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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缺氧滤床 ( 好氧悬浮填料生物膜工艺，在常温（!) * "+,）、高溶解氧（- * + ./01）条件下，于好氧反应器中实现和维

持了脱水液部分亚硝化 #试验结果表明：通过综合调控进水氨氮负荷（213）、进水碱度0氨氮、水力停留时间，可以调节出水

456
" 74048(

’ 74比率 #当进水氨氮平均为 %!)9&$ ./01、平均进水 213 为 $9’% :/0（.%·;）、进水碱度0氨氮为 )9") 时，出水456
" 740

48(
’ 74为 !9") 左右，为后续 242<<5= 工艺创造了进水基质条件 #同时将好氧区游离氨（>2）控制在 !9$ * !$9% ./01，实现了亚

硝酸盐氮累积率 ?$@ * &$@的部分亚硝化 #综合分析表明：通过动态调控维持反应器内适宜的 >2 浓度是实现部分亚硝化的

主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开发了一种适合消化污泥脱水液水质特点的新型部分亚硝化技术 #
关键词：污泥脱水液；部分亚硝化；悬浮填料；厌氧氨氧化；>2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2 文章编号：$")$7%%$!（"$$+）$-7 7

收稿日期："$$&7$?7"!；修订日期："$$&7$+7"?
基金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A2B!+A$!）；北

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张树军（!+?$ * ），男，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污水生物处理技术及理论，C7.DEF：FGHIJK LM.# NM.
! 通讯联系人，C7.DEF：NDM$)%!KOJPL # Q;P# NR

$%&’(%) #(’&(*(+%’(,- ,* .(/01’02 3)42/0 5(64,& 7(’8 5,9 !"# %-2 :(/8;
+,-+0-’&%’(,- <==,-(%
S824T UVP7JPR!，"，<2 >P7/PM"，B25 =EDR/7IVQR/"，T24 WE7XER/!，<C4T =PQ7HVQR/"，S85Y ZPR!，[24T 8MR/7
NVQR!，\C4T WMR/7HVQR"

（!# AQEJER/ ]^DERD/Q T^MPX BM.XDR_ 1E.ELQ;，AQEJER/ !$$$%&，BVERD；"#‘Q_ 1DOM^DLM^_ Ma AQEJER/ aM^ bPDFEL_ UNEQRNQ DR; [DLQ^ CRcE^MR.QRL
3QNMcQ^_ CR/ERQQ^ER/，AQEJER/ YREcQ^ILEL_ Ma dQNVRMFM/_，AQEJER/ !$$!"’，BVERD）
<>1’&%+’：dVQ QGXQ^E.QRLDF I_ILQ. NMRIEILQ; Ma DRMGEN aEFLQ^ DR; DQ^MOEN IPIXQR;Q; ND^^EQ^ OEMaEF. ^QDNLM^ # dVQ XD^LEDF REL^EaENDLEMR eDI DNVEQcQ;
DR; .DERLDERQ; ILDOF_ ER LVQ DQ^MOEN ^QDNLM^ PR;Q^ RM^.DF LQ.XQ^DLP^Q（!)7"+,）DR; VE/V ]5（-7+ ./01）# dVQ REL^ELDLEMR eELV ?$@7&$@
REL^ELQ DNNP.PFDLEMR QaaENEQRN_ eDI MOLDERQ; eVQR >2 NMRNQRL^DLEMR eDI ER LVQ ^DR/Q Ma !9$7!$9% ./01 O_ NMRL^MFFER/ ERaFPQRL D..MRED FMD;ER/
^DLQ（213），^DLEM Ma DF:DFEREL_ DR; D..MRED DR; 83d ER LVQ DQ^MOEN ^QDNLM^ # dVQ QaaFPQRL REL^ELQ0D..MRED ^DLEM eDI DOMPL !9") eVQR LVQ
DcQ^D/Q ERaFPQRL D..MRED，ERaFPQRL 213 DR; ERaFPQRL ^DLEM Ma DF:DFEREL_ DR; D..MRED eQ^Q %!)9&$ ./01，$9’% :/0（.%·;）DR; )9")，

