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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的内含能及污水处理过程的耗能与节能

韦朝海,周红桃,黄晶,韦聪,杨兴舟,韦景悦,李泽敏,胡芸,任源
(华南理工大学 环境与能源学院,广州510006)

摘 要:污水处理是一个高能耗、低能效的复杂过程。改变传统认知,将污染物当作能量物质加以

资源化,回用于水处理过程或者产品化,可改变污水处理的能耗。以城市污水与焦化废水为例,分

析了水质中污染物具有的内含能形式,并探讨了两种计算方法,指出内含能利用的两类可能途径和

最大限度。基于热力学基本定律与污水水质特征,辅以适当的当量假设,分析了污水处理过程中的

不同形式能量消耗及其原因,运用能流图表达了两个具体案例的能量转化与分布规律。比较了污

水处理两类节能评价方法的优异性,提出了未来水处理可能的节能新途径。在加深污水内含能认

识的基础上,结合相关产业与工艺技术,分离回收有价值成分,如营养物(氮、磷)、重金属等,并获得

水资源的再利用,以间接补偿处理过程的能耗,从而实现节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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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stewatertreatmentisacomplexprocesswithhighenergyconsumptionandlowefficiency.
Differentfromthetraditionalconceptofwastewatertreatment,thepollutantscontainedofwastewatercan
beregardedasenergymaterialsorastheraw materialsofotherproductstobehavestedtoreducethe
energyconsumption.Theformsofthepollutantsembodiedenergyinwastewaterwereexaminedby
employingtwocalculationmethodsandtakingsewageandcokingwastewaterasexamples.Moreover,two
possiblepathwaysfortheutilizationandmaximizationoftherecoveryofembodiedenergyduringthe
wastewatertreatmentwerediscussed.Thedifferentformsofenergyconsumptionandtheircausesin
wastewatertreatmentprocesswereanalyzedbasedonthermodynamiclawsandqualitycharacteristicsofthe
wastewater,withreasonableassumptions.Thelawsofenergytransferanddistributionoftwospecific
casesareexpressedbytheenergyflowdiagram.Somepossibleenergy-savingapproachesandwastewater



treatmentmethodsinthefuturearepredictedbycomparingdifferentenergysavingtechnologies.Basedon
in-depthunderstandingoftheembodiedenergyin wastewaters,valuableelementssuchasnutrients
(nitrogen,phosphorus)andheavymetalscanbeseparatedandrecovered,andwaterresourcescanbe
reusedbycombiningwithrelatedindustriesandtechnologies.Therefore,thegoalofenergysavingcanbe
achievedbytheindirectcompensationofenergyconsumptioninthewastewatertreatmentprocess.
Keywords:wastewater;embodiedenergy;energyconsumption;energysaving;massflow;energyflow

  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增加了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加剧了水

环境污染的负荷程度。为了解决旧有污水处理厂现

状与标准不断提高的工程技术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污/废水(文中用污水表达污/废水)处理厂的大规模

建设不仅消耗一次资源,持续运行的高能耗也成了

新的挑战。美国早在1978年就建成15000多座污

水处理厂,目前已经超过20000座,二级和二级以

上生物处理系统占建厂总数的97%[1]。2008年,美
国建成了迄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污水处理厂,造价4.9
亿美元,占地8万 m2,能将约31.8万 m3/d污水转

化为饮用水[2]。最近几年,美国加速了污水处理厂

的升级改造,包括污泥、废气、能耗、风险等的综合管

理升级,在碳减排、深度处理及营养物质循环利用等

方面进行集成系统创新[3-4]。中国城市污水处理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正式起步,1984年,采用改

良传统活性污泥法处理量达26万m3/d的天津纪庄

子污水处理厂的投产,标志着中国的污水处理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5]。“十二五”期间,全国城镇污水处

理投资4300亿元,新增污水处理规模4569万m3/

d,升级改造污水处理规模2611万 m3/d,年COD
削减量280万t[6]。迄今,中国已经建成污水处理厂

5800多个,形成了全国的基本覆盖面,可以认为,中
国的污水处理由污染防治阶段进入了追求生态和谐

的技术创新时代。由于污径比的约束,中国大部分

地区的地表水已经没有纳污的环境容量,目前的解

决途径之一是推进地表Ⅳ类水的污水排放标准,但
这将带来水处理能耗的剧增。因此,评估污水的内

含能及其开发途径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
污水处理厂运行的总成本主要包括:人工费、能

耗费、药剂费、管理费、基建分摊费、污泥处理/处置

费、废气净化费、达标污水排放费、设备维修费与折

旧费 等,其 中,能 耗 费 一 般 占 总 成 本 的 60% ~
90%[7]。2002年有报告称,用于污水处理的耗电量

约占美国全国发电量的4%,污水处理的能耗开始

成为受关注的问题[8]。根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中

国污水排放总量约为711.1亿t,年耗电量约为

2130亿kWh,占当年全国发电量(49591亿kWh)

