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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某高浓度城市污水处理厂 SBR 工艺提标改造设计
景兆华1,∗,王向举1,刘海茹1,马小蕾1,康金虎2

(1.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甘肃兰州　 730000;2. 中国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宝鸡　 721000)

摘　 要　 随着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进一步提高,原有采用序批式间歇活性污泥(SBR)工艺的污水处理厂面临提标改造。 文中以

西北某高浓度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为例,对该厂原 SBR 工艺提标改造方案及实际运行效果进行了介绍,出水水质由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 B 标准提标至一级 A 标准。 原 SBR 工艺改造为功能分区独立、运
行成本低、出水水质稳定、设备利用率高的 AAO 工艺;增加预处理设施;强化生物处理并设置二沉池;后置均质滤料滤池。 改

造完成后,该厂出水水质各项指标均优于 GB
 

18918—2002 中的一级 A 标准,可为西北该类型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提供实

际工程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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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 WWTP)
 

using
 

the
 

sequencing
 

batch
 

reactor
 

activated
 

sludge
 

process
 

( SBR)
 

is
 

fac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standard
 

with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pollutant
 

discharge
 

standard.
 

Taking
 

the
 

upgrading
 

project
 

of
 

an
 

urban
 

WWTP
 

with
 

high
 

concentration
 

wastewater
 

in
 

northwest
 

China
 

as
 

an
 

example,
 

the
 

upgrading
 

scheme
 

of
 

SBR
 

process
 

and
 

the
 

actual
 

operation
 

effect
 

of
 

the
 

plant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effluent
 

quality
 

is
 

upgraded
 

from
 

first
 

class
 

B
 

criteria
 

to
 

first
 

class
 

A
 

criteria
 

of
 

Discharge
 

Standard
 

of
 

Water
 

Pollutants
 

for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GB
 

18918—2002).
 

The
 

original
 

SBR
 

process
 

is
 

transformed
 

into
 

AAO
 

process
 

with
 

independent
 

function
 

zones,
 

low
 

operation
 

cost,
 

stable
 

effluent
 

quality
 

and
 

high
 

equipment
 

utilization
 

rate.
 

In
 

the
 

new
 

process,
 

pretreatment
 

facilities,
 

enhanced
 

biological
 

treatment,
 

secondary
 

sedimentation
 

tank
 

and
 

a
 

rear
 

homogeneous
 

material
 

filter
 

are
 

added.
 

After
 

the
 

renovation,
 

all
 

the
 

effluent
 

quality
 

indices
 

of
 

the
 

WWTP
 

are
 

better
 

than
 

the
 

first
 

class
 

A
 

criteria
 

of
 

GB
 

18918—2002,
 

which
 

can
 

provide
 

practical
 

engineering
 

reference
 

for
 

the
 

upgrading
 

of
 

this
 

type
 

of
 

WWTPs
 

in
 

nor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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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排水设计及相关研究,E-mail:271474704@ qq. com。

序批式间歇活性污泥(SBR)工艺具有占地省、运
行方便灵活等优点,但存在脱氮除磷效率不高、沉淀

阶段直接出水水质不稳定等问题,无法满足高排放标

准。 随着国家城市水环境提升、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等行动计划的加速,污水处理厂出水需要由一级 B 提

标至一级 A 或更高标准排放,SBR 工艺的污水处理

厂均面临提标改造。 AAO 工艺可较大限度地挖掘生

物脱氮除磷的潜力,同时,预处理增加初沉池、深度处

理采用微絮凝过滤可有效保障出水水质达标排放。
本文以西北某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为例,在实际进水

水质浓度超出原设计水质浓度较多、预留用地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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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低水温的条件下,介绍 SBR 工艺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方案,并对提标改造后运行效果进行分析,为
该类型的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提供参考。
1　 工程概况
1. 1　 污水处理厂现状

西北某污水处理厂主要承担该市东部区域污水

集中处理任务,设计规模为 5. 0 × 104
 

m3 / d,实际进

水为 4. 0×104 ~ 5. 0×104
 

m3 / d,生物处理采用 SBR 工

艺,设计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 B 标准。
工艺流程为进水→粗格栅→提升泵房→细格

