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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设置改性复合填料和微电解铁屑床对合并净化槽进行工艺改进，采用厌氧（缺氧）好氧

（*! < /）工艺处理生活污水。为优化该装置处理生活污水的效果，分别选取水力停留时间、有机负

荷、污泥回流比作为运行条件进行试验室中试研究。结合试验结果和经济效益，得出最佳运行条

件：水体停留时间为 " P，此时系统对 1/Q、+( 和 +2 的去除率分别为 :OR、;9R、"6R；1/Q 有机负

荷为 !S6 K <（T·N），该条件下出水 1/Q、+( 和 +2 平均去除率分别可达到 :4R、6#R、""R；污泥回流

比为 6OR，此时净化槽出水 1/Q、+( 和 +2 平均去除率分别达到 :OR、64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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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农村每年有超过 ! O44 万 Y 的生活污

水排放，"4R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河流、水

塘，影 响 村 民 居 住 环 境，严 重 威 胁 农 民 的 身 体 健

康［5!!］。我国农村地区几乎没有污水管道系统和污

水处理管理措施，这严重威胁了水环境安全，并且目

前国内一直沿用的传统化粪池处理方式，已不能满

足国家有关排放标准要求［9!#］。

合并净化槽源于日本，是一种小型家用污水处

理系统，融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于一体，适用于分

散型地区的污水处理［O］。净化槽作为分散式生活污

水处理的有效手段，在日本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随

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可以满足不同的水质处理要

求［;!6］。该装置采用 *! < / 工艺，由厌氧（缺氧） 好

氧槽构成，可同时实现有机物去除和脱氮除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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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传统处理工艺，合并净化槽具有高效、一体

化、污泥少和出水可循环利用等优点，可采用埋地

式，既可保温、除臭，地面上又可作为其他用地，不影

响用户环境的美观，适用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该

工艺主要利用附着于填料生长的生物膜去除污染

物，即生物法。相对于物理化学法，生物法因其更环

保和成本更低等优势而被推广应用于污水除去有机

物、!"、!#，但是 !# 的去除效果不尽理想［$%!$$］。因

此，针对合并净化槽除磷效果差和建造费用高等问

题，改造和研制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具有重要意义。

图 & 中试装置剖面图（单位：’(）

图 $ 工艺流程

笔者根据传统的净化槽工艺技术，并结合地区

实际情况，从降低填料成本、降低运行成本和提高除

磷效果等方面进行改进，改善后的净化槽中采用自

主研发的复合生物填料和微电解铁屑床。为提高改

进后的净化槽生活污水处理效果，试验考察了水力

停留时间（以下简称 )*!）!、+,- 有机负荷（以下简

称 ,.*）"、污泥回流比 # 共 / 个运行条件对净化槽

生活污水处理效果的影响，力求得出最佳运行参数，

以期为该工艺在我国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领域的推

广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 材料与方法

! 0! 工艺流程和装置

试验工艺流程如图 $ 所示，中试装置如图 & 所

示。装置材质为有机玻璃，总体规格为：长 12 ’(，宽

3% ’(，高 44 ’(，总有效容积 &$4 .，主要由厌氧槽、

缺氧槽、曝气槽、沉淀槽及微电解铁屑床等构成，其

中铁屑床设置在厌氧槽中，复合生物填料分别安装

在缺氧槽、厌氧槽和曝气槽中，厌氧槽、缺氧槽和曝

气槽的体积比为 $% 5 461 5 $%，设计处理量为$%% . 7 8。

进入到净化槽中的污水依靠各区之间的位能差，形

成自然流动。

! 0" 试验水质

试验采用人工模拟生活污水［$&］，其母液主要组

分为：葡萄糖 %6/3 9 7 .；淀粉 %6/& 9 7 .；氯化铵 %6%:$
9 7.；蛋白胨 %6/$4 9 7 .（!"!$/;）；牛肉膏 %6%1 9 7 .