的4.3%,约相当于2.5个三峡工程的年发电量

(2009年为847亿kWh)[9]。分解污水处理各工艺

单元的能耗分布发现,水泵提升与曝气供氧是能耗

的主要部位,约占总电耗的70%~90%。其中,污
水提升能耗约占25%、曝气系统能耗约占55%、污
泥处理系统能耗约占15%[1,10]。可以认为,这三个

方面是污水处理节能减排的核心目标。

目前,通过生物燃料电池(MFC)原理等从污水

中直接回收清洁能源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人们并

不知道污水中到底含有多少可以开发/转化的能量

物质与形式,更缺乏对不同能量开发模式可能带来

的环境与生态效应的了解。笔者分析了污水的内含

能,讨论污水处理工艺的耗能原因及影响因素,比较

节能的不同评价方法,建立三个方面的联系,思考能

量趋零的污水处理达标技术是否存在及能量趋零的

边界条件,由此思考开创新一代技术的可能方向,即
污水处理的目标应当建立在最大限度削减风险污染

物的同时,追求最少的物耗、最低的能耗、可资源化

的产品以及二次污染最小化的结合,同时为污水处

理工程的稳定运行与科学管理提供理论与实践方法

方面的指导。

1 污水的内含能

1.1 污水内含能的表征与计算

污水中内含能值的准确评估为能量转化与耗能

评价提供基础数据。迄今为止,对于污水内含能的

研究很少,且主要是对单一物质或者已知几种混合

物质的计算[11]。针对组成复杂的污水,建议采用化

学计算表征和水质指标表征两种方法。定义污水内

含能为:基于物质与分子不同水平、存在于污水中、

且能被现有科学技术开发利用的能量集合,由单位

体积的污水因环境温差产生的热能、因污水处理工

艺前后两个反应池的设计高差产生的位能以及在常

温常压下各污染物所具有的化学能量三者组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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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能主要通过分子动能与化学键能表征。其中,分
子动能是指大量分子无规则运动产生的能量,常用

分子平均动能表示,包含着平均平动动能和转动动

能。平动动能评价的唯一指标为温度,转动动能还

与分子自由度有关。化学键能是指分子内部原子之

间形成(或断裂)的化学键所放出(需要)的能量。目

前还没有涉及原子核内能的开发与评价。

1.1.1 化学计算表征 污水内含能的化学计算表

征主要通过水质组分的分析和化学键能的计算,并
通过不同分子的数目与键能求和,得出单位体积的

污水内含能。热能与位能需要单独计算。

首先,必须对污水的水质组成有较为清楚的认

识。有人从简单的上清液化学组成分析[12]到具体

的地下水水质分析[13],最后运用各种化学统计方法

(如 PCA(PrincipalComponent Analysis)、PLS
(PartialLeastSquares))对实际污水,特别是工业废

水进行了研究[14],明确了与污水内含能相关的水质

因素。Ren等[15]对广东韶钢焦化废水的水质组成

进行了详细的实验分析,通过离子色谱、ICP/MS、

GC/MS等分析手段测试了废水中 COD、BOD、色
度、氨氮、主要阴阳离子、金属成分及有机物组成等,

为废水内含能表征的计算提供了基础。但数以万计

的污染物种类并不能完全通过现有的检测分析仪器

和手段加以识别,成为化学能计算不精准的一个重

要原因。对此,有必要从污水水质指标中识别对能

量具有相关性的综合指标,探索能量表达的当量

模式。

在化学键能的计算方面,最早是在分析归纳实

验数据的基础上得到计算键能的经验公式,见式

(1),结果与实验值或文献推荐值的误差在±5kcal/

mol以内[16]。在对大量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中

各种类型键能计算的基础上,总结得到了常见物质

的化学键能数据。

D=87.72×(N/r)2/3×1/r×(1-m*/18.5874)+

K×(xA-xB)2 (1)

式中:D 为 A—B键的键裂能,kcal/mol;r为键长,

Å;N 为键合原子的价电子数之和;xA、xB 分别为

A、B的原子电负性或基团电负性;m*为键合原子上

有效不成键电子数之和;K 为经验常数,主族元素与

O、F所成键K=8.0,第一过渡系元素与O所成键

K=13.0,第二、三过渡系元素与 O所成的键 K=
19.5,其他不含O、F原子的键K=13.0。

随着量子化学理论的发展(如价键理论与密度

泛函理论),相应产生了多种计算键能的方法(如半

经验方法、从头计算法等),不同金属氧化物的键能

可以被分析[17]。在计算机平台上,利用量子化学理

论,能快捷地计算各种物质的化学键能。受限于污

水成分复杂、种类繁多且不能完全检测,不能计算所

有物质的化学键能,但可以得到污水常温常压下的

内含能、热能、位能以及化学能与分子动能的理论数

学计算模型,分别见式(2)~式(5)[18-19]。

E=E1+E2+E3 (2)

E1 =cmΔt (3)

E2 =mgΔh (4)

E3 =∑
n

i=1

CiV×10-3

Mi
NA Ei+mi+3

2 kTæ

è
ç

ö

ø
÷ (5)

式中:E 为污水内含能,J;E1 为污水热能,J;E2 为污

水位能,J;E3 为污水化学键能与分子动能,J;c为污

水比热容,取4.2kJ/(kg·K);m 为污水质量,kg;

Δt为水温与环境温差,K;Δh为出水口与处理池面

高差,m;g为重力加速度,取9.8m/s2;Ci 为第i种

物质的浓度,mg/L;V 为污水体积,L,单位体积取

1L;Mi 为第i种物质的摩尔质量,g/mol;NA 为阿

伏加德罗常数,6.02×1023mol-1;Ei 为第i种物质

的化学键能,J,可查《化学键能数据手册》;mi 为转

动自由度;k为玻尔兹曼常量,取1.38×10-23J/K;

