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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告

第 5 O 号

关于发布《曝气生物滤池工 程

技术规程 》的公告

根据 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标协字 [2 O 0 7 ]第 8 l 号文《关

于印发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 O 0 7 年第二 批标准制
、

修订项 目

计划 的通知 》的要求
，

由中国市政工 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

马鞍 山

市华骐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编制的《曝气生物滤池工 程

技术规程》，经城市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组织审查
，

现批准发布
，

编

号为 C E C S 2 6 5 ： 2 o 0 9 ，

自 2 O 1 O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

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二 o O 九年十

一

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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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昌

根据 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标协字 [2 o 0 7 ] 8 1 号文 《关

于印发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 o 0 7 年第二 批标准制
、

修订项 目

计划的通知》的要求
，

制定本规程
。

曝气生物滤池 (B A F )污水处理 工 艺属于生物膜法 的范畴
，

集

生化反应和固液分离于
一

体
， 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城镇污水

，

小区生

活污水
，

生活杂排水
，

食品加工 废水
，

酿造
、

造纸和印染等行业 的二

级 处理和三 级处理中
。

目前国内应用曝气生物滤池工艺 的污水处
理厂 (站 )已有 6 O 0 多座

。

今后在城镇污水处理 厂 的升级改造中将

有更广泛的应用 。

本规程是在总结多年来国内外曝气生物滤池工 艺应用的实践

经验 ，

并参考国内外近期资料和相关标准的基础上 ，广泛征求专家

和使用单位的意见后编制而成的 。

本规程内容主要包括总则 、

术语和符号
、

工 艺流程
、

设计
、

检测

和控制 、

施工 和安装
、

调试和运行等
。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1 9 8 6 ] l 6 4 9 号文《关于请 中国工 程建设标

准化委员会负责组织推荐性工 程建设标准试点工 作 的通知 》的要

求 ，

推荐给工 程建设
、

设计
、

施工 等使用单位及工 程技术人员采用
。

本规程由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城市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T C 8 )归 口管理
，

并负责解释 (上 海市政 工 程设计研究 总 院
，上 海

市 中山北二 路 9 O 1 号
，

邮编 ：2 o 0 0 9 2 )
。

在使用 中如发现需要修改

或补充之处 ，

请将意见和资料径寄解释单位
。

主 编 单 位 ： 中国市政工 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马鞍山市华骐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参 编 单 位 ： 上海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总院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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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工 业大学华冶自动化工 程公司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

江苏天源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 徐扬纲 郑 俊 刘绪宗 朱开东

王 健 郑 杰 刘明坤 邹伟 国

姜 鹏 岳月发 张世 山 徐志清

赵 军 孙秋渊 魏 鹏 孙博文

主要审查人 ： 励彦松 张 辰 邓志光 李 艺
孙家珍 吴华明 吴浩汀 裴 圣

汪 泳

·

2 ·

张 众

朱广汉

顾小红

毛继承

李 伟

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 O 0 9 年 1 1 月 2

www.weboos.com 



l 总 则
⋯ ⋯ ⋯ ⋯ ⋯ ⋯ ⋯ ⋯ ⋯ ⋯ ⋯ ⋯ ⋯ ⋯ ⋯ ⋯ ⋯ ⋯ ⋯

2 术语和符号
⋯ ⋯ ⋯ ⋯ ⋯ ⋯ ⋯ ⋯ ⋯ ⋯ ⋯ ⋯ ⋯ ⋯ ⋯ ⋯ ⋯ ⋯

2 ．

1 术语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符号
⋯ ⋯ ⋯ ⋯ ⋯ ⋯ ⋯ ⋯ ⋯ ⋯ ⋯ ⋯ ⋯ ⋯ ⋯ ⋯ ⋯ ⋯ ⋯ ⋯

3 工 艺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3 ．

1
一

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3 ．

2 工 艺流程的选择
⋯ ⋯ ⋯ ⋯ ⋯ ⋯ ⋯ ⋯ ⋯ ⋯ ⋯ ⋯ ⋯ ⋯ ⋯ ⋯

4 {殳 计
⋯ ⋯ ⋯ ⋯ ⋯ ⋯ ⋯ ⋯ ⋯ ⋯ ⋯ ⋯ ⋯ ⋯ ⋯ ⋯ ⋯ ⋯ ⋯

4 ．

1
一

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4 ．

2 陶粒滤料滤池
⋯ ⋯ ⋯ ⋯ ⋯ ⋯ ⋯ ⋯ ⋯ ⋯ ⋯ ⋯ ⋯ ⋯ ⋯ ⋯ ⋯

4 ．

3 轻质滤料滤池
⋯ ⋯ ⋯ ⋯ ⋯ ⋯ ⋯ ⋯ ⋯ ⋯ ⋯ ⋯ ⋯ ⋯ ⋯ ⋯ ⋯

4 ．

4 设计参数
⋯ ⋯ ⋯ ⋯ ⋯ ⋯ ⋯ ⋯ ⋯ ⋯ ⋯ ⋯ ⋯ ⋯ ⋯ ⋯ ⋯ ⋯

4 ．

5 设计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5 检测和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5 ．

1
一

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5 ．

2 检测
⋯ ⋯ ⋯ ⋯ ⋯ ⋯ ⋯ ⋯ ⋯ ⋯ ⋯ ⋯ ⋯ ⋯ ⋯ ⋯ ⋯ ⋯ ⋯ ⋯

5 ．

3 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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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 施工 准备
⋯ ⋯ ⋯ ⋯ ⋯ ⋯ ⋯ ⋯ ⋯ ⋯ ⋯ ⋯ ⋯ ⋯ ⋯ ⋯ ⋯ ⋯

6 ．

2 反冲洗配气管施工
⋯ ⋯ ⋯ ⋯ ⋯ ⋯ ⋯ ⋯ ⋯ ⋯ ⋯ ⋯ ⋯ ⋯ ⋯

6 ．

3 滤板施工
⋯ ⋯ ⋯ ⋯ ⋯ ⋯ ⋯ ⋯ ⋯ ⋯ ⋯ ⋯ ⋯ ⋯ ⋯ ⋯ ⋯ ⋯

6 ．

4 滤头施工
⋯ ⋯ ⋯ ⋯ ⋯ ⋯ ⋯ ⋯ ⋯ ⋯ ⋯ ⋯ ⋯ ⋯ ⋯ ⋯ ⋯ ⋯

6 ．

5 曝气系统施工
⋯ ⋯ ⋯ ⋯ ⋯ ⋯ ⋯ ⋯ ⋯ ⋯ ⋯ ⋯ ⋯ ⋯ ⋯ ⋯ ⋯

6 ．

6 滤池卵石和生物滤料填装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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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

( 2 3 )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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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试和运行
⋯ ⋯ ⋯ ⋯ ⋯ ⋯ ⋯ ⋯ ⋯ ⋯ ⋯ ⋯ ⋯ ⋯ ⋯ ⋯ ⋯ ⋯

( 2 5 )

本规程用词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2 6 )

引用标准名录 ⋯ ⋯ ⋯ ⋯ ⋯ ⋯ ⋯ ⋯ ⋯ ⋯ ⋯ ⋯ ⋯ ⋯ ⋯ ⋯ ⋯ ⋯ ⋯

( 2 7 )

附 ：条文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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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T e r m s a n d S y m b o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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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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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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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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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6 )

3 ．

1 G e n e r a l R e g u la t io n s ⋯ ⋯ ⋯ ⋯ ⋯ ⋯ ⋯ ⋯ ⋯ ⋯ ⋯ ⋯ ⋯ ⋯

( 6 )

3 ．

2 C h o ic e 0 f P r 0 c e s s F lo w ⋯ ⋯ ⋯ ⋯ ⋯ ⋯ ⋯ ⋯ ⋯ ⋯ ⋯ ⋯ ⋯

( 6 )

4 D e s ig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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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9 )

4 ．

2 S tr u c t u r e o f C e r a m is it e M e d ia F ilt e r ⋯ ⋯ ⋯ ⋯ ⋯ ⋯ ⋯ ⋯

( 1 O )

4 ．

3 L ig h tw e ig h t M e d ia F ilte r ⋯ ⋯ ⋯ ⋯ ⋯ ⋯ ⋯ ⋯ ⋯ ⋯ ⋯ ⋯

( 1 2 )

4 ．

4 D e s ig n e d P a r a m e t e r ⋯ ⋯ ⋯ ⋯ ⋯ ⋯ ⋯ ⋯ ⋯ ⋯ ⋯ ⋯ ⋯ ⋯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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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

5 ．

1 G e n e r a l R e g u latio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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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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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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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2 3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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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2 3 )

6 ．

2 C o n s t r u c t io n o f B a c k w a s h in g P ip e f0 r G a s D is t r ib u tin g
⋯ ⋯

( 2 3 )

6 ．

3 C o n s t r u c tio n 0 f F ilte r P lat e
⋯ ⋯ ⋯ ⋯ ⋯ ⋯ ⋯ ⋯ ⋯ ⋯ ⋯ ⋯

( 2 3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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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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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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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

6 ．

6 G r a V e l a n d B io lo g ic a l F n t e r M e d ia F 订lin g in F ilt e r ⋯ ⋯ ⋯

(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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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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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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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

A t t a c h e d ： E x p la n a tio n 0 f S t a n d a r d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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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O ．