（!"!$3;）；硫酸铵 %6%:41 9 7 .；磷酸二氢 %6$3 9 7 .；

碳酸钠 %6$& 9 7 .；乙酸钠：%6&// 9 7 .。所用试剂均为

分析纯，进水采用母液稀释，母液 +,- 质量浓度约

为 $ &%% (9 7 .，控 制!（+,-）5!（!"）5!（!#）<
$%%5: 5$，每 $ 9 +,- 加入 $ (. 微量元素。

! 0# 反应器运行及控制

在反应器成功启动后，整个试验运行了 $&% 8，

室内温度为 &% = /% >，填料比为 4%;。反应器系统

达到基本稳定后，进入正式试验阶段。分别考察不

同条件下净化槽对生活污水中 +,-、!" 和 !# 的处

理效果，具体试验安排见表 $。

表 ! 反应器运行条件

参数 ! 7 ? " 7（9·.@ $·8@ $） # 7 ;

条件 $ 3 %62 &:
条件 & 1 $61 :%
条件 / $& &6A A:
条件 3 $4 /64 $%%

! 0$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B",CB）和 .D-
比较，试验结果均用平均值 E 标准偏差（$ < /）的形

式展示，统计分析利用软件 D#DD（$A6%）完成。% F
%6%: 表示差异不显著，% G %6%: 表示差异显著，% G
%6%$ 表示差异高度显著，% G %6%%$ 表示差异极显著。

! 0% 分析方法

+,- 浓度采用重铬酸钾滴定法测定，!" 浓度采

用碱性过硫酸钾氧化法测定，!# 浓度采用钼锑抗分

光光度法测定［$/］，分析仪器为 HC!&3:% 紫外可见光

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依据的评价标准为 IJ
$12$1—&%%&《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 结果与讨论

" 0! &’( 对净化槽处理效果的影响

由表 & 可见，相同的槽，)*! 为 3 ?、1 ? 和 $& ?
时 +,- 的质量浓度均有极显著性差异（% G %6%%$），

而 )*! 为 $4 ? 和 $& ?，+,- 的质量浓度无显著性差

异（% F %6%:）；同一 )*!，每个槽之间对 +,- 的去除

效果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G %6%%$）。随着 )*! 增

加 反应器对+,-的去除率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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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对 $%&、#’ 和 #( 去除效果的影响

参数
装置

区域

! ) * + ! ) , + ! ) -. + ! ) -/ +

质量浓度 0
（12·34 -）

去除率 0 5
质量浓度 0

（12·34 -）
去除率 0 5

质量浓度 0
（12·34 -）

去除率 0 5
质量浓度 0

（12·34 -）
去除率 0 5

$%&

#’

#(

进水 /6676. 89 : *76. /-.7,; <9 : .7,* /6,7/= $9 : .7-> >,,7?? $9 : ?7*-
厌氧槽 .>,76- 8@ : -?7-- >= .6,7?, <@ : -=76, // -=67*? $@ : -67,- =. ->,7,> $@ : ,7>6 =?
缺氧槽 -;,76- 8A : -.76/ /= -*67;/ <A : ,7/- == -.=7,. $A : -67/- =; -?>7?. $A : -.7/? ==
曝气槽 ;6766 8B : ,7/. ,> =;7/, <B : *7,- ,= =?76* $B : /7/; ,, =/7*, $B : *7/; ,=
沉淀槽 =.766 8C : -7;> ,, ?67/> <C : >7/. ;> -,7./ $C : *7>- ;= .?7>? $C : ?7,- ;/

进水 ?.7.= 89 : -7./ ?.7/- <9 : .7-= ?.7>; <9 : -7-- ?.7*, <9 : .7-;
厌氧槽 .=7;= 8@ : >7*= -? ./7.= <@ : /7-* -; .>7,= <@ : *7*, .- .>7=/ <@ : >7?; .-
缺氧槽 ..7,= 8A : ?7., .; -,7*- <A : -7>. ** -=7>> <A : *7>6 */ -=7*- <A : *7*- */
曝气槽 -,7;; 8B : .7?? *- -.7== <B : ?7/- /- --7,/ <B : -7?; /* --7=- <B : .7*? /*
沉淀槽 -,76. 8B : -7?? ** --7;? <B : .7*- /? -67;6 <B : -7-6 /= -67-= <B : -7-> /;

进水 /7/* 89 : 67,> /7;= <9 : 67.6 /7=? <9 : 67/> /7/6 <9 : 67*?
厌氧槽 ?7=* 8@ : -76, ** .7,? <@ : 67>; >; .7/. <@ : 67>- /- .7;? : 67/;<@ >/
缺氧槽 .7;* 8A : 67/> >/ -7=, <A : 67/, =* -7>= <A : 67** == -7;/ <A : 67>= =6
曝气槽 .7-, 8B : 67/. /= 67;* <B : 67*. ,= 67;, <B : 67*/ ,> -7.. <B : 67*/ ,.
沉淀槽 .76/ 8B : 67?= /; 67,, <B : 67>- ,= 67,/ <B : 67.; ,= -7-6 <B : 67?? ,?

