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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厌氧 间歇曝气生物膜系统用于生活污水的生物除磷%研究了运行方式对间歇曝气生物

滤池除磷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序批运行方式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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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方式可

以有效提高生物膜除磷系统的净吸磷能力!采用不同于传统反冲洗方法去除生物膜中富集的磷!可以

使间歇曝气滤池在长周期条件下保持良好的运行性能!减少滤池的反冲洗频率%

J2Q

方式下!有机物

与磷酸盐的分布及变化特征表明间歇曝气池内可能存在着微生物不同种群的空间分布%

关键词!间歇曝气#生物膜#生物除磷#吸磷过程#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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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厌氧*好氧生物除磷过程中#聚磷菌在外碳源

供给富足的厌氧条件下#快速吸收基质并在体内储

存聚羟基链烷酸#同时分解聚磷酸盐释放磷酸盐%

在紧接着的好氧阶段#外碳源已消耗殆尽#这时聚磷

菌就利用体内储存的聚羟基链烷酸生长#并从环境

中摄取磷酸盐合成新的聚磷酸盐%通过这种生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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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聚磷菌可以依靠外部基质浓度来平衡自身的生

长#使其比那些不具备储能能力的细菌更具有竞争

优势#从而得以在厌氧*好氧交替的环境中富集

生长(

"

)

%

基于此#生物膜除磷过程的研究报道中所采用

的试验系统分为两类&一类是序批式反应系统(

)=B

)

#

即厌氧'好氧过程按时间顺序依次进行$另一类则采

用多个反应器串联的连续流系统(

+=""

)

#通过周期性

改变水流方向和曝气方式在各个反应器中实现厌

氧*好氧的交替%在这种周期性调整过程中#原污水

总是首先进入厌氧反应器#好氧反应器总是串联在

厌氧反应器之后%在这两类系统中#厌氧释磷过程

和好氧吸磷过程是在电子供体!基质"和电子受体

!氧"在时间上或空间上分离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生物膜反应器中#微生物的附着生长方式决

定了生物除磷过程中所富集的磷必须通过反冲洗途

径从系统中移出%反冲洗的频率和程度决定了磷的

去除效果与能耗%富磷生物膜的移除是生物膜除磷

性能的关键性限制因素(

"*

#

")="!

)

%

笔者提出了一个由厌氧滤池和间歇曝气生物滤

池!

_JTQ

"组成的生物除磷系统#用于处理生活污

水%

_JTQ

通过交替不曝气*曝气操作#提供适宜聚

磷菌的生长环境%

_JTQ

采用,间歇 连续流相结合'

运用非传统除磷方法-的组合运行方式#来改善生物

滤池的除磷性能%在该运行方式下#电子供体和电

子受体同时存在于好氧过程%笔者通过与序批式运

行方式对比分析#探讨
_JTQ

在不同运行方式下的

生物除磷特性%

9

!

试验系统与方法

9:9

!

试验流程

试验流程如图
"

所示%试验系统由厌氧生物滤

池和
_JTQ

串联组成%原污水经由污水收集系统首

先进入厌氧池%原污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以及被滤

层截留下来的颗粒物中的有机成分在厌氧环境下发

酵酸化#可以提高厌氧池出水中挥发性脂肪酸的含

量%厌氧池对原污水的预酸化处理可以达到改善水

质的目的#为后续流程中聚磷菌的富集生长提供有

利的基质条件%

系统中设有
)

个并列运行的
_JTQ

%每个
_JTQ

周期性交替不曝气*曝气操作#从而在反应器中提供

厌氧*好氧交替的环境#有利于聚磷菌的富集生长%

_JTQ

的间歇曝气循环周期!

2N

"包括厌氧和好氧

)

个阶段%在一个
2N

历时内#

_JTQ

的运行方式如

下&在厌氧阶段伊始采用快速进水方式#经厌氧池预

酸化处理的污水进入
_JTQ

#间歇运行$在厌氧阶段

图
"

!