1 为在曝气生物滤池工 艺的设计
、

施 工
、

安装
、

调试
、

运 行 中

贯彻 国家 的技术经济政策
，

做到安全可靠
、

经济适用
、

技术先进
、

确

保质量 、

保护环境
，

制定本规程
。

1．O ．

2 本规程适用于采用曝气生物滤池工 艺的城镇污水处理
、

污

水处理厂脱氮提标改造 、

污水深度处理
、工 业废水处理工 程

。

1 ．

O
．

3 曝气生物滤池工 艺流程的选择应根据不 同的进水水质及

处理要求 ，通过技术
、

经 济及环境影响 等因素综合评估后确定
。

1．O ．

4 曝气生物滤池污水处理工 程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
，

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www.weboos.com 



2 术语和符号

2 ．

1 术 语

2 ．

1 - l 曝气生物滤池 b io lo g ic a l a e r a t e d filt e r

污水 生物处理 的 一

种构筑物
，

简称 B A F
。

池 内填装粒状滤料

作 载体形成固定床
，

微生物群附着于载体表面形成生物膜 ，

滤料层
中下部进行曝气供氧 ，

污水 与空 气 同 向流或逆 向流通过粒状 滤料

层 ，

依靠附着于载体表面的生物膜对污染物的吸附
、

氧化和分解
，

可使污水 净化 ，

粒状滤料层同时具有物理截留过滤作用
。

2 ．

1 -2 生物滤料 filt e r m a t e r ia l

滤料是曝气生物滤池中微生物固着栖息 、

繁殖生长的载体
，

同

时对污水中的悬浮物具有物理截留过滤作用 ，
一

般分人工 陶粒滤

料和轻质滤料两种
。

2 ．

1．3 出水堰板 e fflu e n t w ir e p la t e

设置在滤池 出水堰处 防止滤料流失并且调节 出水平衡的装

置 。

本规程所指 的出水堰板可分为栅型稳流板和锯齿形出水堰板

两类 ，

应选用强度高
、

性能稳定
、

抗老化性好
、

无毒
、

耐腐蚀的材料
。

2 ．

1 -4 单孔膜空气扩散器 m o n o c u la r m e m b r a n e a ir d iffu s e r

曝气生物滤池中曝气供氧的 一

种空气扩散装置
，

按
一

定问距

安装在陶粒滤料层中下部
。

单孔膜空气扩散器的布置密度应根据
工艺所需总供气量及单个曝气器额定通气量经计算后确定

。

2 ．

1．5 长柄滤头 Io n g
—

h a n d Ied filt e r h e a d

安 装在曝气生物滤池中下部承托滤板上 用 来 正 常配水
、

反冲

洗 配水 、

反冲洗配气的
一

种布水
、

布气装置
。

污水通过长柄滤头被

均匀布置在滤池截面上并 均匀 流过 滤料层 ，长柄滤头应 为大缝 隙

防堵塞专用滤头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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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6 承托滤板 s u p p o r t b o a r d
一

种具有 一

定承载强度和水平精度要求的托板
，

起 固定长柄

滤头和承载滤料荷载的作用 ，工 程中
一

般宜选用钢筋混凝 土 或钢

结构形式 。

2 ．

1．7 五 日生化需 氧量容 积负荷 B O D 5 v o lu m e t r ic lo a d in g

r a t e

曝气生物滤池中 ，

每立 方米滤料每天降解的五 日生 化需氧量
，

以 k g B O D 5 ／(m 。 ·

d )表示
。

2 ．

1．8 硝化容积负荷 n it r ific a tio n v o 1u m e t r ic lo a d in g r a t e

曝气 生 物 滤 池 中 ，

每 立 方 米 滤 料 每 天 硝 化 的 氨 氮 量
， 以

k g N H 。
一

N ／( m 。 ·

d )表示
。

2 ．

1．9 反 硝化 容 积 负荷 d e n it r ific a t io n v o lu m e t r ic 10 a d in g

r a
t e

反硝化生物滤池中
，

每立方米滤料每天反硝化的硝态氮量
， 以

k g N O f
—

N ／(m 。 ·

d )表示
。

2 ．

1
．

1 0 有效容积 e ffe c t iv e v o 1u m e

生物滤池 中滤料所占的容积
。

2 ．

1．11 水力停留时间 h y d r a u lic r e t e n t io n t im e

曝气生物滤池中 ，

污水 在 生物滤 料层 所 占容 积 的平 均停 留时

间 ，以小时 (h )表示
。

又称空床停留时间
。

2 ．

1．1 2 反 冲洗水 (气 )强 度 b a c k w a s h in g w a t e r (g a s ) in t e n
—

s
it y

生物滤池进行反冲洗时单位面积 、

单位时间内的反冲洗用水
(气 )量

， 以 m 。／(m 。 ·

h )计
。

2 ．

1
．

1 3 硝化液回流比 n it r ific a tiO n liq u id r e f1u x r a tio

采用前置反硝化生物滤池脱氮时
，

硝化液回流量 与设计进水

流量的比值
， 以百分数计

。

2 ．

1
．

1 4 碳氧化曝气生物滤池 b io lo g ic a I a e r a t e d filt e r (C )

以降解污水中含碳有机物为目的的曝气 生物滤池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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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15 硝化曝气生物滤池 b io l0 g ic a l a e r a t e d filte r (N )

以对污水 中的氨氮进行硝化为 目的的曝气生物滤池
。

2 ．

1 ．16 反硝化生物滤池 b io 1o g ic a l a e r a te d fi1t e r (D N )

以对污水 中硝态氮进行反硝化为 目的的生物滤池
。

2 ．

1．17 碳 氧化／部分 硝化 曝气 生物滤池 b io lo g ic a l a e r a t e d

fiIte r (C ／N )

降 解污水 中含 碳 有 机 物并 对 氨 氮进行 部 分 硝化 的曝气 生

物滤 。

2 ．

2 符 号

A — —

滤池总面积 ；

“ — —

单格滤池面积 ；

△C B o D c
— —

进
、

出滤池的 B O D 。 浓度差值 ；

△C w
— —

反硝化 滤池进
、

出水硝酸盐氮浓度差值 ；

C 。。 ct ，
— —

设计 水 温 为 T ℃ 时
， 混 合液溶解氧饱和浓度的平

均值 ；

C ，ct ，
— —

设计水温为 T ℃ 时
，

清水中饱和溶解氧浓度值 ；

△C TK N
— —

进
、

出硝化滤池凯氏氮浓度差值 ；

△C Tw
— —

反硝化 滤池进
、

出水总氮浓度差值 ；

C -
— —

滤池出水溶解氧浓度 ；

E 一
— —

滤池系统氧利用率 ；

G s
— —

标准状态下总供气量 ；

H — —

生物滤池 总高度 ；

H 。
— —

滤料填装高度 ；

H ’
— —

空气扩散器在水面下的深度 ；

^ 。
— —

承托层高度 ；

^ 。
— —

缓冲配水区高度 ；

^ 。
— —

清水区高度 ；

Jll3 — —

超高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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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滤板厚度 ；

M 一

反硝化过程产生的碱度 ；

扎— —

滤池格 (座 )数 ；

P “
— —

空气扩散器处的绝对压力 ；

P — —

滤池水面处的大气压 ；

q — —

滤池水力表面负荷 ；

q 阳 D ￡— —

B O D 5 容积负荷 ；

q 。。． 一

。
— —

硝化容积负荷 ；

q T N
— —

反硝化容积负荷 ；

卜 设计污水流量 ；

Q T — —

设计污水流量与硝化液回流量之和 ；

Q 。
— —

滤池逸出气体含氧百分率 ；

R — —

硝化液回流比；

△R 。
— —

去除单位质量 B 0 D 。 的需氧量 ；

R o
— —

每 日去除 B 0 D 。 的需氧量 ；

R w
— —

每 日氨氮硝化的需氧量 ；

R D N
— —

反硝化 回收的氧量 ；

R t
— —

理论 总需 氧量 ；

R s
— —

标准状态下总需氧量 ；

S S 。
— —

滤池进水悬浮物浓度值 ；

T 朐D E
— —

滤池进水 B 0 D 。 浓度值 ；

卜 设计水温 ；

￡— —

空床水力停留时间 ；

W — —

滤料的总体积 ；

，广 反硝化率 ；

口— —

氧的水质转移系数 ；

卜 饱和溶解氧修正系数 ；

ID — —

修正 系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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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 艺 流 程

3 ．

1
一

般 规 定

3 ．

1．1 污水在进入曝气生物滤池前应进行较高程度的预处理 ，即
一

级处理或强化 一

级处理
， 一

般应有粗格栅
、

精细格栅
、

除油沉砂

池 、

水解池或初沉池
。

必要时应设置气浮池
。

3 ．

1．2 进入曝气生物滤池的污水应具有 良好的可生化性 ，且不应

对微 生物具 有抑制和毒 害作用 。

3 ．

1
．

3 进入 曝气生物滤池的水质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

水设计规范》G B 5 o O l 4 及相关 现行标准要求
。

3 ．

1．4 根据所要求处理 程 度的不同
，曝气生物滤池可分为碳氧

化 、

硝化和反硝化等类 型
。

碳氧化
、

硝化
、

反硝化可在单级生物滤

池 内完成 ，也可在 多级生物滤池 内完成
。

3 ．

1．5 当采用曝气生物滤池进行硝化时
，

硝化滤池剩余总碱度不

应低于 7 0 m g ／L (以 C a C O 。 计 ) ，否则应补充池内的碱度
。

3 ．

1
．

6 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排水应根据处理规模
、

单格滤池每次

反冲洗水量等因素 ，

合理设置反冲洗排水缓冲池
。

3 ．

1．7 当采用硝化
、

反硝化生物脱氮工 艺时
，污水 中的五 日生化

需氧量与总凯 氏氮之 比应大于 4
。

当污水中碳源不足时应优先考

虑开发利用内部碳源 ，必要 时可外 加碳 源
。

3 ．

1．8 当出水总磷浓度达不到排放要求时
，

应辅以化学除磷
。

3 ．

1．9 当曝气生物滤 池 出水悬 浮 固体含量满足后续处理或排放

标 准要求时 ，

可不设过滤设施
。

3 ．

2 工 艺流程的选择

3 ．

2
．

1 工 艺流程 的选择
，

应根据污水及处理 出水水质要求
，

并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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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各流程的特点和优势
，通过技术

