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合沉淀工艺处理酸性矿山废水的实验研究
*

麦 戈1，2，3 陈 涛1 晏 波1 肖贤明1

( 1.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0; 2.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州 510225;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 为研究中和 － 沉淀 － 混凝工艺中不同沉淀剂对酸性矿山废水处理效果的影响，以广东省大宝山矿槽对坑尾矿库

废水为例，采用 3 种常用的沉淀剂( 硫化钠、碳酸钠及 DTCＲ) 构成 3 种组合沉淀工艺( 分别为 L-SS-F，L-SC-F 与 L-
DTCＲ-F) 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 在 L-SS-F 与 L-SC-F 工艺中，硫化钠与碳酸钠的投加量分别达到 100，200 mg /
L，废水中除 Mn 以外的其他重金属去除率高达 94% ～100% ; 在 L-DTCＲ-F 工艺中，DTCＲ 投加量达到 40mg /L，废水中

所有重金属的去除率均在 94%以上。3 种组合沉淀工艺的药剂费之比为 L-SS-F∶ L-SC-F∶ L-DTCＲ-F = 1∶ 1. 3∶ 1. 5。建

议对于 ρ( Mn) ＜ 25 mg /L 的酸性矿山废水，可采用硫化钠作为沉淀剂; 对于更高 Mn 含量的酸性矿山废水，可采用

DTCＲ 沉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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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recipitators on acid mine drainage treatment efficiency in a combination
precipitation technology ( neutralization-precipitation-flocculation) proposed in this study，three kinds of common precipitants
of sodium sulfide，sodium carbonate and DTCＲ were applied to this technology to form three combinations named as L-SS-F，

L-SC-F and L-DTCＲ-F respectively． A wastewater sample taken from the Caoduikeng tailings reservoir of the Guangdong
Dabaoshan Mine was treated by the three combination precipitation technologyies for a comparison on their efficiency and
economy． The result shows that heavy metals except Mn in the wastewater have a removal rate of up to 94% ～ 100% as the
dosage of sodium sulfide in the L-SS-F and sodium carbonate in the L-SC-F was added to 100mg /L and 200 mg /L
respectively，and the removal rate of all heavy metal is over 94% when DTCＲ was increased to 40 mg /L in the L-DTCＲ-F．
The agent cost ratio of the three combination precipitation technologies is L-SS-F∶ L-SC-F∶ L-DTCＲ-F = 1∶ 1. 3∶ 1. 5． Sodium
sulfide can be used as precipitating agent for an acid mine drainage with Mn ＜ 25 mg /L，and DTCＲ deposition technology is
suggested for an acid mine drainage with a greater Mn content ( ＞ 25 mg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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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酸性矿山废水治理的方法很多，如: 中和法、沉

淀法、气浮法、混凝 ( 絮凝) 法、反渗透法、氧化还原

法、离子交换法、吸附法、电渗析法、溶剂萃取法、生物

处理法及液膜法［1-10］。其中，中和法、沉淀法、混凝法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应用最为广泛［11-14］。
向酸性矿山废水中投加碱性中和剂，一方面可

以使废水的 pH 值接近中性，另一方面可使废水中的

重金属离子与中和剂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溶解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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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氢氧化物沉淀［15］。最常用、价格低廉的中和剂是

