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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EQ28:68法处理二硝基重氮酚废水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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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二硝基重氮酚%MM=C&废水难于被微生物降解的问题!采用电S/0?30法处理MM=C废水!通过试验考察不同反

应条件对其,Z@和色度去除率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电解时间为 $<* 2!L^为 "!^

&

>

&

%质量分数为 $%I&的投加量为 !%

F\Y\!电解电压为 !& ;时!去除效果最佳!,Z@去除率可达 D(<&"I!色度去除率可达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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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硝基重氮酚"MM=C#是一种性能全面的起爆

药$再加上其原料是普通的化工产品$生产工艺简

单$所以$从 &% 世纪 '% 年代以来$它就成了雷管起

爆药中的后起之秀(!)

' MM=C生产废水具有生产水

量大*成分复杂*色度高*毒性大等特点(&)

' 目前$

国内外处理MM=C废水的方法主要有&吸附法*电解

法*生化法*聚合沉淀法*加硫还原法*蒸发法等($)

'

但这些方法或因其投资大*治理费用高$或因其工艺

复杂治理效果不好*难以达到排放标准而不被广泛

使用'

电S/0?30法是将电化学和 S/0?30 法结合起来

的一种方法$通过电化学能够生成更多的 S/

& o

$并

能催化产生更多的/>̂

("!')

$同时电化学产物的絮

凝和气浮作用也能加速有机物的降解$因此在国内

外研究比较广泛((!D)

' 但采用电 S/0?30 法处理

MM=C废水的研究较少'

本文拟采用电 S/0?30 法对 MM=C废水进行处

理$考察不同反应条件对MM=C废水的B>M和色度

去除率的影响$旨在为 MM=C废水的处理提供一种

新方法'

+,试验材料与方法

+-+,废水水质

本试验所用MM=C废水来自贵阳某民用爆破器

材生产厂$废水颜色呈黑红色$L^为 !% J!!$其初

始,Z@为 $ D*% F5Y\$初始色度为 !& %%% 倍'

+-%,试验试剂和仪器

试验试剂&硫酸$氢氧化钠$氢氧化钙$质量分数

为 $%I的^

&

>

&

"药品均为分析纯#$专用氧化剂 M

试剂$专用催化剂9试剂'

图 !#试验装置示意图

S.5<!#,-2/F7?.-8.75:7F3T?2//ZL/:.F/0?8/f.-/

试验仪器&试验装置如图 ! 所示$电解极板为

不锈钢$ L^计 "上海康艺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1P!!%% 消解仪"上泰仪器有限公司#$(*& 紫外分光

光度计"上海菁华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直流电源$

过滤装置$烧杯等'

+-$,试验方法

由于原水的 ,, 很小$大部分物质为可溶性物

质$所以直接取水样进行试验' 分别取 ! %%% F\

MM=C废水于五个烧杯中$用硫酸和氢氧化钠配制

成的缓冲溶液调节 L^到一定值$加入到反应装置

中$再加入一定量的双氧水$调 节直流电压$电解一

段时间$加入一定量的氢氧化钙$搅拌$过滤$取上清

液测定其,Z@和色度'

,Z@采用快速消解法测定$色度采用稀释倍数

法测定'



%,试验结果及讨论

%-+,电解时间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调节废水的 L^值为 '$分别加 !% F\的^

&

>

&

$

在极板间距为 $ -F$电压为 !& ;$五个烧杯的反应

时间分别为 &*&<**$*$<**" 2' 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电解时间对,Z@和色度去除率的影响

S.5<&#9TT/-?3T/4/-?:346?.-?.F/30 ,Z@708 -343::/F3f74

由图 & 可知$电解时间对 ,Z@和色度的去除

率均有一定的影响$,Z@和色度去除率都随着电解

时间的增加而增加$电解时间在 $<* 2 之前 ,Z@和

色度去除率增幅相对较大$在 $<* 2 之后两者的去

除率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这是因为反应初始 ^

&

>

&

和S/

& o的浓度大$生成/>̂ 的速度较快$有利于反

应的进行' 当反应到一定时间后$水中的 ^

&

>

&

和

S/

& o浓度减少$同时水中的污染物也减少了$所以去

除率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因此$从节能和效果来考

虑$最终选择电解时间为 $<* 2'

%-%,初始?X值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调节五个烧杯废水的 L^值分别为 &*"*'*)*

!%$分别加 !% F\的^

&

>

&

$在电压为 !& ;$极板间距

为 $ -F的条件下电解 $<* 2' 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初始 L^值对,Z@和色度去除率的影响