、

经济比较后确定
。

3 ．

2
．

2 主要去除污水 中含碳有机物时 ，宜采用单级碳氧化曝气生

物滤池工 艺 (图 3
．

2
．

2 ) ：

一

进水

_．1
预处理

H 驾辫 }__琳
一

图 3
．

2
．

2 单级碳氧化曝气生物滤池工艺

3 ．

2
．

3 要求去除污水中含碳有机物并完成氨氮的部分硝化 (硝化

率 6 0 ％以下 )时
，宜采用单级碳氧化／部分硝化曝气生物滤池工 艺

流程 (图 3
。

2
．

3 ) ：

喵 扣

睦
理

H 燃 卜琳
一

图 3
．

2
．

3 单级碳氧化／硝化曝气生物滤池工 艺

3 ．

2
．

4 要求去除污水 中含碳有机物并完成氨氮的硝化 (硝化率大
干 6 O ％)时

，

应采用碳氧化曝气生物滤池和硝化曝气 生物滤池两

级串联工 艺 (图 3
．

2
．

4 ) ：

一

进水一

}
预处理

H 兹豁 H 戮蔬 }__
出水

一

图 3
．

2
．

4 两级除碳
、

硝化曝气生物滤池串联工 艺

3 ．

2
．

5 当进水碳源充足且出水水质对总氮去除要求较高时
，宜采用

前置反硝化生物滤池和硝化曝气生物滤池的组合工艺 (图 3
．

2
．

5 ) ：

一

进水 出水 一

图 3
．

2
．

5 无外加碳源前置反硝化生物滤池脱氮工 艺

3 ．

2
．

6 当进水总氮含量高
、

碳源不足而 出水对总氮要求较高 时 ，

可采用前置反硝化或后置反硝化工 艺
，

同时需外加碳源
。 。

外加碳

源的投加量应经过计算确定 (图 3
．

2
．

6
—

1
、

图 3
．

2
．

6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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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水

一

进水 出水 一

图 3
．

2
．

6
—

1 外加碳源前置反硝化生物滤池脱氮工 艺

出水
一

图 3
．

2
．

6
·

2 外加碳源后置反硝化生物滤池脱氮工 艺

3 ．

2
．

7 对既有活性污泥法类工 艺进行提标改造时
，

根据二 沉池的

出水水质指标情况 ，可 选 用 外 加 碳 源 前 置反 硝 化 生物 滤 池 脱 氮

工 艺或 外 加 碳 源 单 级 反 硝 化 生 物 滤 池 脱 氮 工 艺 (图 3
．

2
．

7
—

1 、

图 3
．

2
．

7
—

2 )
。

诽

蓬三卜雹三『-董三 出水
一

图 3
．

2
．

7
一

l 外加碳源前置反硝化生物滤池脱氮提标改造工 艺

一

每 H 磊矗H i 出水
一

图 3
．

2
．

7
—

2 外加碳源单级反硝化生物滤池脱氮提标改造工 艺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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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 ．

1
一

般 规 定

4 ．

1．1 曝气生物滤池宜采用上 向流进水
，

也 可采用下 向流进水
。

4 ．

1．2 曝气生物滤池应根据处理水量的大小合理分格 ，

每级滤池

不应少于两格
，

单格滤池面 积 不 宜 大于 1O 0 m 。 。

当单格滤池反 冲
洗时 ，

其他格滤池应通过全部 流量 ；同时当单格滤池反冲洗时
，

其
他格滤池 出水和反洗清水池储水应满足冲洗用水量 的要求

。

4 ．

1．3 池型选择应综合考虑进水方式
、

反 冲洗方式
、

单格面积
、

滤

料种类 、

滤池构造和平面布置等因素
， 一

般可选用矩形或圆形
。

4 ．

1
．

4 曝气生物滤池多格并联时宜采用渠道和堰配水 ，不宜采用

压力管道直接配水 。

4 ．

1
．

5 曝气生物滤池工 艺曝气与反 冲洗用气设备
、

管路宜分开

设置 。

4 ．

1．6 曝气生物滤池的池体构造应与所选用 的滤料类 型相适应
。

4 ．

1．7 滤料填装高度 ( H 。)宜结合 占地面积
、

处理负荷
、

风机选型

和滤料层阻力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陶粒滤料宜为 2
．

5 m ～

4
．

5 m ，

轻质滤料宜为 2
．

O m ～

4
．

O m 。

4 ．

1．8 曝气生物滤池应设置必要的自动控制系统
。

4 ．

1．9 清水区高度应根据滤料性能及反冲洗时滤料膨胀率确定 ，

陶粒滤料宜为 1
．

0 m ～

1
．

5 m ，

轻质滤料宜为 O
．

6 m ～

1
．

O m 。

4 ．

1．1O 滤板宜采用钢筋混凝土 或钢制结构
，

滤板上开孔率应大
于 5 ％

。

4 ．

1
．

1 1 配气干管与支管应选取具有耐腐蚀性
、

耐高温
、

韧性强度

较好的材料

www.weboos.com 



4
．

2 陶粒滤料滤池

4 ．

2
．

1 典型陶粒滤料滤池结构可分为缓冲配水区
、

承托层及陶粒

滤料层 区 、

出水 区 (图 4
．

2
．

1 )
。

主体可 由滤池池体
、

布水及反冲洗

布水布气系统 、

承托层
、

滤料层
、

工 艺曝气系统
、

反 冲洗 系统
、

出水

系统 、

自控系统组成
。

、

图 4
．

2
．

1 典型陶粒滤料滤池结构
1 一

滤池池体 l 2
一

工 艺曝气管 ；3
一

反 冲洗进气管 ；4
一

进水管 }

5 一

反 冲洗进水管 ；6
一

反冲洗排水槽(渠 ) ；7
一

出水槽 (渠 ) l

8 一

放空管 ；9
一

缓冲配水区 ；l O
一

承托层 和滤板 l l 1
一

长柄滤头 ；

1 2 一

承托层 ；1 3
一

陶粒滤料层 ；1 4
一

清水区 ；1 5
一

超高区 ；

1 6 一

单空膜空气扩散器 ；1 7
一

出水堰

4 ．

2
．

2 缓冲配水区 内应根据滤池截面积大小
、

池形结构合理设置

反冲洗配气管道系统 。

4 ．

2
．

3 缓冲配水 区高度宜为 1．3 5 m ～

1
．

5 m ，配水区池壁应设检

修人孔 ，

池底宜设置放空集水坑 (渠 )
。

4 ．

2
．

4 出水系统可采用多槽 出水或单边出水
，反冲洗排水和出水

槽 (渠 )宜分开布置
。

4 ．

2
．

5 风机 出气管进入滤池前应设置相对滤池液面的超高 ，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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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应结合 滤床 高度
、

阻 力 损 失 综 合确定
，

曝 气 管 超 高 宜 为
1 ．

5 m ～

2
．

0 m ，

反 冲洗进气管宜为 1
．

8 m ～

2
．

2 m 。

4 ．

2
．

6 滤板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时宜选用分体式拼装滤板
，

并应

具有合适的承载强度 、

水平精度和抗腐蚀性
，

滤板接缝应采用密封

性能好的填充材料密封 。

4 ．

2
．

7 长柄滤头应具有防堵可拆洗功能
，

应保证滤料不会从滤头

缝隙中流失 。

4 ．

2
．

8 工 程 中宜选 用 天然 鹅 卵 石
，

填装 时宜按级 配 自下 而上

从 大 到小 设 置 。 一

般宜按两级设置
，

下层第
一

级平均粒径宜为
1 6 m m ～

3 2 m m ，

高度不 宜 低 于 2 0 0 m m ；上 层 第 二 级 平 均粒 径

宜为 8 m m ～

1 6 m m ，

高度不 宜低 于 1 o o m m 。

当选用的陶粒滤料
粒径小于 3 m m 时

，

宜在第二 级上层增设第三 级
，

其平均粒径宜为
4 m m ～

8 m m ，

高度不宜低于 1 0 0 m m 。

4 ．

2
．

9 陶粒滤料应具有 良好的物理性 能 和化学性能
，工 程 中宜选

用球形轻质多孔滤料 。

4 ．

2
．

1 O 陶粒滤料的平均粒径的选择宜根据进
、

出水水质和滤池

功能确定 。

硝化
、

碳氧化滤池宜为 3 m m ～

5 m m 或 4 m m ～

6 m m ，

前置反硝化滤池宜为 4 m m ～

6 m m 或 6 m m ～

9 m m 。

当出水对 固

体悬浮物总量 (S S )要求较高时
，

最后
一

级滤池 内的滤料粒径宜选

用 1．8 m m ～

2
．

5 m m 。

4 ．

2
．

1 l 曝气 系统宜采用 氧转移效率高
、

安装方便
、

不易堵 塞
、

可

冲洗
、

运行稳定的单孑L膜空气扩散器
，

也可采用穿孔管
。

4 ．

2
．

1 2 滤池通过配气干管与支管供氧
，

配气干管应根据滤池结

构形式合理布置 。

4 ．

2
．

1 3 曝气生物滤池多格并联运行时
，

供氧鼓风机 宜采取
一

对
一

布置形式
。

4 ．

2
．

1 4 曝气风机和反冲洗风机 出 口 处宜根据风机风量
、

功率 大

小 ，

设置启动卸荷装置
。

4 ．

2
．

1 5 滤池进
、

出水液位差应根据配水形式
、

滤速和滤料层水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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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确定
，