注：小写字母 9、@、A、B 表示相同的 !"# 不同的槽间存在的显著性差异（" D 676>）；大写字母 8、<、$、& 表示相同的槽不同的 !"# 间存在的

显著性差异（" D 676>）。

势，!"# 为 * + 和 -. + 时，去除率出现了最小值和最

大值，分别为 ,,5、;=5。!"# 较短为 * + 时，水力

负荷过大，微生物未能充分降解水中的有机物，导致

出水质量浓度偏高（=. 12 0 3）；而 !"# 过长为 -/ +
时，微生物因缺乏营养而脱落，因而出水 $%& 质量

浓度略高。在相同槽内，!"# 为 * + 和其他 !"# 对

#’的去除效果均有极显著性差异（ " D 6766-），而

!"# 为 , +、-. + 和 -/ + 时 #’ 的质量浓度没有显著

性差异（" E 676>）。当 !"# 超过 , + 时，净化槽对

#’ 的去除率可达到 /65以上。充分的停留时间可

使污水与微生物充分接触，利用系统中形成的好氧

或缺氧环境，发生硝化反硝化反应，从而提高 #’ 的

去除率［-*!->］。当 !"# 超过 , + 时，净化槽对 #( 的去

除率达到 ,65以上，当 !"# 为 , + 和 -. + 时，系统出

水 #( 质量浓度较低，分别为 67,, 12 0 3 和 67,/ 12 0 3。

由于安装有微电解铁屑床，净化槽对磷的去处作用主

要由化学除磷和生物除磷共同作用完成，选择合适的

!"#，有利于找出聚磷菌和铁盐除磷的结合点，提高

除磷效果［-/!-=］。

! F! "#$ 对净化槽处理效果的影响

从表 ? 可看出，在相同的槽内，$%&、#’ 的质量

浓度不同，%3"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D 676>）。随

着 %3" 的增高，反应器对 $%& 的净化效果略有升

高，但当 %3" 大于 .7= 2 0（3·B）时，反应器对 $%& 的

去除效果有所下降，过高的 %3" 超出了净化槽中微

生物对有机物的净化能力，使微生物无法及时消耗

掉有机污染物，造成处理效果变低［-,!-;］，出水有机

物浓度增大。但当 %3" 为 ?7/ 2 0（3·B）时，仍然能

保持一个较高的 $%& 去除率（,>5），表明净化槽对

%3" 的冲击亦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系统采用的厌氧

（缺氧） 好氧工艺，可同时实现有机物和氮的脱

除［;］，有利于完成不同 %3" 下的除 $%& 和脱氮的效

能。随着 %3" 的增加，每个槽 #’ 的去除率呈递减

趋势，在 %3" 大于 .7= 2 0（3·B）时，有机物浓度去除

和脱氮效果仍然较佳，较好地实现了同时去除有机物

和脱氮的效果。当 %3" 大于 ?7/ 2 0（3·B）时，#’ 去除

率仅为 ?.5。可以看出 %3" 的过度增加，对系统中

硝化菌和反硝化菌的适应性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随着 %3" 的逐渐上升，#( 的去除率略呈上升趋势。

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微生物对 #( 的吸收是一

个耗能过程，需要消耗有机物来提供能量，所以有机

物浓度直接影响了微生物除磷效率；#进水 %3" 的

上升，为分解有机物提供了适合聚磷菌生存的微厌氧

0好氧环境［.6!.-］，从而增强了 #( 的去除效果。

! F% 回流比对合并净化槽运行的影响

表 * 显示，在相同的槽内，$%&、#’ 和 #( 的质

量浓度在回流比分别为 .>5、>65和 =>5之间均存

在显著性差异（" D 676>），而回流比为 =>5和 -665
时无显著性差异（" E 676>）；相同的回流比，$%& 在

进水、厌氧槽、缺氧槽和曝气槽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 D 6766-）。当回流比超过 =>5时，回流比的变化