石灰与石灰乳［16］。中和法的优点是工艺简单、操作

方便、运行费用低，但也存在结垢严重、污泥量大、储
运困难、对某些重金属处理效果不好、有价金属难回

收等实际问题［10］。
为了提高处理效果，常将中和法与沉淀法 /絮凝

法组合使用［17］。常用的沉淀剂包括碳酸钠、硫化钠

和钠癸酸［18-22］，他们可与废水中的一些重金属离子

形成不溶或难溶的硫化物或者碳酸盐沉淀。近年来，

一种称 之 为 重 金 属 捕 集 剂 的 二 硫 代 氨 基 甲 酸 盐

( DTCＲ) 广泛应用于重金属废水的处理，其作用机理

是 DTCＲ 分子官能团上的配位原子 S 能与重金属离

子反应生成的稳定螯合物，从而沉淀析出［23-24］。向

废水中投加混凝剂或者絮凝剂可破坏胶体的稳定性，

使细小悬浮颗粒和胶体颗粒聚集成较粗大的颗粒，促

进污染物沉降与沉淀［25-26］。因此，絮凝法一般是配

合中和法或者沉淀法使用。
虽然在理论上，采用组合沉淀工艺可提高酸性矿

山废水的处理效果，但缺乏系统的实验研究。本论

文以广东省大宝山矿酸性矿山废水为例，对比研究中

和 － 沉淀 － 混凝工艺中，3 种不同沉淀剂( 硫化钠、碳
酸钠及 DTCＲ) 对酸性矿山废水处理效果的影响，并

对其经济性进行了初步分析。
1 实验部分

1. 1 废水样品

实验所用废水样品取自大宝山槽对坑尾矿库没

有经过处理的酸性废水。水样封密保存于磨口玻璃

瓶中，保存温度为 4 ℃。
1. 2 实验方法

1. 2. 1 中和实验

为取得良好的沉淀效果以及达到废水达标排放

对 pH 值的限定，首先需要调节废水水样的 pH 值至

中性。实验方法如下: 取废水样品 500 mL，逐步加入

一定数量的 Ca( OH) 2 溶液( 浓度 2% ) ，充分搅拌，测

定废水样品的 pH 值，直至 pH 值达到 6. 5 ～ 7. 5。
1. 2. 2 沉淀实验

实验分为 3 组，其工艺流程及使用药剂见表 1。
实验 过 程 如 下: 取 废 水 500 mL，加 入 浓 度 2% 为

Ca( OH) 2溶液调节废水的 pH 值至 6. 5 ～ 7. 5; 加入一

定数量的沉淀剂或者螯合剂，搅拌 1 min; 再加入

25 mg硫酸铝( 浓度1% ) ，搅拌3 min; 静置沉淀30 min，

取上清液分析重金属含量，据此计算废水中重金属的

去除率。
表 1 组合沉淀工艺及药剂

组合沉淀工艺 中和剂 沉淀剂 /螯合剂 混凝剂
中和 － 硫化钠沉淀 － 混凝( L-SS-F) 石灰乳 硫化钠 硫酸铝
中和 － 碳酸钠沉淀 － 混凝( L-SC-F) 石灰乳 碳酸钠 硫酸铝
中和 － DTCＲ 螯合 － 混凝( L-DTCＲ-F) 石灰乳 DTCＲ 硫酸铝

在实验中，Ca ( OH) 2 加入数量由本论文 1. 2. 1
设计的实验确定; 沉淀剂或者螯合剂的加入数量为

20 ～ 250 mg /L; 硫酸铝的加入数量为均 50 mg /L。
1. 2. 3 水样分析

采用岛津 AA-6300C 原子吸收仪，测定水样中的

金属元素。水样制备方法如下: 取水样 200 mL，加硝

酸 10 mL，电热板中温加热，水样蒸发至 10 mL 左右

时，添加 2% 硝酸 50 mL，煮 10 min，冷却后定容至

100 mL。采用玻璃电极法测定水的 pH 值 ( 雷磁 E-
201) ，使用的参考缓冲液 pH 值分别为 4. 00、6. 86 和

9. 18。
2 结果与讨论

2. 1 废水样品污染物特征

废水样品为典型的酸性废水，pH 值为 3. 20，含

有多种金属元素( 表 2) 。含量较高的有价金属元素

包括 Fe、Cu、Zn、Mn，总量达到 68. 17 mg /L; 第一类污

染物主要有 Cd、As、Cr、Pb、Ni，总量为 3. 55 mg /L。超

过 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重金属指

标有 Pb、Mn、Zn、Cu。因此，废水需要处理方可排放。
表 2 废水样品主要水质指标 mg /L( pH 除外)

指标 pH COD TDS SS Cr Fe Mn Zn Cu Pb Ni Co As Cd
数量 3. 20 16. 37 2 280 44 0. 09 32. 94 15. 51 11. 25 8. 47 3. 11 0. 21 0. 29 0. 07 0. 06