^QIXQNLEcQF_# UM LVQ QaaFPQRL Ma XD^LEDF REL^EaENDLEMR X^MNQII X^McE;Q; LVQ ERaFPQRL IPOIL^DLQ ;Q.DR; aM^ LVQ aMFFMeER/ 242<<5= X^MNQII# dVQ
ERLQ/^DLEcQ DRDF_IEI ER;ENDLQ; LVDL LVQ X^MXQ^ >2 NMRNQRL^DLEMR eDI LVQ .DER aDNLM^ DNVEQcER/ LVQ XD^LEDF REL^EaENDLEMR# dVQ ILP;_ ;QcQFMXQ; D
RMcQF XD^LEDF REL^EaENDLEMR LQNVRMFM/_ D;DXL LM eDLQ^ NVD^DNLQ^EILENI Ma ;E/QILQ; IFP;/Q FEfPM^#
?0@ 9,&21：IFP;/Q FEfPM^；XD^LEDF REL^EaENDLEMR；IPIXQR;Q; ND^^EQ^；242<<5=；>2

厌 氧 氨 氧 化（ DRDQ^MOEN D..MREP. MGE;DLEMR，

242<<5=）是 <PF;Q^ 等［!］在 "$ 世纪 +$ 年代开发

出的一种新的氨氧化途径，是指在缺氧条件下，厌氧

氨氧化菌以456
" 74为电子受体，将48(

’ 74直接氧化

为氮气的过程［"］，这是目前已知的最简捷和最经济

的生物脱氮途径［"，%］# ZQLLQR 等［’］在 !++& 年研究发现

能进行厌氧氨氧化反应的微生物是自养菌，这就意

味着456
" 74可以在无须有机碳源的条件下转化为氮

气 #厌氧氨氧化菌的生长很慢（最大比生长速率为

$9$- ;6 !），倍增时间长达 !! ;#由于厌氧氨氧化的顺

利进行需要456
" 74作为电子受体，而456

" 74必须通

过合理的工艺设计或生物转化来实现处理系统的自

给 #因此需要在厌氧氨氧化工艺前置 ! 个部分亚硝

化工艺，即将废水中的48(
’ 74首先在好氧反应器中

部分（约 )$@）转化为456
" 74，随后废水中的48(

’ 74
和生成的456

" 74在后续的反应器中进行厌氧氨氧

化，达到高效脱氮目的 #因此，部分亚硝化工艺成为

242<<5= 工艺最理想的前处理工艺，它不但将硝

化过程稳定地控制在亚硝化阶段，而且调节出水中

456
" 74048(

’ 74的比例满足 242<<5= 反应的要求 #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了一些能抑制亚硝酸盐氧化

菌增殖或活性，从而造成氨氧化菌在硝化系统中占

优势的因素包括：高 X8 值［)］、高 >2 浓度［-］、高温

（ g "),）［?］、低 ]5 浓度［&］以及投加硝化反应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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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抑制剂等 !然而大部分研究基于间歇流，所处理

水质大部分是人工配水，对采用连续流生物膜工艺

处理实际废水，尤其针对消化污泥脱水液的研究鲜

见报道 !因此对 连续流工艺部分亚硝化的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 !本研究采用“缺氧滤床 " 好氧悬浮填料生

物膜工艺”，在常温（#$ % &’(）、高 )*（+ % ’ ,-./）条

件下，尝试实现了消化污泥脱水液的部分亚硝化，进

而为 01022*3 工艺提供合适的进水基质条件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装置

试验所用反应器用有机玻璃制作（如图 #）! 好

氧反应器有效容积为 $4 /，平均分为 ’ 个格室，每个

格室均设为取样点，依次标记为好 # % 好 ’；缺氧反

应器为柱状结构（! 5 6 7,，! 5 #’8 7,），有效容积

’9$ /；二沉池采用竖流式 !试验进水、回流污泥和硝

化液回流采用蠕动泵控制，试验温度为 #$ % &’( !
反应器出水回流比为 $8: % #88:，污泥回流比为

$8:，通过调节鼓风机阀门开启度控制好氧区 )*
浓度，曝气采用穿孔曝气管 !悬浮填料采用软性海绵

做填料（ " ; # ; ! 5 #9$ 7, ; #9$ 7, ; #9$ 7,），好

氧反应器悬浮填料填充率为 48:，缺氧反应器填充

率为 ’8: !