其差值不宜小于 1．8 m ～

2
．

3 m 。

4 ．

3 轻质滤料滤池

4 ．

3
．

1
一

般轻质滤料滤池结构可分为滤池配水排泥区
、

轻质滤料

层和出水区
。

主体可由滤池池体
、

进水配水系统
、

工 艺曝气系统
、

轻
质滤料层

、

滤板和滤头
、

反冲洗系统和 自控系统组成 (图 4
．

3
．

1 )
。

图 4
．

3
．

1
一

般轻质滤料滤池结构
1 一

进水管 ，2
一

出水槽 I 3
一

排泥管 l 4
一

反 冲洗进气管 }

5 一

排气管 I 6
一

穿孔曝气管 I 7
一

气囊 ，

8 一

轻质滤料层 ；9
一

滤板 I 1O
一

排泥连接孔

4 ．

3
．

2 滤池宜采用气水 同向流 ，

滤池反冲洗宜采用气水联合反冲

洗或脉冲反冲洗形式 。

4 ．

3
．

3 滤料层下部配水排泥区高度宜为 2
．

O m ～

2
．

5 m ，

滤池超高

宜为 0
．

3 m ～

O
．

5 m 。

4 ．

3
．

4 轻质滤料粒径宜为 3 m m ～

1 O m m ，宜根 据 进
、

出水水质

确定 。

4 ．

3
．

5 滤池 滤速宜根据 污水水 质情况
、

滤层厚度等因素综合

确定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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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

6
‘

滤池进
、

出水液位应根据滤速和滤料层水头损失确定
，

其
差值不宜小于 1．2 m ～

1．5 m 。

4 ．

3
．

7 滤池滤板强度应满足在轻质滤料的浮力和过滤时克服滤

层阻力的力共同作用下不损坏的要求 。

4 ．

3
．

8 宜采用穿孔管曝气 ，

孔 口 宜布置均匀
，

同时应有防止穿孔
管内积水的措施 。

4 ．

4 设 计 参 数

4 ．

4
．

1 曝气生物滤池的设计流量宜按现行 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
计规范》G B 5 0 O l 4 中有关规定执行

，

主要设计参数宜根据试验资
料确定 ， 无 试 验 资 料 时 ， 可 采 用 经 验 数 据 或 按 表 4

．

4
．

1 的规定
取值 。

表 4
．

4
．

1 曝气生物滤池处理城镇污水主要设计 参数

类型 功能 参数 取值

碳氧化曝气
生 物 滤 池 ( C

池 )

降 解 污水 中
含碳有机物

滤池表面水力负荷 (滤速)
m 。

／[m 。 -

h ( m ／h)]
3

．

O
～

6
．

O

B 0 D 负荷 k g B 0 D ／(m 。 ·

d ) 2
．

5
～

6
．

O

空床水力停 留时间 m in 4 O
．

0
～

6 O
．

0

碳氧化／部分

硝化 曝气 生 物

滤池 (C ／N 池 )

降 解 污 水 中
含碳 有 机 物 并

对氨 氮 进 行 部

分硝化

滤池表面水力负荷 (滤速 )
m 。

／[m 2 ·

h (m ／h )]
Z

．

5
～

4
．

O

B 0 D
负荷 k g B 0 D ／(m 。 ·

d ) 1．2
～

2
．

O

硝化负荷 (k g N H 4
一

N )／(m 。 ·

d ) O
．

4
～

O
．

6

空床水力停留时间 m in 7 0
．

0
～

8 0
．

O

硝 化 曝气 生

物滤池 (N 池 )

对 污 水 中 的
氨氮进行硝化

滤池表面水力负荷 (滤速 )
m 。

／[m 2 ·

h ( m ／h )]
3

．

O
～

12
．

0

硝化负荷 (kgN H t
—

N )／(m 。 ·

d ) O
．

6
～

1．0

空 床水力停留时间 m in 3 O
．

O
～

4 5
．

0

前 置反 硝 化

生物滤池 ( p e r '

D N 池 )

利 用 污 水 中
的碳源对硝态

氮进行反硝化

滤池表面水力负荷 (滤 速 )
m 。

／[m 0 ·

h ( m ／h)]

8 ．

O
～

1 O
．

O

(含 回流)

反硝化负荷 (k g N (膏
一

N )／(Tn3
·

d ) 0
．

8
～

1
．

2

空 床水力停留时间 m in 2 O
．

0
～

3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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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

4
．

1

类 型 功能 参数 取值

后 置 反 硝 化

生物滤池 (p 0 s t-

D N 池 )

利 用 外 加 碳

源 对 硝 态 氮 进

行反硝化

滤池表 面水力 负荷 (滤速 )
m 。

／[m 。 ·

h ( m ／h )]
8

．

O
～

12
．

0

更硝化负荷 (k g N O f
—

N )／( m 。 -

d ) 1．5 ～

3
．

O

空床水力停留时间 m in 1 5
．

0
～

2 5
．

0

精 处 理 曝 气

生物滤池

对 二 级 污 水
处 理 厂 尾 水 进

行 含 碳 有 机 物

降 解 及 氨 氮

硝化

滤池表面水力负荷 (滤速)
m 。

／[m 。 ·

h ( m ／h)]
3

．

O
～

5
．

0

硝化负荷 (k g N H ．
一

N )／(m 。 ·

d ) O ．

3
～

0
．

6

空床水力停留时间 m in 3 5
．

0
～

4 5
．

0

注 ：l 设 计水 温较低
、

进水浓度较低或 出水水质要求较高时
。

有机负荷
、

硝化负荷
、

反硝化 负荷应 取下 限值 ；

2 反硝化滤池的水力负荷
、

空床停 留时间均按含硝化液 回流水量确定
，

反硝化

回流比应根据总氮去除率确定 。

4 ．

4
．

2 曝气生物滤池 出水溶解氧宜为 3 m g ／L
～

4 m g ／L
。

4 ．

4
．

3 单孔膜空气扩散器布置 密度应 根据需 氧量要求通过计算

确定 ；单个曝气器设计额定通气量宜为 (0
．

2
～

O
．

3 ) m 。／h
，

每平方

米滤池截面积的单孔膜空气扩散器布置数量不宜少于 3 6 个 ；采用

穿孔管时孔 口设计流速不宜小于 3 O m ／s 。

4 ．

4
．

4 曝气器的固定方式宜采用支架固定或压件固定
，

支架或压

件应选 用强度和耐腐蚀性较好的材质
。

4 ．

4
．

5 安装在滤板上 的滤头布置密度
，

反硝化生物滤池不宜小于
4 9 个／m 。 ，

其他曝气生 物 滤 池 不 宜 小 于 3 6 个／m 。，

并应考虑滤头

水头损失及堵塞率 。

4 ．

5 设 计 计 算

I 一

般 规 定

4 ．

5
．

1 生物滤池总高度按下式计算 ：

H —

H o + 矗。 + ^ l + JIl2 + ^ 。 + ^ 。 (4
．

5
．

1)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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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H
— —

生物滤池总高度 (m ) ；

H 。
— —

滤料填装高度 (m ) ；

‰ — —

承托层高度 (m ) ，

轻质滤料滤池不 含此项 ；

^ -
— —

缓 冲配水 区 高度 ( m ) ，

轻 质 滤 料 滤 池 为 配 水 排

泥区 ；

J}l2 — —

清水区高度 (m ) ；

|Iz3 — —

超高 (m ) ；

^ 。
— —

滤板厚度 (m )
。

4 ．

5
．

2 同功能滤池如多格滤池并联时
，

单格面积宜按下式计算 ：

口 一

丛 (4
．

5
．

2 )
72

式中 ： 以
— —

单格滤池面积 (m 。) ；

A — —

滤池总面积 (m 。) ；

，z — —

滤池格 (座 )数
。

4 ．

5
．

3 进入 反 硝化滤池的污水中的五 日生 化需氧量与总凯 氏氮

之比(B O D s ／T K N )应大于 4 ，

当碳源不足时可添加甲醇
、

乙 酸等碳

源 ，

添加量应根据计算或试验确定
。

投加甲醇作反硝化碳源时
，

每
1 m g 硝态氮量 (N 0 _『

一

N )需要投加的甲醇量可按 3 m g 计
。

4 ．

5
．

4 陶粒滤料生物滤池反冲洗系统 的设置与计算可按现行协

会标准《滤池气水冲洗设计规程》C E C S 5 0 的有关规定执行
。

4 ．

5
．

5 生物滤池宜采用气
一

水联合反冲洗
，

依次按气洗
、

气
一

水联

合洗 、

清水漂洗进行
。

气洗时间宜为 3 m in
～

5rnjn ；气水联合冲洗时

间宜为 4 rnjn
～

6 rnjn ；单独水漂洗时间宜为 8 rnjn
～

1O rn in
。

空气冲洗

强度宜为 (12
～

16 )L ／(m 2
· s ) ；水冲洗强度宜为 (4

～

6 )L ／(m z
· s )

。

4 ．

5
．

6 生物滤池反冲洗排水宜先进入缓 冲池
，

缓冲池有效容积不

宜小于 1
．

5 倍的单格滤池反冲洗总水量
。

4 ．

5
．

7 反冲洗水宜利用处理后 的净化水
，

净化水蓄水池应按单池

反冲洗用水量及反冲洗规律等综合因素确定 。

4 ．

5
．

8 生物滤池宜按容积负荷计算
，

按水力停 留时间校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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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反硝化 生物滤池

4 ．

5
．

9 滤池总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按反硝化容积负荷法计算 ：

A 一

罟
w 一

旦迪
”

l o 0 O × g T N

式中 ：
、

A
— —

滤池总面积 (m 。) ；

W — —

滤料的总体积 (m 。) ；

H 。
— —

滤料填装高度 (m ) ；

△C w
— —

反硝化滤池进
、

出水硝酸盐氮浓度差值 (m g ／L ) ；

Q _ _ 设计污水流量 (m 。／d ) ；

q 。。
— —

反硝化容积负荷 (k g N 0 f
—

N )／(m 。 ·

d )
。

2 按空床水力停留时间法计算 ：

A ：

垒
～

1 4 g

H 0

q 一

了

式中 ： A
— —

滤池总面积 (m 。) ；

Q T — —

设计污水流量与硝化液回流量之和 (m 。／d ) ；

H 。
— —

滤料填装高度 ( m ) ；

￡— —

空床水力停 留时间 (h ) ；

g — —

滤池水力表面负荷[m 。／(m 。 ·

h )]
。

4 ．

5
．

1 O 滤池硝化液 回流比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肛

焉
式中 ： R

— —

硝化液回流 比；

，广 反硝化率 (％)
。

4 ．

5
．

1 1 反硝化过程产碱量 (以 C a C O 。 计 )可 按下式计算 ：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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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一