T 为温度,标况下取273.5K。

如果所有的参数可以获知,可按照式(2)~式

(5)精准地计算污水的内含能,但在现有的数据库与

仪器条件下无法完成。对此,可以尝试通过假设估

算其化学内含能与分子动能的途径来评估总内含能

的值。因此,发展更为先进的测量方法对计算方法

的结果加以验证,是未来水质学与能量学结合研究

的重点,目前的基础研究与数据积累还比较薄弱。

1.1.2 水质指标表征 污水内含能的水质指标表

征是将污水内含能与其处理评价指标相关联,常用

单位质量COD的能量当量来表达。这种方法相对

于前面的化学计算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污水水

质组成不能准确表达所带来的缺陷。

表1列出了内含能测定方法的发展。由简单的

热量守恒到综合利用弹式热量计与冷冻干燥的结合,

由此建立了与水质指标COD的当量关系。在样品的

处理过程中,其挥发分损失高达26%,使得最后的测

定值偏小,对此,需要对方法进行校正。水质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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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相比于化学计算的准确性较低,但具有现实可操

作性。两种污水内含能的计算方法各有缺陷,随着计

算机水平的发展与化学检测手段的提高,两种方法相

结合可以获得更为准确的污水内含能计算值。

表1 热力学内含能测定的发展

Table1 Calorimetrydevelopmentofembodiedenergyofwastewater

研究者 方法 结论/成果

Kosmatos[20] Hess热量守恒定律测定热值 用反应焓变描述葡萄糖、精氨酸、丙酸3种物质的内含能,局限性较大

Shizas,etal[21] 弹式热力计测定污水样品燃烧值 第1次使用该方法,误差在3.5%内,未建立水质指标内含能关系

Heidrich,etal[22] 烘干和冷冻干燥法干燥样品,弹式热力计测

样品热值,COD关联污水内含能

获得某种污水内含能为17.7~28.7kJ/gCOD;样品测定挥发分损失

18%~26%,建立了有机物与COD的当量值

1.2 污水内含能的可能利用方式

根据式(2)~式(5)估算,COD=5000mg/L的

1m3 焦化废水的内含能约为390MJ,当量热值换算

成标准煤为13.32kg。实际处理费用按10元/m3

计,根据煤的市场价换算成标准煤消耗约5kg/m3,

是所含内含能的37.5%左右。上述数据表明,只要

开发约40%内含能就可以满足废水处理费用的

需求。

针对内含能的开发利用,实际工艺处理过程中

有两种途径:

第1种是利用微生物去除废水中有机污染物,

将易生物降解的有机物转化为稳定矿化的物质,过
程中释放的能量以ATP的形式储存在微生物体内。

微生物获得维持自身增殖所需的能量,其余部分以

热能的方式散失。通过分析可知,废水中的污染物,

特别是有机污染物,含有可被特定微生物菌群利用

的内含能[23]。

第2种是通过生化过程或者物理过程对内含能

加以开发回用。利用污水产生甲烷、氢气或其他还

原性气体获得高热值能源供给工业与生活应用,既
厌氧降解了污染物,又减少了一次能源的消耗。通

过可燃吸附剂(如活性炭)将有机污染物富集,获得

高密度能量共同体加以回收,也是污水能量转化的

一种有效途径[24]。其他污水内含能的可能利用方

式需要进一步探讨。内含能的准确分析评价对于能

量开发途径的选择至关重要。

2 能耗分析

污水处理的能量消耗与污水的自身水质、进水

流量/处理规模、选择的处理技术与方法、出水水质

要求等因素有关。据统计,污水处理的能耗不是均

匀单元工艺分布,大部分消耗在少数主要污染物的

去除与 转 化 上,最 关 键 的 是 有 机 物 的 降 解 与 稳

定[25]。一般可以将污水处理的能耗划分为直接能

耗和间接利用能耗[26]。直接能耗为处理过程现场

直接消耗的能源与资源,如电能与化学药剂;间接利

用能耗是维护工艺运行的能源资源的消耗,用当量

能耗表示,如人工、设备折损等消耗。间接利用能耗

难以准确表达,由于过程统计数据不完整,常用能量

附加因子进行估算。

2.1 能耗分析的热力学

2.1.1 能耗的热力学分析基础 热力学第一定律

表明,在一个特定的研究系统中,进入系统的能量分

为被系统利用部分与排出部分,其总值不变。热力

学第二定律表明,在能量的转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

方向与不可逆特性。针对一个生物处理系统,进入

系统的污水、营养元素、药剂与空气所携带的能量等

于生物系统的污水、过程反应产生的气体与污泥带

走的能量,这由热力学第一定律所决定。而对于曝

气风机,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其所耗电能肯定大于

其转化的机械能或者风能。

2.1.2 能耗的基本原理 在热力学基础上,得到能

耗的基本原理是:输入能量=有效利用的能量+损

失能量,可以用能量流动表示。

∑E=∑Ws+∑Q+∑E1+∑E2 (6)

