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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塘中菌、藻种群增长动态 

THE BACTERIA AND ALGAE P0PULAT10N GROW TH 

DYNAMICS IN OXIDATION PONDS 

氧化塘作为 理的方法，具有构造简单、基本建设投资低 能量消耗小、维护管理容 易 处 

理效果稳定等特点，s『起国丙外许多等蒙的重视并做了许多工作 近几十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如石家庄、 

武汉、广州、齐齐哈尔等)已开展了氧化塘的研究和应用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生态经济效益。 

氧化墙基本上是利用自然水生生态系统来处理污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层次的半人工生态 系 统， 

与其它生物处理方法柏比．尚 谚完备 如何提高氧化塘素藐的控制水平，提高处理效果■爱 箭国内外 

部较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研究氧化塘中、菌藻种群增长的季节性变化和各塘间的数量变化及拥 关 性，进 

而探讨其与有机污染物降解的关系，为提高处理污水的敦暴提供微生物方面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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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条件与方法 

N19S7年6月~1988年 5月每月取氧化塘水样一次，水 深 约 50cm，实 验室测定细茼总数、藻总数 

COD值和BODs值。并在取样对记录水体温度 

1．中试曩化塘 中试氧化澹位于武汉地区，出 I、I、I、盯，V 5个小塘串联而 成 (圈 1)，并小 

塘的体积分别为43m。 1250m 、]550m 1550m 和13g0m。，每天进水250吨，停留25天。 

进八氧化塘的污水主要为工业虚水和生活污水，重点工业污染源有术材防腐厂、味精厂、自行车 零件 

J 、轧钢厂 床单厂 、化 工厂、工艺塑料制品厂 ，钢 丝 绳厂 、毛巾广 、豆制品厂、染整厂 医用玻璃厂 

针织厂和袜厂等 主要污染物是石油娄和耗 氧 物。进 水 水质，COD为 172--393mg／L．BOD s为：8．2～ 

2"06．4mg／L。 

2．细曹计鼓 使用肉汤琉脂培养基，采用平板 

茼落计数法计数。 

5．藻粪计数 使用鲁哥氏液固定，然后浓缩、 

定容，用镜硷计数法计数 

4．COD 定 使用重铬酸评法 

5．BOD s 定 使用常规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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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圈 1 氧 化塘 示意 图 

1．董亿塘中的细菌数量夏季节变化 Fi ．1 A ske1ch map showing 0xidati0 ponds 

出图2—5可看出，在不同小塘中和在 不 同季 节 

时，各小塘中的细菌数量均不相同，每毫升水样中最多为10 个，最少为1o a个。但在任一季节时，小 塘 之 

间细菌数量变化的趋势却是相同的·即随着塘号的增加，细菌数由多变少，人塘污水和 I螗承样每毫升 为 

10。或]06个，I、I、盯特水样每毫升为1o‘或1 0 s个，V塘水样每毫升为1o‘或1 0 个，各小螗细蘸数 量 大 

小的顺序为 I>I>I>Ⅳ>V。这是因为细菌数量的增长与氧化塘中有机污染物有关，COD值和BOD 

值j镱着承流路线降低，污水得尹J净化，细菌量运渐下降，另外，在任一小塘中，细菌量季节性变化规 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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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最高，每毫升为10‘或10·个，冬季最少，每毫升为10 s或10 个。这可能是温窿影响的结果，因冬 季平 

均水温为 g℃，有时低于5℃，而春季的平均水温为1 6℃．有时高于Z0"C。低温对细菌的生长繁殖 不利 

此结果与Pike的报告基本吻合。 

2．曩纯●串■羹蚺 量墨摹节变纯 

由 图2可 看 出，在 不同小塘巾祁在不同季节时，各小塘中藻类的数量均不相屁，每升水样中多 则 为 

108个，少则为106个。但在任一季节时，小墉之蚵藻类敦最变化的趋势却是一样的，即随着塘号的增加，藻 

类数量出少变多，各塘藻类数量大小胍序为 I<I<I<F<V。推测藻类的增长可能与氧化塘中矿 化 的 

程监有关，随着细菌种群的增长，矿化作用加强，有机污染物分解增多，提高了水体中COt和无机物盐类 

的含量，由此，为藻类的增长提供了营养。此外，压一小墙中藻类数量季节件变化的趋势与纲菌的 情 况鸯 

似，也是春季最多，每毫升为l0s个。此结果与Ben$on—Evans的报告略有不同。 

5‘曩亿舯 一 t曩殖与其它固蕾曲关系 

由图2可见，在任何季节，氧化塘中细菌数、藻敬、COD值和 BODs值均跪着塘号的增加而变化．细 

菌数逐渐减少，藻数逐新增多，而COD值和 BODs值相应地降低。氧化塘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关系与河流自 

净过程中的情况基本一致 由此，可初步断定氧化塘的运行基本正常，COD和 BOD s的击除率与菌，藻增殖 

的动巷关系密 }刀。 

COD和 BOD s的最大去赊率都在秋季，这与菌，藻种群的大小有关井受求温和进承浓度的影响。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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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氧化塘 中各目素的季节壹 化 

F ．2 Variation of e h ~actors in oxidat；on pond in f。nr se B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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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温平均分男 依次为1 6℃、28℃、1 8℃和9℃}进水浓度COD分别依次172mg／L、202mg／L、393mg／I 和 

3】蛐1g／L}BOD 5分别为58mg／L、133m g／L、2O6mg／L和155mg／L}击赊率COD分别为72 、78 、86 

和50 ，BOD5分另 为92 02％、94 和54 。就水温而言·秋季高于春季和冬季，而随着水温的降低， 

与之对应的处理效果也较低。但夏季水温最高，而去脒率也低于秋季，这可能是还受进水浓度影响的结果， 

因进水浓度秋季高于夏季。进水浓度秋季最高，所以击除率最大 但冬季比春，夏两季的进 水浓度高，而 

去除率却比春、夏两季小，这可能是还受永温影响的结果，因冬季水温最低，低温影响细 菌 的酶活性，净 

化效率低。 

综上所述，影响氧化塘处理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这些因素影响又是相互交错的。 

在氧化塘的运行中，可通过加A固体悬挂物增加生物膜，或从细菌增长高峰处遁流 进口处，增 加起 

始细菌浓度，也可用控制流量的方法来调节季节性的气温变化和明显的进敢浓度变化，达到提高处理 效果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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