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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胶深加工废水处理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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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初沉+Fent0n+絮凝沉淀+水解酸化+SBR的组合工艺处理紫胶树脂深加工废水影响因素进行 

了考察 ，对运行参数进行优化．H202投加量 1 000 mg／L，PAC投加量 300 mg／L，阴离子 PAM 投加量 6 mg／L，水解 

酸化停留时间 48 h，好氧停留时间 6 d时，出水 COD 112 mg／L，去除率为 96 ．废水中含有一些不能被水解酸化菌 

和羟基 自由基氧化的物质，更高效有针对性的氧化技术有待研究． 

关键词：紫胶树脂；絮凝沉淀；生化反应；Fenton 

中图分类号：X783．2 文献标志码 ：A 

紫胶树脂L1]深加工废水(简称废水)含高浓度的树脂类有机物，成分复杂，COD高 ．该废水的传统处理 

方法包括溶剂萃取法、吸附法、化学氧化法、高级氧化法和生物氧化法等[3]．由于树脂类废水中含有毒性化学 

物质，如果直接采用生物处理工艺将对微生物产生抑制 ]．采用混凝氧化技术将高分子复杂有机物降解为低 

分子的简单物质，达到降低废水毒性和改善其可生化性的目的，大大提高了出水的可生化性，高级氧化技术 

和高效生化处理技术结合能有效去除污水中溶解性有机物，降低 BOD5，为有机污染物的彻底降解提供良好 

的条件 ，其操作管理简单 ，运行费用较低L5]． 

1 水质分析 

1．1 实验水质 

实验用水来自某紫胶树脂深加工厂家的污水排放口，水质特征如表 1所示． 

表 1 实验用紫胶生产废水水质 

从表 l中可以看出，废水中CODc 、BODs、硫酸盐、氯离子、含盐量均很高，pH值偏低，需要在生物处理 

之前对废水中的酸性物质进行中和．废水中的硫酸盐和氯离子也会对生物有所影响 -7 ． 

1．2 实验方案 ‘ 

原水 卜_—_1初沉 H  Fenton 卜．__叫混凝沉淀卜—_叫水解酸化}．— SBR 一 出水 

1．3 实验方法 

图1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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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某紫胶厂污水储蓄池中取 50 L废水，废水在桶中会有沉淀效应．经过沉淀废水 COD由 5300 

mg／L降到 4900 mg／I 左右．由于原水pH值为 3．5～4．5，用 H SO 微调到 pH一3后先进行 Fenton高级 

氧化，出水用 NaOH调节 pH后再进行混凝沉淀和生化处理．混凝试验具体操作为加混凝剂在六联搅拌器 

上快速搅拌 1 min，慢速搅拌 10 min，沉淀 30 min．Fenton实验和混凝沉淀均是在 1000 mL的烧杯中完成 

的，生化试验在 5 L的反应器内进行．研究中各水质指标测定均为静沉后取上清液检测 ．试验期间温度 20 
～ 3O℃ ． 

试验中所用硫酸亚铁、过氧化氢、硫酸、氢氧化钠等试剂与材料均为分析纯． 

2 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Fenton实验 

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Fenton氧化法对难生物降解的废水具有较好地处理效果，Fenton的主要作用就 

是将微生物不能降解的物质通过羟基 自由基分解或转化为易生化处理的小分子有机物，因此本实验选用 

Fenton氧化作为废水的预处理方法．取 4 L经初沉后的废水用稀 H SO 调节 pH一3，平均分到 8组 1 L的 

烧杯 中，每个烧杯 500 mL，加 FeSO ·7HzO和 3O 的 H o (按摩尔 比 1：8投加)搅拌 2 h，反应结束后加 

NaOH调到 pH一7左右，絮凝沉降0．5 h去除溶液中的铁离子，取上清液进行测试分析．考察 H o 投加量 

对出水 COD和废水可生化性的影响，结果如 图 2所示．H。O投加量从 0 mg／L增加到 1000 mg／L时 ，COD 

从 4853 mg／I 降到 2670 mg／L，去除率为45．1 左右．BOD／COD值由0．27增加到0．45，再继续增加 H2()2 

的投加量 ，出水 COD和 B／C变化幅度很小 ，所以 H o 投加量为 l0 00 mg／L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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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出水COD和B，c随H O 投加量变化曲线 

2．2 絮凝沉淀实验 

2．2．1 聚合氯化铝(PAc)+ 聚丙烯酰胺(PAM) 

取 6 I Fenton处理后的废水 ，平均分到 6个 1 L的烧杯 中，设置六联搅拌器 的运行程序，快速搅拌 1 

min，慢速搅拌 10 min，沉淀 30 min．第一批试验单独投加 PAC，确定最佳效果时 PAC的投加量，第二批试验 

在 PAC最佳投加量的基础上投加 PAM，观察实验效果．从图 3中可以看出 PAC为 300 mg／L左右是比较 

经济高效的，同时阴离子 PAM的效果要比非离子 PAM 的效果好．当 PAC投加量 300 mg／L，阴离子 PAM 

投加量 6 mg／L时，COD可以从 2670 mg／L降到 2136 mg／L，去除率为 2O 左右． 

2．2．2 氯化钙(CaCI ) 

