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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污水处理厂在测定低浓度城市污水及其

生化出水的 BOD5 中 ,均易发生硝化作用 ;若生化

出水含有 N H +
4 、NO -

2 、NO -
3 ,则易发生硝化和反硝

化的干扰 ,今对硝化干扰和反硝化的判断及其消除

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

1 　硝化作用干扰的判断及其消除

111 　硝化作用的判断

硝化作用[1 ]

2N H +
4 + 3O2

亚硝酸菌
2NO -

2 + 2H2O + 4H +

2NO -
2 + O2

硝酸菌
2NO -

3

以稀释法对同一水样的不同稀释比进行

BOD5 测定 ,若 BOD5 值随稀释倍数的减少而增大 ,

即发生了硝化干扰。根据 Monod 基质去除速率和

微生物浓度的关系 ,硝化速率是随硝化菌浓度、基

质浓度的增大而增大。水样稀释倍数的减少 ,稀释

水样中的硝化菌浓度、基质浓度便增大 ,硝化速率

加快 ,单位水样体积的耗氧量增大 ,即表现为所测

BOD5 值增大。水样硝化越严重 ,取样体积应越

小 ,稀释倍数则越大 ,否则水样缺乏溶解氧便无法

测定 ,这种趋势也无法显现出来 ,见表 1。

112 　硝化干扰的消除

徐州污水处理厂在用传统活性污泥法处理生

活污水时 ,若生水水样发生硝化干扰 ,是在每升稀

释水样中加入 500 mg/ L A TU (丙烯基硫脲 )

1 mL [2 ] ,便取得了消除效果 ,见表 1。当改造为改

良 A/ O 脱氮工艺后 (由于没有内回流 ,使脱氮效率

受到限制) ,活性污泥中硝化细菌比例逐渐增加。

水样测量中 ,每升稀释水样中加入 500 mg/ L A TU

1 mL ,其 BOD5 值仍随稀释倍数的减少而增大 ,表

明 A TU 用量不足 ,便作了 A TU 加入量试验 ,在不

同含量硝化细菌水样中 ,确定了 A TU 最低加入量

后 ,随着 A TU 加入量的增加 ,并不影响 BOD5 的测

量结果 ,见表 2。

表 1 　活性污泥法生化出水 BOD5 硝化现象及消除

水样①
取样量②

V / mL

耗氧量

ρ/ (mg·L - 1)

BOD5

ρ/ (mg·L - 1)

1 # 100

200

2156

6139

2515

3119

2 # 100

200

1119

4172

1119

2316

3 # 100

200

1197

3164

1917

3314

4 # 100

250

1167

6128

1617

2511

5 # 70

200

1133

7114

1612

3419

6 # 70

150

1114

4185

1217

3018

7 # ③ 200

250

319

419

1915

1916

8 # ③ 150

200

311

412

2017

2110

　　①水样当天溶解氧均在 815 mg/ L 左右 ,五天后剩余溶解氧均

在 1 mg/ L 以上。②所取样品均稀释至 1 000 mL 用于培养测定。

③每升 7 # 、8 # 稀释样中加入 500 mg/ L ATU (丙烯基硫脲) 1 mL 。

表 2 　500 mg/ L A TU 加入量试验

取样量① V / mL 加入量 V / mL ρ(BOD5) / (mg·L - 1)

500 1 4194

500 2 3116

500 5 3116

500 10 2196

　　①所取样品均稀释至 1 000 mL ,作培养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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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测定结果

配制 8 组不同质量浓度硫化物质控样 ,以氢化

物发生装置作预处理 ,用碘量法和亚甲蓝光度法分

别测定质量浓度 > 014 mg/ L 和 ≤0. 4 mg/ L 质控

样硫化物含量。结果见表 2。

表 2 　质控样测定结果 ( n = 3)

质控样值

ρ/ (mg·L - 1)

测定均值

ρ/ (mg·L - 1)

相对标准差

/ %

回收率均值

/ %

36155 36143 215 9917

19136 19115 311 9819

8174 8182 217 10110

2112 2106 219 9712

0192 0189 212 9711

01040 01039 314 9617

01240 01232 215 9617

01400 01396 213 9910

　　从表 2 可见 ,质控样相对标准差 < 315 % ,精密

度较好 ;回收率在 96 %以上 ,相对误差 < 4 % ,准确

度好。

实验结果表明 ,改进的水样预处理方法是可行

的 ,具有快速、简便等优点 ,尤其适宜大批水样的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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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硝化作用的判断

反硝化作用[3 ]

2NO -
2 + 6H(电子供体有机物)

反硝化菌
N2 ↑+

2H2O + 2OH -

2NO -
3 + 10H(电子供体有机物)

反硝化菌
N2 ↑+

4H2O + 2OH -

采用稀释法测 BOD5 ,它与硝化干扰相反 ,水

样随稀释倍数的减小 ,BOD5 测值越小 ,见表 3。

表 3 　生化法出水反硝化干扰现象

水样
取样体积

V / mL

耗氧量

ρ/ (mg·L - 1)

BOD5

ρ/ (mg·L - 1)

9 # 250

500

2161

4102

1012 　

7194

10 # 250

500

1171

2101

6183

4102

11 # 200

500

1171

3122

8154

6143

生化反应极为复杂 ,其结果是随水质、微生物

种类和数量、反应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若污水处理

工艺造成短程硝化、反硝化存在 ,利用稀释法测量

BOD5 时 ,由于水样中含 NO -
2 、NO -

3 ,同时 NO -
3 反

硝化作用不完全 ,NO -
2 积聚 ,而无法判断 NO -

2 中

反硝化的量和NO -
3 不完全反硝化作用产生NO -

2

的量值 ,因此 ,反硝化消耗的 BOD5 量便不可能准

确算出 ,导致水样的 BOD5 也就无法得出准确测量

值。由于反硝化细菌是兼性异养菌 ,在好氧状态

下 ,进行好氧生物代谢去除 BOD5 。若要杀死或抑

制反硝化菌 ,有机物也就无法生化去除 ,BOD5 也

就无法测量。如何消除反硝化干扰还需作进一步

研究。

3 　结语

(1) 稀释法测定 BOD5 ,若有硝化干扰 ,BOD5

值有随稀释倍数的减小而增大的趋势。

(2) A TU 硝化抑制剂的最低用量要根据水质

状态经试验确定 ,超量不影响 BOD5 测定值。

(3)稀释法测定 BOD5 ,若存在反硝化干扰 ,样

品有随稀释倍数的减小而减小的趋势。

(4)反硝化干扰的消除 ,还需作进一步研究与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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