图 ! 缺氧滤床 # 好氧悬浮填料生物膜工艺系统流程

<=-!# <>?@ A=B-CB, ?D BE?F=7 D=>GHC BEA BHC?I=7

JKJLHEAHA 7BCC=HC I=?D=>, CHB7G?C

本试验分 M 个工况进行，第 # 工况进水 0/N 为

89#& O-.（,M·A），出水回流比为 #88:，处理流量 $ 5
&8 /.A；第 & 工况进水 0/N 为 89&M O-.（,M·A），出水

回流比为 $8:，处理流量 $ 5 48 /.A；第 M 工况进水

0/N 为 894# O-.（,M·A），出水回流比为 $8:，处理流

量 $ 5 +8 /.A!
! "$ 试验用水及水质

试验用水取自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污泥脱水

液，P*) #88 % M88 ,-./，1Q"
4 R1 &88 % +88 ,-./，碱度

（以 PBP*M 计）# 888 % # 688 ,-./，LQ 值 为 S98 %
S96 !为了便于将研究应用于实际工程不对污泥脱水

液采取任何处理，接种污泥取自北京高碑店污水处

理厂全程硝化污泥 !
! "% 分析项目及方法

水样分析项目中1Q"
4 R1采用纳氏试剂光度法；

1*T
& R1采用 %R（#R萘基）R乙二胺光度法；1*T

M R1采用

麝香草酚分光光度法；)* 和温度采用 UVU =E?/BI
WG=CC?F X 多 功 能 溶 解 氧 在 线 测 定 仪；LQ 采 用

*0Y/*1 UBGHCLC??D LQVHJGC #8Z1P 型 LQ 测定仪；碱

度、2/WW 和 W[\ 均按照文献［’］的方法测定 !

$ 结果与讨论

$ "! 不同工况下出水亚硝氮、硝氮、亚硝酸盐氮累

积率的变化

实现亚硝化的关键在于抑制亚硝酸盐氧化菌的

增长，从而导致亚硝酸盐在硝化过程中得到稳定的

积累 !但是，由于氨氧化菌与亚硝酸盐氧化菌的协同

增殖方式，排除亚硝酸盐氧化菌的增殖比较困难，只

能通过混合系统中氨氧化菌和亚硝酸盐氧化菌之间

数量或活性的不平衡实现1*T
& R1的积累，图 & 给出

了不同工况下出水1*T
& R1、1*T

M R1及亚硝酸盐氮累

积情况 !
如图 & 所示，!、"、#分别代表第 # 工况、第 &

工况和第 M 工况 !由于接种的是全程硝化污泥，亚硝

酸盐氧化菌的活性较高，出水1*T
& R1在亚硝酸盐氧

化菌的作用下几乎全部被转化为1*T
M R1!第 &8 A 出

水硝氮高达 #6’ ,-./，随着反应系统 <0 对亚硝酸盐

氧化菌的抑制作用，出水1*T
M R1逐渐降低，1*T

& R1
和亚硝酸盐氮累积率逐渐升高 ! 第 M& A 实现亚硝

化，出水1*T
M R1为 ’$9$ ,-./，1*T

& R1为 ’+94 ,-./!
第 & 工况增大进水 0/N 后，亚硝酸盐氮累积率平均

在 S8:左右，出水1*T
M R1平均在 4M ,-./左右，出水

1*T
& R1平均在 #8# ,-./左右 ! 第 M 工况继续增大进

水 0/N，亚硝酸盐氮累积率、出水1*T
& R1和1*T

M R1几

乎恒定 !为了获得稳定的亚硝化和较高的亚硝酸盐

氮累积率，详细分析了以下因素：温度、)*、<0、LQ
值，以获取实现和维持亚硝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
$ "$ 亚硝化影响因素分析

$ "$ "! 温度对亚硝化的影响

ZB>,H>>H等［#8］认为，在 #8 % &8(条件下硝化菌

属活性大，无论 <0 浓度多大，1*T
& R1的积累都很

低，此条件下温度对硝化菌活性的影响比 <0 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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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作用大 ! 当温度为 "# $ "%&时，硝化反应速率