取废水用 NaOH溶液调节 pH一11，投加不同浓度的 CaC1 溶液，观察混凝效果，如图 4a所示 ，CaC1 浓 

度从 500 mg／L到 1 000 mg／L，COD去除率一直在 0．8 左右，混凝效果不好． 

2．2．3 AB剂 

从网上购买 A剂和 B剂各 1瓶，A剂成分为高分子表面活性剂等，外观为白色半透明液体，B剂主要 由 

高分子阳离子聚合物，表面活性剂等组成，外观为无色淡黄色黏稠液体．取废水水样，调节 pH为 7～8，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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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PAC+PAM絮凝实验曲线 

说明书上 A剂 ：B剂一5：1的比例，并参照以上步骤进行混凝试验，结果如图 4b所示，可以看出，在 A剂 

投加量为 3 mL，B剂投加量为 0．6 mL时，混凝效果最好，此时COD为 2112 mg／L，去除率 21．6 ． 

从以上 3种混凝剂的效果来看，PAC+PAM 和 AB剂的效果都很好，但是从经济方面考虑，选择 PAC 

+PAM更有利于降低操作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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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CaC12和AB剂絮凝实验曲线 

2．3 生化实验 

试验所用污泥取 自中国矿业大学污水处理站的厌氧池和好氧池，污泥浓度 在 3000 mg／L左右 ，用经混 

凝处理后的废水驯化活性污泥，以 24 h为一个周期，采用保持进水负荷不变的方法，逐步提高废水比例，依 

次投加 (2 g／L、1．5 g／L、1 g／L、0．5 g／L、0 g／L)NaAc，对应投加的废水量为(O mL、625 mL、1250 mL、1875 

mL、2500 mL)，NH4C1、KH2PO 投加量与 COD浓度比例为(100：5：1)． 

微生物驯化结束后对混凝沉淀出水进行水解酸化，通过水解酸化菌将废水中的大分子分解成可生化小 

分子物质．在水解酸化之前，废水 B／C在 o．45左右；停留时间48 h时，废水B／C提高到0．59；继续延长停留 

时间，废水 B／C提高有限．如图 5a，表明水解酸化停留时问 48 h比较合适． 

水解酸化后开始延时曝气，好氧污泥浓度控制在 3000 mg／L左右，考察停留时间对出水 COD的影响， 

结果如图 5b所示．停留时间为 6 d时，进水 COD从 1640 mg／L降到 705 mg／L，去除率 6o％左右．停留时间 

为 8 d、10 d时，去除率增加幅度比较小，为了缩小反应器容积，选择停留时问 6 d比较合适．生化出水进行 

SBR实验 ，活性污泥来源与上述相 同，采用生化 出水驯化．曝气 时间为 6 h，沉淀时间 1 h，经 SBR反应后，取 

上清液测得 COD为 112 mg／L． 

3 结 论 

通过初沉+Fenton-f-絮凝沉淀+水解酸化-4-SBR的组合工艺对紫胶生产废水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废水 

中含有一些难降解物质 ，这些物质不能被水解酸化菌水解，也不能被羟基自由基氧化．应该针对紫胶废 

水中的关键基团，筛选更有效的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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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a B／C随水解酸化停留时问变化曲线，b COD随好氧停留时间变化 

Hzoz投加量 1000 mg／L(FeSO ·7HzO和 3o 的 H2o。按摩尔比1 t 8投加)，PAC投加量 300 rag／ 

L，阴离子 PAM 投加量 6 mg／L，水解酸化停留时间 48 h，好氧停留时间 6 d，SBR反应时间 6 h时，出水 

COD 112 mg／L，去除率为 96 ．处理后出水可以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二级排放标准， 

更有针对性基团的氧化技术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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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Lac Resin Processing W astewater 

CHANG Xiaoli ，HE Shilong ，LIU Hao ，WANG Hengkang。，ZHANG Yong 

(1．School of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Spatial Informatics，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l16，Chinal 

2．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in Shanxi，Taiyuan 030002，China) 

Abstract：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lac resin process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by combined process of primary sedi— 

mentation+ flocculation+ biochemical reactions+ Fenton+ SBR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and the operating parame— 

ters were optimized．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dosage of PAC 300 mg／L，anionic PAM 6 mg／L，hydrolytic acidification resi— 

dence time 4O h，aerobic residence time 6 d，the dosage of H2 O2 1000 mg／L，the effluent COD 1 12 mg／L，the removal rate is 

9 6 ．The wastewater contains substance that can not be oxidized by hydrolytic acidification bacteria and hydroxyl radicals． 

more efficient and targeted oxidation technology is to be studied． 

Keywords：lac resin；flocculation；biochemical reactions}Fen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