对有机物的去除效果影响并不明显。提高回流比有

利于合并净化槽一级厌氧槽对有机物的去除，这大

大降低了后续处理系统的负荷，提高了有机物的去

除率。在回流比的变化范围为 >65 G -665时，系

统对 $%& 的去除率均在 ;65以上，相比回流比为

.>5时，对 $%& 的去除率有所提高。在回流比由

. >5增加到-665时，#’去除率亦从*65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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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对 $!%、&’ 和 &( 去除效果的影响

参数
装置

区域

! ) *+, - .（"·/） ! ) 0+1 - .（"·/） ! ) 2+3 - .（"·/） ! ) 4+5 - .（"·/）

质量浓度 .
（6-·"7 0）

去除率 . 8
质量浓度 .

（6-·"7 0）
去除率 . 8

质量浓度 .
（6-·"7 0）

去除率 . 8
质量浓度 .

（6-·"7 0）
去除率 . 8

$!%

&’

&(

进水 21,+53 9: ; <+33 <3=+53>: ; 2*+<4 134+53$: ; 24+*, 00,2+** $: ; 20+42
厌氧槽 02<+539? ; 0*+20 <5 213+23>? ; 1+5* <* =<=+40$? ; 42+0= =1 5<,+54$? ; 4*+1< =<
缺氧槽 1,+339? ; 05+=* 5, 0,1+23? ; 2<+=5 5< 440+,,$? ; 1+2= 52 =3*+35$? ; 04+1* 50
曝气槽 21+,39@ ; 0*+<2 ,* 51+=3>@ ; 02+33 11 022+40$@ ; 3+35 15 221+=*$@ ; <+45 1*
沉淀槽 02+4*9@ ; 1+2* ,< =5+=4>@ ; 0*+43 ,2 13+43$@ ; 0=+44 ,* 031+1*$@ ; 02+25 1<

进水 42+3,9: ; 4+02 44+40>: ; 2+2* 42+5,$: ; 2+45 42+13%: ; =+44
厌氧槽 40+,09? ; 2+*1 4 4*+2,>? ; 4+04 , 23+30$? ; 0+05 0< 23+45%? ; <+24 03
缺氧槽 2<+349@ ; <+2, 22 2*+43>@ ; =+25 4, 03+0<$@ ; 2+00 =1 0<+3*%@ ; 2+2= <2
曝气槽 22+<,9/ ; =+22 40 04+0*>/ ; 0+*3 50 ,+=1$/ ; 2+0* 30 1+=3%/ ; 0+21 3=
沉淀槽 22+4,9/ ; <+*1 42 02+2*>/ ; 4+2* 54 1+<*$/ ; 4+24 3= 3+33%/ ; 0+0, 35

进水 5+3*9: ; *+4= 5+1,>: ; *+4* 5+,2>: ; *+<* 5+3=>: ; *+2<
厌氧槽 4+*19? ; *+0, <= 4+*4>? ; *+,* <5 2+32>? ; *+20 50 2+<=>? ; *+1* 52
缺氧槽 2+259@ ; *+*3 55 2+**>@ ; *+41 30 0+33>@ ; *+=* 3= 0+5=>@ ; *+5< 3<
曝气槽 0+4<9/ ; *+2, 1* 0+0=>/ ; *+2, 14 *+,=>/ ; *+=2 15 *+11>/ ; *+<2 13
沉淀槽 0+4*9/ ; *+<= 10 *+,,>/ ; *+=0 1< *+12>/ ; *+4, 11 *+11>/ ; *+3* 13

注：小写字母 :、?、@、/ 表示相同的 A#& 不同的槽间存在的显著性差异（" B *+*<）；大写字母 9、>、$、% 表示相同的槽不同的 A#& 间存在的

显著性差异（" B *+*<）。

表 " # 对 $!%、&’ 和 &( 去除效果的影响

参数
装置

区域

# ) 2<8 # ) <*8 # ) 3<8 # ) 0**8

质量浓度 .
（6-·"7 0）

去除率 . 8
质量浓度 .

（6-·"7 0）
去除率 . 8

质量浓度 .
（6-·"7 0）

去除率 . 8
质量浓度 .

