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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快速净化器处理乳品废水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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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试验采用污水快速净化器，以硫酸铝(AS)和聚合氯化铝(PAC)为混凝剂处理乳品废水，

研究其投加量与浊度和COD去除率之间的关系，确定出硫酸铝的最佳投加量为390raCE，聚合

氯化铝的最佳投加量为320 ms／L。同时研究了最佳无机混凝剂(PAC)与有机助凝剂聚丙烯酰胺

(R蝴)在废水处理中的协同作用，得出PAc(240 m／L)+PAM(O．5ms／L)是最佳、最经济的组合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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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research on treating dairy wastewater by the rapid sewage sanc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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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st adopted the rapid sewage sanctifier for协她出崎wastewater with the coagulants of

AS and PAC．Relation of dosage and the removal mtes of turbidity and COD was investigated，and the叩-

timized dosage of AS and PAC is 390 rI】g，L and 320 rIlg，L，respectively．At the呲time，the synergi蛐
of the best inorganic coagulation PAC and organic floceulator polyacrylamide(PAM)in sewage treatment

WaS studied，PAC(240 mCL)+PAM(0．5ms／L)is the best and tlle most economic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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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污废水处理的方法主要有物理处理法、

化学处理法以及生物处理法，但其中大多数处理

技术存在设备复杂，运行成本高等不利因素，在实

践中难以得到人们的推广和应用⋯。再者，工业

废水因其污染物成份不稳定、浓度变化大而给传

统的生化法造成威胁，同时生化法基建与运行费

用都较高，针对某种工业废水的微生物驯化周期

长，难度大。所以物化法在当今的污水处理行业

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物化法而言，除了混凝

反应设备外，混凝剂也是影响处理效果的关键因

素之一。如果选择了不合适的混凝剂，可能导致

出水不达标或者大大增加运行费用拉’3J。因此，混

凝剂的合理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

聚合氯化铝(PAC)，分子式[灿(OH)。Cb一。]。，

是一种高效无机高分子净水剂，已广泛用于生活

饮用水、工业用水净化及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处理

领域，具有絮凝体形成速度快、反应和沉淀时间

短、对浊度和碱度以及有机物含量的变化适应性

强、有较高的净水安全性等一系列优点。硫酸铝

(AS)，又称明矾，分子式鸽(so,)，·18H20，在空气
中长期存放易吸潮结块，由于有少量硫酸亚铁存

在而使产品表面发黄，絮凝速度受水温的影响明

显【4】。但溶于水后能立即水解出铝离子，生成低聚

物[Al(H20)。]3+以至沉淀物，与此同时，在它们表

面将发生颗粒物的吸附过程，是使用历史最久，目

前应用仍较为广泛的一种无机盐混凝剂。

本试验采用污水快速净化器，以邯郸滏阳乳

业的乳品废水作为处理对象，选用PAC和AS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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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混凝剂和一种有机助凝剂聚丙烯酰胺(PAM)