栅→旋流沉砂池→SBR 池→紫外线消毒→外排,尾
水自流排入渭河。
1. 2　 实际进出水水质

实际进水水质如图 1 所示。 实际进出水水质如

表 1 所示。

图 1　 实际进水水质

Fig. 1　 Actual
 

Influent
 

Quality

表 1　 实际进出水水质
Tab. 1　 Actual

 

Influent
 

and
 

Effluent
 

Quality
项目 CODCr BOD5 SS TN 氨氮 TP

实际进水水质 / (mg·L-1 ) 180 ~ 850 115 ~ 298 200 ~ 913 30 ~ 92 17~ 85 3. 5~ 12

实际出水水质 / (mg·L-1 ) 8~ 65 8 ~ 23 15 ~ 40 5 ~ 30 15~ 24 0. 7 ~ 2. 6

原设计进水水质 / (mg·L-1 ) ≤350 ≤180 ≤250 ≤30 ≤25 ≤5

　 　 近几年实际进水水温为 10. 2 ~ 25. 3
 

℃ 。
1. 3　 现状存在问题

进水水质浓度远超出原设计进水水质浓度;出
水 CODCr、BOD5 大部分时段已经达到一级 B,局部

时段超标;SS、TN、氨氮、TP 不能稳定达到一级 B 标

准;出水消毒采用紫外线消毒,粪大肠菌群数经常不

达标。
2　 提标改造工艺

2. 1　 进出水水质确定

结合当地正在分阶段实行雨污分流改造、污染

源排查等项目,并考虑当下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提
标改造工程进水按照现状进水水质 85%的保障率

进行统计,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8918—2002)的一级 A 标准。 主要进出

水水质如表 2 所示。
2. 2　 提标改造思路及措施

2. 2. 1　 提标改造整体思路

本厂实际进水水质浓度远高于原设计指标,在
提标改造中需结合实际水质、污水处理厂现有设施

及用地,改造方案必须全厂工艺整体协同,分段改

造、节约投资、节省用地。
进水中 SS 浓度过高,其中大部分为无机物,

增加预处理措施对 SS 进行沉淀分离,以减轻后续

生物处理的负荷,并防止无机 SS 对生物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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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设计进出水水质
Tab. 2　 Designed

 