3
．

O × △C N

式中 ： M
— 一

反硝化过程产生的碱度 (m g ／L ) ；

3 ．

0
— —

反硝化的产碱量系数
。

4 ．

5
．

1 2 反硝化过程回收的氧量可按下式计算 ：

R D N 一

2
．

8 6 × △C N

式中： R D N
— —

反硝化 回收的氧量 (m g O 2／L ) ；

2 ．

8 6
— —

反硝化的产氧量 系数
。

Ⅲ 碳氧化曝气生物滤池

4 ．

5
．

1 3 滤池总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按 B O D 。 有机负荷计算 ：

A

警
w =

等舞
式中 ： A

— —

滤池总面积 (m 。) ；

Ⅳ — —

滤料总体积 (m 。) ；

H 。
— —

滤料填装高度 (m ) ；

卜 设计污水流量 (m 。／d ) ；

△C B 0 D c
— —

进
、

出滤池的 B O D 。 浓度差值 (m g ／L ) ；

g B()D ￡— —

B 0 D 5 容积负荷
，k g B O D 5 ／( m 。 ·

d )
。

2 按空床水力停留时间法计算 ：

A 一

是
q =

争
式中 ： A

— —

滤池总面积 (m 。) ；

Q 一

设计污水流量 (m 。／d ) ；

H 。
— —

滤料填装高度 (m ) ；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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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空床水力停 留时间 (h ) ；

q — —

滤池水力表面负荷[m 。／(m 。 ·

h )]
。

Ⅳ 硝 化曝气 生物滤池

4 ．

5
．

1 4 滤池总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按硝化容积负荷计算法 ：

A 一

熹
w 一

焉拦羔
式中 ： A

— —

滤池总面积 (m 。) ；

W — —

滤料总体积 (m 。 ) ；

H 。
— —

滤料填装高度 (m ) ；

Q
— —

设计污水流量 (m 。／d ) ；

△C TK N
— —

进
、

出硝化滤池凯氏氮浓度差值 (m g ／L ) ；

q N H
． 一

N
— —

硝化容积负荷
，k g N H s

—

N ／(m 。 ·

d )
。

2 按空床水力停 留时间计算 ：

△ 一

Q
^ 一

蕊
H 0

g 一 _

式中 ： A
— —

滤池总面积 (m 。) ；

Q 一

设计污水流量 (m 。／d ) ；

H 。
— —

滤料填装高度 (m ) ；

￡— —

空床水力停 留时间 (h ) ；

q — —

滤池水力表面负荷[m 。／(m 。 ·

h )]
。

4 ．

5
．

1 5 硝化滤池需碱量宜按下式计算 ：

需碱量 一

7
．

1 4 × Q × △C TK N × 1O q

式 中 ： Q
一

设计污水流量 (m 。／d ) ；

△C TK N
— —

进
、

出硝化滤池凯 氏氮浓度差值 (m g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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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4
— —

硝化需碱量系数
。

V 碳氧化
、

硝化曝气生物滤池供 气量计算

4 ．

5
．

1 6 曝气生物滤池供气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G S 一

茜茸 (4
．

5
．

1 6 -1)

R s 一

双 而 嘉焉筹丽 (4 - 5．16 _2 )

c 。。 cz。， 一

c cz。， × (襞+ 云蒜 ) (4
．

5
．

1 6
—

3 )

％ cT ， 一

C sc。 × (是+ 丽 焘丽 ) (4
．

5
．

1 6 _4 )

仆

筹嘉崔 (4．5．16 -5 )

P b —

P + 9
．

8 × 1O 。 × H (4
．

5
．

1 6
—

6 )

式 中 ： G s
— —

标准状况下总供气量 (m 。／d ) ；

E 一
— —

滤池系统氧利用率 (％) ；

．R s
— —

标准状态下总需氧量 (k ) ；

R t
— —

理论总需 氧量 (妇 ／d ) ；

口— —

氧的水质转移系数
，

生活污水取 O
．

8 ；

T — —

设计水温 (℃ ) ， 一

般按 2 5 ℃ ；

．

卜 饱和溶解氧修正 系数
，

生活污水取 O
．

9
～

O
．

9 5 ，

JD — —

修正系数
，

生活污水取 1_O ；

C l— —

滤池 出水溶解氧浓度 (m g ／L ) ；

c sc：吣 C 。。 ct ，
— —

2 O ℃
、

设计水温为 T ℃ 时
，

混合液溶解氧饱和浓

度的平均值 (m g ／L ) ；

G c z o ) 、

G ct ，
— —

2 O ℃
、

设计水温为 T ℃ 时 ，

清水 中饱和溶解氧浓
度值 (m g ／L ) ；

P “
— —

空气扩散器处的绝对压力 (P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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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l
— —

滤池逸出气体含氧百分率 (％) ；

P — —

滤池水面处的大气压 (P a ) ；

H ’
— —

空气扩散器在水面下的深度 (m )
。

4 ．

5
．

1 7 生物滤 池实际需 氧量宜按 下式计算 ：

碳氧化曝气生物滤池实际需氧量按下式计算 ：

R T =

R o (4
．

5
．

1 7
—

1 )

硝 化曝气生物滤池实际需氧量按下式计算 ：

R T =

R N (4
．

5
．

1 7
—

2 )

同步碳氧化／硝化曝气生物滤池实际需氧量按下式计算 ：

R T —

R o + R N (4
．

5
．

1 7
—

3 )

前 置 反 硝化 工 艺 的后置曝气生物滤池实际需氧量按下式

计算 ：

R T =

R 0 + R N
—

R D N

其中 R 。 、

R w 、

R D N 分别按下面公式计算 ：

R a =

坠 掣
(4．5．17_5)

△R 0 ：= = O
．

8 2 × △C B ()D5／T B0D5 + O
．

2 8 × S S z／T B 0 D5

(4 ．

5
．

1 7
—

6 )

R 。 =

坠 等等坠 (4．5．17 - 7 )

R 州 一

丛 等等监 (4．5
．

1 7 _8 )

式 中 ： R t
— —

理论 总需氧量 (k g 0 ：／d ) ；

R o
— —

每 日去除 B O D s 的需氧量 (k g 0 。／d ) ；

R N
— —

每 日氨氮硝化的需氧量 (k g O 。／d ) ；

R o w
— —

反硝化 回收的氧量 (k g 0 ：／d ) ；

Q 一

设计污水流量 (m 。／d ) ；

△C B o Ds
— —

进
、

出滤池的 B O D s 浓度差值 (m g ／L ) ；

△R o
— —

去除单位质量 B 0 D 5 的需氧量 (k g O ：／k g B O D 5)

www.weboos.com 



S S ；
— —

滤池进水悬浮物浓度值 (m g ／L ) ；

0 ．

8 2
、

O
．

2 8
— —

需氧量系数 (经 验数值 ) ；

△C TK N
— —

进
、

出硝化滤池凯 氏氮浓度差值 ( m g ／L ) ；

4 1 5 7
— —

氨氮硝化需氧量系数 ；

△C Tw
— —

反硝化滤池进
、

出水总氮浓度差值 ( m g ／L ) ；

丁B呱 — —

滤池进水 B O D 。 浓度值 (m g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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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和控制

5 ．

1
一

般 规 定

5 ．

1 - 1 曝气生物滤池系统应根据工 程规模
、

工 艺组合流程
、

运行
管理要求设置生产控制

、

运行管理与安全运行所需要的检测仪表

和控制装置 。

5 ．

1．2 检测仪表和 自动化控制系统应保障曝气生物滤池的运行

方便 、

安全和可靠
，

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

5 ．

1．3 计算机控制管理 系统宜兼顾 改扩建和规划要求
。

5 ．

2 检 测

5 ．

2
．

1 在曝气生物滤池中宜测量滤料层上 下 之 间的压差及滤池

下部配水室内的压力
。

5 ．

2
．

2 滤池的进水宜设置 p H 值测量仪
。

S ．

2
．

3 生物滤池宜设置溶解氧在线测定仪
。

5 ．

2
．

4 参与控制和管理 的机 电设备应设置工作与事故状态的检

测装置
。

5 ．

3 控 制

5 ．

3
．

1 采用曝气生物滤池污水处理 工 艺的污水处理厂 宜采用集

中监视 、

分散控制的自动控制系统
，工 艺设备宜设置现场

、

可编程

程控制器 (P L C )及 中控室控制
。

5 ．

3
．

2 曝气生物滤池宜通过变频器调节曝气量和回流量
。

5 ．

3
．

3 曝气生物滤池控制系统应具备机电设备事故状态下的安

全控制功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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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 和安装

6 ．

1 施 工 准 备

6 ．

1
．

1 施工 前应组织施工 人员熟悉 图纸
，

核对图纸尺寸
。

6 ．

1．2 施工 人员应按设计要求对预留
、

预埋件进行复核
。

6 ．

2 反 冲洗 配气管施工

6 ．

2
．

1 滤池滤梁浇注前应将反冲洗配气管吊人 池内 ，浇注滤梁时

必须对反冲洗配气管进行保护
。

6 ．

2
．

2 滤梁浇注完成后
，可安装反冲洗配气管

，

并应水平
、

牢固
。

各配气支管顶 面应在 同
一

水平 面上 ，

距 滤 板 底 面 距 离 不 宜 大

于 5 O m m 。

6 ．

3 滤 板 施 工

6 ．

3
．

1 滤板安装前应对滤梁进行检查 ，整池滤梁顶面水平度误差

应小于± 5 m m 、

直线度误差 ± 1 O m m 、

平行度误差 ± 5 m m 、

宽度误

差± 5 m m 、

垂直度误差 ±5 m m 。

6 ．

3
．

2 对滤梁上预埋螺栓宜采用不锈钢 3 O 4 及 以上材质
，

露头尺

寸 一

般宜为 1 5 0 m m ～

16 O m m ，

直线度
、

平行度
、

垂直度要求可按滤

梁设计技术要求 。

预埋螺栓 的露头尺寸
、

直线度
、

平行度
、

垂直度

应满足设计要求 。

6 ．

3
．

3 陶粒滤料滤池滤板安装完成后
，

滤头固定板的上表面应平

整 ，

每块板的误差不得大于 ± 2 m m ，

整个 池 内板 面 的水 平误 差 不

得大于± 5 m m 。

6 ．

3
．

4 滤板找平后应采用不锈钢固定件固定
， 一

般宜采用不锈钢
压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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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5 滤板接缝密封材料应灌注均匀
、