低于亚硝化反应速率 !当温度超过 "%&时，’( 对硝

化菌的抑制作用大于温度的作用，可能因 ’( 的抑

制作用导致)*+
" ,)的累积 !此外，由 -.(/*) 工艺可

知，氨 氧 化 菌 成 为 优 势 菌 种 的 温 度 范 围 是 0# $
01&［2］!高景峰［33］通过 -4/ 在处理啤酒废水的试验

中发现，"5&是实现短程 硝化反硝化的最低临界温

度，系统长期在常温（367% $ "07%&）下运行，硝化类

型转变为硝酸型硝化 ! 本试验在常温（3% $ "6&）下

进行，没有对温度进行人为控制，因此温度不是本试

验形成亚硝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
! "! "! 8* 对亚硝化的影响

图 ! 不同工况下出水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和亚硝酸盐氮累积率的变化情况

’9:!" ;<=9<>9?@ ?A BAACDB@> @9>=9>B，@9>=<>B <@E @9>=9>B <FFDGDC<>9?@ <> E9AAB=B@> HI<JB

图 # 硝化过程中氨氮、$%、&’、亚硝酸盐氮浓度的变化

’9:!0 ;<=9<>9?@ ?A <GG?@9<，’( <@E @9>=9>B 9@ >IB =B<F>?=

8* 是控制亚硝酸盐累积的关键因素之一，太高

会使亚硝氮被氧化至硝氮，太低会影响氨氧化菌和

亚硝酸盐氧化菌的活性进而影响硝化 ! .<@<K9 等［3"］

研究表明，低 8* 下氨氧化菌增值速率加快，且低

8* 下对亚硝酸盐氧化菌的活性有明显抑制作用，因

此低 8* 有利于)*+
" ,)的累积；L<<@M=?BK 的研究进

一步证明，低 8* 下亚硝酸盐的累积，是由于氨氧化

菌对 8* 的亲和力较亚硝酸盐氧化菌强；一般认为

最佳 8* 浓度为 37# $ 37% G:NL!本试验好氧反应区

的 8* 在 1 $ 6 G:NL，在此 8* 条件下，氨氧化菌和亚

硝酸盐氧化菌均具有较高的活性，故由此可知，本试

验中实现亚硝化的主要因素也不是 8*!但是由于本

试验采用的是悬浮填料，生物膜内部可能存在局部

缺氧，关于 8* 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 "! "# ’( 与 H. 值对亚硝化的影响

图 0 给出了在好氧区沿水流方向各个格室 ’(、

)*+
" ,)、H. 值和).O

P ,)的变化关系 ! 水中氨氮以分

子态和离子态 " 种形式存在，’( 的浓度［30］按下式计

算：

’(（G:NL）Q 32
3P R

［).O
P ,)］R 3#H.

!M N!S O 3#H. （3）

式中，!M 为氨的离解常数；!S 为水的离解常数；!M N
!S Q B1 0PPN（"20 O "）；" 为摄氏温度 !从上式可见 ’( 是 H.
值、温度和).O

P ,)的函数，H. 值、温度和).O
P ,)浓度

越高，’( 的浓度就越高 !
图 0 显示沿水流方向随着硝化的进行).O

P ,)和

H. 值 逐 渐 降 低，由 公 式（3）可 知，’( 逐 渐 降 低 !
(@>I?@9JB@ 等［3P］认为，’( 对亚硝酸盐氧化菌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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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 !"# $ #"! %&’(，氨氧化菌的抑制浓度在 #!
%&’(以上 )由图 * 可知，好氧第 # 格室氨氮和 +, 值

最大，故 -. 最大，最大时在 #! %&’(左右；第 / 格室

0,1
2 30和 +, 值最小，-. 也最小，最小时在 # %&’(左

右，故由 .4567489:4 选择性抑制学说可知，此 -. 浓

度范围均在抑制亚硝酸盐氧化菌的阈值范围内 )
+, 值是亚硝化反应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一

个硝化和反硝化循环中，+, 值的变化常在一个单位

左右，因此其对脱氮过程的影响不容忽视 ) +, 值对

亚硝化反应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氨氧化菌生

长要求有合适的 +, 环境；另一方面是 +, 值对 -.
有很大影响 )由图 * 可知，好氧区的0,1

2 30浓度在 ;;
$ <!! %&’(之间，+, 值在 ;"= $ >"= 之间 ) 在上述

0,1
2 30浓度条件下，正是由于较高的 +, 值维持好

氧区较高的 -. 浓度，进而抑制亚硝酸盐氧化菌的

活 性，有 利 于 实 现 较 高 的 亚 硝 酸 盐 氮 累 积 率 )
?@A%:AA: 等［#!］认为，适合于氨氧化菌生长的最佳 +,
值为 >"= 左右；有研究者认为［#= $ #;］，+, 值在 ; $ >"*
之间时，对于亚硝化是适合的 )本试验采用实际污泥