Influent
 

and
 

Effluent
 

Quality
项目 CODCr BOD5 SS TN 氨氮 TP

本次设计进水水质 / (mg·L-1 ) ≤550 ≤260 ≤860 ≤65 ≤50 ≤7

本次设计出水水质 / (mg·L-1 ) ≤50 ≤10 ≤10 ≤15 ≤8(5) ≤0. 5

　 注:氨氮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
 

℃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
 

℃时的控制指标。

的不利影响。 预处理系统改造在粗格栅+细格栅+
旋流沉砂池基础上增加初沉池。 辐流式沉淀池较其

他类型沉淀池具有沉淀效果好、排泥顺畅、设备数量

少、运行稳定可靠等优点,在国内实际应用案例较

多,因此,预处理系统改造增设辐流式初沉池。
实际运行中进水在 CODCr 较高的情况下,大部

分时间内出水 CODCr 能达到一级 B 标准,甚至更

低,证明进水可生化性较好[1] ,可通过生物处理去

除大部分 CODCr、BOD5、TN、氨氮等污染物。 提标改

造有两种思路,一是现状 SBR 池进行减量并按需扩

建 SBR 池;二是改造现有 SBR 工艺为 AAO 工艺。
本厂实际运行中 SBR 工艺脱氮除磷效率不高,间歇

运行排水方式导致出水水质波动大,排空比水头损

失大、浪费能耗,不符合低碳节能政策,推荐改造为

功能分区独立、运行成本低、出水水质稳定、设备利

用率高的 AAO 工艺,但需对现有的生物池池容进行

复核。
增加深度处理设施,进一步去除 SS;在生物除

磷的基础上,辅助化学除磷措施,保证出水 TP 达标

排放。 考虑到后续预留再生水回用,生物学指标通

过加氯消毒方式去除,同时保证尾水中余氯含量。
常见的污水深度处理工艺为微絮凝过滤或者混凝+
沉淀+过滤的组合工艺。 微絮凝过滤在原水中投加

少量混凝剂后,经过混合设备快速混合后入过滤池

单元,徽絮体尺寸小,惯性也小,增加同滤料表面的

接触机会,形成与滤料的全表面附着,提高了滤料的

纳污能力,该工艺具有适用面广、处理费用低、安全

实用特点。 混凝+沉淀+过滤的组合工艺增加了沉

淀单元,即通过混凝沉淀进一步去除二级生化处理

系统未能去除的胶体物质和有机污染物,确保过滤

效果,因而出水水质更优。 采用将 SBR 池改造为

AAO 工艺,生物池出水经过二沉池后 SS 较低(≤20
 

mg / L) [2]且稳定,厂区预留面积有限,深度处理可采

用用地省、投资小的微絮凝过滤工艺,典型工艺为管

式混合器+均质滤料滤池。 污水处理厂改造后平面

布置如图 2 所示。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艺流程为进水→粗格

栅→提升泵房→细格栅→旋流沉砂池→辐流式初沉

池→AAO 生物池→周进周出二沉池→管式混合

器→均质滤料滤池→消毒外排,尾水自流排入渭河。
2. 2. 2　 二级处理能力复核

预处理采用初沉池去除部分污染物, 其中

CODCr 的去除率取值为 25%,BOD5 的去除率取值为

20%,SS 的去除率取值为 50%[3] ,TN、氨氮的去除率

取值为 3%,TP 的去除率取值为 5%,实际运行中初

沉池对各污染物去除率如表 3 所示。 据此确定生物

池进水水质如下: CODCr ≤ 413
 

mg / L, BOD5 ≤ 208
 

mg / L,SS≤430
 

mg / L,TN≤63
 

mg / L,氨氮≤49
 

mg / L,
TP≤6. 7

 

mg / L。
生物池中缺氧池、好氧池容积按照《室外排水

设计规范》(GB
 

50014—2006)中的厌氧 / 缺氧 / 好氧

法进行核算。 污泥质量浓度按 4
 

000
 

mg / L,温度冬

季按照 10
 

℃ ,夏季按照 25
 

℃ ,计算最不利情况下缺

氧池容积为 18
 

031
 

m3,好氧池容积为 30
 

091
 

m3;厌
氧区停留时间取 1. 5

 

h,容积为 3
 

437. 5
 

m3;生物池总

容积为 51
 

559. 5
 

m3。 污泥质量浓度按 4
 

500
 

mg / L,
温度冬季按照 10

 

℃ ,夏季按照 25
 

℃计算,最不利情

况下缺氧池容积为 16
 

027
 

m3,好氧池容积为 26
 

748
 

m3;厌氧区停留时间取 1. 8
 

h,容积为 3
 

409. 1
 

m3;生
物池总容积为 46

 

184. 1
 

m3。
污水处理厂内现状 SBR 池 1 座共 4 格,总深度

为 6
 

m,原设计有效水深为 5
 

m,超高为 1
 

m,尺寸为

62. 3
 

m×35. 0
 

m×5. 0
 

m,总有效容积为 43
 

750
 

m3。
现状 SBR 池有效池容不足,须增加现状生物池的有

效水深,充分利用超高。 对原厂的竖向流程进一步

精细计算,生物池有效水深增加 0. 5
 

m 时前端无需

再次提升。
2. 3　 提标改造工艺设计

2. 3. 1　 预处理系统改造

在生物池前新增 2 座直径 φ= 24
 

m 的幅流式初

沉池,最大表面水力负荷为 3. 2
 

m3 / (m2·h),沉淀时

间为 1. 18
 

h,出水堰负荷为 2. 55
 

L / (m·s),采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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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污水处理厂改造后平面布置

Fig. 2　 Layout
 

Plan
 

of
 

WWTP
 

after
 

Reconstruction

表 3　 初沉池去除率
Tab. 3　 Removal

 