严密
、

可靠 ，不得漏气 漏

水 ；密封完成后应按规定进行养护
，

养护期内严禁池内其他作业
。

6 ．

3
．

6 滤池滤板接缝养护完成后应进行滤板气密性能试验
，不得

漏气漏水
。

试验压力
一

般宜采用 O
．

0 2 M P a ～

O
．

o 3 M P a ，试验时间
一

般宜选取 3 m in
～

5 m in
。

6 ．

4 滤 头 施 工

6 ．

4
．

1 滤头安装前应检查滤板预埋套管内有无杂物堵塞 ，

如有应

清理干净 ，

但不得损坏套管内螺纹
。

6 ．

4
．

2 滤头安装完成后 ，

应进行布水
、

布气均匀性及气密性检查
。

6 ．

5 曝气系统施工

6 ．

5
．

1 曝气系统应按照工 艺设计图纸及技术要求进行施工 安装
。

6 ．

5
．

2 曝气系统安装前 ，应检查和清扫曝气管路及空气扩散器
。

6 ．

5
．

3 单孔膜空气扩散器膜孔安装方向应竖直对向滤板
，曝气支

管与主管的连接应牢固 、

密封
。

6 ．

5
．

4 安装曝气系统时应避免损坏滤头
，

曝气系统安装完成后应

进行曝气均匀性试验 ，

合格后方可进行卵石和滤料填装
。

6 ．

6 滤池卵石和生物滤料填装

6 ．

6
．

1 铺设卵石应采取滤池注水填装
，

并按设计级配自下而上从

大到小分层填装 。

6 ．

6
．

2 填装时应避免损坏滤头和曝气系统
。

6 ．

6
．

3 卵石填装完成后 ，应按设计级配和高度填装生物滤料
。

填

装时应注水填装 ，形成 自然级配
。

填装完成后应将料面均匀平整
。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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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试和运行

7 ．

O
．

1 曝气生物滤池调试过程可分为设备单机调试
、

清水调试
、

系统联动调试 、

生物膜培养
、

试运行
。

调试前应编制调试方案
。

7 ．

O
．

2 设备单机调试必须做好应急预案
。

7 ．

O
．

3 清水调试过程应在设计要 求下检查单体构筑物 的运 行

状况 。

7 ．

0
．

4 系统联动调试应在设计条件下检查设备和各 自控系统性

能 ，

并模拟设计工 况试运行
。

7 ．

0
．

5 生物膜培养可根据不同进水水质采用接种微生物或 自然

挂膜 ，培养过程宜选择在合适的水温条件下进行
。

7 ．

O
．

6 试运行前应对进 出水各项指标以及各工 况参数进行检测
、

统计 、

分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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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 ) 表示很严格
，

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 面词采用
“ 必须

” ，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 ) 表示严格
，

在正 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 面 词采用
“

应 ”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 面词采用
“

宜
”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 ) 表示有选择
，

在
一

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

采用
“

可 ”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 的 ，写法为 ：“

应符合
⋯ ⋯

的规定 ”

或
“

应按
⋯ ⋯

执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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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 G B 5 O 0 1 4

《滤池气水 冲洗设计规程 》 C E C S 5 O

· 2 7

www.weboos.com 



中 国工 程 建 设 协 会 标 准

曝气生物滤池工 程

技 术 规 程

条 文 说
www.weboos.com 



l 总 则
⋯ ⋯ ⋯ ⋯ ⋯ ⋯ ⋯ ⋯ ⋯ ⋯ ⋯ ⋯ ⋯ ⋯ ⋯ ⋯ ⋯ ⋯ ⋯

3 工 艺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3 ．

1
一

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3 ．

2 工 艺流程的选择
⋯ ⋯ ⋯ ⋯ ⋯ ⋯ ⋯ ⋯ ⋯ ⋯ ⋯ ⋯ ⋯ ⋯ ⋯ ⋯

4 {殳 计
⋯ ⋯ ⋯ ⋯ ⋯ ⋯ ⋯ ⋯ ⋯ ⋯ ⋯ ⋯ ⋯ ⋯ ⋯ ⋯ ⋯ ⋯ ⋯

4 ．

1
一

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4 ．

2 陶粒滤料滤池
⋯ ⋯ ⋯ ⋯ ⋯ ⋯ ⋯ ⋯ ⋯ ⋯ ⋯ ⋯ ⋯ ⋯ ⋯ ⋯ ⋯

4 ．

3 轻质滤料滤池
⋯ ⋯ ⋯ ⋯ ⋯ ⋯ ⋯ ⋯ ⋯ ⋯ ⋯ ⋯ ⋯ ⋯ ⋯ ⋯ ⋯

4 ．

4 设计参数
⋯ ⋯ ⋯ ⋯ ⋯ ⋯ ⋯ ⋯ ⋯ ⋯ ⋯ ⋯ ⋯ ⋯ ⋯ ⋯ ⋯ ⋯

4 ．

5 设计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5 检测和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5 ．

2 检测
⋯ ⋯ ⋯ ⋯ ⋯ ⋯ ⋯ ⋯ ⋯ ⋯ ⋯ ⋯ ⋯ ⋯ ⋯ ⋯ ⋯ ⋯ ⋯ ⋯

5 ．

3 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6 施工 和安装
⋯ ⋯

．．_．
⋯ ⋯ ⋯ ⋯ ⋯ ⋯ ⋯ ⋯ ⋯ ⋯ ⋯ ⋯ ⋯ ⋯ ⋯

6 ．

1 施工 准备
⋯ ⋯ ⋯ ⋯ ⋯ ⋯ ⋯ ⋯ ⋯ ⋯ ⋯ ⋯ ⋯ ⋯ ⋯ ⋯ ⋯ ⋯

6 ．

2 反 冲洗配气管施工
⋯ ⋯ ⋯ ⋯ ⋯ ⋯ ⋯ ⋯ ⋯ ⋯ ⋯ ⋯ ⋯ ⋯ ⋯

6 ．

3 滤板施工
⋯ ⋯ ⋯ ⋯ ⋯ ⋯ ⋯ ⋯ ⋯ ⋯ ⋯ ⋯ ⋯ ⋯ ⋯ ⋯ ⋯ ⋯

6 ．

4 滤头施工
⋯ ⋯ ⋯ ⋯ ⋯ ⋯ ⋯ ⋯ ⋯ ⋯ ⋯ ⋯ ⋯ ⋯ ⋯ ⋯ ⋯ ⋯

6 ．

5 曝气系统施工
⋯ ⋯ ⋯ ⋯ ⋯ ⋯ ⋯ ⋯ ⋯ ⋯ ⋯ ⋯ ⋯ ⋯ ⋯ ⋯ ⋯

( 3 3 )

( 3 4 )

( 3 4 )

( 3 6 )

( 3 8 )

( 3 8 )

( 3 9 )

( 4 O )

( 4 1 )

( 4 1 )

( 4 3 )

( 4 3 )

( 4 3 )

( 4 4 )

( 4 4 )

( 4 4 )

( 4 4 )

( 4 4 )

( 4 5 )

· 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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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1 0 ．

2 本条规定 了本规程 的适用范围
。

曝气生物滤池工 艺已广泛应用于新建城镇污水处理 厂
、

原有

污水处理厂的扩建和升级 改造 、

污水深度处理和可生化 的工 业废

水处理 。

众所周知 ，

水污染和水资源的短缺
，已经 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社

会经济持续发展和危害社会和谐 的突出问题
。

而城市区域 的拓展

规划 、

土地 的 限制使用
、

地价 的 日益飙升等需要
一

个处理程度较高

而占地更省的污水处理 新 工艺
。

经 过 多年的实践研究表明 ：曝气

生物滤池 (下称 B A F ) 工 艺是适应我 国国情 的污水处理 新 工 艺

之 一 。

1．O ．

3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工 艺流程的选取原则
。

1 ．

O
．

4 本规程未涉及 的内容
，

均应按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执行

www.weboos.com 



3 工 艺 流 程

3 ．

1
一

般 规 定

3 ．

1．1
～

3
．

1．3 曝气生物滤池前预处理设施主要用于去除大颗粒

漂 (悬 )浮物
、

油脂
、

砂砾和纤维等
， 以防止该类物质进入 滤 池 而堵

塞 长柄滤头
，

从而影响布水
、

布气的均匀性 ；进入滤池的污水 中悬

浮物平均粒径应小于 2
．

O m m ，

滤池前应设置栅隙小于 2
．

O m m 的

细格栅 ；除油主要是防止油脂附着于载体上 而影 响生物膜 的生长
。

曝气生物滤池处理对象应是可生化的污水 。 一

般认为污水中

当五 日生化需氧量与化学需氧量之比 B O D 。／C O D c r > 0
．

4 2 表 明

可生 化 性 较 好 ； 当 B O D 。／C O D c r > 0
．

3 表 明 可 以 生 化 ； 当

B O D s ／C O D c r < O
．

3 表明较难生化
，

所 以进入曝气生物滤池污水

的 B O D 5 ／C O D c r 应大于 0
．

3
。

同时也限定了进入曝气生物滤池的污水中不应存在对微生物

具有抑制和毒害作用的物质 。 一

般在工 业废水中存在对微生物具
有抑制和毒害作用的化学物质 ，

在采用生物处理 工 艺时应对这些

物质严加控制 ；由于废水 中对微生物具有抑制和毒害作用的化学

物质浓度的允许范围 目前无统 一

标准
，下表列 出的数据 可供参考 ：

表 1 对生物处理的有毒有害物质容许浓度表

有毒物质
名称 指标符号

允许浓度
(m g ／L )

