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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潜流式人工湿地内部不同填料层和沿水流方向硝化能力的变化 结果表明 潜流式人工湿地中 硝化

能力沿水流方向逐渐减小 底部填料层 即炉渣层的氨氧化速率常数和亚硝酸氧化速率常数分别为 1 ∗

1## 和 1 ∗ 1#  而床体上部土壤层的氨氧化速率常数和亚硝酸氧化速率常数分别

为 1 ∗ 1## 和 1 ∗ 1##  因此炉渣层的硝化能力要明显高于土壤层 底部炉渣层

在硝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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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湿地∏ 是 世纪

年代末期得到较大发展的废水处理工

艺≈ ∗  它由人工基质和生长在其上的植物组

成 人为建造一个独特的土壤2植物2微生物生态

系统 用于净化污水 由于无机氮可以使水体中

藻类大量生长 高含氮污水 !排放水会造成富营

养化污染 因此对氮的去除是污水处理中的重

要任务 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对 的去除作用包

括基质的吸附 !过滤 !沉淀以及氨的挥发 植物

的吸收和湿地中微生物作用下经硝化 !反硝化

作用去除 微生物的硝化 !反硝化作用在氮的去

除中有重要作用 其基本条件是存在大量的硝

化和反硝化细菌和适当的湿地土壤环境条件 

硝化过程中需要硝化菌群的存在以及必要的好

氧环境 潜流式湿地中氧的提供主要靠植物的

根际传输 因此潜流式湿地内部 特别是非根际

区经常处于厌氧状态 从而限制了硝化菌的增

长及硝化反应的发生≈  本文对潜流式人工湿

地的硝化能力进行了研究 评价了系统内部硝

化能力的大小以及变化规律 

1  材料与方法

111  试验装置

潜流式人工湿地试验系统由 °∂ ≤ 塑料板

制做而成 其容积为 1长  宽 1 高

1 坡度为    底部铺设 的碎石 直

径  ∗  层 中部为 的炉渣层 上部为

的土壤 污水在床体内部水平流动 床体

前 段种植了芦苇 ≅ 株 行距  株距

 后  段种植了菖蒲 ≅  株 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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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距  小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所示 布水区和集水区分别填充直径  ∗ 

的卵石 宽度为  集水区底部安装一多孔

集水管并与外部一出水高度可调的竖管相联

接 

图 1  潜流式人工湿地处理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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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运行条件

试验用水取自清华大学一号楼生活污水泵

站 具体水质情况如表 所示 污水以连续方式

流入装置 变化进水流量得不同水力负荷 潜流

式人工湿地稳定运行 个月 小试运行参数及

控制条件为 进水流量 水力负荷

1其水力停留时间为 运行期间植物

生长良好 温度在  ε ∗  ε 范围内变化 

113  样品采集

试验装置连续运行 时 在床体内部沿

水流方向上 ≤⁄ 个点取样见图  土壤层

取土表下  ∗ 的土样 分别记为  ! !≤
表 1  试验用生活污水水质# 

×  • ∏ ¬# 

≤ ⁄ ≥≤ ⁄ ×   
 2 ×° ≥≥ ⁄ 

 ?   ?   ?   ?  1 ? 1  ?  1 ? 1 1 ? 1

和 ⁄ 与其对应的炉渣层记为  ! !≤ 和

⁄ ≤⁄各点距进水区的距离分别为 1 !

1 !1和 1 

114  硝化速率的测定

硝化速率的测定采用摇瓶法 在 锥

形瓶内加入约 土样和约 炉渣样品 准

确加入 去离子水和适量  
 2储备液

见表  使水中  
 2初期浓度为 

于  ε  ∗ 恒温摇床培养 定时测

定培养体系中  
 2与  

 2的浓度 测定

方法采用国家环保总局推荐方法≈ 

表 2  ΝΗ+
4 2Ν储备液组成# 

×  ×  
 2∏ # 

成分 磷酸二氢钾溶液 磷酸氢二钾溶液 硫酸铵溶液

浓度 1 1 1

2  结果与讨论

211   
 2氧化速率的变化

图 表示摇瓶试验中沿水流方向上各试样

 
 2的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其中  ∗ ⁄为

土壤  ∗ ⁄为炉渣 加入同样浓度的氨氮后 

土壤样品中氨氮含量迅速下降为 1而

炉渣样品却为 1τ检验显示 二者存

在极其显著性差异 π  1 产生二者差异的

原因可能是土壤与炉渣吸附性能的差异 土壤

颗粒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使得加入的氨氮迅速

被吸附 溶液中氨氮含量降低 

比较土壤与炉渣样品中氨氮浓度变化曲线

图 发现 尽管炉渣样品中氨氮初始浓度高 

但其减少速度快 第 炉渣中的氨氮降至

左右 ≤点甚至降至  而相同时间内 

土壤样品中氨氮仍含有 左右 这表明

炉渣的氨氧化速率大于土壤 从图 还可以看

出 土壤样品氨氮迅速下降之后的 内 氨氮

浓度基本保持不变 到第 后氨氮浓度才继

续减少 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被吸附在

土壤表面的  
 2被逐渐氧化或吸附在土壤

表面的氨氮解吸速率与溶液中的氨氮氧化速率

达到平衡 炉渣层这种现象却不明显 可能是因

为炉渣对氨氮的吸附量少和硝化速率较快 

通过分析氨氧化速率与浓度的关系 发现

氨氧化反应可近似为零级反应 这与文献≈一

致 由实验数据求得的氨氧化速率常数列于表

 由表 可以看出 炉渣层的氨氧化速率常数

比所对应的土壤层高一个数量级 说明炉渣层

的硝化菌数量要比土壤层多 这可能是因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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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层具有较多的孔隙结构 为微生物提供了较