Rate
 

of
 

Primary
 

Sedimentation
 

Tank
项目 CODCr BOD5 SS TN 氨氮 TP

实际进水水质 / (mg·L-1 ) 180 ~ 560 115 ~ 295 130 ~ 903 28 ~ 65 15~ 53 3. 3 ~ 13. 0

实际出水水质 / (mg·L-1 ) 135 ~ 410 93 ~ 226 70~ 430 27 ~ 63 14. 5~ 51. 0 3. 1 ~ 12. 1

去除率 25% ~ 27% 19% ~ 23% 46% ~ 52% 3% ~ 4% 3% ~ 4% 6% ~ 7%

边传动半桥式刮泥机。 在初沉池进水管上设置超越

管,当 SS 较低时,可超越初沉池运行,原水中的碳源

可直接进入生物池,提高碳源利用率。
2. 3. 2　 二级处理改造

(1)生物池

本次提标改造将 SBR 工艺改造为 AAO 工艺,
设置厌氧、好氧、缺氧各功能区[4] ,控制生物池污泥

浓度为 4
 

500
 

mg / L,设置混合液回流系统;对工艺流

程进一步挖潜,将现有生物池有效水深增加至 5. 5
 

m,增加生物池有效容积,保证足够的水力停留时

间,同时在生物池后增加泥水分离设施(二沉池)。
现状 SBR 池布置如图 3 所示,改造后生物池布

置如图 4 所示。
采用隔墙对现状厌氧区进行分隔,减少其停留

时间,将分隔出富裕容积调整为缺氧区,SBR 主反应

区采用隔墙分隔为缺氧区和好氧区,改造过程中充

分利用池体现有结构,减少对池体结构的改动。
厌氧区增加搅拌器,每个系列增加 6 台,单台功

率为 2. 0
 

kW;缺氧区增加推流器,每个系列增加 4
台,单台功率为 5. 5

 

kW;拆除池内原有的曝气系统,
在好氧区重新布置曝气系统,池底采用直径 φ = 200

 

mm 微孔曝气盘,材质为三元乙丙橡胶( EPDM),曝
气管道采用 S304 不锈钢管;好氧区末端设回流泵将

混合液回流至缺氧区,回流比为 150% ~ 300%,每个

系列设置 2 台,单台参数:流量为 1 530
 

m3 / h,高度

为 0. 6
 

m,功率为 5. 5
 

kW,均变频。 改造后厌氧区停

留时间为 1. 8
 

h,缺氧区停留时间为 8. 47
 

h,好氧区停

留时间为 14. 12
 

h;污泥质量浓度为 4
 

500
 

mg / L,
BOD5 污泥负荷为 0. 063

 

kg
 

BOD5 / (kg
 

MLSS·s),污
泥龄为 12. 9

 

d, 污泥产率系数为 0. 37
 

kg
 

VSS /
(kg

 

BOD5),污泥回流比为 100%。
好氧区导流墙的设置结合原状空气主管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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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状 SBR 池平面布置

Fig. 3　 Plane
 

Layout
 

of
 

SBR
 

Reaction
 

Tank

图 4　 改造后生物池平面布置

Fig. 4　 Plane
 

Layout
 

of
 

Reconstructed
 

Reaction
 

Tank

置,充分利用原空气主管,以减少单池改造时间、节
约投资。 在每序列缺氧区设置碳源投加点,可根据

水质情况灵活开启,确保反硝化脱氮效果。
(2)泥水分离

泥水分离采用周进周出沉淀池,新增 2 座直径

φ = 42
 

m 的沉淀池, 最大表面水力负荷为 1. 04
 

m3 / (m2·h),沉淀时间为 4. 0
 

h,出水堰负荷为 2. 53
 

L / (m·s),采用单管吸泥机。
2. 3. 3　 深度处理设施

深度处理采用微絮凝过滤工艺。 滤池采用均质

滤料滤池[5] ,共分为 8 格,单格平面尺寸为 8. 2
 

m×
7. 0

 

m,单格过滤面积为 57. 4
 

m2,池体高度为 4. 55
 

m,峰值滤速为 7. 33
 

m / h,强制滤速为 8. 38
 

m / h。
滤料采用均质石英砂,有效粒径为 0. 95 ~ 1. 15

 

mm,
滤床厚度为 1. 2

 

m,采用长柄滤头配水系统。
反冲洗间与滤池合建,平面尺寸为 27. 1

 

m ×
8. 4

 

m,层高为 8. 0
 

m,在反冲洗间内设出水水质分

析仪表间与值班间。 反冲洗采用气水联合反冲洗和

表面扫洗辅助系统,单独气冲强度为 15
 

L / (m2·s),
历时 2

 

min;气水联合冲洗时,气冲强度为 15
 

L/ (m2·s),
水冲强度为 3

 