2. 2 废样 pH 值与加碱量的关系

中和实验结果( 图 1) 表明: 废水 pH 值与加入的氢

氧化钙数量呈很好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 98) ; 调节

实验水样 pH 值至 6. 5，需石灰乳约 230 mg /L。在中和

过程中，氢氧根离子会与废水中一些金属离子反应，生

成氢氧化物沉淀物得以去除［27］。去除率最高的是 Fe，

去除率可达到99% ; 其次是 Cr 与 As，去除率分别可达

78%与 73% ; 对 Pb、Mn、Zn、Cu 的去除率均较低，达不

到排放标准( 图 2) 。因此，简单的中和法对该废水处

理效果较差，需要投加高效沉淀剂作进一步处理。
2. 3 L-SS-F 工艺的废水重金属的去除效果

在 L-SS-F 工艺中，硫化钠的投加量分别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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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废水 pH 值与氢氧化钙加入数量的关系

图 2 废水样品经过中和处理后一些主要的重金属元素去除效果对比

100，150 mg /L。实验结果见表 3。可见，加入沉淀剂

( 硫化钠) ，废水中的重金属得到进一步去除。当硫

化钠的加入量达到 100 mg /L 时，废水中的 Cr、Cu 和

Pb 的去除率分别达到了 100%、100% 和 98% ; Zn、Ni
和 Cd 的去除率分别达到了 87%、85% 和 91%，这些

重金属指标达到 GB 8978—1996 的一级排放标准。
进一步增加硫化钠至 150 mg /L，这些重金属的去除

率仅略有所增加。
对比不同重金属的去除率，可见: 硫化钠优先沉

淀废水中的 Cu 与 Cr，当硫化钠的加入量为 50 mg /L
时，两者的去除率接近 100% ; 该组合沉淀工艺对废

水中的 Mn 去除率较低，不到 80%，残留 Mn 含量达

到 3 mg /L 以上，GB 8978—1996 一级排放标准的 Mn
含量限值为 2 mg /L; 二级排放标准的限值为 5 mg /L。
通过进一步调节废水 pH 值至 8. 5 ～ 9. 0，Mn 的去除

率可提升至 97%以上，残留 Mn 含量仅为 0. 47 mg /L。
2. 4 L-SC-F 工艺的废水重金属去除效果

在 L-SC-F 工艺中，碳酸钠的投加量分别为 100，

200，250 mg /L。实验结果见表 4。随着碳酸钠投加

数量的增加，各种重金属的去除率增加。当碳酸钠的

加入数量为 200 mg /L 时，除 Mn 外，废水中其他重金

属元素的沉淀去除率均达到了 90% 以上，Cr、Cu 和

Pb 的去除率达到了 100%，Ni、As 和 Zn 的去除率分

表 3 硫化钠投加量对 L-SS-F 工艺废水重金属

去除效果的影响

重金属元素
硫化钠投加量 / ( mg·L －1 )

50 100 150
Fe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17 0. 17 0. 17

去除率 /% 99 99 99
Cr 浓度 / ( mg·L －1 ) 0. 01 0. 00 0. 00

去除率 /% 89 100 100
Mn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12. 96 3. 19 3. 09

去除率 /% 17 79 80
Ni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08 0. 02 0. 02

去除率 /% 60 95 90
Co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03 0. 02 0. 01

去除率 /% 89 94 96
Cu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08 0. 02 0. 00

去除率 /% 99 100 100
Zn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9. 22 1. 46 0. 90

去除率 /% 18 87 92
As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00 0. 00 0. 00

去除率 /% 100 100 100
Cd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01 0. 00 0. 00

去除率 /% 100 100 100
Pb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16 0. 06 0. 00

去除率 /% 95 98 100

表 4 碳酸钠投加量对 L-SC-F 工艺废水重金属

去除效果的影响

重金属元素
碳酸钠投加量 / ( mg·L －1 )

100 200 250
Fe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16 0. 15 0. 15

去除率 /% 99 99 99
Cr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02 0. 00 0. 00

去除率 /% 75 100 100
Mn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3. 64 3. 14 2. 58

去除率 /% 76 80 83
Ni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11 0. 02 0. 01

去除率 /% 43 95 97
Co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06 0. 02 0. 01

去除率 /% 79 93 95
Cu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1. 10 0. 00 0. 00

去除率 /% 87 100 100
Zn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3. 71 0. 79 0. 68

