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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裘废水厌氧处理的可行性研究

邱溶处 梁文胜 吴东风
兰州铁道学院环澳工程系

摘要 采用静态试验法研究了制裘过程产生的两股主要废水
—

浸皮废水和洗皮废水厌氧 处 理 的 可 行性 浸

皮废水对甲烷菌无抑制作用
,

并具有良好的厌氧生物降解性
, 甲烷气产率为

, , 去除率可达

洗皮废水的甲烷气产率为 勺
, 。

洗皮废水中的洗涤剂 不能被厌氧降解
, 但会被污泥吸附 ,

当其浓度低于 一 了
, 甲烷菌可被驯化

,
不影响厌氧过程 洗皮废水宜与浸皮废水或其它污水合并进

行厌氧处理

制裘过程产生的废水
,

其中危害性较大

的主要来自浸皮和洗皮两工艺 浸皮过程为

防止腐化
,

在水中加人漂白粉和氯化钠
,

废水

的 最高可达   左右 洗皮

过程要加人洗涤剂
,

废水的 在

左右 这两股废水的水量比约为

大型制裘工厂 日排放废水量可达数千立

方米
,

其中污染物的主要成份是动物性油脂
、

蛋白质和洗涤剂等 目前制裘工厂的废水处

理一般是在汇集全厂各种污水后
,

采用好氧

生物处理
,

其基建和管理费用都较昂贵 近

年来
,

在国内外发展起来的厌氧生物处理
,

用

于处理高
、

中浓度的有机工业废水
,

已证明在

技术经济上较之好氧生物处理有明显的优越

性
,

本文通过试验说明采用厌氧生物法处理

制裘废水在技术经济上是可行的

一
、

试验原理与方法

有机工业废水采用厌氧生物处理在技术

经济上是否可行
,

取决于废水中有机物质的

浓度和厌氧降解能力
,

以及废水中有毒物质

对甲烷菌的抑制或毒害作用 若忽略厌氧发

酵过程细菌细胞合成所需的基质
,

理论上每

去除 产生 甲烷气 因此
,

废

水中有机物质厌氧降解的能力可用厌氧发酵

过程废水中单位重量 或单位体积废水

产生的甲烷气体量来表示 废水中有毒物质

对 甲烷菌的抑制作用表现为发酵过程产气的

滞后现象
,

产气速度减慢和总产 气 量 的 降

低 毒性很大的废水会使甲烷菌受到严重的

抑制或被杀灭
,

致使没有甲烷气产生 水中

的毒性又与其浓度有关
,

含有毒物质的废水

经稀释降低其浓度
,

其中有毒成份的浓度也

随之减小
,

对甲烷菌的抑制作用会减弱
,

甚至

消失 当水中有毒成份的浓度低于某一定值

时
,

细菌会逐渐被驯化
,

这时废水中单位重量

产生的甲烷气体量与废水的浓度无关
,

控制好这个临界浓度可使含有毒物质废水的

厌氧生物处理取得最佳效果

为取得制裘废水厌氧处理的上述基本资

料
,

采用血清瓶静态发酵试验法
,

这种方法所

得的结果与动态模型的接近
〔 对浸皮废水

和洗皮废水分别作了厌氧发酵试验 浸皮废

水采用 血清瓶
,

在各试样中加人一定

量的消化污泥 厌氧菌种
、

营养物和不同量

的待测污水与去离子水
,

控制各加 人物的总

容积为
,

将废水稀释为 外
、

多
、

多 和 沁 四种试样
,

另有一不加废

水的空白 洗皮废水的做法同上
,

采用

的血清瓶
,

试样 中 废 水 的 稀 释 比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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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多
、