生物膜除磷系统流程示意图

结束时#聚磷菌释磷作用形成的高浓度含磷液!即厌

氧富磷液"从反应器中排出#另采用化学方法单独处

理$在紧接着的好氧阶段#为了获得稳定的出水#在

好氧阶段初始
"3

内采用间歇方式运行#即好氧伊

始采用快速进水方式#原污水直接进入
_JTQ

#间歇

运行$

"3

后#开始进入好氧连续流运行阶段#即厌氧

池出水连续进入
_JTQ

'

_JTQ

连续出水%至好氧阶

段结束时#反应器中的好氧反应液排出%至此#

_JTQ

结束了一个
2N

历时的运行%

)

个
_JTQ

交替运行%当
_JTQ=_

处于好氧连续

流运行期间#

_JTQ=__

依次经历厌氧间歇运行和好

氧初间歇运行阶段%当
_JTQ=_

好氧阶段运行结束

时#

_JTQ=__

开始进入好氧连续流运行阶段%每个

_JTQ

根据
2N

历时设置周而复始地运行#整个系统

可以实现连续流%

_JTQ

的这种厌氧末排出富磷液'好氧连续进出

水的运行方式#称为
J2Q

运行方式%

_JTQ

的运行

采用自行设计的继电器控制系统控制%

9:;

!

试验装置

单个反应器内径
*'*@E

#柱高
"E

#鹅卵石垫层

高
*'*#E

#填料层高
*'>E

#有效容积
>')^

%

_JTQ

底部设曝气装置#厌氧阶段设有循环装置%各池填

装填料为酶促生物填料#粒径为
A

#

#EE

%

9:<

!

试验方法

_JTQ

在序批!

VT

"运行方式下稳定运行
!

周

后#转入
J2Q

方式运行阶段%

_JTQ

运行期间运行

周期为
"!

#

)BP

%

_JTQ

反冲洗周期根据反应器水

力损失情况来确定%

J2Q

各轮次运行条件见表
"

%

试验比较分析
_JTQ

在
)

种运行方式下的特性%试

验用水为重庆大学校区学生宿舍生活污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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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_JTQ)

种运行方式下的生物除磷性能比较

运行方式
累计运行

天数*
P

_JTQ

的

2N

历时*
3

厌氧 如氧 合计

运行周期内

连续运行

天数*
P

T

*

i

L

6/

*!

E

4

+

^

Z"

"

L

%-;

*!

E

4

+

^

Z"

"

+

L

*

j

+

(L

*

j

O

\

VT )B A

!!

A

!!

+ "A )"'B A'BA )'"@ B#'+ >"'*

J2Q

运行

方式

M7(" >@

M7() B!

M7(! +B

M7(A "*"

!

!!

>

!!

+

!

!!

>

!!

+

!

!!

>

!!

+

)

!!

A

!!

#

# )A'> )'@! *'"A +)'> +)'>

B )A'! !'!) *'*+ +A'! +A'!

)) )B'A !'!# *'!> @*'A @*'A

@ !*'* "'+B *')> B+'# B+'#

B'@#

#

+'>!

运行方式

运行

天数

*

P

\MC

"

"

*

3

2]N

进水)

"

*!

E

4

+

^

Z"

"

2]N

出水)

"

*!

E

4

+

^

Z"

"

CL

进水)

"

*!

E

4

+

^

Z"

"

CL

出水)

"

*!

E

4

+

^

Z"

"

总有机负荷)

"

*!

U

4

+

E

Z!

+

P

Z"

"

总磷酸盐负荷)

"

*!

U

4

+

E

Z!

+

P

Z"

"

J2Q

运行

方式

M7(" "> )>')

M7() )@ "#'@

M7(! A! ")'>

M7(A >B B'"

)B*g""# #@g)@ A'"Bg"'#B*'!#g*'"B "'B"g*'!@ *'*)@*g*'**>B

!!

"

"指导
J2Q

方式下系统的
\MC

$

)

"均为
J2Q

运行期间的平均值
g

标准偏差%

9:=

!

分析方法

化学 需 氧 量 !

2]N

"'溶 解 性 化 学 需 氧 量

!

V2]N

"采用
\J2\

比色法测定%磷酸盐采用流

动注射分析法测定%

)

!