有毒物质

名称 指标符号
允许浓度

(m g ／L )

铜化合物 C u 2’ 1 苯 C 6 H 6 3 O 0

锌化合物 Z n 抖 5 甲苯 C H 3 C 日 H s 2 0 0

铬化合物 C r3+ 、

C r 6 + 1O 苯胺 C 6 H 5 N H 2 1 O O

铅 化合物 P b 2 + 1 苯甲酸 C 0 0 H C 6 H 5 1 5 0

砷酸盐 、

亚 砷酸盐
A s 2 + 、

A s 3 + O
．

7 酚 C 6 H 5 0 H 1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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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

有 毒物质
名称 指标符号

允许浓度

(m g ／L )

有 毒物质
名称 指标符号

允许浓度

(m g ／L )

氯化钠 N a c 1 1O O O 0 甲酚 C H 3 C 6 H 4 0 H > 5

氯 化钙 C a C l2 2 O 0 O 0 二 硝基苯酚 (N 0 2 ) 2 C 6 H 3 O H 2 O

硫 酸钠 N a 2 S 0 4 3 0 O 0 甲醛 H C H 0 1O O O

硫 酸镁 M g S O 4 1 O O 0 0 T N T C H 3 C 6 H 2 (N 0 2 ) 3 > 4 0

硫 化氢
、

硫化物 H 2 S 1 0 0 二 氯甲烷 C H 2 C l2 2 5 O

氯 化汞 H g z 十 O
．

0 1 氯仿 C C l4
：

5 0

氰 酸根 C N 十 5 0 马达油 1 0 O

预处理设施的设置除应满足曝气生物滤池的技术要求外 ，还

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室外 排水设计规范》G B 5 O 0 1 4 及 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 的要求
。

3 ．

1 ．4 碳氧化曝气生物滤池主要通过异养菌的吸附和新陈代谢

功能来去除污水 中的有机污染物 ；硝化曝气生物滤池主要通过硝

化菌在好氧条件下将污水中的氨氮转化为硝态氮 ；反 硝化 生物滤

池是在缺氧条件下 ，

反硝化菌以硝态氮作为氧源
，

将硝态氮还原成

气态氮 。 ’

3 ．

1．5 微生物在硝化过程中需要消耗
一

定量的碱度
，而碱度往往

是影响硝化效果好坏 的直接因素
。

硝化反应 导致 p H 值下 降
，

碱

度不足使反应速率减缓 ，

所 以要求水 中碱度大于硝化所需的碱度
。

一

般来说 ，

在硝化反应 中每硝化 1 g ( N H 。
一

N )需要消耗 7
．

1 4 g 碱

度 ，

对于碱度不足的污水
，

在运行过程中需向硝化曝气生物滤池中

补充 一

定的碱度
。

3 ．

1．6 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排水具有周期间断性
、

时问短
、

瞬时

水量大的特点 ，不能直接排入预处理 系统
，以免造成对预处理系统

的冲击 ；工 程应用 中
一

般宜设置缓冲池
，

反 冲洗排水先进入缓 冲

池 ，

然后通过提升或 自流均匀进入预处理系统
，

减少瞬时水量对系
·

3 5

www.weboos.com 



统的水力冲击
。

3 ．

1．7 在反硝化生物脱氮时
， 一

般要求污水中的五 日生 化需氧量
与总凯氏氮之比应大于 4 ，

最好大于 5 ，

该比值越大则反硝化进行
的越快 ；当污水中有机碳源不足时应考虑外加碳源

，

外加碳源宜选

用甲醇或乙酸
。

3 ．

1．8 当出水总磷浓度不能满足排放要求时
，

应辅 以化学除磷 ；

除磷药剂 一

般选用铝盐或铁盐
，

投加位置宜设在生物滤池前的预
处理段或生物滤池后端

，

若在生物滤池中直接投加除磷药荆
，

应充

分考虑滤池的截污能力和对反冲洗周期的影响 。

3 ．

1．9 因曝气生物滤池具有集生物吸附
、

降解和物理过滤于
一

体
的功能 ，

使滤池出水悬浮物较低 ，
一

般生物滤池出水悬浮物浓度小

于 1O m g ／L ，

如果 出水悬浮物浓度能够满足后续处理或排放标准

要求时 ，滤池后可不再设过滤设施
。

若出水对悬浮物要求高于
一

级 A 类排放标准或更高要求时
，

宜在曝气生物滤池后增加相应 的

后处理 ，

例如设置 砂 滤 池
、

纤维滤料滤池
、

圆盘过滤或膜过滤等

设施 。

3 ．

2 工 艺流程的选择

3 ．

2
．

4 针对污水中含碳有机物及氨氮都有去除要求时 ，为保证处

理效果和优势菌种的独立 性
，

将去除有机 物 和氨 氮硝化 的功 能分

置于两个 串联的独立曝气生物滤池内
。

3 ．

2
．

5 当对污水中的总氮有较高去除要求 ，

并且污水中的内部碳
源充足时 ，可采用本 条所示 工 艺流程

。 一

般城镇生活污水要求处
理出水达到现行 国家标准《城镇污水处理 厂 污 染物排放标 准》

G B 1 8 9 1 8 中
一

级 B 以上要 求时宜采用此流程
。

3 ．

2
．

6 当对污水中的总氮有较高去除要求
，

并且污水中的内部碳
源不足需外加碳源时 ，可选用前置或后置反硝化生物滤池工 艺流

程 。

当采用后置反硝化工 艺且外加碳源时
，

在反硝化生物滤池后

应设置对过量投加碳源进行去除的措施 。

工 程中
一

般宜采用前置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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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硝化 流程
。

3 ．

2
．

7 当尾水中总氮和氨氮均达不到排放要求且 内部碳源不足
需外加碳源时 ，

应选用图 3
．

2
．

7
—

1 所示工 艺流程 ；当尾水中氨氮达

标而总氮达不 到排放要求且 内部碳源不足需外加碳源时
，

也可选

用本规程图 3
．

2
．

7
—

2 所示工 艺流程
，

但应在反硝化生物滤池后设
置对过量投加碳源进行去除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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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 ．

1
一

般 规 定

4 ．

1．1 根据马鞍山市华骐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多年工 程实践

的经验证明 ，上 向流进水截污能力强
、

反冲洗周期长
，

我国采用曝

气生物滤池工 艺的污水处理厂主要采用上向流进水形式
。

4 ．

1．2 根据 国内外采用曝气生物滤池工 艺的污水处理 厂设 计和

运行经 验
，

为保证
一

座滤池在反冲洗时污水处理厂仍能正常运行 ，

同时在 一

座滤池进行检修时污水处理厂不停运
，

因此要求并联滤

池格 (座 )数不应少于两格 (座 ) ，

另外还应考虑 当
一

座滤池进行反

冲洗时 ，

其余滤池应能承受全部流量和水质 的冲击 ；反 冲洗清水池

容积的确定应保证反 冲洗时清水池储水量及其他运行滤池出水量
之和能满足单格滤池冲洗时的最大用水量 。

从运 行经济性和反冲
洗均匀性方面考虑 ，

单格滤池面积不宜大于 1 O 0 m 。。

4 ．

1．4 多格并联运行的滤池间配水是否均匀
，

直接影响曝气生物
滤池的整体处理效果

，

宜采用配水井通过渠道和堰配水
。

4 ．

1．5 曝气生物滤池的曝气系统与反冲洗供气系统因所需的空

气量 、

风力等均有较大差别
，

分开设 置有利 于设 备 的控制
、

节能和

运行 。

4 ．

1．6 针对陶粒滤料和轻质滤料两种类型的滤料应配合相应的

滤池结构形式 ，

见本规程第 4
．

2 节和第 4
．

3 节
。

4 ．

1．8 曝气生物滤池的控制有条件的应采用 自控系统
，

有利于提

高滤池运行的效率及污水处理厂的 自动化程度 ，

对设备
、

运行故障

应设置有效的报警及保护措施 。

4 ．

1．1O 滤池承托滤板 的开孔率应结合配水均匀性
、

配水 阻力 等

因素综合确定
。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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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1 1 工 程 中曝气管道系统材质
一

般宜采用不锈钢或玻璃纤维
增强型聚丙烯材料 。

4 ．

2 陶粒滤料滤池

4 ．

2
．

2 陶粒滤料滤池的反冲洗配气系统应保证反 冲洗配气 均匀

并能够快速形成气垫层
。

4 ．

2
．

3 因在陶粒滤料滤池正 常运行过程中缓冲配水区有可能沉
积细小泥沙 ，

同时污水中的短纤维物质在长时间运行后有可能堵

塞部分滤头 ，

所以检修人员应定期进入缓冲配水 区进行检修和清

理 ，

为保证检修
、

清理方便
，

结合国内众多工 程运行实际
，

规定了缓

冲配水区高度范 围
，

提 出了检修人孔 及放空集水坑 (渠 ) 的设 置
要求 。

4 ．

2
．

4 工 程 中应根据处理规模
、

单池面积
、

池形等因素合理设置

出水形式 。

为防止正 常出水和反冲洗排水混杂
，

反 冲洗排水 与正

常排水槽 (渠)宜分开设置
。

4 ．

2
．

5 陶粒滤池空气管路系统超高的设置的原则及范围
， 以防止

因空气管路产生负压而导致滤池内水倒流进入风机而损坏设备
。

4 ．

2
．

6 对 陶粒滤料滤池承托滤板 的选择
， 一

般应考虑滤板平整
度 、

承载强度
、

抗腐蚀性
、

滤头堵塞时的消能及安装维护方便等因

素 ，

陶粒滤料滤池承托滤板宜选用分体式拼装滤板
，

不宜选用整体

浇铸滤板 。

4 ．

2
．

7 为防止纤维状物质堵塞长柄滤头的滤帽
，

从而带来需挖开
滤料清理的麻烦 ，

所以长柄滤头的滤杆下端应设置防堵过滤帽
，

使
纤维状物质被截留于防堵过滤帽

，

从而在配水区 就可清理 ，

防止纤

维状物质堵塞长柄滤头的滤帽 。

4 ．

2
．

8 承托层应采用机械强度高
、

化学稳定性好的材料
，工 程 中

宜选用天然鹅卵石 。

4 ．

2
．

9 曝气生物滤池滤料 的选取应结合滤料 比表面积
、

粗糙程

度 、

物理强度
、

空隙率
、

微孔结构
、

堆积密度
、

化学稳定性等因素确
· 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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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具 体 指标 按 照 现行 行 业 标 准 《水 处 理 用 人 工 陶粒 滤 料 》

