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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复合脱氮剂处理甘氨酸废水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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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氨氮浓度为 7 000 mg/L 以上的甘氨酸废水为研究对象，采用吹脱法去除氨氮，对

比了 pH=10.0 时，加脱氮剂和不加脱氮剂条件下的氨氮去除效果，结果表明加脱氮剂的

在吹脱时间为 5.5 h 时剩余氨氮浓度为 11.4 mg/L，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排放要求（小于

15 mg/L），不加脱氮剂的剩余氨氮浓度为 112.3 mg/L，无法达标；降低废水 pH 至 9.5，投

加脱氮剂进行吹脱，通过延长吹脱时间 2.0~2.5 h，也可使废水氨氮含量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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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ver 7000 mg·L-1 high ammonia concentration glycine wastewater was treated by
means of air-stripping using organic composite denitrification agent. Compared with direct air-
stripping, using organic composite denitrification agent can reduce the ammonia concentration
to meet the national emission standards for NH3-N level (under 15 mg/L). In the condition of
pH 10.0, temperature 40~50 ℃ , treating for 5.5 h, the concentration of residual ammonia is
11.4 mg/L while the group without organic composite denitrification is 112.3 mg/L. With the
lower pH of 9.5, the concentration of residual ammonia can still meet the national emission
standards by extending reaction time for 2~2.5 h.
Key words：High ammonia concentration; Glycine wastewater; Air-stripping;
Organic composite denitrification agent

前 言

甘氨酸又名氨基乙酸，它是结构最简单的 α-

氨基酸，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主要用于农药、医药、
食品、饲料以及制取其它氨基酸，合成表面活性剂

等。甘氨酸废水的氨氮浓度很高，若不进行处理而

直接排放， 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氨氮作为

“十二五”新增约束性指标，氨氮废水的达标排放

是废水处理必须解决的问题。
吹脱法以工艺简单、氨氮去除率高、易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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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点成为高浓度氨氮废水常用的处理方法，但

吹脱法能耗高、 尚不能将高浓度氨氮废水直接一

次处理后达标[1]。因此，本文在吹脱法的基础上，通

过投加高效复合脱氮剂来处理甘氨酸废水，并与直

接吹脱脱氮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投加高效复

合脱氮剂对氨氮去除效果有较好的提高作用,处理

后出水可以直接达到国家的氨氮排放标准。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废水水质

试验废水为湖北某公司生产排放的甘氨酸废

水， 主要成份为醋酸、 甲醇、 氨基乙酸等。 原水

pH≈9.2，COD 为 11 000-12 000 mg/L， 氨氮浓度

为 7 000-7 500 mg/L。
1.2 装置和仪器

脱氮装置为 PVC 材质的长方体容器，容积为

5 L，每次试验加入 3 L 废水，用 30 %的片碱溶液

调整 pH，试验过程保持 pH 不变，用电热棒 加热

并维持水温在 45℃~50℃，在装置的底部布有曝气

管，用电磁式空气泵进行曝气。 脱氮装置图如图 1
所示，试验所需的仪器见表 1。

1.3 分析方法

氨氮：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535-2009）[2]

；COD：重铬酸盐法（GB 11914-89）[3] 。
2 试验结果和分析

2.1 脱氮剂对氨氮去除效率的影响

调整废水 pH 为 10.0， 水温维持在 45℃~50
℃， 分别进行投加脱氮剂和不加脱氮剂的吹脱试

验。 试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以看出投加脱氮剂的氨氮去除效果

明显高于不加脱氮剂的去除效果。吹脱时间为 2 h
时， 加脱氮剂的氨氮去除率已达到 95 %左右，不

加脱氮剂的不到 80 %； 随着吹脱时间的延长，氨

氮去除效率在不断提高， 两种条件下氨氮去除率

的差别也在不断减小；吹脱时间为 5.5 h 时，加脱

氮剂的氨氮去除率为 99.84 %， 剩余氨氮浓度为

11.4 mg/L，达到了氨氮排放国家一级标准的要求；
不加脱氮剂的氨氮去除率为 98.41 %， 剩余氨氮

浓度为 112.3 mg/L，尚不能达标。
本试验所用 的高 效 复 合 脱 氮 剂 含 有 大 量 的

O、H、CO、HO、CH、CH2 等 原 子 和 离 子 活 性 基 团 ，
在生物活性催化酶的催化作用下， 可以高效地将

废水中的铵盐转化成氨气（挥发氨、游离氨），并且

在设备的配合下很容易断掉氢键， 从而为氨气的

彻底分离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对剩余的有机氮（如

喹啉、吖啶、咔唑、吲哚、吡啶以及氰化物、硫氰化

物等），脱氮剂则能有效地促进其氨化过程，从而

将有机氮最大限度地转化成氨态氮， 再和其它无

机氮一起实现氨分离而得到去除。 使用本试验中

的高效复合脱氮剂可将高浓度氨氮废水直接一次

处理达标排放。 雷春生[4]和李绪中[5]等的研究也表

明了吹脱法与脱氮剂相结合可以提高高浓度氨氮

废水的氨氮去除效率。
2.2 pH 的影响

试验废水的 pH 值≈9.2， 废水中主要成份为

醋酸、甲醇、氨基乙酸等，酸性缓冲物较多，需要大

量的片碱对废水的 pH 值进行调整， 进行加碱量

的 实验， 得出将 1 t 废水 pH 调至 9.5 需 碱 量 为

图 1 脱氮装置实物图

仪器名称 型号

微波消解 COD 测定仪 MS-3

pH 计 PHB-3

氨氮微电脑测定仪 HI96733（药剂：HI93733A-0、

HI93733B-0）

电磁式空气泵 ACO-004

温度计 水银温度计（0-100℃）

表 1 试验仪器一览

图 2 脱氮剂对氨氮去除率的影响

η1 为加脱氮剂去除率；η2 为不加脱氮剂去除率；
c1 为加脱氮剂剩余氨氮浓度；c2 不加脱氮剂剩余氨氮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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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kg，调至 10.5 需碱量为 9.31 kg，为了进一步

降低药剂投加费用， 考虑降低反应 pH 值后对废

水中氨氮的去除效果。
调整废水 pH 为 9.5，投加脱氮剂，其他条件

与 2.1 中相同，进行吹脱试验，吹 脱时间为 5.5 h
时， 氨 氮 去 除 率 和 剩 余 浓 度 分 别 为 99.65 %和

25.1 mg/L，延长吹脱时间至 7.5 h，才能使剩余氨

氮浓度降低至 13.5 mg/L。
试验结果表明，将废水 pH 调至 9.5 同样可以

将氨氮去除到国家的一级标准以下， 但比 pH 为

10.0 的反应时间要长 2~2.5 h。

3 结 论

（1）试验结果表明投加高效复合脱氮剂进行

吹脱的脱氮效果明显高于直接吹脱法。 对氨氮浓

度为 7 000 mg/L 左右的甘氨酸废水，在pH=10.0，

脱氮剂投加量为 10~20 g/m3， 温度 45℃~50℃的条

件下进行曝气吹脱， 吹脱时间为 5.5 h 时剩余氨氮

浓度低于 15 mg/L，达到国际一级排放标准的要求。
（2）将废水 pH 调至 9.5，同样可以将 氨 氮 去

除到国家的一级标准以下， 但比 pH 值 10.0 的反

应时间要长 2~2.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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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机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发展， 因此新能

源的开发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藻类生物

质能源作为第三代生物质能源， 具有能源生产力

高、 占地面积相对较小和不向大气中净排放 CO2

等优势， 成为当前国际新能源和环境领域的研究

热点和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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