去除率 /% 67 94 94
As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01 0. 00 0. 00

去除率 /% 89 100 100
Cd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03 0. 00 0. 00

去除率 /% 53 100 100
Pb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02 0. 00 0. 00

去除率 /% 75 100 100

别达到了 95%、100% 和 94%，出水中重金属含量均

低于 0. 01 mg /L，达到 GB 8978—1996。废水中 Mn
的去除率为 83% ( 碳酸钠的加入量 250 mg /L) ，残留

Mn 含量为 2. 58 mg /L。与 L-SC-F 工艺类似，可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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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调节废水至更高 pH 值( 8. 5 ～ 9. 0) ，彻底去除废水

中的残留的 Mn。
2. 5 L-DTCＲ-F 工艺的废水重金属去除效果

在 L-DTCＲ-F 中，DTCＲ 的加入量分别为 20，40，

60，100 g /m3。实验结果见表 5。可见，DTCＲ 对废水

在的各种重金属均具有很强的捕获与沉淀能力，基

本上不存在选择性。当其加入量为 40 g /m3 时，废水

中的重金属去除率均大于 94%，处理后水中 Mn 浓度

为 0. 3 mg /L，Zn 为 0. 22 mg /L，其余重金属含量均低

于 0. 1 mg /L，各项重金属指标均达到 GB 8978—1996
的一级排放标准。
2. 6 三种工艺技术经济性对比

2. 6. 1 处理效果对比

由于 Fe 在 pH 值为 3. 5 ～ 4. 0 时发生沉淀，易于

去除，因此本研究选择了废水中其他 4 种含量较高的

重金属( Mn、Zn、Cu、Pb) 的去除率进行对比与讨论。
根据图 3，应用组合沉淀工艺，三类沉淀剂对 Zn、Cu、
Pb 均有很好去除效果，当达到一定投加量( 硫化钠、
碳酸钠及 DTCＲ 投加量分别为 100，200，40 mg /L) ，

去除率可达到 95% ～ 99%。但是，硫化钠与碳酸钠

对 Mn 的去除效果不好，即使两者的投加量分别高达

150 mg /L 与 250 mg /L，Mn 的去除率仅为 80%左右，

表 5 DTCＲ 投加量对 L-DTCＲ-F 工艺废水重金属

去除效果的影响

重金属元素
DTCＲ 投加量 / ( mg·L －1 )

20 40 60 100
Fe 处理后浓度 / ( mg·L －1 ) 0. 14 0. 03 0. 03 0. 03

去除率 /% 99 99 99 100
Cr 浓度 / ( mg·L －1 ) 0. 01 0. 00 0. 00 0. 00

去除率 /% 83 97 94 99
Mn 浓度 / ( mg·L －1 ) 2. 18 0. 3 0. 25 0. 35

去除率 /% 57 94 95 98
Ni 浓度 / ( mg·L －1 ) 0. 10 0. 01 0. 01 0. 00

去除率 /% 46 97 97 100
Co 浓度 / ( mg·L －1 ) 0. 09 0. 01 0. 01 0

去除率 /% 69 98 98 99
Cu 浓度 / ( mg·L －1 ) 1. 27 0. 08 0. 08 0. 08

去除率 /% 85 99 99 99
Zn 浓度 / ( mg·L －1 ) 4. 84 0. 22 0. 22 0. 11

去除率 /% 57 98 98 99
As 浓度 / ( mg·L －1 ) 0. 01 0. 00 0. 00 0. 00

去除率 /% 79 100 100 100
Cd 浓度 / ( mg·L －1 ) 0. 03 0. 00 0. 00 0. 00

去除率 /% 53 100 100 100

Pb 浓度 / ( mg·L －1 ) 0. 47 0. 09 0. 16 0. 09

去除率 /% 85 97 98 98

而且随着投加量的增加，其去除率没有显著的增加。
要实现 Mn 的达标排放( GB 8978—1996 一级排放标

准) ，需要进一步提高 pH 值至 8. 5 ～ 9. 0，但沉淀 Mn

a—Mn; b—Zn; c—Cu; d—Pb。
■ 硫化钠; ○ 碳酸钠; △ DTCＲ。

图 3 组合沉淀工艺中，不同类型沉淀剂对废水中几种重金属的去除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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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需要再加少量酸调节水的 pH 至中性，方可排