S.5<$#9TT/-?3TL^f74V/30 ,Z@708 -343::/F3f74

由图 $ 可知$,Z@和色度的去除率都会随着

L^值的增加而增大$当 L^值为 " 时$效果最好$

,Z@去除率为 D(<&"I$色度去除率为 D"<!(I%当

L^值继续增加时$,Z@和色度去除率呈下降趋势'

这是因为当 L^过低时$S/

$ o难以被还原成S/

& o

$也

不利于生成/>̂ %同时也难以生成S/">̂ #

$

胶体$

不能充分利用胶体的混凝作用降低有机污染物的浓

度%当 L^值过高时$溶液中的 S/

& o和 S/

$ o将形成

S/" >̂ #

&

和 S/" >̂ #

$

的沉淀$降低了溶液中的

/>̂ $从而降低了去除率' 综合考虑$溶液最佳初

始 L^值应为 "'

%-$,X

%

^

%

投加量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图 "#^

&

>

&

投加量对,Z@和色度去除率的影响

S.5<"#9TT/-?3T̂

&

>

&

83K75/30 ,Z@708 -343::/F3f74

调节废水的 L^值为 "$在极板间距为 $ -F$电

压为 !& ;$反应时间为 $<* 2$五个烧杯投加的^

&

>

&

量分别为 '*)*!%*!&*!" F\' 结果如图 " 所示'

由图 " 可知$,Z@和色度的去除率都会随着

^

&

>

&

投加量的增加而增大$当投加量为 !% F\时$

效果最好$,Z@去除率为 D(<!"I$色度去除率为

D"<!(I$当投加量继续增加时$,Z@和色度去除率

呈下降趋势' 这是由于随着 ^

&

>

&

投加量的增加$

会产生大量的/>̂ $有利于溶液中有机污染物的去

除$当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过量的^

&

>

&

会抑制/>̂

的生成$导致,Z@和色度的去除率下降' 因此实验

最佳投加量为 !% F\'

%-.,电压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调节废水的 L^值为 "$分别加 !% F\的^

&

>

&

$

在极板间距为 $ -F$反应时间为 $<* 2$五个烧杯的

电解电压分别为 )*!%*!&*!"*!' ;' 结果如图 *

所示'

由图 * 可知$,Z@和色度的去除率都会随着电

压的增加而增大$当电压值为 !& ;时$,Z@去除率

为 D(<&"I$色度去除率为 D$<(*I$当电压值继续

增加时$,Z@和色度去除率呈缓慢上升趋势' 这可

能是因为随着电压的增加$溶液中S/

$ o还原成S/

& o

的量增加$进而催化产生了更多的/>̂ $有利于反

应的进行$当电压继续增加时$电解溶液的温度变

)(& 科#学#技#术#与#工#程 !" 卷



图 *#电压对,Z@和色度去除率的影响

S.5<*#9TT/-?3T?2/f34?75/30 ,Z@708 -343::/F3f74

高$并有大量气泡产生$表明电解的副反应在加剧'

从经济节能方面考虑$所以选取电压为 !& ;'

$,结论

电S/0?30法处理MM=C废水的最佳条件为&电

解时间为 $<* 2$L^为 "$ ^

&

>

&

的投加量为 !% F\Y

\$直流电压为 !& ;' ,Z@去除率可达 D(<&"I$色

度去除率可达 D$<(*I'

电S/0?30 法对 MM=C废水的处理有一定的效

果$如果原水经过混凝*沉淀预处理后再经电S/0?30

处理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同时还可以考虑将电 S/0+

?30与生化法结合起来处理MM=C废水'

参 考 文 献

!#陈寿兵$段日雄$张学才@S/0?30试剂处理二硝基重氮酚工业废水

的研究@安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B2/0 , X$ MV70 Pe$ a2705eB@,?V8630 T/0?30 :/75/0??:/7?.05

U7K?/U7?/:T:3F8.7_38.0.?:3L2/034L:38V-?.30@b3V:0743TE02V.Q0.+

f/:K.?63T,-./0-/708 1/-2034356"=7?V:74,-./0-/#$ &%%$% &$"!#&

*%!*$$'(

&#贾保军$牛菲菲$袁素红@S/0?30 法处理 MM=C废水的实验研究@

工业水处理$&%%D%&D "!&# &"'!")

# b.7Xb$ =.V SS$ dV70 , @̂,?V863TMM=CU7K?/U7?/:?:/7?F/0?O6

S/0?30 L:3-/KK@[08VK?:.74c7?/:1:/7?F/0?$ &%%D%&D "!&# &"'!")

