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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指出了涡凹气浮工艺浓缩氧化沟剩余活性污泥存在的不足!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对涡凹气浮设

备提出了改进措施!并研制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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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表明&改进后的涡凹气浮设备更适宜于污泥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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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凹气浮"

2H_

#浓缩剩余活性污泥工艺*

+

+具有很

多优点!

+

#从浓缩污泥含固率的角度看$

2H_

工艺应用

于氧化沟活性污泥的浓缩$浓缩污泥含固率高"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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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降低后续处理的负担$又利于输送&

)

#从

涡凹气浮浓缩工艺气浮池中是否有积泥角度看$正常

运行时$气浮池中没有污泥沉积$避免了压力溶气气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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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气浮池中污泥沉积的困扰&

!

#从浓缩过程

中污泥中磷是否释放角度看$在浓缩过程中污泥中的

磷没有释放$适用于氧化沟剩余活性污泥的浓缩%但

2H_

污泥浓缩工艺处理能力不是很高$出水
NN

相对

涡凹气浮工艺应用于工业废水来讲$还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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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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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涡凹气浮工艺浓缩氧化沟活性污泥时$

絮凝剂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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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
2H_

污泥浓缩工艺的

处理能力和降低出水
OO

浓度$对涡凹气浮设备进行

了改进$并用于浓缩氧化沟剩余活性污泥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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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凹气浮"

2H_

#工艺浓缩氧化沟剩余活性

污泥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

通过对涡凹气浮"

2H_

#浓缩氧化沟剩余活性污泥

工艺运行结果和现象进行分析$影响涡凹气浮污泥浓缩

的处理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涡凹气浮产生的气泡的

大小$涡凹气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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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微气泡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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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在曝气区由于水流条件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微气泡会合

并成大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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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气泡由小气泡合并成大气泡后$

同样体积的气泡$与污泥接触的比表面积减小$气泡粘

附污泥絮体的能力降低$从而影响污泥的处理能力$要

提高涡凹气浮设备的处理能力$一方面在运行过程中要

避免气泡合并的条件$另一方面要使涡凹气浮产生较小

的微气泡$这也是涡凹气浮设备改进的关键所在%

涡凹气浮设备较高的回流量对气浮浓缩污泥层下

部的扰动使气浮污泥中的气泡破裂$部分污泥絮体被打

碎$细小污泥混杂在出水中$致使出水
OO

浓度偏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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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涡凹气浮曝气段气泡合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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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措施和涡凹气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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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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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对影响涡凹气浮污泥浓缩工艺的原因

分析$主要对
2H_

涡凹曝气机本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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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艺条

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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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涡凹曝气机'主要对涡轮叶片进行改

进和增加曝气涡轮片数量$涡轮叶片是形成微小气

泡的关键$改进前'后的涡凹曝气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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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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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气浮池回流管路$缩短回流管路的长度$使回流

管路长度布置在气浮池的一半处"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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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涡凹

气浮池的出水结构进行改进$将原有气浮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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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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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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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出水流速$防止污

泥被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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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凹曝气机照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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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后的涡凹曝气机照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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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凹气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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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进型涡凹曝气机"

T2H_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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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改进$生产出一台用于浓缩氧化沟剩余

活性污泥的
T2H_@+"

型改进型涡凹气浮设备"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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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型涡凹气浮设备其主要尺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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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气机

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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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泥和螺旋推进器合用一台电机$电

机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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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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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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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涡凹气浮设备装机容量相同$电控柜一台$采用变频

器调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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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型涡凹气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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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涡凹气浮

"

2H_

#设备浓缩剩余污泥试验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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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基本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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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泥流量$在不同水力负荷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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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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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浓缩剩余污泥出水
OO

浓度'污泥回收率和

浓缩污泥含固率变化如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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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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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型涡凹气浮设备照片

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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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H_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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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浓缩剩余污泥出水

OO

浓度'污泥回收率和浓缩污泥含固率变化

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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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浓缩氧化沟剩余活性污泥$最佳固体负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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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活性污泥最佳固体负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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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水力负荷高$出水
OO

浓度低$虽然污泥含固率变化不大$但还是达到了提高

处理能力和降低出水
OO

的目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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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涡凹气浮浓缩剩余活性污泥时存在处理能力较

低$出水
OO

较高的缺点%

)

#可以通过优化涡凹气浮的涡轮叶片结构$增加

曝气涡轮片数量&缩短气浮池回流管路长度&减缓出水

流速等措施对涡凹气浮设备进行改进%

!

#改进型涡凹气浮设备比涡凹气浮设备处理能力

高$出水
OO

低$更适宜于污泥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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