  系统进入能量∑E 与离开的各种形式能量和

(∑Ws、∑E1 和∑Q)加上内部贮存能量∑E2 相等。

式(6)中:∑Ws 为系统对外或外界对系统所作的轴

功;∑Q 为系统向周围环境散发或由外界供给的热

量;∑E1 为介质(如出水、污泥)离开系统时带走的

部分能量,以能量损失的方式排出系统。定义进入

研究系统或者系统对外做功/供热的能量为正值,反

之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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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所示为自主研发的焦化废水处理OHO工

艺。进入系统的物质有废水、空气/氮气、药剂,排出

系统的有污泥、废气、油渣和出水,系统变化的是废水

的组成、气体组成、微生物的增长/衰亡、设备的折损

等当量能量,文献[27]分析了OHO工艺每一个子单

元的能耗因子,并建立了总能耗模型,本文不再赘述。
结合图1与式(6)可知,∑Ws 包括污水提升与回流的

水泵所做轴功、曝气机提供空气所做功、污泥输送与

脱水系统所做功以及混凝搅拌加药系统设备所做功,
可以归一化表达为系统电耗;∑Q则主要包括各种反

应设备散发的热量。其中,局部能量可以通过二次开

发加以回收;∑E1 包括外排水带走的能量、污泥排出

带走的能量与好氧反应系统尾风带走的能量;∑E2
主要指系统内部微生物生长繁殖所积累的能量。

图1 焦化废水OHO工艺物料与能量流动系统

Fig.1 SubstancesandenergyflowofO/H/Oprocess

incokingwastewatertreatment

2.2 能耗分析的当量假设

在进行能耗分析时,由于反应系统的庞大与污

水水质结构的复杂,不能对每种污染物的反应均一

一进行能耗分析。科学的假设在系统能耗分析中显

得十分必要。

2.2.1 污染物的能量 污水中污染物的种类繁多,
不可能列举所有的污染物反应进行能耗计算,而是

把污染物看作一个整体,根据统计数据换算成单位

质量COD的当量能量。污水中污染物的能量采用

COD换算,Owen[28]提出了污水中有机物由碳氢氧

氮元素构成,视为 C10H18O3N,利用燃烧热焓与

COD的数值当量可得13.94kJ/g(COD)。同样,污
泥中微生物细胞可以写成通式C5H7NO2,且有机干

物质(ODS)燃烧产生的热值在区间18~26kJ/g
(ODS)中变化[29]。

2.2.2 二次能源的当量热值 在进行能耗分

析时,二次能源及间接消耗的介质通过热量当量换

算成一次能源。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电能是最主要

的一次能源。目前,中国热电联产热转化效率约为

45%,按1kg标准煤的低位发热量29.27MJ计,生
产1kWh电能需消耗0.273kg标准煤。若按照中

国工业用电平均价格0.8元/kWh计,则1元人民

币的水处理费用相当于标准煤热值9.99MJ。因

此,污水处理系统中的部分二次能源当量热值可通

过表2中的公式来计算。

表2 二次能源的当量热值估算

Table2 Equivalentcaloricityestimationofsecondaryenergy

能量当量种类 计算方法 注释

进出水能量 E进/出水=α×Q×CCOD α为每千克COD所含热值,MJ/kg;Q 为每天进水流量,m3/d;CCOD为

进/出水中所含COD浓度,mg/L。

曝气能耗 E曝气=η×RP×T η为曝气泵的性能系数;RP 为曝气泵的功率,kW;T 为每天曝气时

间,h。

化学药剂能耗 E药剂=β×Q1×P1 β为成本当量因子,我国电价为0.8元/kWh,则:β=1/0.8=1.25;Q1
为每天化学药剂投加量,kg/m3;P1 为化学药剂的市场价,元/kg。

其他用电设备能耗 E其他用电设备=ε1×E曝气 ε1 为能量附加因子,是经验常数。

除电耗、药剂消耗外的其他能耗 E其他能量=ε2×(E曝气+

E药剂+E其他用电设备)
ε2 为能量附加因子,是经验常数。

剩余污泥产能量 E剩余污泥=θ×Q2 θ为剩余污泥燃烧热值,MJ/kWh;Q2 为剩余污泥量,kg/d。

能量损失量 E损失=ε3×(E进水+E曝气系统+

E其他用电设备+E药耗+E其他)
ε3 为能量附加因子,是经验常数。

能量贮存量 E损失=E进水+E曝气系统+E其他用电设备+

E药剂+E其他+E出水+E剩余污泥

2.2.3 能流图 能流图是表示能量(如热能、电能 等)流动状况的图示表达,可以针对整个系统性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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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也可以针对某个单元工艺或单独设备的能量流

动表征。根据能流图,可以分析能源利用效率与余

热回收情况,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可能性以

及提出加强能源管理、提高效率、减少污染等方面的

措施、办法和计算方案。以典型的AAO工艺为例,
其能流图如图2所示。能流图的绘制规则是进入系

统的能量值用长方形表达,其宽度一致,面积代表能

值大小占比,输出能量宽度代表能值大小占比。图

中,E其他能量 为除电耗、药剂消耗外的其他能耗,包括

人力与设备折旧等,常用能量附加因子进行估算;

E曝气 为曝气系统能耗;E其他用电设备 为除曝气系统用电

外的其他耗电设备能耗;E药剂 为在处理过程中所添

加药剂带来的能耗,包括营养物料、混凝剂、絮凝剂

以及碱等;E进水 为进入该系统的污水所带入的能量;

