标 ,监

测结果见表 2。
表 2　监测结果

Tab.2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effluent quality

项目 进水(mg/ L) 出水(mg/ L) 去除率(%)

COD 903 ～ 975 16.7 ～ 45.4 98.2

BOD5 216 ～ 364 3.10 ～ 9.06 97.3

SS 127 ～ 153 8～ 39 64.8

pH 7.2 ～ 8.5 7.60 ～ 8.14

　　在验收之后的实际运行中 ,进水水质常有一定

的波动(COD为 900 ～ 2 500 mg/L),但系统仍能保

持稳定运行 ,出水 COD 、BOD5 、SS 等均达标 ,尤其是

出水 COD为20 ～ 65 mg/L ,优于GB 8978 —1996的

一级排放标准。

4　设计经验

在设计水解酸化池时 ,借鉴了厌氧折流板反应

器的设计理念 ,加设了折流板 ,从而增大了反应器的

深度 ,使有效水深达到 3.5 m ,并在调试过程中对反

应池加盖 ,降低了池内的溶解氧浓度 ,还具有一定的

保温作用。这样 ,水解酸化池就变成一个由多隔室

组成的高效新型反应器 ,具有水力条件好 、微生物种

群分布好 、结构简单 、启动较快及运行稳定等优良特

性 。在运行过程中水解酸化池的各个隔室为完全混

合流态 ,整体为推流流态 ,获得了稳定的处理效果。

此外水解酸化作用的加强 ,使厌氧分解进入了产酸

阶段的后期 ,部分有机污染物被无机化 ,同时提高了

废水的可生化性。

在设计沉淀池时 ,在池内增设了一穿孔墙 ,从而

形成一个水力停留时间约为 5 min的缓冲区 。通过

穿孔墙进行布水 ,会大大降低对沉淀池的水力冲击 ,

取得了良好的沉淀效果(出水 SS<40 mg/L)。

5　经济分析

该工程的投资约为 32万元 ,设计处理量为 120

m3/d ,固定资产投资约为 2 670 元/m3 ,占地面积约

为150 m2 ,总装机功率约为 18 kW ,运行功率为 9

kW ,电价以0.5元/(kW·h)计 ,则电费为0.9 元/m3 ,

药剂费约为 0.30元/m3 ,因此运行成本约为1.20元

/m
3
(不包含设备折旧费)。

6　结论

①　工程实践表明 ,在研磨 、涂装废水水质 、水

量波动的情况下 ,物化与生物组合工艺的处理出水

仍能稳定达到GB 8978—1996的一级标准。

②　在水解酸化池中设置折流板 ,对反应池加

盖 ,可使水解酸化池变成一个由多隔室组成的高效

新型反应器 ,从而获得稳定良好的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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