C J／T 2 9 9标准执行
。

4 ．

2
．

1 0 滤料粒径的选取原则
。

滤料粒径的选取应结合单体生物
滤池功能 、

污染物负荷
、

出水悬浮物控制要求等因素选取
。

采用碳

氧化 、

硝化
、

提标改造或深度处理时宜采用粒径较小的滤料
，

前置
反硝化滤池宜采用粒径稍大的滤料 。

4 ．

2
．

1 1 曝气器的选取应结合系统氧利用率
、

运 行 能耗等因素确
定 ，

陶粒滤料曝气生物滤池工 程 中宜采用单孔膜空气扩散器
。

4 ．

2
．

1 3 多格曝气生物滤池并联运行时
，

每座滤池截污能力
、

运行

阻力
、

配水均匀性都存在差异 ，

采取风机
一

对
一

布置形式有利于控

制运行及提高滤池运行效率
。

4 ．

2
．

1 4 曝气生物滤池曝气
、

反 冲洗风机 的设计应根据设备运行

保护原则合理设置卸荷启 动装置 ，

使电机 可以轻载启动 ，

并应有防

止滤池水倒流的措施 。

4 ．

3 轻质滤料滤池

4 ．

3
．

4 轻质悬浮滤料的比重略小于 1 ，

其粒径主要取决于曝气生
物滤池进 、

出水水质
。

滤料粒径越小曝气生物滤池的效果越好
，

但

小粒径会使其工 作周期变短 ，

滤料也不易清洗
，

相应的反冲洗水量

也会增加 。

负荷高时粒径取大值
，

负荷低时取小值
。

上 海某 自

来水厂采用曝气 生物滤池进行微 污染水 预处理 ，

采用 粒径-为
5皿 m ～

6 m m 的滤料
。

4 ．

3
．

5 滤速
，又称水力负荷

。 一

般认为低滤速会使传质不均匀
，

高滤速有利于传质和提高处理效果 ；然而
，过高滤速不仅增加了能

耗 ，

同时会因过度冲刷降低 了滤料上的有效生物量
。

因而 ，宜综合

考虑水质和滤料厚度后确定滤速 。

4 ．

3
．

6 为了保障水流通畅作此规定
。

4 ．

3
．

7 运行
一

段时间后 ，生物膜增殖 ，悬浮的生物体也逐渐增多 ，

滤池会出现局部堵塞 ，

从而增加了污水通过滤料的阻力
。

此时 ，

克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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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阻力的力也相应增大
，

滤板应在该力和浮力的共同作用下 能正

常运行 。

4 ．

3
．

8 曝气管内积水会影响对曝气生物滤池的供氧
，

为保障曝气

生物滤池的正 常运行
，

作此规定
。

4 ．

4 设 计 参 数

4 ．

4
．

1 本规程表 4
．

4
．

1 所列数据为城市污水采用生物滤池工 艺

时的设计参数 ，

对于类似于城市污水水质的其他污水采用生物滤

池工 艺时也可参考
，

当污 (废 )水水质与城市污水水质差别大时
，

其
设计参数应通过试验确定

。

4 ．

5 设 计 计 算

I 一

般 规 定

4 ．

5
．

3 出水对总氮指标有要求时应设置反硝化滤池 ，无论是采用

前置反硝化还是后 置反硝化
，

都要对反硝化所需碳源量进行计算
，

碳源不足时应采用投加 甲醇或 乙 酸等外加碳源的方式保证反硝化

的顺利进行 ，

投加量可参考本条确定
。

4 ．

5
．

6 为防止反冲洗排水对预处理 系统的瞬时冲击
，

生物滤池反

冲洗排水宜先进人排水缓冲池 ，

再定量
、

连续排入预处理系统
。

Ⅱ 反硝 化 生物滤 池

4 ．

5
．

9 反硝化滤池总面积可按反硝化容积负荷法或空床水力停

留时间法计算确定 ，

反硝化容积负荷 和空床水力停留时间的确定
见本规程表 4

．

4
．

1
。

当按照上 述 两 种 方法计算的结果差别较大

时 ，宜选取面积大的计算结果
。

Ⅲ 碳 氧化曝气生物滤池

4 ．

5
．

1 3 碳氧化曝气生物滤池总面积可按 B O D 。 容积负荷法或空
·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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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水力停留时间法计算确定
， B O D 。 容积负荷和空床水力停 留时

间的确定见本规程表 4
．

4
．

1
。

当按照上述两 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差

别较大时 ，

宜选取面积大的计算结果
。

Ⅳ 硝化曝气生物滤池

4 ．

5
．

1 4 硝化曝气生物滤池总面积可按硝化容积负荷法或空床水

力停留时间法计算确定 ，

硝化容积负荷和空床水力停留时间的确

定见本规程表 4
。

4
．

1
。

当按照上述两 种 方法计算的结果差别较大

时 ，

宜选取面积大的计算结果
。

V 碳氧化
、

硝化曝气生物滤池供气量计算

4 ．

5
．

1 6 、 4
．

5
．

1 7 规定了碳氧化
、

硝化曝气生物滤池及 同步碳氧

化／硝化曝气 生 物 实 际需 氧 量 的计 算 方 法 ，

其 中本 规 程 公 式
4 ．

5
．

1 7
—

3为经验公式
，

该公式给 出了去除单位质量 B 0 D 。 的需氧

量计算 ，

该部分需氧量包括溶解性 B O D 。 降解的需氧量和 以悬浮

物状态存在 的 B O D 。 在滤池内分解成溶解性 B O D 。 而 降解所需的

溶解氧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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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和控制

5 ．

2 检
。 、

测

5 ．

2
．

1 设计 中应设 置对曝气生物滤池滤料层上下压差及配水 区

压力的检测装置 。

测量滤床上下压差可以计算出滤床运行状态中

的阻力损失 ，

以便控制反冲洗周期 ；检测配水室压力可以了解滤池

运行中或反冲洗过程中的阻力损失或滤头是否堵塞 。

5 ．

2
．

2 进水处设置 p H 值测量仪
，

为便于 了解进水 p H 值
、

调整

运行参数及采取必要的其他辅助措施 。

5 ．

2
．

3 曝气生物滤池每座池中宜设置溶解氧测定仪
， 以便控制池

内的溶解氧量 ，

并将数据反馈给可编 程控 制器 (P L C )系统来调整

风机的运行参数
，

提高设备及滤池运行效率
。

5 ．

3 控 制

5 ．

3
．

2 曝气生物滤池曝气量通过设置的溶解氧检测仪来调整曝

气风机的风量 ，也通过变频器来调节 回流水泵的回流量
，

有利于节

能降耗：提高滤池运行效率
。

·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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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 和安装

6 ．

1 施工 准备

6 ．

1．1 在曝气生物滤池施工 前
，

施工 人员应对工 艺
、

土建
、

电气
、

自控等图纸进行熟悉 ，

并对各专业图纸间的相关尺寸进行核对
，

对
土建质量应按国家规定进行检验 ，

科学组织计划及施工 方案
。

6 ．

2 反 冲洗 配气管施工

6 ．

2
．

1 本条规定了反冲洗配气管的施工 安装顺序
、

安装要求及保

护措措施 ，

冲洗配气管的施 工 除符合本规程的技术要求外
，还应符

合现行协会标准《滤池气水冲洗设计规程》C E C S 5 O 的规定
。

6 ．

3 滤 板 施 工
，

6 ．

3
．

1 滤梁顶面水平度
、

直线度
、

平行度
、

宽度
、

垂直度应满足设

计要求 ，再安装滤池滤板
。

6 ．

3
．

2 预埋螺栓的露头尺寸
、

直线度
、

平行度
、

垂直度应满足设计

要求 。

6 ．

3
．

3 整池滤板顶面标高安装水平误差应满足设计要求
。

6 ．

3
．

4 滤板安装后的固定方式应保证滤板工 作时受力均匀且 牢

固 ，

选择材料应具有
一

定的强度
、

耐腐蚀性
、

易于安装施工 等
。

6 ．

3
．

6 滤板施工 完毕后进行气密性试验时
，

应检查风机设备控制

系统 的完好性 ，

6 ．

4 滤 头 施 工

6 ．

4
．

2 长柄滤头安装完成后
，

应 向滤池 内注水
，

水面应超出滤头

高度 5 O m m ，

然后从滤池进水管正常进水
，

进水时间 2 m in
～

3 m in ，

·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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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从滤头释放而形成的水花是否均匀
。

6 ．

5 曝气 系统施 工

6 ．

5
．

4 曝气系统安装完成后应 向滤池内注水
，

水面高度应超出单

孔膜空气扩散器 1 5 O m m ，

启动正 常曝气风机
，观 察 水 面气泡是否

均匀 。

·

4 5

www.weboos.com 


	封面
	公告
	前言
	目次
	Contents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3 工艺流程
	4 设计
	5 检测和控制
	6 施工和安装
	7 调试和运行
	本规程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条文说明
	目次
	1 总则
	3 工艺流程
	4 设计
	5 检测和控制
	6 施工和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