脱水液，原水 +, 值基本维持在 ;"! $ ;"; 之间 )由图

* 可知：在整个硝化过程中，好氧区 +, 值均在 ;"= $
>"= 之间，在适宜氨氧化菌生长所需的 +, 值范围

内，有利于氨氧化菌的生长 )
图 2 给出了好氧第 # 格室 -.、好氧区平均温

度、平均 BC 及亚硝酸盐氮累积率之间的变化关系 )
可以看出，好氧第 # 格室 -. 值在 <"* $ #!"* %&’(，

随着硝化反应的进行0,1
2 30浓度降低，+, 值下降 )

由公式（#）可知系统内 -. 值逐渐降低 )然而由前边

分析可知，好氧反应器中最小 -. 值也在 # %&’(左

右，在亚硝酸盐氧化菌的抑制范围内 )由图 2 可知，

在第 =! D 和第 E! D 好氧第 # 格室的 -. 分别为 <"*
%&’(和 <"= %&’(，当后边格室的 -. 值在 # %&’(左右

时，其出水亚硝酸盐氮累积率仍在 ;!F左右，并且

沿水流方向0CG
< 30浓度逐渐升高 ) 随着好氧第 # 格

室 -. 值的升高，出水亚硝氮累积率逐渐升高，升高

幅度不大，这可能是因为：由于碱度不足硝化提前结

束，但没有及时停止曝气，导致0CG
< 30被氧化，亚硝

酸盐氮累积率难以提高 )由以上分析可知，合理控制

,HI，防止过曝气是本系统形成亚硝化的必要条件 )
-. 对氨氧化菌和亚硝酸盐氧化菌均有抑制作

用 )魏琛等［#>］研究了 -. 对稳定生物亚硝化过程的

影响，认为实现亚硝化过程，将 -. 浓度维持在 ; $
#! %&’(左 右 是 合 适 的 ) -. 是 氨 氧 化 菌 的 真 正 基

质［#/］，由 J747D 反应动力学可知，当基质浓度较高

时，反应速率也较高 )因此在不抑制氨氧化菌活性的

范围内，应尽可能提高游离氨质量浓度，以实现高效

的亚硝酸盐氮累积率 )因此本试验在第 #!!D 运行第

* 工况，增大进水氨氮负荷，提高系统内 -. 浓度，以

实现高效稳定的亚硝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高 BC
（E $ / %&’(）、常温（#= $ </K）条件下，通过维持反

应系统中适宜的 -. 浓度，实现了高效稳定的亚硝

化，故 -. 是本试验形成和维持亚硝化的主要因素 )

图 ! 好氧反应器第 " 格室 #$、好氧反应器 %&、温度及亚硝酸盐氮累积率的变化

-8&)2 L@M8@5874 7N -. 84 56: N8M95 O6@%P:M 7N 56: @:M7P8O M:@O57M BC 5:%+:M@5QM: @4D 485M85: @OOQ%QA@5874 :NN8O8:4OR 84 56: @:M7P8O M:@O57M

’ () 反应系统中0,1
2 30、+, 值、碱度之间的变化

规律

图 = 给出了稳定运行时反应器内0,1
2 30、碱度、

+, 值之间的变化规律 ) 原水碱度平均在# 2!! %&’(
左右，0,1

2 30平均在 2!! %&’(左右 )由于 # & 0,1
2 30

完全硝化需要消耗 ;"#2 & 碱度（以 S@SC* 计），故完

全硝化碱度不足 )随着硝化的不断进行0,1
2 30浓度

和碱度不断降低 )碱度在缺氧区下降主要是因为：由

于碳源不足，在缺氧区反硝化产生的碱度很少，关键

是出水回流稀释作用 ) 随着硝化的行 +, 值不断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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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从图 ! 可以看出：在缺氧区 "# 值升高，是由于反