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加药量与COD、浊度的

去除率之间的关系。

1污水快速净化器简介

表1试验期间原水水质

Tab．1 QuaH哆of the raw water during the experiment period

1．1原理 3试验结果及分析

混凝沉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混凝剂溶

于水后，经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形成各种水解

聚合物，它们附着在水中悬浮颗粒的周围，改变

其表面特性，破坏胶粒的凝聚稳定性。随着凝聚

稳定性的破坏，动力稳定性也将随之解体，小颗

粒悬浮物便凝聚成大颗粒絮状物而缓慢下沉【5J。

污水快速净化器采用最新的闪速混合技术，

然后采用微观物理吸附法将污水中各种胶粒和悬

浮颗粒凝聚成大块密实的絮体，再依靠旋流和过

滤水力学原理，在自行设计的污水快速净化器内

使絮体与水快速分离，清水经过罐体内自我形成

的致密的悬浮泥层过滤后排出，污泥则在污泥浓

缩室内高度浓缩，定期靠压力外排，从而达到污水

快速净化的目的№J。

1．2工艺流程

生活污水与乳品废水在调节池充分混合后由

污水泵打入管道，混凝药剂由加药泵打人安装在

管道上的闪速混合器，从而使药剂与污水充分混

合。混合液从净化器的底部进入罐体，在罐体内

完成反应、快速分离、过滤和污泥浓缩等过程。净

化后出水由顶部管道流出，污泥经浓缩后由底部

排泥管排出。

2试验部分

2．1乳品废水水质特征

乳品加工业在中国是一个新兴行业，近些年

来发展迅速。但是，在乳制品的加工过程中要排

放大量的废水，废水主要来自生产过程中的洗涤

水、冷却水以及产品加工废水HJ。

邯郸滏阳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产品为超高

温灭菌奶、凝固型酸奶、巴氏杀菌奶，其生产废水

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加工乳品产生的废水

以及容器、管道、设备、生产车间清洗产生的废水，

二是厂区里生活污水。试验期间原水主要水质参

数见表l。

本试验所采用的污水快速净化器设计进水量

为1．5靠／h，加药泵l(混凝剂投加)和加药泵2(助

凝剂投加)的流量均为50Uh。试验分两部分：第

一部分为混凝剂单独作用试验，即对两种无机混

凝剂PAC和AS采用不同的投药量，试验COD、浊

度的去除率随加药量增加的变化趋势，确定出各

自最佳投药量。然后对两种无机混凝剂的处理效

果进行比较，确定出效果最佳的一种混凝剂。第

二部分为无机混凝剂与有机助凝剂PAM的协同

作用试验。选用第一部分中确定出的无机混凝剂

PAC，依次改变助凝剂PAM的投加量，确定出其最

佳和最经济的组合方式。

3．1无机混凝剂单独作用

分别将AS和PAC单独投加，不同投加量对

COD和浊度的去除效果如图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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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S与PAC投加量效果图

Fig．1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COD and

turbidity with dosage of AS and PAC

由图l(a)知，硫酸铝对COD的去除率随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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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量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当硫酸铝投加量为390

m∥L时，COD去除率达67％左右，浊度的去除率

稳定在90％以上。由图1(b)知，当PAC投加量为

320mg／L时，COD去除率在77％左右，浊度的去除

率稳定在90％以上，继续加大投药量，去除效果反

而呈下降趋势。显而易见，在最佳投加情况下，这

两种混凝剂对浊度的去除率都很高，但是对COD

去除效果而言，PAC比硫酸铝高出约10％。因此，

最终确定PAC为最佳的混凝剂，单独投加时加药

的去除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当PAM=0．5 m#L

时，浊度的去除率均达到90％以上。在基本相同

的处理效果下，随着助凝剂投加量的增加，混凝剂

的用量呈下降趋势。但是，当PAM=0．7 l，】g／L时，

COD的去除率整体偏低，最高去除率只有63％，比

最佳去除率降低了10％以上。因此，确定“240mg／

L(PAC)+0．5叫L(PAM)”的投药方式为最佳投药
组合方式，此时PAC用量比单独投加时减少了

80m∥L。

量为320mg／L。

3．2 PAc和PAM的协同作用
4不同加药组合的成本分析

在确定PAC为最佳混凝剂的情况下，通过加

药泵2加入PAM，并依次改变其投加量为0．3 m∥

L，0．5叫L和0．7Ⅱ唔／L，出水效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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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The relat ion between the dosage of

PAC and the removal rate under

different dosage of PAM

从图2可知，随着PAM的投加量的增加，浊度

在处理效果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判断某种投

药方式是否为最佳投药方式，主要看其药剂费用

是否最低。本试验的三种药剂投加方式所对应的

药剂费用比较见表2所示。
表2药剂费用比较

Tab．2 The eommason of medicament cost

。。一药剂投加量折合实际投加量药剂费用总费用

：： (Hlg，L) (1【g，m3污水)(元，矗污水)(元，矗

PAC PAM PAC PAM PAC PAM’行刁()

从表2中可以看出，第3种投加方式“Z40m#L

(PAC)+0．5mg／L(PAM)”为最佳投药组合方式，单

位体积(m3)的污水处理药剂费用仅为0．394元，

比投加“280mg／L(PAC)+0．3m／L(PAM)”时的
0．454元减少0．06元，比单独投加PAC时的0．512

元减少0．118元，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5结论

1)采用污水快速净化器处理乳品废水时，无

机高分子混凝剂PAC的投加量比无机低分子混凝

剂AS的投加量少，且处理效果好。无机高分子混

凝剂对COD的去除率比低分子的高10％以上。

2)无机混凝剂PAC与有机助凝剂PAM复合

使用，在相同的处理效果下，PAC的用量比单独投

加时减少了1／4，大大降低了药剂费用。

3)采用污水快速净化器，在240nlg，L(PAC)+

o．5mg／L(PAM)的最佳组合投药方式下，可使出水的

浊度达到10M1U以下，COD在100 mg／L左右，基本

满足二级排放标准要求，而且出水水质一直稳定可

靠，说明本设备可以用于生产实际。(下转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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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的门禁考勤系统提供了基础。不过，在实验

中发现，本文所提方法在速度上还需要提高。在

识别率不降低的前提下，如何寻找速度提高的方

法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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