放。而 DTCＲ 沉淀剂，对废水中各种重金属元素的去

除基本上不存在选择性，对在中性的条件下难沉淀的

Mn，同样具有很强的沉淀效果，可实现直接达标排放。
2. 6. 2 经济性分析

化学沉淀法处理酸性矿山废水主要运行成本包

括三个方面: 药剂费、污泥处置费、能耗费。化学沉淀

法需要消耗大量的化学药剂，一般占总运行成本的

60%左右。表 6 是根据槽对坑尾矿库酸性矿山废水

水样实验结果，初步计算的药剂费。仅从药剂费用

评价，L-SS-F 工艺药剂费用最低，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 L-DTCＲ-F 工艺药剂费用最高，是 L-SS-F 工艺的

1. 5 倍。L-SC-F 介于两者之间，其药剂费用大约是

L-SS-F工艺的 1. 3 倍。
表 6 废水处理药剂费用分析

费用指标
L-SS-F L-SC-F L-DTCＲ-F

石灰乳 硫化钠 硫酸铝 石灰乳 碳酸钠 硫酸铝 石灰乳 DTCＲ 硫酸铝

用量 / ( kg·m －3 ) 0. 2 0. 1 0. 05 0. 2 0. 2 0. 05 0. 2 0. 04 0. 05
单价 / ( 元·t － 1 ) 300 5 000 800 300 3 500 800 300 20 000 800

费用 / ( 元·m －3 ) 0. 60 0. 80 0. 90

值得说明的是，对于 L-SS-F 与 L-SC-F 工艺的药

剂费用计算，没有考虑 Mn 进一步去除的药剂费。对

于本研究废水样品，采用 L-SS-F 与 L-SC-F 处理后，

废水中的 Mn 可达到 GB 8978—1996 的二级排放标

准。如要达到一级排放标准，需要进一步投加石灰

乳，提高 pH 值至 8. 5 ～ 9. 0，Mn 的去除率可达 97%
以上［27］，沉淀 Mn 后，需要再加酸调节水的 pH 至中

性方可排放，这必然增加一些处理药剂成本。因此，

对于含 Mn 较高( ＞ 25 mg /L) 的酸性矿山废水，在组

合沉淀工艺中，可采用 DTCＲ 沉淀剂。
3 结 论

1) 大宝山矿槽对坑尾矿库酸性废水水样，pH 值

为 3. 20，含有多种金属元素，Pb、Mn、Zn、Cu 含量较

高，超过国家相关排放标准。
2) 在组合沉淀工艺( 中和 － 沉淀 － 混凝) 中，硫

化钠与碳酸钠的投加量分别为 100，200 mg /L 时，废

水中除 Mn 外的其他重金属的去除率可高达 94 ～
99%以上; DTCＲ 投加量为 40 mg /L 时，废水中所有

重金属的去除率均在 94%以上，可实现达标排放。
3) 在组合沉淀工艺中，硫化钠作为沉淀剂的药

剂费用最低，其次碳酸钠，DTCＲ 最高，3 种组合工艺

的药剂费用之比为 1∶ 1. 3∶ 1. 5。
4) 采用组合沉淀工艺处理酸性矿山废水，沉淀

剂选择应当考虑废水水质特征与经济性。对于低 Mn
( ＜ 25 mg /L) 酸性矿山废水，可采用硫化钠作为沉淀

剂; 对于 Mn 含量较高( ＞ 25 mg /L) 的酸性矿山废水，

建议采用 DTCＲ 沉淀技术。

参考文献

［1］ Chuichulcherm S，Nagpal S，Peeva L，et al． Treatment of metal

containning wastewaters with a novel extractive membrane reactor

using Sulfate-Ｒeducting Bacteria ［J］． Journal of Chemical

Technology ＆ Biotechnology，2001，76( 1) : 61-68.

［2］ Johnson D B，Hallberg K B． Acid mine drainage remediation

options: a review［J］． Sci Total Environ，2005，3，38: 3-14.

［3］ Sheoran A S，Sheoran V． Heavy metal removal mechanism of acid

mine drainage in wetlands: A critical review ［J］． Minerals

Engineering，2006，19: 105-116.