（6-·"7 0）
去除率 . 8

$!%

&’

&(

进水 <,1+*49: ; 4+4< 50*+40>: ; 3+, 5*=+04$: ; 5+=* 5*2+*3$: ; 3+0*
厌氧槽 412+3=9? ; 0=+<2 45 252+=4>? ; 1+0 <3 2*<+=*$? ; *+5* 55 0,2+55$? ; ,+,2 51
缺氧槽 2=<+0,9@ ; 3+5, <, 014+*,>@ ; ,+2< 3* 0==+,,$@ ; <+5* 35 041+=1$@ ; 4+,3 33
曝气槽 004+549/ ; 0+51 10 1<+== >/ ; 3+0* 15 5*+=0$/ ; =+31 ,* 55+24$/ ; 5+01 1,
沉淀槽 1,+3*9C ; 4+1< 1< <=+,4>C ; 2+<3 ,0 4*+20$C ; *+25 ,< 4*+0*$C ; =+=0 ,<

进水 42+449: ; 0+*= 40+,2>: ; 0+3< 42+*0$: ; 0+40 42+20$: ; 0+2=
厌氧槽 22+139? ; 4+=4 2, 20+*,>? ; *+3= 4= 0=+4,$? ; 0+=2 << 0=+*=$? ; =+<3 <5
缺氧槽 20+3=9@ ; 0+25 44 2*+02>@ ; <+<= 43 04+25$@ ; 2+53 <, 02+<,$@ ; 2+41 50
曝气槽 0,+109/ ; 4+42 4, 01+*0>/ ; 2+<< == 0*+,1$/ ; <+10 55 ,+5,$/ ; 2+54 3*
沉淀槽 0,+4*9/ ; *+41 =* 03+=1>/ ; 0+03 =< ,+50$/ ; 0+4= 3* ,+22$/ ; 0+50 30

进水 5+3,9: ; *+33 3+*1>: ; 0+2* 5+12>: ; 0+0, 5+34>: ; *+15
厌氧槽 4+,59? ; *+,4 =2 4+22>? ; *+42 <= 2+,=>? ; 0+02 <3 2+14>? ; *+41 <1
缺氧槽 4+429@ ; *+,3 <0 2+25>@ ; *+35 51 0+,0>@ ; *+05 32 0+34>@ ; *+0, 3=
曝气槽 2+039/ ; *+25 51 *+11>/ ; *+2, 11 *+<=>/ ; *+0* ,2 *+14>/ ; *+2, 11
沉淀槽 0+,=9/ ; *+=* 30 *+34>/ ; *+0, ,* *+=4>/ ; *+20 ,= *+35>/ ; *+05 1,