硝化和出水回流稀释造成的 $好氧第 % 格室的 "# 值

升高是因为：二沉池污泥回流及曝气将水中 &’( 吹

脱造成的 $在整个好氧区 "# 值在 )*! + ,*! 之间，大

于进水 "# 值（) $ - 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异养微生

物对有机底物分解代谢和合成代谢的结果都要形成

&’(，&’( 溶解在水中导致 "# 值下降，但是曝气不断

地将产生的 &’( 吹脱，这就引起了出水 "# 值高于

进水 $
由以上分析可知，脱水液是碱度不足、高氨氮废

水，要完全硝化碱度不足，故本工艺实现部分亚硝化

后，大大减小了对碱度的需求，因此本工艺是适合此

类水质的新型部分亚硝化工艺 $
! "# 部分亚硝化的试验效果及分析

图 $ 氨氮、碱度和 %& 值在系统中的变化

./0$! 123/24/56 57 28856/2，29:29/6/4; 26< "# /6 4=> ?;?4>8

图 ’ 部分亚硝化反应器中氮素物质的转换及亚硝酸盐氮累积率的变化

./0$@ &56A>3?24/56 57 6/4350>6 B58"5C6<? 26< 6/43/4> 2BBC8C924/56 >77/B/>6B; /6 4=> "234/29 6/43/7/B24/56 3>2B453

图 @ 给出了在亚硝化过程中氮素物质的转换及

亚硝酸盐氮累积率的变化 $从第 D) + -@ <，平均进水

E#F
- GE 为 (D)*! 80HI，平 均 进 水 JIK 为 L*%%

:0H（8D·<），平均进水碱度为% -L%*D 80HI，进水碱度H
氨氮 为 !*M，出 水E’N

( GE平 均 为 %(M*D 80HI，出 水

E#F
- GE平 均 为 -)*@ 80HI，出 水 E’N

( GEHE#F
- GE 为

(*)(，其 比 例 严 重 失 调，偏 离 了 文 献 报 道 的 比 值

（%*D( O%）［-］$为了减小出水E’N
( GEHE#F

- GE的比例，提

高进水 JIK$故从第 !D < 开始运行第 ( 工况，将进水

JIK 增大 % 倍，从图 @ 可以看出，增大进水 JIK 后，

第 !- < 出水E’N
( GE和氨氮分别为 M,*! 80HI和 M(*(

80HI，出水E’N
( GEHE#F

- GE为 %*L) $第 @) < 碱度升高，

在% ,LL 80HI左右，出水E#F
- GE为 -*) 80HI，可见在

碱度充足的情况下具有良好的硝化效果 $ 从第 ,!<
到第 %LL < 进水E#F

- GE在 %M%*% + (@L*- 80HI之间，

出水E’N
( GE在 ,%*) + %((*( 80HI之间，出水E#F

- GE在

D!*M + !,*% 80HI之 间，E’N
( GEHE#F

- GE比 例 平 均 为

(*D@ $ 为 了 提 高 出 水 E#F
- GE浓 度，使 出 水 E’N

( GEH
E#F

- GE比例尽可能满足 JEJPP’Q 进水比例要求，

从第 %LL < 开始运行第 D 工况，将进水 JIK 提高为

第 ( 工况的 ( 倍 $提高进水 JIK 后，从第 %L, < + %DL
< 平均出水E#F

- GE为 )@*, 80HI，平均出水E’N
( GE为

M@*(- 80HI，平均出水E’N
( GEHE#F

- GE为 %*(!，平均进

水E#F
- GE为 D%!*, 80HI，平均碱度为% @!,*D% 80HI，

L-% 环 境 科 学 DL 卷



进水碱度!氨氮为 "#$" % 由图 & 可知，整个试验过程

中亚硝酸盐氮累积率基本维持在 ’() * +()之间 %
这可能是因为：!本试验采用的是悬浮填料生物膜

工艺，氨氧化菌和亚硝酸盐氧化菌共同存在于系统

中，由于碱度不足，硝化可能在前几个格室提前结

束，但是没有及时停止后边几个格室的曝气，即没有

及时缩短水力停留时间，导致,-.
$ /,被氧化；"在生

物膜深处可能存在亚硝酸盐氧化菌，而其微环境中

01 不足以抑制亚硝酸盐氧化菌 %
由以上分析可知，通过综合调控进水 123、进水

碱度!氨氮和 435，可以调节出水,-.
$ /,!,46

7 /,的

比例 % 当进水,46
7 /,平均为 89"#+ :;!2，平均进水

123 为 (#78 <;!（:8·=），进水碱度!氨氮为 "#$" 时，

出 水 ,-.
$ /,!,46

7 /, 为 9#$" 左 右，基 本 达 到

1,1>>-? 进水要求 %
! "# 部分亚硝化出水的适用性验证