$#王海云$赵仁兴@MM=C废水处理方法研究综述@爆破器材$&%%&%

$!"*#&&*!&)

# c705^d$ a273Pe@,VFF7:63T8.7_38.0.?:3L2/0/4U7K?/U7?/:

?:/7?F/0?F/?238@9ZL43K.f/A7?/:.74K$ &%%&%$!"*#&&*!&)

"#唐玉芳$申婷婷$李小明$等@电YS/0?30法氧化降解阿莫西林废水

的特性@中国给水排水$&%!!%&("*#&'%!'$

# 1705dS$ ,2/0 11$ \.eA$"#$%<B27:7-?/:.K?.-K3T7F3Z.-.44.0

U7K?/U7?/:8/5:787?.30 O6/4/-?:3+T/0?30 L:3-/KK@B2.07c7?/:i

c7K?/U7?/:$ &%!!% &("*#&'%!'$

*#白#炜$陈学民$#牛磊@电+S/0?30 法处理苯酚废水影响因素的

研究@安全与环境工程$&%%)%!*"!#&'&!'*

# X7.c$ B2/0 eA$ =.V \@1:/7?F/0?3TL2/034U7K?/U7?/:O69+S/0+

?30 ?/-20.HV/@,7T/?6708 90f.:30F/0?74905.0//:.05$ &%%)%!*"!#&

'&!'*

'#史雪莲$刘振洋$王#斌@电+S/0?30法降解硝基苯废水的研究@四

川化工$&%!$%!'"!#&&&!&"

# ,2.e\$ \.V ad$ c705X@12/K?V8630 ?2/?:/7?F/0?3T0.?:3O/0+

_/0/U7K?/U7?/:O6/4/-?:3+T/0?30 F/?238@,.-2V70 B2/F.-74[08VK+

?:6$ &%!$%!'"!#&&&!&"

(#dV70 ,3052V$ \V e.732V7@B3FL7:.K30 ?:/7?F/0?3Tf7:.3VK-243:3+

L2/034KO6/4/-?:3+S/0?30 F/?238& :/47?.30K2.L O/?U//0 -243:.0/-30+

?/0?708 8/5:787?.30@b3V:0743T̂ 7_7:83VKA7?/:.74K$ &%%*% !!)

"!#& )*!D&

)#h23VT.,$ E43V.S$ ,7678.,@1:/7?F/0?3T34.f/3.4F.44U7K?/U7?/:

O6-3FO.0/8 L:3-/KK/4/-?:3+S/0?30 :/7-?.30 708 707/:3O.-8.5/K?.30@

c7?/:P/K/7:-2$ &%%'% "%"!%#&&%%(!&%!'

D#储金宇$史兴梅$杜彦生$等@电絮凝法处理电镀废水中 B:

0 o

*

BV

& o

*a0

& o的试验@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B2V bd$ ,2.eA$ MV d,$ "#$%@9ZL/:.F/0?74K?V86T3:?:/7?.05

/4/-?:3L47?.05U7K?/U7?/:-30?7.0.05B:

! o

$ BV

& o

708 a0

& o

O6/4/-?:3+

-375V47?.30@b3V:0743Tb.705KV Q0.f/:K.?6"=7?V:74,-./0-/98.?.30#$

&%!!% $& "!#&!%$!!%'

#:<=J 65FFN3]/;:2G/:24!42/:728:0J V129:46EQ28:68346H42;;

MQd70+K2/05$ B̂ Qb.0+6V$ \[̂ V70

",-23343T?2/90f.:30F/0?708 ,7T/?69/0.0//:.05$ b.705KV Q0.f/:K.?6$ a2/0g.705$ &!&%!$ C@P@B2.07#

(I0;:4/9:)#[0 3:8/:?3K34f/?2/L:3O4/FKU2.-2 ?2/MM=CU7K?/U7?/:.K8.TT.-V4??3O/F.-:3O.748/5:78/8$ ?2/

/4/-?:3+S/0?30 L:3-/KKU7KVK/8 T3:?:/7?.05MM=CU7K?/U7?/:$ T.08.053V??2/O/K?/ZL/:.F/0?74-308.?.30K@12/

:/KV4?KK23U?27?U2/0 ?2//4/-?:346?.-?.F/.K$@* 2$ ?2/L^.K"$ 83K75/3T̂

&

>

&

"$%I# .K7:3V08 !% F\Y\$ 708

?2//4/-?:346K.Kf34?75/.K!& ;$ ?2/0$ ?2/,Z@:/F3f74:7?/-70 O/VL ?3D(<&"I$ 708 -2:3F7:/F3f74:7?/-70

O/VL ?3D$<(*I@

(L2J G64=;)#8.7_38.0.?:3L2/034##/4/-?:3+S/0?30 L:3-/KK##U7K?/U7?/:?:/7?F/0?

D(&

$% 期 杜彦生$等&电+S/0?30法处理二硝基重氮酚废水的试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