注：小写字母 :、?、@、/ 表示相同的 A#& 不同的槽间存在的显著性差异（" B *+*<）；大写字母 9、>、$、% 表示相同的槽不同的 A#& 间存在的

显著性差异（" B *+*<）。

308，由此可知，回流比对 &’ 的去除有较大的影

响，当回流比过小，致使污泥浓度低和微生物水量

少，&’ 降解率下降。因此，系统的污泥浓度不能太

低，即回流比不能太小。污泥的回流是为了维持系

统里微生物的量，保证系统具有良好的脱氮效果。

有研究［22!24］表明，增大污泥回流比有利于系统的反

硝化效果。污泥回流比增大，&( 的去除率也随之增

大，然后小幅降低，这说明适宜的污泥回流比有利于

&( 的去除，但随污泥回流比的再增大，&( 去除率逐

渐减小，因为回流污泥中含有 ’!7
4 D’，在厌氧状态

下水中存在 ’!7
4 D’，反硝化菌产生反硝化将与聚磷

菌竞争易降解的低分子脂肪酸，而反硝化菌的竞争

能力远远大于聚磷菌，’!7
4 D’ 会抑制厌氧池中聚磷

菌厌氧状态下磷的释放，甚至会使聚磷菌停止放

磷［2=］，因此，随着污泥回流比增大，&( 的去除率逐

渐减小，为了保证系统有较好除磷效果，污泥回流比

不宜过大，在 3<8较适宜。

! 结 论

#$ A#& 对有机物的去除有较大影响，而对 &’、

&( 的影响较小。本试验条件下确定工艺的最佳的

A#&为 1 E，此时 $!%、&’ 和 &( 的去除率分别为

,<8、548和 138。

%$ 系统对有机负荷具有较强的抗冲击能力，在

·23·



!"# 为 $%& ’ (（"·)）时，出水 *!+、,- 和 ,. 平均质

量浓度分别为 /&%0& 1’ ( "、/%23 1’ ( " 和 3%/$ 1’ ( "，

平均去除率分别达到 435、&65 和 //5。当进水

!"# 为 $%& ’ (（"·)）时，出水 *!+ 已无法达到国家

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 回流比的变化对系统去除 *!+ 没有明显影

响，但对 ,- 和 ,. 的去除有较大的影响。回流比为

&25有利于实现 0 类污染物最佳的去除效果，此时

净化槽出水 *!+、,- 和 ,. 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

03%$7 1’ ( "、4%87 1’ ( " 和 3%60 1’ ( "，平均去除率分

别达到 425、&35和 465。

#" 从显著性分析可以看出，合并净化槽每个槽

对 *!+、,- 和 ,. 均有一定作用，其中厌氧槽对于有

机物去除效果影响最大。相对于传统的净化槽，改

进后的合并净化解决了除磷效果不好的问题，并且

强化了有机物和氮的去除效果。

参考文献：

［ 7 ］嵇欣 9国外农村生活污水分散治理管理经验的启示［:］9
中国环保产业，$373，$（2）：2&!879

［ $ ］吴光前，孙新元，张齐生 9净化槽技术在中国农村污水

分散处理中的应用［:］9环境科技，$373，$0（8）：08!639
［ 0 ］;<- =>?@A9+BCBDAE1BFG HI>GB) GA JK>FL’H FLG>AFLD JAF)>G>AFH

AM IN@LF HBOL’B GNBLG1BFG GBJKFADA’P［ :］9 <FC>NAF1BFGLD
.NAGBJG>AF，744&，$（0）：0&!679

［ 6 ］田娜，朱亮，张志毅，等 9高效生活污水处理装置：高性

能合并处 理 净 化 槽［:］9 环 境 污 染 治 理 技 术 与 设 备，

$336，2（2）：/6!/89
［ 2 ］陈男，冯颖，冯传平 9电絮凝法去除合并净化槽出水中

的磷［:］9环境科学与技术，$33/907（4）：730!7$39
［ 8 ］刘呈波，樊娟，石静，等 9净化槽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中

的应用前景分析［:］9环境整治，$33&，2（$）：8/!849
［ & ］冯欣，赵军，郎咸明，等 9净化槽技术在我国农村污水处

理中的应用前景［:］9安徽农业科学，$377，04（&）：6782!
67889

［ / ］;Q-R S>LA?D>LF，.<-R =AF’?TKBF，;Q-R UKI?P>F’，BG LD 9
VFMDIBFG AM OLHGBOLGBN JA1EAH>G>AF AF F>GNA’BF LF) EKAHEKANIH
NB1ACLD LF) ENAJBHH JAFGNAD >F Q$ ( ! ENAJBHH［:］9 W>AENAJBHH
W>AHPHGB1 <F’>FBBN>F’，$338，$/（8）：04&!6369

［ 4 ］;X *KLF’?PLF’，*Y<- ZK>?[>LF’，"VX S>I?KAF’，BG LD 9
->GN>M>JLG>AF!)BF>GN>M>JLG>AF C>L F>GN>GB >F UW# IH>F’ NBLD!G>1B
JAFGNAD HGNLGB’P OKBF GNBLG>F’ )A1BHG>J OLHGBOLGBN［ :］9
W>AJKB1 <F’>FBBN>F’ :AINFLD，$33&，08（$）：/&!4$9

［73］\<-R *KILF?E>F’， UXRVX#Q - UYV]Q+QU， BG LD 9
+BCBDAE1BFG AM L K>’K EBNMAN1LFJB BDBJGNAJKB1>JLD OLHGBOLGBN
GNBL1BFG HPHGB1［:］9 :AINFLD AM YLTLN)AIH ]LGBN>LDH，$330，730

（7 ( $）：82!&/9
［77］\Q- :>B，,Q! ,LA，ZYQ-R :>F’，BG LD 9 .BNMAN1LFJB BCLDILG>AF

AM L 1A)>M>B) LFLBNA@>J ( LFA^>J ( A^>J（Q$ ( !）ENAJBHH GNBLG>F’
DAO HGNBF’GK OLHGBOLGBN［:］9 +BHLD>FLG>AF，$334，$64（$）：/$$!
/$&9