将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出水 $ 2 转移至 $ 2 的细

口瓶中，并向其加入已经培养好的处理污泥脱水液

的厌氧氨氧化污泥和磁力搅拌子，然后将细口瓶用

带有空气管的塞子封住，置于磁力加热搅拌器上反

应数小时，温度控制 在 8(@ 左 右，通 气 管 先 通 过

,A-4 碱液，观察气泡的产生，然后将气体通过气体

采样袋进行收集，通过气相色谱进行分析 % 试验发

现，置于碱液瓶中的通气管不断有气泡产生（经气相

色谱分析 BB#B)为 ,$）%同时通过化验分析得知，该

过程始末细口瓶中有大量的,-.
$ /,和,46

7 /,以 9 C

9#$ 的比例被迅速消耗，,-.
8 /,浓度升高，同时伴有

D4值升高现象，与 1,1>>-? 工艺的试验现象一

致 %由以上分析可知，本试验部分亚硝化反应器出水

是完全可以作为 1,1>>-? 反应器进水的 %

$ 结论

（9）本试验在高溶解氧（& * B :;!2）、常温（9" *
$B@）、长 E35 条件下，利用特定抑制因子 01 对亚

硝酸盐氧化菌的抑制作用，从而使氨氧化菌在数量

或活性上占优势，成功地在缺氧滤床 6 好氧悬浮填

料生物膜连续流工艺中实现了部分亚硝化 %
（$）污泥脱水液是低碳氮比、碱度不足、高氨氮

废水，故实现部分亚硝化，不仅可以避免完全硝化碱

度 不 足 问 题，减 少 反 硝 化 所 需 碳 源 % 并 可 与

1,1>>-? 工艺组合实现自养脱氮，达到较高的脱

氮效率，所以该部分亚硝化工艺是适合污泥脱水液

水质特点的新型脱氮技术 %

（8）在整个硝化过程中 01 浓度在 9#( * 9(#8
:;!2，均在抑制硝酸菌活性的阈值范围内 %长期维持

01 的选择性抑制作用，从而获得稳定的亚硝化，亚

硝氮积累率可达 +()左右 %
（7）通过综合调控进水 123、进水碱度!氨氮和

好氧段水力停留时间，可以调节出水,-.
$ /,!,46

7 /,
的比率，当进水,46

7 /,平均为 89"#+ :;!2，平均进水

123 为 (#78 <;!（:8·=），进水碱度!氨氮为 "#$" 时，

出水,-.
$ /,!,46

7 /,为 9#$" 左右，从而为 1,1>>-?
工 艺 创 造 了 进 水 条 件，较 好 的 实 现 了 匹 配

1,1>>-? 工艺的部分亚硝化 %
参考文献：

［ 9 ］ >FG=HI 1，JAK LIAAM 1 1，3NOHIPQNK 2 1， !" #$ % 1KAHINORS

A::NKRF: NTR=APRNK =RQSNUHIH= RK A =HKRPIRMVRK; MGFR=RWH= OH= IHASPNI
［X］% 0H:Q >RSINORNG YSNG，9BB"，%&（8）：9’’/9+7 %

［ $ ］ EPINFQ >，4HRZKHK X X，[FHKHK X L，!" #$ % 5\H QH]FHKSRK; OAPS\

IHASPNI AQ A DN^HIMFG PNNG MNI P\H QPF=V NM QGN^GV ;IN^RK; AKAHINORS

A::NKRF:/NTR=RWRK; :RSINNI;AKRQ:Q［X］% 1DDG >RSINORNG _RNPHS\KNG，

9BB+，#’（"）："+B/"B& %
［ 8 ］ JAK =H LIAAM 1 1，=H _IFRZK ‘，3NOHIPQNK 2 1，!" #$ % 1FPNPIND\RS

;IN^P\ NM AKAHINORS A::NKRF:/NTR=RWRK; :RSIN/NI;AKRQ:Q RK A

MGFR=RWH= OH= IHASPNI［X］% >RSINORNGN;V，9BB&，%(!（+）：$9+’/$9B& %
［ 7 ］ XHPPHK > E >，EPINFQ >，JAK =H ‘AQ/ES\NNKHK [ 5，!" #$ % 5\H

AKAHINORS NTR=APRNK NM A::NKRF:［X］% 0Y>E >RSINORNG 3HU，9BB+，

!!（"）：7$9/78’ %
［ " ］ JRGGAUHI=H E，LAISaA/YKSRKA ‘ 1，0=W/‘NGAKSN 0% bKMGFHKSH NM D4

NUHI KRPIRMVRK; ORNMRG: ASPRURPV RK QFO:HI;H= ORNMRGPHIQ［X］% cAP 3HQ，

9BB’，$%（"）：99+(/99+& %
［ & ］ EFI:ASW/LNIQ<A X，dRS\NK 1，>R<QS\ [% ,RPIN;HK IH:NUAG MIN:

^AQPH^APHI ^RP\ \R;\ A::NKRA KRPIN;HK SNKSHKPIAPRNK URA Q\NIPHI A

KRPIRMRSAPRNK AK= =HKRPIRMRSAPRNK［X］% cAP ESR 5HS\，9BB’，$&（9(）：

’8/’+ %
［ ’ ］ 4HGGRK;A d，ES\HGGHK 1 1 X d，>FG=HI X c，!" #$ % 5\H E413-,

DINSHQQ：AK RKKNUAPRUH :HP\N= MNI KRPIN;HK IH:NUAG MIN: A::NKRA/IRS\

^AQPH ^APHI［X］% cAP ESR 5HS\，9BB+，$)（B）：98"/97$ %
［ + ］ >FKS\ Y J， 2AKP ‘，[HGGHI X% ER:FGPAKHNFQ KRPIRMRSAPRNK AK=

=HKRPIRMRSAPRNK RK OHKS\/QSAGH QH]FHKSRK; OAPS\ IHASPNIQ［ X］% cAP

3HQ，9BB&，$’（$）：$’’/$+7 %
［ B ］ 国家环境保护局 %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北京：中国

环境科学出版社，9B+B %$7&/$+& %
［9(］ _AG:HGGH _，,;FVHK >，dAD=HURGGH _， !" #$ % EPF=V NM MASPNIQ

SNKPINGGRK; KRPIRPH OFRG=/FD RK ORNGN;RSAG DINSHQQHQ MNI ^APHI

KRPIRMRSAPRNK［X］% cAP ESR 5HS\，9BB$，!&（"/&）：9(9’/9($" %
［99］ 高景峰 % E_3 法去除有机物和脱氮除磷在线模糊控制的基础

研究［e］%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9 % 9B8/9B7 %
［9$］ 4AKA<R [，cAKPA^RK d，-\;A<R E% ,RPIRMRSAPRNK AP GN^ GHUHGQ NM

=RQQNGUH= NTV;HK ^RP\ AK= ^RP\NFP NI;AKRS GNA=RK; RK A QFQDHK=H=/

;IN^P\ IHASPNI［X］% cAP 3HQ，9BB(，!(（8）：$B’/8($ %
［98］ 4A;NDRAK e E，3RGHV X L% 1 SGNQHI GNN< AP P\H OASPHIRNGN;V NM

KRPIRMRSAPRNK［X］% 1]FASFGPFIAG YK;RKHHIRK;，9BB+，%*（7）：$$8/$77 %

979& 期 张树军等：低 d!, 高氨氮消化污泥脱水液部分亚硝化研究



［!"］ #$%&’$()*$ # +，,’*&- . +，/-010)02 3 4 5，!" #$ 6 7$&(8(%(’$ ’9

$(%-(9(:0%(’$ 8; 022’$(0 0$< $(%-’=) 0:(<［>］6 > ?0%*- /’@@=% +’$%-’@

A*<，!BCD，!"（E）：FGEHFEI 6
［!E］ 徐冬梅，聂梅生，金承基 6 亚硝酸型硝化的试验研究［>］6 给

水排水，!BBB，#$（C）：GCHGB 6
［!D］ 陈际达，陈志胜，张光辉，等 6 含氮废水亚硝化型硝化的研究

［>］6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IJJJ，#%（G）：C"HCD 6

［!C］ 左剑恶，杨洋，蒙爱红 6 高氨氮浓度下的亚硝化过程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6 环境污染与防治，IJJG，#$（D）：GGIHGGE 6
［!F］ 魏琛，罗固源 6 游离氨对稳定生物亚硝化的影响分析［>］6 重

庆环境科学，IJJG，#$（!I）：EJHEI 6
［!B］ ?0$K > ,，L0$K M6 /0-%(0@ $(%-(9(:0%(’$ =$<*- @(2(%*< <())’@N*<

’O;K*$ :’$<(%(’$)［>］6 /-’:*)) 4(’:&*2()%-;，IJJ"，%&（!J）：!IIGH

!IIB 6

I"! 环 境 科 学 GJ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