试验结果与讨论

试验期间由于季节的影响#原污水浓度总体呈下

降趋势#试验后期进水
2]N

浓度低于
)**E

4

*

^

%

J2Q

运行期间#根据水质变化情况阶段性调整流量来

控制系统的有机负荷%根据统计结果!见表
"

"#

J2Q

运行期间单台
_JTQ

单位体积填料每日实际的有机物

与磷酸盐总负荷比较稳定#波动幅度小于进水浓度%

;:9

!

;

种运行方式下的生物除磷特征浓度曲线

如图
)

所示#在厌氧阶段#

)

种运行方式下的释

磷曲线变化基本趋势相同%在最初的
"3

内液相磷

酸盐浓度的快速上升伴随着有机物浓度的快速下

降$之后磷酸盐浓度上升速度明显减缓#有机物浓度

则变化不大%在
J2Q

方式下#厌氧末要排出富磷

液#因此厌氧过程与好氧过程是
)

个不连续的过程%

)

种运行方式的最显著区别就在于好氧阶段初始磷

酸盐浓度和有机物浓度%在
J2Q

方式的好氧初始

阶段#水质条件取决于原污水水质而与厌氧末的反

应液浓度无关#相对于
VT

而言是处于贫磷源富碳源

的环境%如图
)

所示#磷酸盐和有机物浓度在好氧

初始
"3

内迅速下降#在接下来的连续出水阶段#

_JTQ

出水浓度保持在稳定的低浓度水平上%从运

行效果上看#

)

种运行方式的显著差别就是
J2Q

的

好氧出水浓度明显比
VT

的低%

图
)

!

;

种运行方式下间歇曝气循环周期内浓度特征曲线

;:;

!

磷的去除

)')'"

!

好氧磷酸盐负荷与好氧吸磷速率

_JTQ

不同的运行方式决定了系统在好氧阶段

将处于不同的负荷条件%分别对
J2Q

方式各轮次#

以及
VT

方式稳定运行期间的生物除磷特性做分析%

如图
!

所示#

J2Q

方式下的吸磷速率随进水中磷酸

盐负荷的增长而增大#即
_JTQ

单位体积填料每日

实际接纳的磷酸盐的量与相应的磷酸盐摄入量成正

比关系%由于
J2Q

方式的好氧磷酸盐负荷受进水

>+#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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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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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及水力负荷的影响显著#所以试验结果表明#生

物膜系统在该运行方式下具有良好的吸磷能力#能

够很好地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

VT

方式下#好氧初

始磷酸盐负荷大部分来自于厌氧释磷过程#所以吸

磷速率跟厌氧释磷过程关联紧密%

图
!

!

好氧磷酸盐负荷与吸磷速率的关系

)')')

!

好氧吸磷与厌氧释磷

由于季节的影响#

M7(A

期间原污水
2]N

浓度

下降至
)**E

4

*

^

以下#厌氧池出水中易 降解有机

质的浓度明显下降#这种情况下可以观察到释磷速

率相对偏低!如图
A

所示"%总体上#

J2Q

方式下单

位体积填料每日实际的厌氧释磷速率与好氧吸磷速

率呈线性正相关%在
VT

方式下#由于连续运行未进

行反冲洗#反应器中磷的积累及生物量逐渐增加#释

磷速率与好氧吸磷速率随之增大且相互关系符合

J2Q

的线性关系%这说明#

_JTQ

的运行方式并不

影响厌氧释磷过程与好氧吸磷过程之间的关联关

系%只不过在
J2Q

方式下#水力负荷的调整使得生

物膜表现出能在更大范围内适应环境条件动态变化

的能力%

图
A

!

吸磷速率与释磷速率的关系

)')'!

!

净吸磷效能

笔者采用好氧吸磷效率来表示单位体积填料的

吸磷速率与好氧阶段单位体积填料所接纳的磷酸盐

负荷之比$用净吸磷效率表示单位体积填料的净吸

磷速率与单位体积填料所接纳的进水磷酸盐负荷之

比%

VT

方式下#好氧初始污染物负荷来源于厌氧阶

段#好氧吸磷效率并不反映有效的磷酸盐去除效率%

就净吸磷效率而言#

VT

方式低于
J2Q

方式!见

表
"

"%采用周期性排出厌氧富磷液的方式从系统

中转移出生物膜中富集的磷#是
J2Q

运行方式控制

生物膜中磷含量的主要措施和手段%如表
"