L / (m2·s),历时 4
 

min;单独水冲强度

为 6
 

L / ( m2·s), 历时 8
 

min; 表面扫洗强度为

2
 

L / (m2·s),伴随反冲洗整个过程;滤池反冲洗周

期为 12 ~ 16
 

h。
2. 3. 4　 加药及鼓风系统设施

(1)加药系统

全厂投加聚合氯化铝( PAC)辅助化学除磷,共
设两个投加点,在生物池出水堰后设第一投加点,实
现同步除磷,并可提高活性污泥的沉降性能,投加量

为 20
 

mg / L,投加浓度为 10%;在滤池总进水管管式

混合器上设第二投加点,投加量为 20 ~ 30
 

mg / L,投
加浓度为 10%。 辅助投加聚丙烯酰胺(PAM),投加

量为 1
 

mg / L,投加浓度为 0. 3%。 PAC 投加点可根

据实际的水质状况、运行效果及药剂费用,灵活单独

使用或共同使用。 预处理系统在进水 SS 较高时,在
沉砂池出水堰后投加 PAC,保障初沉池的沉淀效

果,投加量为 10
 

mg / L,投加浓度为 10%。
碳源采用成品醋酸钠,浓度为 20%,分两处投

加:在生物池缺氧区设置一处,最大投加量为 135
 

mg / L;在滤池进水渠道设置一处,最大投加量为 10
 

mg / L。
PAC 和醋酸钠投加均采用隔膜计量泵,变频;

PAM 投加采用螺杆计量泵,变频。 新建加药间一

座,将 PAC、PAM、醋酸钠投加系统合建,平面尺寸

为 28. 6
 

m×9. 9
 

m,层高为 6. 6
 

m。
(2)鼓风系统

原厂内曝气鼓风机为罗茨鼓风机,噪音大、能耗

高,风量和风压已不能满足改造后生物池的要求。
本次将其更换为高效、节能、低噪音的磁悬浮离心鼓

风机,根据进出水水质重新核算生物池曝气量,最大

气水比为 7. 33 ∶1,单组生物池曝气量为 4
 

200
 

m3 / h。
现状进水量已趋于满负荷,因此,鼓风机设置 3 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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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 备,均变频。 鼓风机房利用现状鼓风机房。
2. 3. 5　 消毒设施

原厂消毒为紫外线消毒,受进水水质波动大的

影响,SBR 池出水水质不稳定,尤其 SS 出水指标不

稳定,导致紫外线灯管透光率差,实际运行消毒效果

差且运行费高。 本次设计采用消毒效果好、运行成

本较低的液氯消毒,液氯投加点在接触消毒池,最大

投加量为 8
 

mg / L,新建加氯间一座,平面尺寸为

22. 8
 

m×9. 0
 

m,层高为 6. 0
 

m。
消毒池接触时间按照 30

 

min 进行设计,平面尺

寸为 59. 3
 

m×7. 9
 

m,池深为 4. 2
 

m,出水计量设置

1. 80
 

m 宽的巴氏计量槽一套。 同时为了便于就近

监测出水水质,及时上传监测数据,在接触池上新建

在线监测用房两间,一间用于环保部门安装监测设

备,一间厂区自用监测出水水质。
2. 3. 6　 原厂流程核算及挖潜

工艺改造中预处理增加初沉池,为了节能降耗,
减少提升泵的设置,对现状工艺流程进行了重新核

算后,将细格栅出水堰提高,同时减小堰后水头,保
证堰后出水能够自流至初沉池、生物池。 出厂尾水

为充分利用现有尾水外排系统,在二沉池后设置中

间提升泵房。
2. 3. 7　 供电系统改造

现状有 10 / 0. 4
 

kV 变配电室一座( MCC1),含
高压配电室、低压配电室、柴油发电室、值班室。 为

充分利用现有设施,节约投资,电气系统保留原 10 /
0. 4

 