E回用 为回收废水处理过程中有用的能量物质,如沼

气;E散失 为因机械设备能量耗散与曝气池尾气或者

挥发气体带走的部分未被系统利用的能量;E出水 为

系统出水所带出的能量;E剩余污泥 为污泥排出所带走

的能量。

图2 典型污水生物处理工艺能流图

Fig.2 Typicalwastewastertreatmentprocess

energyflowdiagram
 

2.3 案例分析

以山东某污水处理厂与河北某废水处理厂为案

例,进行水质指标与工艺流程分析,加上能量当量计

算,最终结果以能流图形式进行表征。两个处理厂

的水质指标参数如表3所示。

表3 两个处理厂的水质指标参数

Table3 Waterqualityindexoftwotreatmentplants mg/L

污水处理厂 设计参数 COD BOD5 SS NH+4 —N TN TP

山东某生活污水处理厂

日处理量50000m3

进水设计值 400~500 100~200 ≤250 ≤100 ≤200 ≤15

出水设计值 ≤80 ≤20 ≤20 ≤5 ≤10 ≤1

河北某工业废水处理厂

日处理量4800m3

进水设计值 3500~4500 1000~1500 ≤310 ≤80~150 ≤150~350 ≤1

出水设计值 ≤100 ≤5 ≤20 ≤5 ≤20 ≤1

  山东某污水处理厂采用 AB工艺,因为设计较

高的COD进水,为达到脱磷除氮要求,B段实际采

用了A2/O流程,即工艺组合为A+A2/O。曝气池

DO由PLC自动控制,一般维持在1.5~3.0mg/L。
剩余污泥由中间沉淀池和最终沉淀池排出,经浓缩

后压滤脱水外运集中处理。工艺流程如图3所示。

图3 山东某污水处理厂工艺流程

Fig.3 Flowofawastewatertreatmentplant

inShandongprovince
 

河北涉县某企业焦化废水处理厂采用 O1/H/

O2流化床生物处理组合工艺。该工艺由3个内循

环生物流化床组成;O1是第一好氧反应器,通过曝

气去除大量有机污染物和毒性污染物,构造适合于

厌氧氨氧化的水质条件;残余少量大分子难降解污

染物进入下一级的水解池 H,在水解酸化作用下提

高其可生物降解性能,与此同时,在 H 反应池内实

现了脱氮反应,是厌氧氨氧化与自养反硝化反应的

结合;二级好氧池 O2的功能是彻底硝化低价含氮

物质与矿化所有的有机物。该工艺主要优点为:3
个反应器的配合使用与回流结合,可实现多种废水

处理运行模式;与常用的 A2O工艺相比,其占地面

积小,约节能30%[27]。O1/H/O2系统的水与泥的

物质流表达如图4所示。

山东某污水处理厂的日均水质和能量指标来源

于一个月的平均值,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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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O1/H/O2系统水与泥物质流

Fig.4 WaterandsludgeflowinO1/H/O2system
 

表4 山东某污水厂B段系统日均水质指标和能量指标

Table4 DailyqualityandenergyindexofBsystemofwastewatertreatmentplantinShandongprovince

流量/(m3·d-1)
COD/(mg·L-1)

进水 出水

剩余污泥

t/d ODS/%

曝气系统/(kWh·d-1)

曝气系统 其他电耗

药耗(絮凝剂、混凝剂、

碱等)/(kWh·d-1)

其他能耗(人力、设备

折旧等)/(kWh·d-1)

46588 104 26 139.6 50 9783.5 4192.9 4654.1 8197.4

注:其他电耗包括回流污泥泵、剩余污泥泵电耗以及搅拌混合设备电耗。

  河北某工业废水处理厂的日均水质和能量指标 来源于一个月平均值,列于表5中。

表5 河北某焦化废水处理厂O/H/O生物系统日均水质指标和能量指标

Table5 DailyqualityandenergyindexofO/H/Osystemof

cokingwastewatertreatmentplantinHebeiprovince

流量/(m3·d-1)
COD/(mg·L-1)

进水 出水

剩余污泥

t/d ODS/%

曝气系统(kWh·d-1)

曝气系统 其他电耗

药耗(絮凝剂、混凝剂、

碱等)/(kWh·d-1)

其他能耗(人力、设备

折旧等)/(kWh·d-1)

4580 3080 196 12.3 45 6400 2737 4575 6025

注:其他电耗包括回流污泥泵、剩余污泥泵电耗以及搅拌混合设备电耗;药耗包括 PAM、PAC、FeSO4(聚合)、NaH2PO4、NaOH、

Na2CO3 等。

  河北某工业废水厂的计算步骤为:

E进水=62.86MJ/kgCOD×3080mg/L×1d×

4580m3/d×10-3=88.67×104MJ
E出水=62.86MJ/kgCOD×196mg/L×1d×

4580m3/d×10-3=5.64×104MJ
E剩余污泥=22MJ/kgODS×1d×12300kg/d×

45%=12.18×104MJ
E曝气系统=7.99MJ/kWh×2kWh/m3×1d×

4580m3/d×0.7=5.12×104MJ
E其他用电设备=7.99MJ/kWh×2kWh/m3×1d×

4580m3/d×0.3=2.19×104MJ
E药耗=0.8RMB/m3×9.98MJ/RMB×1d×

4580m3/d=3.66×104MJ
E其他=0.44×(6400+2737+4575)kWh/d×

7.99MJ/kWh=4.82×104MJ
E回用=0
E损失=0.5×(E进水+E曝气系统+E其他用电设备+

E药耗+E其他)=52.23×104MJ
E贮存=E进水+E曝气系统+E其他用电设备+E药耗+

E其他-E出水-E剩余污泥-E损失=34.41×104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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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基础上,根据能量图绘制规则,将物质传

递伴随的能量流动绘制成图5所示的能量图。

图5 两个污/废水处理厂的能流变化

Fig.5 Energyflowcomparisonoftwowastewatertreatmentplant
 

2.4 电耗与药耗

直接能耗中有60%~90%为电能消耗,且与工艺

选择和管理水平有关。据统计[30],中国在生活污水处

理方面的电耗区间为0.14~0.28kWh/m3。加之污

泥处置能耗,该值增加到0.19~0.36kWh/m3。而日

本、美国的能耗均值分别为0.295kWh/m3、0.200
kWh/m3[31]。从表面上看,中国与美国、日本几乎无

差别。分析处理工艺的不同可以发现,在日本,沉砂

池不仅有洗砂还有通风与脱臭等配套技术,该反应

器可多耗电约0.01kWh/m3;相比中国,美国、日本

等出水 要 求 更 高,需 要 消 毒 处 理 而 增 加 电 耗 为

0.002kWh/m3;另外,欧美把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

的污泥都进行厌氧硝化、脱水处理,约增加电耗

0.1kWh/m3,却没有计算回收能量的抵消[32-33]。在

自动控制仪表及其他辅助设备(如空调)等方面,美
国、日本等耗电约多出0.003kWh/m3。实质上,中
国污水处理厂能耗均值为0.275kWh/m3,约为美

国(0.085kWh/m3)的3.25倍,是日本平均处理能耗

(0.18kWh/m3)的1.53倍。因此,有必要分析污水

处理过程中的耗能原理,以直接能耗中占比最大的

曝气系统与间接能耗中的药剂消耗为例进行分析。

2.4.1 生物曝气系统的能耗 曝气系统的能耗主

要是曝气风机的电耗,由风机工作功率决定。依据

风量和功率进行风机选型,可以确定曝气系统的电

耗。因此,曝气系统的电耗由系统生物反应所需要

的理论需氧量决定。选择提供最逼近理论需氧量的

风机是曝气系统能耗最低的前提。
以O1/H/O2工艺的曝气系统为例,设定生物

出水中无亚硝酸根,在好氧池内降解有机污染物并

转化氨氮为硝态氮。主要表现形式有3种,计算过

程见式(7)~式(9)。[34]

1)氨化需氧量

OS = [α·Kc·CCOD+DO] Q
24000

(7)

  2)亚硝化需氧量

OS = [α · Kc · CCOD +b(1- Kd)·

CN+
CCN

1.86+
CSCN

4.14
æ

è
ç

ö

ø
÷+(1+Rs+Rd)·DO] Q

24000
(8)

3)硝化需氧量

OS = [α · Kc · CCOD +c(1- Kd)·

CN+
CCN

1.86+
CSCN

4.14
æ

è
ç

ö

ø
÷+(1+Rs+Rd)·DO] Q

24000
(9)

式中:Kd 为 反 硝 化 率,Kd=(1-TNe/TNi)×

100%;OS 为 计 算 需 氧 量,kg/h;Q 为 进 水 流 量,

m3/d;CCOD为COD浓度,mg/L;CN、CCN、CSCN分别为

氨氮、总氰化物、硫氰化物的量,mg/L;DO 为溶解

氧浓度,mg/L;TNi、TNe 分别为进、出水总氮浓度,

mg/L;a、b、c为3个过程的耗氧系数,取值分别为

1.2~1.5、3.43、4.57;Kc 为COD去除率;Rs、Rd 为

污泥与硝化液回流比[32]。

2.4.2 药剂消耗 污水处理工程中添加的各种药

剂的主要功能分为3部分:第1部分是预处理中添

加的混凝剂,去除污水中的杂质与悬浮物,使得进入

生物系统的污水具有较高的B/C值;第2部分是生

物处理系统中加入的碱液与磷盐,供给生物代谢生

长的营养物质,同时缓冲生物系统因有机物降解导

致的pH值下降,维持生物系统的稳定性与污染物

的降解效率;第3部分是深度处理中投加的活性炭,
吸附难以生物降解的污染物,使出水满足达到排放

的要求。因此,药剂投加量的精准计算是药耗的决

定因素,投加量过低不能满足微生物生长繁殖与进

出水水质的要求,使得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反之,投
加量过高则增加了药剂本身的能耗占比,且加大了

污泥产生量与处理费用,同时增加了以水回用为目

标的脱盐能耗。以磷盐(NaH2PO4)投加量进行计

算,若以富氮缺磷为特征的焦化废水为例,进水

COD为3500mg/L、日处理量为1000m3、B/C为

0.3,按照生物生长营养配比C∶N∶P=100∶5∶1计

算,每天需要投加的NaH2PO4 为40.6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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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能评价与节能途径