［7$］崔丽，张贤光，胡筱敏 9多功能混合菌剂处理模拟生活

污水研究［:］9安全与环境学报，$33&，&（8）：23!209
［70］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编委会 9水

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9 6 版 9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

版社，$33$：280!28/9
［76］=X :>LF?KBF’，ZY!X UKLA?[>，;Q-R ;B>?MBF’9 *A1@>FB)

GNBLG1BFG AM )A1BHG>J OLHGBOLGBN O>GK DLF)M>DD DBLJKLGB @P IH>F’
Q$ ( ! ENAJBHH［:］9 :AINFLD AM YLTLN)AIH ]LGBN>LDH，$373，7&/

（7 ( $ ( 0）：/7!//9
［72］ZYQ-R +L>?_IF，"VX .B>?D>，"!-R ,BF’?NI>，BG LD 9 ,KB

>FGB’NLG>AF AM 1BGKLFA’BFH>H O>GK H>1IDGLFBAIH F>GN>M>JLG>AF LF)
)BF>GN>M>JLG>AF >F L 1B1@NLFB @>ANBLJGAN［ : ］9 .NAJBHH
W>AJKB1>HGNP，$332，63（$）：267!26&9

［78］陈敏，程刚，李艳，等 9微电解法处理磷化废水的试验研

究［:］9环境科学与管理，$338，07（8）：733!73$9
［7&］温沁雪，王官胜，陈志强，等 9 聚合铝铁强化 Q$ ( ! 系统

脱氮除磷研究［:］9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373，6$（8）：

462!46/9
［7/］Y=X-R U "，U< : .，,QV " =9 ;LHGBOLGBN GNBLG1BFG >F L

KP@N>) @>ADA’>JLD NBLJGAN IH>F’ EAO)BNB) 1>FBNLDH：BMMBJGH AM
AN’LF>J DAL)>F’ NLGBH AF *!+ NB1ACLD LF) F>GN>M>JLG>AF［:］9
.NAJBHH W>AJKB1>HGNP，$33$，0/（7）：/7!//9

［74］]V*YQ<" R W，‘QUQ-,YQ -9 VF)IHGN>LD OLHGBOLGBN
@>ANBLJGANH：HAINJBH AM FACBD 1>JNAAN’LF>H1H MAN @>AGBJKFADA’P

［:］9 ,NBF)H >F W>AGBJKFADA’P，$333，7/（$）：237!2329
［$3］+!-R W>F，"VQ-R =L，ZY!X ZBF’?PLF，BG LD 9 VFMDIBFJB AM

K>’K AN’LF>J DAL) AF F>GNA’BF LF) EKAHEKANIH NB1ACLD >F LF
LJG>CLGB) HDI)’B!@>AM>D1 JA1@>FB) HPHGB1［:］9 :AINFLD AM ,AF’_>
XF>CBNH>GP：-LGINLD UJ>BFJB，$338，06（/）：7388!73849

［$7］QY]<+Q Z，"V] W #，U!-R a R，BG LD 9 W>ADA’>JLD F>GNA’BF
LF) EKAHEKANIH NB1ACLD LF) JKLF’BH >F 1>JNA@>LD JA11IF>GP
HGNIJGINB >F L 1B1@NLFB @>ANBLJGAN BMMBJG AM )>MMBNBFG JJLN@AF
HAINJBH［:］9;LGBN #BHBLNJK，$33/，6$（7 ( $）：74/!$739

［$$］杨晓南，赫俊国，欧阳锋，等 9污泥回流比对复合式生物

膜!活性污泥工艺的影响研究［:］9 现代化工，$338，$8
（$）：$72!$7/9

［$0］李银波，周少奇，邱育真，等 9 回流比对投料 Q$ ( ! 工艺

脱氮除磷影响的中试研究［:］9环境科学与技术，$373，

00（$）：76$!7629
［$6］张学洪，李金成，刘荃 9 Q$ ( ! 工艺生物除磷的运行实践

［:］9给水排水，$333，$8（6）：76!7&9
（收稿日期：$377 ? 77 ? 3& 编辑：徐 娟）

·0&·


	F1: 
	F2: 
	F3: 
	F4: 
	F5: 
	F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