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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升团队在污泥强化脱水研究方面取得系列成果

2020-11-30 |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活性污泥法在净化污水中污染物的同时，会产生大量的剩余污泥，污泥的处理处置已成为我国环境

工程领域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污泥EPS中的大分子有机物（蛋白质、多糖和腐殖酸等）在疏水作用、氢键

作用、阳离子架桥的作用下形成类似凝胶的网络结构，对水分子具有极强的结合能力，导致污泥脱水难

度较大。因此，开发高效的污泥脱水强化技术是缓解污泥快速增长压力的一种重要方式。 王东升研究团

队围绕污泥强化脱水方向，开展了十余年的研究工作，近期成果以综述形式总结发表在Water

Research，题为“Enhanced technology based for sewage sludge deep dewatering: A critical

review”。该综述系统讨论了污泥絮体和胞外聚合物（EPS）对污泥脱水性能影响的认识过程（图1），

介绍了污泥深度脱水系统，分析了污泥调理面临的挑战。

　　该综述还系统介绍了基于泥质特性的污泥强化脱水技术体系的研究进展，主要包括絮凝/助滤强化脱

水技术、高级调理技术和电渗透脱水技术三大类。其中，絮凝/助滤强化脱水技术包括传统无机混凝剂调

理、纳米羟基铝絮凝调理技术、类水滑石调理、有机高分子絮凝调理、甲醇和无机混凝剂联合调理、原

位结晶和高分子絮凝联合调理技术（图2）等；污泥高级调理技术主要包括Fenton调理、高铁酸盐、过氧

化物预氧化联合絮凝调理、亚铁活化次氯酸钠等技术；污泥电渗透脱水技术包括污泥电渗透脱水过程中

胞外聚合物溶解的区域化特征、污泥碳基材料强化脱水耦合燃料化处理技术。

图1 认识污泥EPS与脱水性关系的几个阶段

图2 基于骨架物质助滤和有机高分子絮凝联合调质强化脱水的作用机制

　　最后，综述综合对比了不同强化脱水技术的效率，并对污泥脱水技术和最终处置方式做了适配性分

析，提出了污泥电渗透脱水中有机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污泥强化脱水与热解碳化耦合技术、污泥调理与

有害污染物去除耦合技术等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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