3.1 节能评价

污水内含能的开发与污水处理过程的耗能,构
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通过评价一个污水处理过程

的能量效率,可以判断工艺的先进性及工程管理的

水平,并作为节能的依据。常用方法有模型分析与

指标评估,两者均是基于热力学基本定律。前者通

过一系列污水处理厂的能量转化统计数据,建立模

糊或量化的模型;后者利用单位质量污染物的去除

或者单位经济水平增长所消耗的能量进行评估。

3.1.1 模型分析 模型分析是对过程系统节能评

价的常用分析方法,主要包括能量衡算黑箱模型、火用

平衡灰箱模型、改进的经济数学模型。
能量衡算分析是基于热力学第一定律的一种方

法,针对反应器、处理过程或者一个完整工艺的能量

转移、转化与利用以及过程中部分能量的损失加以

分析[32]。最常见的是能量进出平衡的黑箱模型,用
式(10)表达。

E工质 +E消耗 =E产出 +E废弃 (10)
式中:E工质 为废水内含能(工质污染物);E消耗 为处理

耗能(电能、化学药剂、氧气带入);E产出 为系统产能

(有效利用);E废弃 为废弃能(CO2 带走、未利用的热

功)。
能量衡算黑箱模型只能求出能量的排出损失,

但无法清楚解释过程不可逆引起的能量损耗(功损

失、火用 损失),不足以说明处理工艺过程和装置在能

量利用上的完善程度与分配关系。因此,无法通过

单一的能量衡算分析为节能决策提供可靠依据,需
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火用 平衡分析法以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为基础,
通过火用 平衡分析,以能量品位与火用 利用度来表达

反应器装置或者工艺过程能量利用率的一种方

法[35-36],结合反应的特殊性和火用 的转换方式而建立

灰箱模型。以污水处理常见的生物反应单元为例进

行火用 平衡分析,其火用 平衡方程如式(11)所示。火用

平衡分析模型具体解析了生物处理过程的火用 变,其
实质是结合单元工艺的污水本身内含能、微生物利

用有机污染物产能和风机供氧的电力耗能来分析该

单元工艺系统的过程节能和能量转化。将污水所带

入的火用 值表达为内含能,把微生物对污染物的生物

氧化转变成有用的产物/副产物或为微生物自身增

殖的火用 值均表达为产能,而氧气的输入与污水的流

动是通过风机与水泵消耗电能来实现,故过程系统

的节能与内含能及耗能保持一致性,是对两种能量

形式转化的综合表达。

∑E+
x =Ex,工质+Ex,O2=Ex,产物+Ex,溅溢+Ex,维持+

Ex,增殖+Ex,副产物 +Ex,D=Ex,产物 +Ex,副产物 +Ex,Q+
Ex,D=∑E-

x (11)
式中:∑E-

x 为火用 总和;Ex,工质 为工质(污水)火用;

Ex,O2
为空气或氧气火用;Ex,产物 为产物输出火用 ;Ex,溅溢

为底物氧化后产能耗散火用 (热耗散);Ex,维持 为细胞

生命维持火用;Ex,增殖 为生物增殖耗能火用;Ex,副产物 为

参与细胞合成的副产物火用 ;Ex,Q为输出热量火用;

Ex,D为散失氧气火用。火用 的单位均为kJ/d。
上述两种模型分析方法都是通过能量的进入与

输出进行衡算,得到能量损失从而判断节能。IOA
(进出能量分析)分析方法是1970年首次提出用于

解决经济学难题的经济学模型[37-38]。针对过程系统

的特殊性,发展成为两种典型的改进模型 MR-IOA
和LCI-IOA。IOA分析可以对系统进入工质的数

据准确性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已有学者

研究发现,国家的统计平均数据并不能作为特殊地

域污水处理工艺过程影响的评价依据,应该根据当

地具体的气象和水文数据来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
从而保证节能分析数据的可信度[39-40]。MCDA(多
标准决策分析)方法是一种数学模型分析方法,直到

1990年改进后应用于污水处理领域[41],通常是使用

两种不同的 MCDA方法的综合可以更好地解决过

程影响控制的问题。有学者对美国加州PaloAlto
地区的污水处理厂在集中式处理和分布式处理不同

情况下资源的回收(水和能源)进行了对比分析,提
出了除基本投资、生产工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外,地
理位置成为了最终单位污水处理费用的一个不可或

缺的因素[42]。因此,在污水节能的研究中,MCDA
方法相比IOA法,研究边界更加宽广且研究结果更

加准确。

3.1.2 指标评估 指标评估是过程系统节能的另

一个研究内容,常用比能耗、单位GDP能耗、能量利

用率等作为归一化指标。比能耗是最直接的一个指

标,去除单位质量COD(或TOC)所需的能量消耗,
常用表达方式为kJ/kgCOD、kWh/kgCOD或者

kJ/kgTOC、kWh/kgTOC,这与前面内含能的表征

具有一致性[43]。比能耗适合于相同工艺、类似水质

的评价。但其他情况基本无法比较,进水污染物浓

度的显著差异对比能耗的数值影响较大,可能得出

相反的结果。例如,表4所示山东某污水厂进水浓

度COD为104mg/L,日进水量为46588m3,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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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 COD 为26mg/L,可得消耗当 量 总 电 能 为