［4］ Cheng S A，Dempsey B A，Logan B 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from

synthetic acid-mine drainage ( AMD ) water using fuel cell

technologies［J］． Environ Sci Technol，2007，41: 8149-8153.

［5］ 钟常明，许振良，方夕辉，等． 超低压反渗透膜处理矿山酸性

废水及回用［J］． 水处理技术，2007，33( 6) : 77-80.

［6］ 张春婵，肖利萍． 同步除 S、脱 N、除 P 的矿山废水综合治理可

行性分析［J］． 能源与环境，2008( 5) : 82-86.

［7］ 周仲魁，陈泽堂，孙占学，人工湿地在治理矿山废水中的应用

［J］． 铀矿冶，2008，27( 4) : 202-210.

［8］ Mahiroglu A，Tarlan-Yel E，Sevimli M F． Treatment of combined

acid mine drainage ( AMD) —Flotation circuit effluents from copper

mine via Fenton’s process［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9，166: 782-787.

［9］ 张武刚，王兆慧，王焕丽，等． Fenton 氧化 /高浓度泥浆法处理

矿山废水［J］． 环境工程学报，2012，6 ( 4) : 1117-1120.

［10］ 左莉娜，贺前锋． 酸性矿山废水的治理技术现状及进展［J］．

环境工程，2013，31( 5) : 35-38.

［11］ Matlock M M，Howerton B S，Atwood D A． Chemical precipitation

of heavy metals from acid mine drainage［J］． Water Ｒesearch，

2002，36( 19) : 4757-4764.

［12］ 严群，黄俊文，唐美香，等． 矿山废水的危害及治理技术研究

进展［J］． 金属矿山，2010( 8) : 183-186.

［13］ 严群，韩磊，赖兰萍，等，铅． 锌矿选矿废水净化回用工艺的

试验研究［J］． 中国矿业，2007，16 ( 9) : 57-61.

［14］ 孙水裕，谢光炎，宁寻安，等． 硫化矿浮选废水净化与回用的

研究［J］． 有色金属． 选矿部分，2001( 4) : 33-41.

( 下转第 61 页)

94
环 境 工 程

2016 年第 34 卷增刊



为常规的 1 /15 左右。
传统絮凝工艺的沉淀池占地较大，往往只能形成

固定的构筑物，无法利用絮凝技术对大水量的微污染

河湖水体进行应急处理，而加载絮凝由于占地面积

小，沉降速度快，设备形式多样，可以通过车载式等移

动设备形式，应对微污染的河湖水体应急处理。潘涌

璋等人［10］在广州市猎德涌和石井河两条河道进行磁

种加载絮凝，取得与本文类似的处理效果，可通过化

学一级处理迅速处理河道污染物。
当微污染水体作为饮用水原水时，需去除寄生虫

卵、原生虫、致病细菌和肠道病毒。1997 年墨西哥当

局采用 ACTIFLO 砂加载絮凝工艺进行了 6 个月的中

试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 200 m /h 的高表面负荷下，

也能使 ACTIFLO 出水寄生虫卵平均 值 小 于 1 个 /
L［11］。清河污水处理厂能力提升应急工程系统中所

使用的磁种絮凝也证明了加载絮凝对细菌、病毒、油、
重金属及磷的去除效果比传统工艺要好［2］。

因此加载絮凝利用其处理速度快，占地小，处理

效果好和设备多样化的特点，相比较常规絮凝沉淀，

针对微污染河湖大水体尤其是微污染原水在常规和

应急处理方面均具有较大的优势和应用前景。
4 结 论

1) 通过磁种或石英砂对微污染水进行加载絮

凝，可以在 10 min 内完成絮凝沉淀，大幅度去除微污

染水体中的浊度、CODMn和 TP。

2) 在同样絮凝剂投加量的情况下，加载絮凝的

实验组几项污染物指标的去除率均优于仅投加絮凝

剂的实验组。
3) 加载絮凝具备沉淀速度快，沉淀效果好的特

点，因此设备可以多样化，抗冲击负荷能力强，可以单

独或形成组合工艺对微污染大水体进行常规或应急

处理，具有较高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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