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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处理技术因其成本低廉、具有良好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成为印染废水最常用的处理技术之

一。为适应对印染废水水质的高标准处理需求，同时考虑污水中污染物组分的复杂性，需对其生物处理特性进

行评价，以印染企业内部处理后排放到污水处理厂的纳管废水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确定不同降解难度的有机

物所占比例，实现对废水中有机物降解特性定量评价。结果表明：当印染废水的 B/C值为 0.26时，在实际运行

工况下，该类印染废水中仅有 18.6%的有机物可被生物降解，在这些可被生物降解的有机物中，生物快速降

解、生物易降解、生物可降解有机物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15.48%、64.29%、20.83%；通过增加氮源和磷源的含

量，印染废水中可被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含量可提高 53.45%~60.34%，其中氮源主要提高生物快速降解的有机物

含量，磷源主要提高生物易降解的有机物含量。对印染废水的生物处理特性评价方法及评价结果，可作为污水

处理中水征指标评价方法与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有利于重新认识现有污水处理工艺和水质标准、优化现有技术

和工艺组合及其运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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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行业是纺织产业链中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关键行业，也是能耗和水耗较高、废水排放量较

大的行业，约占纺织废水排放量的 80%[1]，仅江浙地区印染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即可达到 2×106~
3×106 t·d−1[2]。印染行业废水排放量的不断增加，成为我国工业系统中重点污染源之一，而污染治

理带来的高成本严重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成为制约纺织印染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3]。目

前，印染废水处理的方法主要包括物理法、化学法以及生物法。其中，利用生物技术处理印染废

水成本低廉、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小、污泥产量少、不需要复杂的设备，具有良好的环境效应和经

济效应，故其成为最常用的印染废水处理技术[4]。

但是印染废水中含有大量浆料、染料、助剂、表面活性剂等，使其具有水质成分复杂、可生

化性较差等特点，只经生物处理难以满足严格的排放要求，废水中仍含有极细微的悬浮物、磷、

氮和难以生物降解的有机物、矿物质、病原体等 [5-7]。由于印染废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因此，需

要从复杂体系的视角，研究和掌握污水的特性 [8]。现阶段，污水处理工艺通常由多个处理单元串联

形成组合工艺，但是这些组合工艺的设计缺乏系统性理论指导，仅仅依据 COD、BOD、T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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