所示#

J2Q

方式下#连续运行
))P

#出水正磷酸盐浓度为

*'!A+E

4

*

^

$而
VT

方式下#连续运行
"AP

未进行反

冲洗#出水正磷酸盐浓度高达
)'"@E

4

*

^

%显然#长

时间连续运行使
VT

系统中磷不断积累#从而导致系

统吸磷能力下降#限制了生物除磷过程的有效性%

而
J2Q

方式因为生物膜中富集的磷的移除不依赖

于反冲洗操作#所以长运行周期条件下仍能保持良

好的运行效果%可见#

J2Q

运行方式不仅可以有效

地控制生物膜中磷的积累#提高生物膜的磷酸盐储

存容量和吸磷能力#而且减少了反冲洗频率%

在
J2Q

方式下对生物膜系统的磷平衡和水量

平衡分析表明#在系统
\MC

为
")'>3

及
2N#3

条

件下#进入系统的磷有
AB'>j

进入厌氧富磷液的化

学处理环节%

;:<

!

好氧有机负荷的影响

在污水处理过程的动态环境中#聚磷菌的储能

机制使其具备适应环境的变化能力#因而具有强的

生存竞争优势#这被视为是生物除磷系统中聚磷菌

富集生存的关键因素(

"A="B

)

%在
_JTQ

中#连续进水

使得好氧阶段处于较高碳源浓度的环境#然而好氧

吸磷速率并没有因此而降低%

对
_JTQ

填充柱内各取样点的浓度分析显示#沿

水流方向柱内存在有机物和磷酸盐的浓度分布%如

图
>

所示#在
J2Q

运行第
)@

日!

%

"#

_JTQ

入口处

V2]N

通量与第
">

日!

$

"相差不大#但磷酸盐通量有

明显增长%柱内有机物通量的削减主要在柱高
*

#

*'*#E

区域#削减速率随通量的增加而增加#浓度梯

度随之增大%这样在后续柱内空间!

*'*#

#

*'>#E

"

始终维持着稳定的低有机质的环境条件%磷酸盐的

削减则是在柱高
*'*#

#

*'>#E

的区域内完成的%随

着磷酸盐通量的增长#

*')#

#

*'>#E

柱高区域的削减

速率迅速增长#增幅超过
*'*#

#

*')#E

柱高区域#出

水浓度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试验结果可以推断#在

_JTQ

柱内沿水流方向可能存在着微生物种群的空间

分布#即普通异养菌富集在
_JTQ

进口区域!

*

#

*'*#E

柱高区域"#好氧降解进水中的有机物#从而有

效地削弱了好氧有机负荷对填充柱
*'*#

#

*'>#E

区

域内富集生长的聚磷菌的冲击%普通异养菌和聚磷

菌在
_JTQ

中的这种空间分布特性是采用
J2Q

运行

方式的生物除磷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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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好氧有机负荷与吸磷过程的关系

<

!

结
!

论

"

"厌氧预酸化 间歇曝气滤池生物除磷系统可

以有效去除生活污水中的磷酸盐%试验期间#进水

2]N

'

CL

平均浓度分别为
)B*

'

A'"BE

4

*

^

#出水

2]N

'

CL

平均浓度分别为
#@

'

*'!#E

4

*

^

%

)

"在
J2Q

运行方式下#周期性排出厌氧富磷反

应液是
_JTQ

移除生物膜中富集的磷的主要途径与

措施%试验表明#与
VT

方式相比#

J2Q

方式可以有

效提高生物膜除磷系统的净吸磷能力$生物膜系统

可以在长运行周期条件下保持良好的运行性能#从

而大大减少滤池的反冲洗操作频率#降低运行成本#

同时提高污水的处理能力%

!

"

_JTQ

生物膜具有良好的适应负荷变化的能

力%

_JTQ

的运行方式不影响好氧吸磷过程与厌氧

释磷过程间的关联关系%

A

"在
J2Q

方式下#根据好氧连续流阶段
_JTQ

填充柱内有机物与磷酸盐的分布及变化特征#可以

推断
_JTQ

柱内沿水流方向存在着微生物不同种群

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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