kV 变配电室及原有 10
 

kV 高压系统、0. 4
 

kV 低

压系统(对部分低压柜进行改造),保留原有 1
 

000
 

kVA-10 / 0. 4
 

kV 变压器,其配电及控制范围为原有

建(构)筑物用电设备、新增初沉池、初沉池污泥泵

井、改造后 AAO 生物池、鼓风机房的用电设备。
根据厂内工艺流程及用电设备的负荷分布与加

药间合建 10 / 0. 4
 

kV 分变配电室一座( MCC2),给
新增建(构)筑物配电,配电及控制范围为加药间、
二沉池、二沉池配水井及污泥泵房、中间提升泵房、
均质滤料滤池、接触消毒池、反冲洗设备间、废水调

节池、加氯间的用电设备。
2. 3. 8　 改造施工顺序

为减少施工期间的运行压力,先行施工初沉池、
二沉池、均质滤料滤池、中间提升泵房、接触池等新

建(构)筑物,待以上建(构)筑物通过验收后,再分

组对生物池进行改造,同时提高现有 SBR 池内的污

泥浓度,必要时在 SBR 池投加 PAC,实现污水处理

厂改造期间不停产、不减产,减少施工过程中对环境

产生的污染。
3　 运行效果及经济分析

实际运行中 PAC 常年投加量为 8 ~ 12
 

mg / L,平
均投加量为 10

 

mg / L;PAM 仅在 1 月—2 月投加,投
加量为 1

 

mg / L。 二沉池出水 SS 质量浓度维持在

15 ~ 20
 

mg / L。 实际运行中经生物处理后二沉池出

水 TP 很低,深度处理段加药量很少,采用微絮凝工

艺未发生滤池板结等现象。
提标改造工程实施后,该污水厂目前已经满负

荷运行,出水水质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 A 标准,运行

效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提标后的出水水质

Tab. 4　 Effluent
 

Quality
 

after
 

Upgrading
 

and
 

Reconstruction

指标
改造后出水

水质 / (mg·L-1 )
指标

改造后出水

水质 / (mg·L-1 )

CODCr 12 ~ 40 BOD5 3 ~ 8

SS 5 ~ 8 TN 8~ 14

氨氮 0. 5 ~ 4. 0 TP 0. 2 ~ 0. 3

该改造工程总投资为 6
 

798. 71 万元,其中土建

费用 为 2
 

917. 27 万 元, 设 备 及 工 器 具 费 用 为

2
 

214. 30 万元,安装费用为 943. 18 万元,改造后的

水处理成本为 0. 81 元 / m3,实际运行成本为 0. 42
元 / m3。
4　 结论

(1)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需充分结合现状设

施,对原厂水力流程、水池容积、停留时间等进行核

算。 从平面及竖向两个方面挖潜,充分利用现有水

头及池容,节约能耗及投资。
(2)改造期间应先施工新建建(构)筑物,再分

组改造 SBR 池及现状设施,必要时通过投加药剂、
提高污泥浓度等措施,最大限度、因地制宜地采用不

停产改造方式。
(3)针对进水 CODCr、SS 浓度高,且波动大的情

况,通过设置初沉池等方式强化预处理,可减小生物

处理系统进水水质的波动、减小后续构筑物的处理

负荷。
(4)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应针对项目的特点,

经过进出水水质和存在问题分析,现有设施可利用

程度的论证等技术经济比选后确定。 本厂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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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BR 工艺改为 AAO 工艺,在现有 SBR 池型内设

置隔墙形成厌氧、缺氧、好氧区,强化脱氮除磷能力,
且污泥的沉降性能好,二沉池出水 SS≤20

 

mg / L,为
后续深度处理采用微絮凝过滤创造良好条件。

(5)当生物处理出水水质指标较好、后续化学

除磷加药量不大,用地有限时,采用微絮凝过滤工

艺,用地省、投资省、运行费低,适用于污水厂提标改

造。 通过提标改造后出水水质稳定达到《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的一级

A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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