26827.9kWh。同样,表5中河北某工业废水厂进

水浓度COD为3080mg/L,出水COD为196mg/

L,日进水量4580m3,消耗当 量 总 能 为19734
kWh。计 算 两 者 比 能 耗,分 别 为 26.58 MJ/kg
COD、5.38MJ/kgCOD。河北某工业废水的进水浓

度是山东某污水厂的进水浓度约30倍,但河北某工

业废水的处理比能耗约仅为山东某污水厂处理比能

耗的五分之一。
单位GDP能耗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评价工业能

源消耗的情况,是一种特殊的比能耗表示,常用每万

元经济增长标准煤消耗量表示。虽然可以从中得知

不同行业经济效益与能耗的关系,但无法确定具体

环节进行节能改进[44]。单位 GDP能耗是通过年

GDP总值与年污水总耗能的统计分析,得到经济发

展与污水处理的对应数值关系,但无法明确GDP与

污水处理的内在关系。
能量利用率指标以能量平衡原理为基础,表达

污水中污染物与外界环境作用的能量流占比。可用

式(12)表示。

η=∑E

∑H
×100%= E工质 +E输出 +E回收

H工质 +H外供 +H回收
×100%

(12)
式中:E 为不同物质或过程的有效能值(火用 值),kJ;

H 为装置或系统处理过程的输入能量(焓值),kJ。
上述指标可以评价节能效率,但对过程系统的

节能与内含能及耗能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得到准确

表征,污水处理节能不单是简单的降耗的传统认知,
而是在处理成本与二次污染一定的前提下最大化地

开发内含能降低耗能的新方式,建立进一步归一化

的节能评价体系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3.2 可能的节能途径

节能途径必须基于污水处理的能耗调查,依靠

处理工艺能量分析予以验证。对污水处理过程进行

相应的能量衡算可为后续提高能效奠定基础。污水

处理的主要能耗发生在生物处理工艺单元,尤其是

曝气与污泥处置两个系统。对此,污水生物处理基

于氧的调控实现节能存在多种策略[45-46]。充分研究

污水的水质结构特征,基于新材料与单元反应器的

功能改进,开发新的污染物去除原理与优化的工艺

成为重要研究方向。新材料和高效反应器的开发能

降低工艺参数控制条件、显著提高节能效率,但成本

高是其不足(如膜材料[47])。新工艺与能量转化原

理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能量的转换方式和转变途径,
但其发明需要时间过长(如从一级O到二级O历时

近一个世纪[48]),最近的厌氧氨氧化与自养反硝化

的协同实现总氮浓度趋零成为可能被证明为节能工

艺[49],对污泥加以管理也是重要节能途径[50-51],但
针对实际污水的处理费用有待更多案例与长时间数

据的评估。资源回收利用间接地增加产能并降低环

境污染,如重金属回收[52],但回收成本可能过高或

者回收方式较难。科学设计与合理管理可以减少不

必要的浪费,精确控制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但现实

条件并不乐观(如厂址位置[53]),需要挑战许多实际

问题。通过污水中有价值成分的分离回收,可作为

化工产品加以循环利用[54];通过污水的深度处理,
可获得水资源的再利用;通过与其他产业的结合,如
养殖、藻类培养、农业灌溉等,可实现产业间的资源

互补;多途径的不同组合,可实现不同层次的节能目

标。节能途径评价的科学性与集成技术的先进性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需要人们加强原理理论、方法技

术、工程案例、推广应用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

4 讨论

污水处理量大、能耗高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城市

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从污水本身蕴含的内含能、处理

过程的耗能分析与工艺节能新途径探索可能成为瓶

颈突破的发展方向。对内含能的认识是基础,需要

深入到物质和分子水平的热能、位能与化学能的3
个组成部分,寻求内含能开发的多种途径和潜力。
复杂组分污水及其变化过程的热力学理论分析与当

量假设的结合可以从不同层次上阐明能量转化的方

式与方向,能源当量假设有利于能量衡算与节能评

价的分析,提供归一化的可度量指标。通过对两个

污水性质不同处理工艺过程的案例分析,指出了过

程的电耗与药耗是耗能的核心单元。基于评价目标

的不同,耗能分析已拓宽到一次能源以及人力资源

等方面,但其科学性有待发展。对污水处理工艺节

能的常用模型分析与指标评估两种评价方法进行了

比较,需要考虑污水水质、处理工艺与当地资源/能

源状况等实际的结合。耗能与内含能研究的最终落

脚点是实现污水处理的最大节能与环境污染最小

化,对此,可发展的研究方向包括物理、化学、生物领

域新原理的发明,高效节能新型反应器与优化组合

工艺的研制与开发,工艺控制的自动化与人力资源

的合理调配等,需要通过加强过程预测与设计,明确

系统工程的边界等方面的结合。新原理与新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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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与建立应从反应的热力学和动力学的本质出

发,追求原创性;新工艺与新反应器的应用改变处理

过程中物质传递条件与能量流动方式或途径,从而

改变能量转化效率;科学合理的工艺设计与人员管

理从侧面减少运行能耗。归纳起来,准确认识污水

的内含能,将内含能有效转化为可利用的能量形式,
同时,尽量减少过程耗能与二次污染,就是实质性的

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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