多 和 多
,

各加人

物的总容积为 用气相色谱仪测定各

试样逐 日甲烷产量
,

并测定厌氧 发 酵 前 后

和洗涤剂浓度的变化 为观察洗皮废

水中洗涤剂的厌氧降解性及其在厌氧发酵过

程中可能产生的抑制作用
,

采用 浓度

为 的醋酸钠作为基质
,

在洗涤剂浓

度分别为
、 、

和

时
,

测定总产气量的变化 为观察在静态试

验中作为厌氧菌种的消化污泥可能对洗涤剂

产生的吸附作用
,

先将污泥煮沸 分钟
,

杀

死其中的菌类
,

以排除可能产生的生物降解

作用
,

然后用振荡器测定污泥对洗涤剂的吸

附等温线

试验中所用的废水取自兰州 某 制 裘 工

厂
,

其中浸皮废水的 为
,

洗

皮废水的 为
。

含洗涤剂

。。。 试验中所用的洗涤剂采用 目前

国内各制裘工厂普遍采用的 号洗涤

剂
,

据生产厂家提供的资料
,

此种新型洗涤剂

的主要成份仍为阴离子型烷基苯磺酸盐
,

但

未能给出详细的成份配方
,

经测定每克  

洗涤剂产生 作为厌氧菌种的

消化污泥取 自某城市污水厂的消化池 全部

试验都在 ℃ 温度下进行

,

呱

万燕

赫刁撤门弩翩洲州

任酬礼螟番豁碱

亩一写广一扇一一布一飞石一 亩
泼酵时间 

图 浸皮废水的 甲烷尸童

柳

则含
任喇礼资螟汾

。
己扶

,

图 浸皮废水 与 甲烷产量关系

生物厌氧降解 通过计算得出
,

每去除

产生 土 甲烷气
,

此值接近
,

的理论值

表 浸皮废水 去除效果

二
、

试 验 结 果

一 浸皮废水的厌氧降解性

图 表示浸皮废水的甲烷气产量 甲烷

产气速度和最终累积甲烷产量都与污水浓度

成正比
,

在各种稀释比的情况下
,

均未发现

产气滞后现象 图 表示各试样加人废水的

量与最终甲烷气净产量的关系
,

两者呈

线性关系
,

由直线的斜率得出每 产甲

烷气约
,

每
,

废水可得纯甲烷气

澎 表 表示浸皮废水经厌氧发酵去除

的效果
,

的去除率高达 土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可知
,

浸皮废水对厌氧发

酵无抑制作用
,

且其中绝大部份有机物可被

二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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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洗皮废水的厌氧降解性

图 表示洗皮废水 甲烷气产量 试验前

阶段
,

产气速度与废水的浓度成反比 在试

验的后阶段
,

除废水稀释比为 多 的试样

外
,

其它各试样的累积甲烷产量均超过空白

值
,

甲烷累积产量与废水浓度成正比 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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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洗皮废水对甲烷菌具有明显的抑制 作 用
,

当废水浓度较低时
,

甲烷菌可逐渐被驯化
,

而

当浓度较高时
,

厌氧发酵过程则完全被抑制

图 表示当稀释比小于 多时
,

废水中

的 含量与净甲烷产量的关系
,

得出每

产 甲烷量为
,

每 废水可

得纯甲烷气 。士 , ,

较浸皮废水要

少些 表 为废水经厌氧发酵 和洗涤

剂的去除效果 和洗涤剂的去除率都

相当高
,

并随废水的浓度减小而增大
,

这与所

得甲烷产气量的试验结果不符
,

说明洗皮废

水中有相当一部份有机物的去除并不是通过

生物降解最后转化为甲烷气

 

图 洗皮废水 与甲烷产量关系

日喇化婆冬礴践

发酵时间

图 洗皮废水的甲烷产量

表 洗皮废水

三 洗涤剂在厌氧发酵中的作用

图 表示洗涤剂 对厌氧发酵的影

响 试验中在各试样中加人相同量的醋酸钠

基质和
、 、 、

四种不同

浓度的洗涤剂 与洗皮废水的试验结 果 类

似
,

在前阶段
,

产气速度与洗涤剂浓度成反

比
,

其中洗涤剂浓度为 的试样气

体产量自始至终低于空白值 洗涤剂

对厌氧发酵过程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

当其浓

度较高时
,

甲烷菌不能被驯化 在试验后阶

段
,

其余三水样的气体累积产量与空白趋向

一致
,

说明气体产量与洗涤剂的浓度无关
,

洗

涤剂在厌氧发酵过程中不能被降解转化为气

体

和洗涤剂的去除效果

稀释比
洗涤剂

最终

去除率

初始 最终

洗涤剂去除率

,几月目了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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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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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表示经过灭菌处理的消化污泥对洗

涤剂 D G 7 的吸附等温线
.
图中的横坐标 ce

表示吸附平衡浓度
,

纵坐标 q
。

表示吸附平衡

容量
.
如纵坐标以右侧的

。.

/
q
。

表示
,

可近

乎得到一直线
,

表明吸附基本符合朗格谬单

尼吸附模式
.
由试验结果可知

,

污泥对洗涤

剂具有相 当大的吸附容量
,

这就是在洗皮废

水试验中为什么 CO D 去除率与甲怜产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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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原因
.

污水处理生产装置是连续进水的
,

污泥

吸附洗涤剂的量最终要与进水中洗涤剂的浓

科 学 11 卷 2 期

度相平衡
,

进水中洗涤剂的浓度不应超过能

被甲烷菌驯化的极值
.
在静态试验中

,

平衡

浓度则是试样中洗涤剂最终的残留浓度
,

因

此对于生产装置
,

洗涤剂 D G 7 的最大容许

浓度应为表 2 中的 43 一10 lm g/L
,

或取为

, 0一100 m g/L
,

此值可供动态模型试验或生

产运转中参考
.

(IuI�酬犷彩礼拍兴姐翻

发酵时间〔d)

图 , 洗涤剂 D G 7 对厌氧发酵的影响

三
、

结 论与 建 议

制裘工业产生的浸皮废水和洗皮 废 水
,

采用厌氧生物处理在技术上均为可行
,

其中

水量最大的浸皮废水具有良好的 厌 氧 降 解

性
,

处理过程中还可获得相当多的甲烷气
,

具

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
洗皮废水中的 D G 7 洗涤

剂不能厌氧降解
,

当其浓度不超过 50 一100

m g /L 时
,

对厌氧生物处理无影响
,

若浓度超

过时
,

则会危及厌氧处理过程
.
污泥对洗涤

剂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

洗皮废水需与浸皮废水和其它污水合并

进行厌氧生物处理
,

以降低进水中洗涤剂的

浓度
.
浸皮和洗皮两工艺宜采用逆流用水方

式
,

以减少废水量
,

提高废水中有机物的浓

度
,

并可充分利用洗涤剂
,

减少水中洗涤剂的

含量
,

为厌氧生物处理创造更有利条件
.

含西。b活O

瑜100

勺谕注�吕

200 400 600 800
Ce(m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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