为适宜的生长环境 在沿着水流方向 土壤层和

炉渣层的氨氧化速率常数是逐渐减小的 这与

潜流式湿地水流流态为推流式相紊合 即前部

氨氮浓度高 亚硝酸菌数量多 到湿地后部 由

于氨氮浓度减少 亚硝酸菌的数量也相应减少 

图 2  土壤和炉渣样品中氨氮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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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潜流式人工湿地各点样品的氨氧化

速率常数1)##  

×  ×¬ 

∏∏∏ ##  

样点   ≤ ⁄

土壤层 κ 1 1 1 1

炉渣层 κ 1 1 1 1

氨的浓度以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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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示摇瓶试验中各样品的  
 2浓

度变化 可以看出  
 2的变化规律是随时

间先增加后减少 这反映出氨氮硝化过程是

 
 ψ  

 ψ  
 有人认为≈ 硝化过程中

亚硝酸氮的生成是限制步骤 亚硝酸氮进一步

氧化成硝酸氮的反应很快 而导致亚硝酸氮很

难检测到 在本实验中 却检测到明显的  
 2

变化曲线 说明在人工湿地基质中硝酸菌活

性偏低 土壤层与炉渣层相比  
 2的浓度

最大值出现较晚 这与氨氮减少是同步的 从图

还可看出  
 2最大值的出现在沿水流方

向上具有跟氨氮减少相同的规律 人工湿地前

部的先出现 后部的后出现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

明了人工湿地前部亚硝酸菌多 与文献≈的结

果一致 

图 3  土壤和炉渣样品中 ΝΟ−
2 2Ν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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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实验数据求出的  
 2氧化速率常数

零级反应列于表 与氨氧化速率相同 在

表 4  潜流式人工湿地各点样品的亚硝化

速率常数1)##  

×  ×¬ 

∏∏∏ ##  

样点   ≤ ⁄

土壤层 κ 1 1 1 1

炉渣层 κ 1 1 1 1

亚硝酸的浓度以 计

沿水流方向 土壤层和炉渣层的  
 2氧化速

率常数逐渐减小 炉渣层的  
 2氧化速率常

数比所对应的土壤层要高 说明炉渣层的硝酸

菌数量要比土壤层多 对比表 和表 可知 炉

渣层的氨氧化速率要略大于  
 2氧化速率 

土壤层中的氨氧化速率则小于  
 2氧化速

率 但在测定过程中却发生了明显的  
 2积

累 分析原因 是硝酸菌活性低 容易受到游离

氨的抑制 一些研究表明≈ 游离氨对硝酸菌的

抑制浓度为 1 ∗ 1对亚硝酸菌的抑制

浓度为  ∗ 在   1 τ   ε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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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浓度为 时 游离氨的浓度为

1正处于对硝酸菌的抑制浓度范围

内 故在前期氨氮浓度高时发生了  
 2的

积累现象 

213  人工湿地中有机物的含量

图 表示出各样品中有机物含量 可以看

出炉渣层的有机物含量明显高于土壤层 在土

壤与炉渣层中有机物含量沿水流向逐渐增加 

但出水端⁄ !⁄却略有降低 由于进水中溶

解氧浓度低   限制了微生物的大量

生长 所以进水端的有机物含量低 人工湿地中

植物根系能将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释放到水

中 因此随着水在人工湿地中向后部流动 其中

的溶解氧逐渐升高 满足微生物生长需要 所以

有机物含量略有增加 出水端微生物含量下降

可能是因为营养下降的原因 进水中含有较多

有机物 而出水中营养物质含量下降 微生物生

长受到限制 受  
 2!溶解氧 !营养物质的共

同影响 微生物总量在水流向上是逐渐增加的 

但前部微生物中含较多的硝化菌 随后硝化菌

含量逐渐减小 反映到  
 2! 

 2的变化

速率上 前部亚硝酸化 !硝酸化速率高于后部 

图 4  潜流式人工湿地中有机物含量的变化

ƒ  ∂  ∏∏

∏ 

3  结论

通过测定潜流式人工湿地沿水流方向上内

部各点硝化能力的变化可知 潜流式人工湿地

底部炉渣层的硝化能力明显高于土壤层 炉渣

层在氨氮转化中起主要作用 在潜流式人工湿

地中 沿着水流方向硝化能力逐渐减小 

因此 强化人工湿地内部填料层的作用 是

提高系统硝化能力的关健 由于潜流式湿地内

部硝化能力分布不均匀 主要为前部高后部低 

可以通过改进布水方式等措施 如分段进水 多

点布水 来提高系统的整体硝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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